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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 國家圖書館  

每當
聽 到 阿 公 話 起 當

年 ， 每 次 翻 開 歷

史課本，「日治時代」這個名

詞總覺得是遙不可及的陌生國

度？來來來！別懷疑，「戀戀

原鄉情-台灣早期珍藏明信片

展」讓您輕鬆認識台灣古早生

活，精選1000張日治時期的明

信片，帶您回到上個世紀「阿

公的年代」。在泛黃的印刷畫

面中，蒐尋景物人事的歷史跡

證；從郵戳與家書字跡中，閱

讀先人真摯的生活氣息；從滿

滿的明信片展示中，帶您體驗

看似物換星移，卻又隱約影響

你我生活的日本文化況味。

「戀戀原鄉情─台灣早期珍

藏明信片展」將於10月2日至

14日於文化局兒童室前廣場展

出，明信片出版年代橫跨19世

紀與20世紀前半葉，總共分為

以下9個主題：

1.  政府官署篇

本篇內容為1920年代台灣街

庄制度改正後，各州廳、市街

役所，以及司法、軍政機構等

官署建築。例如今日的台中市

政府、監察院與台南地方法院

等，優美古典的線條與融入台

灣本土元素的設計，不僅體現

台灣近代化與西化的步伐，同

時也開拓台灣人的國際建築視

野。

2.  古早禮俗篇

台灣民間習俗多源自閩粵

與客家傳統，各族群在互動融

．早期的明信片中出現相當

多的政府官署的款式。如今

日的臺中市政府、監察院與

臺南地方法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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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中演變成今日多元色彩濃厚

