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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我們的

說
起
當
年
加
入
︽
兒
童
樂
園
︾
，
張

浚
華
說
也
很
偶
然
。
她60

年
代
畢

業
於
新
亞
書
院
哲
學
系
，
本
來
要
去
報
紙

工
作
，﹁
後
來
聽
人
說
去
報
紙
，
採
訪
的

新
聞
不
是
死
人
就
是
塌
樓﹂
，
乾
脆
選
擇

了
平
靜
得
多
的
出
版
業
，
加
入
友
聯
出
版

社
負
責
的
︽
中
國
學
生
周
報
︾
，
工
作
兩

年
後
，
因
人
手
短
缺
被
調
動
到
︽
兒
童
樂

園
︾
。

﹁
開
始
的
時
候
覺
得
新
鮮
，
我
們
小
時

候
哪
有
機
會
看
這
麼
好
的
兒
童
讀
物
，
又

文
又
圖
的
。
開
始
時
不
懂
，
給
小
孩
子
看

的
文
字
不
能
用
太
深
的
字
眼
，
要
輕
鬆
些

令
他
樂
於
接
受
，
像
教
科
書
一
樣
的
是
不

行
的
。﹂
一
輪
學
下
來
，
她
也
逐
漸
變
成

多
面
手
，
歷
史
、
名
人
、
生
活
、
文
藝
、

童
話
，
什
麼
都
能
寫
。
到
了
後
來
，
雜
誌

除
了
創
辦
人
之
一
、
著
名
畫
家
羅
冠
樵
原

創
的
故
事
外
，
幾
乎
所
有
改
編
故
事
的
文

字
都
出
自
她
筆
下
。

﹁
其
實
我
是
喜
歡
畫
畫
的
，
但
是
沒
有

什
麼
天
分
。
沒
天
分
，
就
去
欣
賞
畫
。
我

真
的
很
滿
意
，
這
一
生
人
，
欣
賞
了
很
多

好
的
畫
。﹂
她
笑
說
雖
然
是
偶
然
走
上
兒

童
雜
誌
這
條
路
，
但
慢
慢
地
興
趣
濃
得
不

得
了
。﹁
接
觸
了
很
多
繪
本
、
童
話
等
，

尤
其
是
看
到
人
家
國
外
，
特
別
是
日
本
的

書
，
真
的
好
。
就
這
樣
，
我
做
了
一
輩
子

了
。﹂西

方
繪
本
變
身
連
環
圖

︽
兒
童
樂
園
︾1953

年
創
刊
，
第
一

任
社
長
閻
起
白
在
旅
順
長
大
，
精
通
日

語
，
也
熟
悉
日
本
的
兒
童
教
育
和
兒
童
刊

物
，
早
期
的
︽
兒
童
樂
園
︾
便
主
要
以
日

本
的
︽
小
學
生
︾
雜
誌
作
參
考
。﹁
人
家

的
雜
誌
本
本200

多
頁
，
分
得
很
細
緻

的
，
我
們
只
有36

頁
，
他
就
翻
譯
、
改

寫
。﹂張

浚
華
說
，
外
國
的
繪
本
創
作
一
本
可

以
花
上
一
兩
年
，
︽
兒
童
文
學
︾
出
半
月

刊
，15

天
就
要
出
全
本
彩
繪
，
沒
有
辦

法
完
全
原
創
。
於
是
雜
誌
除
了
羅
冠
樵
原

創
的
︽
小
圓
圓
︾
、
歷
史
故
事
和
民
間
故

事
外
，
還
參
考
外
國
的
兒
童
文
學
和
繪

本
，
翻
譯
、
改
寫
、
描
圖
，
豐
富
內
容
。

早
期
多
參
考
日
本
，
後
期
則
參
考
西
方
。

﹁
最
早
是
去
辰
衝
和
香
港
圖
書
中
心
找

材
料
，
但
是
公
司
整
天
說
要
省
錢

︵
笑
︶
，
於
是
變
成
去
圖
書
館
兒
童
部
。

挑
選
到
十
本
八
本
好
書
，
就
回
去
再
細

選
。﹂
看
到
好
的
故
事
就
將
其
翻
譯
改

寫
，﹁
多
數
書
都
是
大
開
本
並
且
好
多

頁
，
我
要
在4

到6

頁
把
它
講
完
，
就
有

點
像
讀
者
文
摘
，
但
我
還
有
圖
畫
，
於
是

要
花
很
多
功
夫
。﹂
早
期
一
個
故
事

1000

字
配
一
兩
幅
圖
，
後
面
逐
漸
變
成

連
環
圖
，
一
頁
變
一
格
，
翻
譯
也
用
本
地

