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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立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專業

領域為民間文學、歌謠、兒童文

學、中日比較文學。

　　發表數篇期刊、會議論文，如〈從

絕對無到空的哲學—從京都學派內部

思想談西谷啟治《宗教是什麼》的成立

脈絡與立場〉、〈日本童謠運動對日治時

期的台灣之影響〉、〈童心與佛心—

日本女童謠詩人金子美鈴作品中的佛法

意境〉、〈童趣中的菩提—台灣近三十

年來佛教兒童文學發展之趨勢〉上下、

〈呂坤の『演小 語』について〉等。著

有《文學、風土與社會—童謠詩人金

子美鈴作品研究》。

日

吳翠華
元智大學應用外語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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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前
言

兒
童
像
是
小
小
的
樹
苗
，
是
社
會
未
來
的
希
望
，
其
未
來
是
否
能
成
佳
木
茂
林
，
端
賴
環
境
所
提

供
的
養
分
。
以
兒
童
為
對
象
的
兒
童
文
學
，
在
兒
童
的
成
長
過
程
中
具
有
很
重
要
的
功
能
，
不
僅
提
供

生
活
娛
樂
與
知
識
，
其
中
蘊
含
的
精
神
更
對
兒
童
個
性
、
心
性
養
成
具
有
潛
移
默
化
的
影
響
，
是
提
供

兒
童
健
全
、
幸
福
成
長
的
土
壤
。
此
外
，
兒
童
文
學
因
其
文
字
淺
顯
易
懂
，
表
現
形
式
有
趣
，
經
常
被

用
於
各
種
教
育
的
運
用
，
星
雲
大
師
在
︽
繪
本
心
經
︾
序
︿
從
生
活
中
尋
找
佛
法
﹀
中
說
：
﹁
佛
法
不

只
要
流
傳
，
更
應
該
向
下
扎
根
。
﹂
即
希
望
透
過
淺
顯
易
懂
的
故
事
方
式
，
講
述
︽
心
經
︾
的
道
理
，

培
養
孩
子
健
全
人
格
。

除
了
利
用
兒
童
文
學
的
表
現
形
式
引
領
兒
童
了
解
佛
教
經
典
意
義
之
外
，
以
其
﹁
文
學
性
﹂
打
動

人
心
，
或
許
更
能
散
播
人
間
佛
教
淨
化
的
、
善
美
的
、
增
進
幸
福
人
生
的
精
神
。
本
文
擬
透
過
日
本
兒
童

文
學
運
動
發
展
的
經
驗
，
提
出
創
作
佛
教
兒
童
文
學
經
典
，
自
小
播
下
人
間
佛
教
的
種
子
的
粗
淺
看
法
。

二
、
佛
光
山
對
兒
童
的
關
注

星
雲
大
師
一
九
五
二
年
開
始
主
持
宜
蘭
念
佛
會
，
為
了
接
引
更
多
民
眾
親
近
佛
教
，
使
佛
教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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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
深
入
民
眾
生
活
，
除
了
依
對
象
採
用
通
俗
講
經
、
佛
教
故
事
電
影
化
、
佛
教
文
學
創
作
、
以
佛
教
歌