的禮俗。透過百年明信片的描

繪，台灣早期廟會、建醮、中

元節慶、清明祭祖、官將首出

巡、民間祭祀儀式，一一躍然

紙上。

3.  鐵路車站篇

為了配合1908年完成的南

北縱貫線鐵道，日本政府完成

不少著名的車站建築，如嘉

義、台南、花蓮港車站，具有

簡約、俐落的外觀；而高雄車

站興亞帝冠建築，氣度亦顯

恢弘；台中、基隆、台北、

新竹等車站，擁有華麗的樣式

風格，更是當時都市門戶的代

表。

4.  教育文化篇

日治時期台灣學校包括高等

教育、職業教育、國民教育、

原住民教育，以及民間書房、

私塾、書院等不同學制，從學

校的經營與智識的要求，可以

看到其重視人文教育與百年樹

人的永續價值，這些學校亦為

當時台灣培育充沛的人力資

源。

5.  台灣八景篇

1696年台灣官修地方文獻首

度出現「台灣八景」的描述，

1927年《台灣日日新

報》配合台灣總督府

推動環島觀光政策，

依據民眾投票，選出

新八景，包括台中八

仙山、屏東鵝鑾鼻、

花蓮太魯閣峽谷、台

北淡水、高雄壽山、嘉義阿里

山、基隆旭岡、南投日月潭。

為了推廣日人來台旅遊，「台

灣八景」成為當時覽勝宣傳的

主軸。

6.  族群服飾篇

百餘年來，台灣服飾展現庶

民文化的生命力，從充滿神話

圖騰的原住民服裝，到閩粵漢

人的長衫、鳳仙裝，以及1930

年代「皇民化」運動下的和

服、吳服，文化的激盪在服飾

中充分顯現。

7.  工商發展篇

1930年代台灣陸續完成各大

都市街道改正計畫，本篇挑選

各大都市重要工商街道景象，

當時都會區的鈴蘭街燈綻放光

明，四處洋溢的繁榮景氣，呈

現台灣被捲入戰爭前最後的和

平景象。

8.  海洋航運篇

台灣地理位置適中，為大

陸、東南亞、南亞，甚至非

洲、歐陸航線的中繼站。因此

1896年至1945年期間，總督府

積極建設商務港口、海上旅

遊，以及扶植航運公司、購置

船隊等，為今日台灣海運奠定

基礎。

9.  神社建築篇

由於戰爭與皇民化運動的影

響，神社與寺院在台灣勃然發

展，包括官幣大社、縣社、鄉

社、無格社、社、遙拜所等，

加上日本佛教寺院等，共計有

百餘所之多，這些宗教機構戰

後多成為忠烈祠或本土寺廟。

從明信片圖像的描述中，民眾

可以一窺這些曇花一現的海外

宗教勝景。

台灣早期明信片的出現與流

通，除具備通信的功能，也反

映著過去殖民統治者眼中的台

灣形象；此次展覽期望透過百

年風華明信片的呈現，觸動觀

眾深刻的體認與省思，觀眾可

以找到某些台灣文化的源由與

特徵，了解多元族群交融之下

獨特的台灣風情，並且從豐富

且互動的展示中，盡情體驗一

趟兼具知識性、教育性與娛樂

性的時光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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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 張湘君

幼兒英語  

在童詩中築夢

近年
來，英語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國際語言，各地

各階層的人莫不爭相學習。尤其亞洲各國正在

搶登國際舞台之際，許多家長深怕子女輸在起跑點上，

很早就讓幼兒學習英語，因此幼稚園普遍實施英語教育

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五歲以前屬於童謠的時代

為了遏止我國學齡前幼兒狂學英文，妨礙母語之學習，教育部下令幼兒園不可直接

安排英語課程，僅能透過英文歌謠、故事、遊戲等適合幼兒學習的內容及方式，讓幼

兒少量接觸。

為何歌謠韻文是兒童階段之學習恩物？首先，應是它的音樂性很強，有別於其他的

文體。孩童學習語言時，是先感受到語言的「聲音」，然後才是那聲音

所代表的意義。唸誦時，兒童有如欣賞一場聲音的表演，閱讀時也可

體會文字結構的美，提升對語文的敏感度。各國歷代的兒

童啟蒙教材，大抵以韻文兒歌寫成，就是看重其諧韻易

讀、孩子願意跟讀的特質。英國人甚至把傳統英文童謠

當一門正式的學問，編成啟蒙教材，由保母和幼稚園教

師做有系統的介紹，對英國的孩子來說，五歲以前是

屬於童謠的時代。

英美小學普遍推行每日一詩

英文歌謠韻文除可讓兒童掌握英文音韻之特

質，助其訓練英文發音的標準之外，其取材廣

泛，用字鮮活，常吟唸可幫助兒童累積英文單

字，優美詞句，培養觀察思考、閱讀寫作等

能力。因此，英美小學普遍推行每日一詩“A 

Poem A Day”的活動，而我國國小英語課本，每

課也皆編製歌謠韻文單元，期能強化語文學習之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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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接觸歌謠韻文、沒有

享受過文學的孩子，變得不太

相信夢，不太知道美，甚至不

太堅定人生有許多美好，故常

因無任何想望而走上尋短之絕

路。深諳歌謠韻文對兒童教育

的重要性，兒童文學界三位重

量級人物—著名童詩作家林武

憲老師、知名圖畫書作者曹俊

彥、語文教育學者吳敏而博士

再度合作出版了一套中英對照

詩畫集『無限的天空』，以幫

助台灣兒童同時有效地學習國

文及英文兩種語文，也能重新

覓得生命的美好。

童詩是兒童文學中的珍珠

文學翻譯，一向難度很高，

尤其二種語文詩詞的互譯，被

視為是語文學習的最高境界，

因為光是押韻韻腳與每種語文

特有的語法翻譯就很難處理。

童詩是最精鍊的語言，音樂性

不如兒童歌謠強，但文學性和

想像世界更豐富，是兒童文學

中的珍珠，一樣不容易處理。

尤其林武憲老師的詩特別講究

聲音與意象之使用，中英文語

言的轉換，更是挑戰翻譯者的

技巧。幸好林武憲老師與吳敏

而博士過去因編寫語文教材早

有許多合作的經驗，默契十

足，故能一一克服翻譯過程中

的障礙。

在出版市場上，中詩英譯作

品相較英詩中譯，數量顯得相

當稀少，遑論適合兒童閱讀的

童詩。激賞三位台灣兒童語文

教育的先進，願意繼續投入心

力為台灣兒童中英語文教育打

拼的熱情，以及進行新嘗試—

中文童詩英譯並由作者譯者自

行朗誦的勇氣，如此的用心與

創意，相信能獲得國內外關心

兒童語文教育人士的認同。

張 湘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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