口
吻
，
一
點
沒
有
翻
譯
腔
，
真
相
當
於
把

外
國
繪
本
故
事
揉
碎
了
再
講
一
次
。﹁
別

以
為
翻
譯
改
寫
好
簡
單
，
字
少
圖
多
，
真

的
畫
死
人
！
到
今
天
我
真
的
都
很
感
激
這

些
畫
家
，
做
好
多
事
情
，
不
只
多
付
一
倍

功
夫
。﹂
張
浚
華
感
歎
道
。

從
今
天
的
角
度
看
，
這
種
二
次
創
作
好

像
是
抄
，
但
當
年
版
權
法
不
那
麼
嚴
格
，

這
些
本
土
化
的
連
環
圖
成
為
了
向
本
地
小

朋
友
引
介
外
國
文
學
與
繪
本
的
寶
貴
窗

口
，
高
橋
真
琴
的
作
品
、
大
熱
的

︽D
anny

and
the
D
inosaur

︾
系
列
等

故
事
都
留
下
身
影
！
現
在
市
面
上
正
版
的

外
國
童
書
成
行
成
市
，
再
回
頭
看
︽
兒
童

樂
園
︾
微
縮
連
環
圖
版
，
卻
有
另
一
種
趣

味
。﹁

我
以
前
每
到
圖
書
館
找
到
一
本
好
的

書
，
真
的
就
好
像
中
了
六
合
彩
，
立
即
好

興
奮
。
我
曾
經
在
圖
書
館
兒
童
部
看
了
很

多
年
的
書
，
退
休
後
有
次
又
回
到
兒
童

部
，
看
到
有
那
麼
多
的
好
書
！
回
頭
一

想
，
自
己
都
沒
有
做
了
，
那
麼
高
興
幹
什

麼
！﹂
張
浚
華
笑
道
。

小
叮
噹
風
靡
香
港

在
︽
兒
童
樂
園
︾
引
介
的
故
事
中
，
最

威
水
的
大
概
就
是
︽
叮
噹
︾
。1973

年
，
張
浚
華
在
︽
小
學
生
︾
雜
誌
上
看
到

漫
畫
︽
哆
啦A

夢
︾
，
覺
得
故
事
好
得
不

得
了
，
便
開
始
在
︽
兒
童
樂
園
︾
上
刊

載
。﹁
名
字
完
全
是
現
炒
現
賣
，
︵
哆
啦

A

夢
︶
戴
着
一
個
噹
噹
哦
，
這
個
名
字
又

響
，
不
如
就
叫﹃
叮
噹﹄
吧
！﹂

雜
誌
每
期
刊
登
一
個
故
事
，
還
把
原
本

黑
白
的
漫
畫
改
繪
成
全
彩
版
。
更
有
趣
的

是
，
出
現
了
不
少
本
土
化
的
更
改
，
例
如

某
些
故
事
中
的
日
本
服
飾
變
成
了
本
地
兒

童
服
裝
，
和
室
和
布
置
變
成
了
一
般
桌

椅
，﹁
張
無
忌﹂
與﹁
馬
鞍
山﹂
出
現
在

故
事
中
…
…
角
色
的
名
字﹁
叮
噹
、
大

雄
、
靜
宜
、
牙
擦
仔
、
肥
仔﹂
更
是
深
入

人
心
。

︽
叮
噹
︾
大
受
歡
迎
，
帶
熱
︽
兒
童
樂

園
︾
的
銷
量
，
後
更
刊
印
單
行
本
。
首
本

名
為
︽
叮
噹
出
世
︾
，
兩
日
間
一
萬
本
就

全
數
售
罄
。
後
來
電
視
台
推
出
動
畫
，
熱

潮
更
是
一
發
不
可
收
拾
。
最
熱
時
期
，
張

浚
華
回
憶
道
：﹁
大
家
認
得
叮
噹
，
不
認

得
哆
啦A

夢
。﹂

熱
潮
更
催
生
漫
畫
被
引
進
內
地
。

1980

年
，
香
港
中
文
運
動
聯
合
委
員
會

主
辦
一
場
座
談
，
席
間
有
人
聊
起
︽
叮

噹
︾
，
當
時
來
自
廣
州
的
主
編
黃
慶
雲
聽

到
後
，
問
張
浚
華
拿
了
一
本
單
行
本
帶
回

內
地
，
把
廣
東
話
改
成
了
普
通
話
後
在

︽
少
年
文
藝
報
︾
刊
發
，
後
來
出
現
的
內

地
版
︽
叮
噹
︾
也
都
沿
用
了
港
版
譯
名
。

直
到90

年
代
，
人
民
美
術
出
版
社
獲
得

日
本
方
正
式
授
權
，
以
︽
機
器
貓
︾
的
名

字
發
行
漫
畫
，
這
便
是
後
話
了
。

講
起
在
︽
兒
童
樂
園
︾
的
日
子
，
張
浚
華
印

象
最
深
的
是
人
手
緊
缺
，﹁
人
家
認