詠
隊
宣
教
等
各
種
創
新
的
形
式
弘
法
，
同
時
著
力
於
出
版
傳
播
、
社
會
救
濟
及
教
育
，
而
兒
童
也
為
其

關
注
的
對
象
。
為
協
助
宜
蘭
地
區
貧
困
兒
童
課
業
學
習
、
推
廣
佛
教
教
育
，
宜
蘭
念
佛
會
開
辦
了
幼
稚

園
、
念
佛
會
兒
童
班
、
念
佛
會
附
屬
學
生
會
，
以
及
學
費
隨
喜
奉
獻
式
的
補
習
班
等
，
發
揮
讀
書
、
念

佛
、
社
教
等
多
種
功
能
。
一
九
六
七
年
佛
光
山
建
立
後
，
又
創
辦
智
光
中
學
、
普
門
中
學
、
均
頭
完
全

中
學
等
多
所
中
小
學
、
幼
稚
園
，
致
力
於
兒
童
教
育
機
構
的
開
展
。

除
了
兒
童
教
育
之
外
，
佛
光
山
對
於
兒
童
書
籍
的
出
版
也
投
入
了
很
大
的
心
力
。
在
尚
未
創
建

佛
光
山
之
前
，
星
雲
大
師
即
於
一
九
五
九
年
成
立
佛
光
文
化
服
務
處
，
一
九
六
一
年
出
版
了
︽
佛
教
故

事
大
全
︾
，
一
九
八
七
年
﹁
佛
光
漫
畫
系
列
１
﹂
︽
佛
陀
的
一
生
︾
出
版
之
後
，
系
列
叢
書
陸
續
出

版
，
帶
動
了
佛
教
兒
童
文
學
的
發
展 
1

。
﹁
佛
光
漫
畫
系
列
﹂
共
十
九
種
，
其
中
︽
觀
世
音
大
士
︾
榮
獲

註
解
：

1
︽
佛
陀
的
一
生
︾
、
︽
大
願
地
藏
菩
薩
畫
傳
︾
、
︽
菩
提
達
摩
︾
、
︽
極
樂
與
地
獄
︾
、
︽
王
舍
城
的
故
事
︾
、
︽
僧
伽

的
光
輝
︾
、
︽
南
海
觀
世
音
大
士
︾
、
︽
玉
琳
國
師
︾
、
︽
七
譬
喻
︾
、
︽
鳩
摩
羅
什
傳
︾
、
︽
槃
達
龍
王
︾
、
︽
少

女
的
夢
︾
、
︽
隱
形
佛
︾
、
︽
富
人
與
鱉
︾
、
︽
金
山
活
佛
︾
、
︽
不
愛
江
山
的
國
王
︾
、
︽
金
盤
︾
、
︽
捨
身
的
兔

子
︾
、
︽
畫
說
十
大
弟
子
︾
等
十
九
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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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九
一
年
國
立
編
譯
館
優
良
連
環
圖
畫
獎
。

一
九
九○

年
出
版
︽
童
話
書
第
一
輯
︾
共
五
冊
，
每
冊
收
錄
三
個
創
作
童
話
；
一
九
九
三
年
出
版

第
二
輯
五
冊
︵
︽
水
晶
天
使
︾
等
︶
。
一
九
九
五
年
出
版
︽
百
喻
經
圖
畫
書
︾
二
十
種
，
每
種
皆
以
精

美
的
圖
畫
呈
現
︽
百
喻
經
︾
的
二
個
故
事
，
現
代
的
筆
法
與
插
畫
，
童
趣
十
足
，
且
附
有
五
片
C
D
，

將
圖
畫
書
與
聲
音
結
合
，
獲
得
一
九
九
六
年
行
政
院
新
聞
局
第
十
四
次
優
良
中
小
學
課
外
讀
物
推
介
，

這
也
是
﹁
慈
恩
佛
教
兒
童
叢
書
﹂
出
版
以
來
，
可
與
其
媲
美
的
一
套
童
畫
書
。
一
九
九
六
年
起
，
出
版

三
種
佛
光
漫
畫
︵
︽
高
僧
漫
畫
全
集
︾
、
︽
鬼
子
母
︾
、
︽
彌
蘭
遊
記
︾
︶
，
高
僧
系
列
漫
畫
的
出

版
，
可
謂
空
前
創
舉
，
其
中
多
冊
獲
新
聞
局
第
十
七
、
十
九
次
優
良
中
小
學
課
外
讀
物
推
介
。
二○

○

一
年
出
版
的The Illustrated Sutra of the O

ne H
undred Parabled 

是
︽
百
喻
經
︾
中
四
十
則
故
事
的

英
譯
，
可
作
為
英
文
課
外
讀
物
。

一
九
九
八
年
﹁
佛
光
衛
視
﹂
成
立
，
二○

○

二
年
改
名
為
﹁
人
間
衛
視
﹂
，
節
目
︽
小
沙
彌
歡
喜

看
人
間
︾
也
發
行
卡
通
動
畫
D
V
D
；
︽
嘻‧

哈‧
佛
︾
則
是
為
小
孩
子
譜
寫
、
錄
製
的
佛
曲
C
D
。

佛
光
山
的
童
書
雖
然
比
慈
恩
佛
教
兒
童
叢
書
晚
約
十
年
，
但
自
一
九
八
七
年
﹁
佛
光
漫
畫
系
列
﹂

出
版
後
，
即
帶
起
台
灣
佛
教
兒
童
讀
物
的
出
版
、
佛
教
兒
童
文
學
的
創
作
，
現
今
已
成
為
台
灣
佛
教
兒

童
文
學
、
讀
物
出
版
的
龍
頭
。
綜
觀
其
出
版
品
，
主
要
有
幾
個
特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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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作
品
主
題
與
取
材
主
要
有
佛
教
故
事
、
佛
經
改
寫
或
意
義
的
鋪
衍
，
或
以
佛
教
故
事
、
佛

典
為
題
材
的
創
作
。

︵
二
︶
出
版
形
式
順
應
時
代
的
發
展
而
多
元
，
包
含
了
純
文
字
、
圖
畫
書
、
漫
畫
、
有
聲
書
、

C
D
、
卡
通
動
畫
D
V
D
等
。

︵
三
︶
出
版
水
準
獲
社
會
肯
定
。

除
了
兒
童
讀
物
的
出
版
之
外
，
星
雲
大
師
有
鑒
於
城
鄉
差
距
及
現
代
社
會
發
展
所
產
生
的
教
養
問

題
，
而
提
出
行
動
圖
書
館
的
構
想
，
在
二○

○

七
年
推
出
佛
光
山
第
一
台
雲
水
書
車
，
二○

一
二
年
，

更
同
時
打
造
三
十
八
台
書
車
，
提
供
更
多
資
源
嘉
惠
全
國
各
縣
市
的
民
眾
與
學
童
。
二○

一
一
年
佛
陀

紀
念
館
落
成
，
紀
念
館
中
設
立
了
三
好
兒
童
館
，
藉
由
輕
鬆
有
趣
的
3
D
劇
場
動
漫
，
以
及
各
種
營
隊

及
兒
童
繪
畫
比
賽
等
活
動
，
讓
兒
童
能
夠
了
解
三
好
運
動
︵
做
好
事
、
說
好
話
、
存
好
心
︶
的
精
神
。

佛
光
山
對
於
兒
童
的
教
育
，
可
說
是
不
遺
餘
力
，
在
台
灣
的
兒
童
心
靈
教
育
上
具
有
重
要
的
指
標
。

三
、
譯
介
海
外
優
秀
佛
教
兒
童
文
學
作
品
，
傳
播
人
間
佛
教
精
神

一
九
八
七
年
佛
光
山
﹁
佛
光
漫
畫
系
列
﹂
出
版
之
前
，
一
九
八
一
年
至
一
九
八
六
年
間
，
高
雄
宏

法
寺
的
佛
教
慈
恩
育
幼
基
金
會
為
補
當
時
重
知
識
灌
輸
而
不
重
人
格
教
育
的
缺
點
，
並
培
育
兒
童
文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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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作
人
才
，
舉
辦
了
﹁
慈
恩
佛
教
兒
童
文
學
研
習
營
﹂
，
並
出
版
︽
慈
恩
佛
教
兒
童
叢
書
︾
及
相
關
研