為
我
們
千

軍
萬
馬
的
，
其
實
背
後
就
那
幾
個
人
。﹂
多
個

筆
名
後
，
其
實
都
是
同
一
人
蠟
燭
兩
頭
燒
。
她

初
初
入
社
，
除
了
社
長
，
畫
家
就
是
羅
冠
樵
和

他
的
兩
個
徒
弟
李
成
法
和
郭
禮
明
，
後
來
羅
冠

樵
退
休
後
，
又
加
入
了
潘
偉
、
陳
子
通
、
李
子

倫
、
李
志
豪
、
潘
麗
珊
等
人
。

﹁
彩
色
半
月
刊
，
真
是
畫
到
人
手
都
殘
。﹂

她
笑
道
，
趕
雜
誌
時
印
象
最
深
就
是
催
畫
家

稿
。﹁
其
實
很
心
痛
，
人
家
畫
得
好
，
需
要
時

間
的
，
但
沒
辦
法
。
於
是
只
有
拿
羅
冠
樵
開

刀
，
他
有
身
份
，
不
容
易
發
火
嘛
。
而
且﹃
擒

賊
先
擒
王﹄
，
我
罵
他
，
那
些
小
的
就
不
出

聲
，
默
默
趕
。
羅
冠
樵
被
說
多
幾
次
也
生
氣
，

有
次
被
迫
得
不
行
了
對
我
說
：
我
一
生
最
想
討

好
的
兩
個
女
人
，
一
個
是
我
太
太
，
一
個
就
是

妳
了
。
我
當
下
就
不
好
意
思
催
了
。﹂

﹁
但
其
實
我
都
心
痛
到
死
，
那
麼
趕
。
現
在

想
起
這
些
同
事
，
還
是
很
感
動
。﹂
張
浚
華

說
，
現
在
想
起
當
年
同
行
的
人
，
懷
念
非
常
。

羅
冠
樵
每
天
趕
稿
到
深
夜
三
點
，
可
謂
是
嘔
心

瀝
血
。
她
到
現
在
還
記
得
當
年
雜
誌
辦25

周
年

紀
念
，
每
場
招
待1000

個
讀
者
。
羅
冠
樵
畫
宣

傳
圖
，
一
幅
圖
居
然
畫
了969

個
人
，
人
頭
小

到
一
個
手
指
放
上
去
就
能
蓋
住
兩
三
個
腦
袋
，

但
放
大
了
看
每
個
細
節
都
不
同
。
李
成
法
本
來

不
願
意
描
畫
別
人
的
東
西
，
後
來
因
為
喜
歡
原

作
，
越
來
越
有
興
趣
，
絞
盡
腦
汁
如
何
把
原
畫

轉
化
到
連
環
圖
中
，
還
有
郭
禮
明
，﹁
高
橋
真

琴
那
些
大
眼
公
仔
的
眼
睫
毛
，
只
有
他
能
描

到
。﹂︽

兒
童
樂
園
︾
於1994

年
停
刊
，
後
李
成
法

與
羅
冠
樵
先
後
於2011

年
及2012

年
去
世
，

那
些
編
輯
部
的
歲
月
好
像
漸
行
漸
遠
。﹁
後
來

發
現
，
大
家
還
記
得
︽
兒
童
樂
園
︾
哦
。﹂
有

讀
者
將
一
共1006

期
的
雜
誌
電
子
化
放
上
網
供

免
費
下
載
，
有
遠
在
越
南
的
讀
者
在
防
疫
物
資

緊
缺
時
給
張
浚
華
送
口
罩
。﹁
做
了42

年
，
起

碼
有
四
代
人
。
當
年
的
讀
者
長
大
了
，
記
得
雜

誌
，
來
找
你
，
然
後
現
在
是
讀
者
和
你
一
起

做
。﹂
張
浚
華
說
，
自
己
曾
經
經
歷
脊
椎
受
傷

和
眼
疾
，
有
無
比
消
沉
的
日
子
，
現
在
卻
時
常

﹁
無
啦
啦
好
開
心﹂
。﹁
︽
兒
童
樂
園
︾
的
讀

者
一
個
比
一
個
可
愛
，
他
們
可
以
說
是
我
一
生

人
的
光
彩
。﹂

曾
經
雜
誌
中
的
美
好
和
真
意
，
由
讀
者
繼
續

傳
遞
。

最
難
忘
懷
的
是
人

香港書展正在舉辦「我們的快樂回憶 —

《兒童樂園》」特展。《兒童樂園》刊出於1953至

1994年間，陪伴幾代香港人長大，其間的美與樂承載了無數人

的回憶。《兒童樂園》的最後一任社長張浚華說，雜誌雖然停

刊，但故事並未結束。「當年的讀者長大了，記得雜誌，回來找

你，然後現在是讀者和你一起做。」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70年代，羅冠樵（左）與李成法在
《兒童樂園》編輯室中。