究
成
果
，
開
台
灣
兒
童
文
學
人
才
培
育
、
兒
童
文
學
叢
書
出
版
之
先
河
，
被
推
為
台
灣
近
半
世
紀
兒
童

文
學
發
展
的
十
五
樁
大
事
之
一
。

除
了
慈
恩
、
佛
光
山
之
外
，
慈
濟
等
其
他
宗
教
團
體
也
有
很
多
兒
童
讀
物
、
文
學
作
品
、
多
媒
體

的
出
版
，
台
灣
的
佛
教
兒
童
讀
物
、
兒
童
文
學
創
作
非
常
豐
富
而
多
元
，
但
在
提
到
經
典
的
佛
教
兒
童

文
學
作
品
、
體
現
佛
教
精
神
的
兒
童
文
學
時
，
卻
很
難
舉
出
代
表
性
的
作
品
或
作
家
。
這
可
能
是
因
為

這
些
讀
物
主
要
採
取
兒
童
熟
悉
的
方
式
，
但
內
容
大
多
取
自
於
佛
教
故
事
或
佛
典
，
同
質
性
過
高
而
難

以
分
辨
，
另
一
個
原
因
或
許
如
︽
人
間
佛
教
散
文
得
獎
作
品
集
︾
序
言
中
，
黃
碧
端
評
論
作
品
所
說
：

﹁
雖
已
是
經
初
審
篩
選
過
的
，
仍
看
得
出
有
些
作
者
猶
豫
於
是
否
必
須
設
計
一
些
出
世
色
彩
或
勸
世
情

節
，
來
投
合
一
個
宗
教
團
體
所
設
的
文
學
獎
尺
度
的
痕
跡
。
﹂
因
為
明
顯
呈
現
出
佛
教
的
色
彩
，
不
容

易
為
非
佛
教
信
眾
所
接
受
而
被
忽
視
。

二○

一
一
年
日
本
發
生
三
一
一
東
北
大
地
震
，
讓
整
個
日
本
意
氣
消
沉
，
藝
人
渡
邊
謙
首
先
透
過

電
視
，
為
災
民
朗
讀
仙
台
出
身
的
著
名
兒
童
文
學
作
家
宮
澤
賢
的
︿
不
畏
雨
﹀
︵
雨
に
も
負
け
ず
︶
，

鼓
勵
災
民
勇
敢
面
對
苦
難
。
之
後
，A

C
 JA

PA
N

在
電
視
上
二
十
四
小
時
播
放
日
本
大
正
時
期
女
童
謠

詩
人
金
子
美
鈴
的
︿
こ
だ
ま
で
し
ょ
う
か
﹀
︵
回
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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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
ぼ
う
﹂
つ
い
ふ
と

﹁
遊
ぼ
う
﹂
つ
て
い
ふ
。

﹁
馬
鹿
﹂
つ
て
い
ふ
と

﹁
馬
鹿
﹂
つ
て
い
ふ
。

﹁
も
う
遊
ば
な
い
﹂
つ
て
い
ふ
と

﹁
遊
ば
な
い
﹂
つ
て
い
ふ
。

さ
う
し
て
、
あ
と
で

さ
み
し
く
な
つ
て
、

﹁
ご
め
ん
ね
﹂
つ
て
い
う
と

﹁
ご
め
ん
ね
﹂
つ
て
い
う
。

こ
だ
ま
で
せ
う
か
、

い
い
え
、
誰
で
も
。

說
﹁
來
玩
吧
！
﹂

就
會
有
回
應
說
：
﹁
來
玩
吧
！
﹂

說
﹁
笨
蛋
！
﹂

就
會
有
回
應
說
：
﹁
笨
蛋
！
﹂

說
﹁
不
玩
了
！
﹂

就
會
有
回
應
說
：
﹁
不
玩
了
！
﹂

這
樣
，
接
著

就
會
變
得
寂
寞
。

說
﹁
對
不
起
！
﹂

就
會
有
回
應
說
：
﹁
對
不
起
啦
！
﹂

是
回
音
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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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醒
日
本
民
眾
多
給
同
胞
言
語
的
鼓
勵
、
支
持
，
讓
很
多
人
從
沉
鬱
的
情
緒
中
跳
脫
出
來
，
轉
而
關
懷

周
遭
的
人
，
讓
社
會
漸
漸
出
現
陽
光
。

宮
澤
賢
治
和
金
子
美
鈴
都
有
著
虔
誠
的
佛
教
信
仰
，
尤
其
是
金
子
美
鈴
︵
金
子
み
す
ゞ
一
九○

三
｜
一
九
三○
︶
，
生
長
於
日
本
山
口
縣
仙
崎
虔
誠
的
淨
土
真
宗
家
庭
，
佛
教
思
想
內
化
於
她
的
心

而
展
現
於
她
的
詩
，
使
得
她
的
童
謠
詩
不
但
具
有
童
心
，
同
時
展
現
出
對
於
萬
物
生
命
的
尊
重
和
關

懷
，
而
被
選
入
日
本
小
學
教
科
書
，
成
為
日
本
兒
童
必
讀
的
作
品
，
最
具
代
表
的
是
︿
大
漁
﹀
︵
大
漁

獲
︶
：朝

け
小

け
だ

大
漁
だ

大
羽
鰯
の

大
漁
だ
。

浜
は
祭
り
の
よ
う
だ
け
ど

海
の
な
か
で
は

何
万
の

朝
霞
彩
霞

大
漁
獲

沙
丁
魚
的

大
漁
獲

海
濱
像
大
拜
拜

但
在
海
裡

幾
萬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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鰯
の
と
む
ら
い

す
る
だ
ろ
う
。

以
及
︿
私
と
小
鳥
と
鈴
と
﹀
︵
我
、
小
鳥
、
鈴
鐺
︶

私
が
両
手
を
ひ
ろ
げ
て
も
、

お
空
は
ち
っ
と
も
飛
べ
な
い
が
、

飛
べ
る
小
鳥
は
私
の
よ
う
に
、

地
面
を
速
く
は
走
れ
な
い
。

私
が
か
ら
だ
を
ゆ
す
っ
て
も
、

き
れ
い
な
音
は
で
な
い
け
ど
、

あ
の
鳴
る
鈴
は
私
の
よ
う
に

た
く
さ
ん
な
唄
は
知
ら
な
い
よ
。

鈴
と
、
小
鳥
と
、
そ
れ
か
ら
私
、

み
ん
な
ち
が
っ
て
、
み
ん
な
い
い
。

沙
丁
魚
的
喪
禮

正
在
舉
行
吧　
　
　

｜
︽
金
子
み
す
ず
全
集
Ⅰ
︾

即
使
我
張
開
雙
臂

也
無
法
飛
到
天
空
，

但
會
飛
的
小
鳥
不
能
像
我
一
樣

在
地
上
奔
跑
。

即
使
我
搖
動
身
體

也
不
能
發
出
悅
耳
的
聲
音
，

但
會
響
的
鈴
鐺
不
像
我

會
唱
許
多
歌
。

鈴
鐺
、
小
鳥
，
還
有
我

大
家
都
不
一
樣
，
大
家
都
一
樣
好
。

｜
︽
金
子
み
す
ず
全
集
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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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的
詩
體
現
了
佛
教
的
慈
悲
，
以
及
﹁
眾
生
平
等
﹂
、
﹁
無
用
之
用
﹂
的
思
想
。