●《兒童樂園》70年代編輯室，（左
起）郭禮明、張浚華、潘偉。

●張浚華 攝影：尉瑋

●●由由 19731973 年開始年開始，《，《兒童樂兒童樂
園園》》連載連載「「叮噹叮噹」。」。

●●「「播音台播音台」」欄目欄目

●●羅冠樵的羅冠樵的「「中國神話中國神話」」系列系列

●●《《兒童樂園兒童樂園》》創刊號封面創刊號封面

●●雜誌中也有不少雜誌中也有不少「「小忌廉小忌廉」」式畫風故事式畫風故事。。

●●《《兒童樂園兒童樂園》》封面封面

●●香港書展香港書展
展出展出「「我們我們
的 快 樂 回的 快 樂 回
憶憶——《《兒童兒童
樂園樂園》」》」。。
黃依江黃依江攝攝

●《兒童樂園》
繪本。

黃依江攝

邱健恩博士就是張浚華口中長大後對雜
誌念念不忘，並且「神通廣大」的讀者之
一。他所撰寫的《千面樂園》可說是市面
上最全面解構《兒童樂園》出版史的著
作，其中不僅全面收錄雜誌1006期封面，
還對其內容及發展做了全面的鋪陳和評
述。
「記得是7歲起開始看《兒童樂園》，
很好看。以前買舊書容易，就去找回之前
的舊刊來看。」邱健恩說，「我讀中文，
最喜歡看的就是羅冠樵畫的歷史故事、神
話故事，用今天的角度來看仍然很吸引。
就算當時有其他書，也沒有一本像《兒童
樂園》那樣。」
羅冠樵是《兒童樂園》的創辦人之一及

主編，是雜誌的靈魂人物。邱健恩說，從

雜誌的變遷中最容易看到的就是羅冠樵的
風格的轉變。「早期的雜誌，例如頭200
來期，不論是故事還是美術，都比較以寫
實為主，而到了後期，尤其是400至600來
期，就比較朝向童趣的方面發展，由畫面
來引起小朋友的興趣。」他舉例道，例如
早期的人物多是五等身，頭身比一比五，
實際小朋友的比例是三等身，才更顯得
意，於是後來的《西遊記》故事就用這種
風格來塑造。「早期的《兒童樂園》，小
朋友是家長眼中的小朋友，後期的則是小
朋友眼中的小朋友。早期的市場，來自家
長看到雜誌，覺得對小朋友有幫助而買，
是為了讓他吸取知識；到了後期，家長仍
會買，但是是因為小朋友喜歡看，這和
『我想小朋友看』是很不同的。」邱健恩

說。
羅冠樵對傳統文化的演繹亦賦予了雜誌

不一樣的風格色彩，他原創圖文的中國神
話故事、歷史故事等都非常受歡迎。「我
們自己研究中國神話的人知道，中國神話
是很麻煩的東西來的。但他夠膽畫，從盤
古開天地，到女媧……他在整理神話上很
有功力，很會串連故事。在中華文化的演
繹上，以圖畫或者漫畫的形式來傳達，在
香港來說他做了很重要的功夫。有些神話
或者歷史其實是片段式的，他就加上一些
故事，透過故事去給小朋友看，用簡單的
方式來傳達。又比如《水滸傳》，怎麼給
小朋友講潘金蓮和西門慶呢？他把整個脈
絡梳理清楚，但是又避開了一些東西，如
果不是對小朋友有充分的了解，並且有一

種傳達傳統文化的渴望，是做不到的。」
1963年，張浚華加入《兒童樂園》成為

執行編輯，與羅冠樵一起，二人幾乎負責
了所有稿件的寫作。邱健恩慶幸雜誌找到
這麼合適的撰稿人。「兒童最重要的潛移
默化的教育，是語文。看《叮噹》，會產
生很大的幻想；看傳統神話故事，會見到
很多中國文化的內涵；動物的故事又保留
天真的想法。現在的兒童教育比較強制
化，但《兒童樂園》以輕鬆的方式，童
趣、創意與傳統，三方都有了。」
從早期對知識的培育，到對傳統文化鄉

愁的聯繫，到後期當香港經濟起飛娛樂方
式豐富混雜下仍提供良好正面的兒童娛
樂，邱健恩說，《兒童樂園》對香港帶來
的影響是潤物細無聲的。 ●文：尉瑋

邱健恩邱健恩：：
童趣童趣、、創意創意、、傳統傳統，，《《兒童樂園兒童樂園》》都有了都有了

●●邱健恩邱健恩
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兒童樂園」

●●《《千面樂園千面樂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