金
子
美
鈴
對
於
生
命
的
看
法
、
充
滿
溫
柔
情
懷
的
詩
，
引
起
很
多
人
的
共
感
，
不
但
發
揮
療
癒

力
，
撫
慰
了
眾
多
不
安
、
受
創
的
日
本
人
心
靈
，
透
過
她
的
詩
，
其
詩
中
所
蘊
含
的
佛
教
精
神
也
受
到

討
論
，
她
的
故
鄉
仙
崎
更
成
為
心
靈
療
癒
之
鄉
，
吸
引
民
眾
前
去
尋
求
心
靈
的
慰
藉
，
其
童
謠
詩
由
兒

童
文
學
擴
展
為
國
民
文
學
，
發
揮
很
大
的
影
響
力
。

台
灣
的
兒
童
佛
教
文
學
大
部
分
形
式
屬
於
兒
童
，
但
內
容
上
或
宗
教
味
濃
厚
，
或
多
為
講
經
說
法

而
改
寫
，
少
見
能
打
動
人
心
、
具
文
學
性
的
作
品
，
若
能
創
作
出
金
子
美
鈴
童
謠
詩
般
體
現
佛
教
精
神

的
兒
童
文
學
，
可
讓
人
自
然
涵
養
出
慈
悲
、
關
懷
、
善
良
的
心
，
使
社
會
更
加
和
諧
。
而
在
還
沒
有
類

似
作
品
產
生
之
前
，
譯
介
海
外
體
現
佛
教
思
想
的
兒
童
文
學
作
品
，
提
供
兒
童
閱
讀
，
不
失
為
讓
兒
童

種
下
人
間
佛
教
、
增
進
幸
福
人
生
種
子
的
好
方
法
。

四
、
設
立
國
際
兒
童
文
學
中
心
的
提
議

兒
童
教
育
對
於
兒
童
未
來
的
成
長
有
很
關
鍵
的
影
響
，
要
增
進
幸
福
人
生
，
兒
童
的
教
育
便
不
該

被
忽
視
。
日
本
為
了
提
供
兒
童
閱
讀
、
學
習
、
休
閒
的
去
處
，
以
及
促
進
日
本
兒
童
文
學
的
發
展
，
於

一
九
七
九
年
在
大
阪
萬
國
博
覽
會
公
園
內
成
立
國
際
兒
童
文
學
館
，
收
集
日
本
國
內
外
的
兒
童
書
及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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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書
籍
，
並
設
有
專
任
研
究
員
及
國
內
外
短
期
兒
童
文
學
研
究
獎
助
金
，
推
動
兒
童
文
學
研
究
及
國
際

的
交
流
。
除
了
研
究
之
外
，
國
際
兒
童
文
學
館
也
於
假
日
定
期
舉
辦
說
故
事
、
紙
芝
居
等
兒
童
活
動
，

以
及
人
才
培
訓
，
以
促
進
日
本
兒
童
文
學
的
發
展
，
培
育
幸
福
的
國
民
。

台
灣
近
幾
年
因
父
母
對
於
兒
童
教
育
的
重
視
，
政
府
、
私
人
舉
辦
的
兒
童
相
關
活
動
漸
多
，
小
型

的
兒
童
文
學
讀
書
會
也
經
常
可
見
，
但
因
太
過
分
散
難
以
形
成
風
氣
；
而
研
究
資
料
不
僅
缺
乏
且
散
見

各
地
，
僅
資
料
的
收
集
即
須
花
費
很
大
氣
力
，
致
使
研
究
困
難
。
除
了
佛
陀
紀
念
館
的
三
好
兒
童
館
之

外
，
若
能
成
立
國
際
兒
童
文
學
中
心
，
集
結
海
內
外
兒
童
文
學
家
、
研
究
者
之
力
，
為
台
灣
的
兒
童
創

作
優
良
的
兒
童
文
學
作
品
，
並
進
行
海
內
外
兒
童
文
學
的
研
究
，
將
能
帶
動
台
灣
兒
童
文
學
的
發
展
，

給
台
灣
兒
童
更
好
、
更
幸
福
的
心
靈
教
育
。



佛
陀
對
人
所
說
的
法
，

諸
如
慈
悲
、
忍
耐
、
智
慧
、
歡
喜
、

自
在
、
解
脫
、
安
樂
、
富
有
等
，

這
些
不
都
是
「
人
要
的
」
嗎
？

所
以
當
然
是
人
間
佛
教
。 

｜
人
間
佛
教
語
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