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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以下稱《兒權公約》）是當前締約國最多的一

份國際人權公約。台灣政府於 1990 年代開始尋求成為這個公約締約國的可能

性；2003 年之後歷次修訂《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現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的前身）時，也大量引進公約的精神；2016 年通過的《兒童權利

公約施行法》更將《兒權公約》內國法化。雖然政府與民間團體長期推動兒童

權利的立法，但社會上對兒權的精神與相關內涵仍缺乏較具體的認識，也少見

較深入的論辯。大體而言，國內有關兒權的討論多半集中在法律及政策層面的

論述，對一般大眾是一個不低的門檻，兒少更是難以瞭解。因此，我們十分需

要一些易讀的、兒少可以親近的作品，來帶動社會對兒權相關議題的思考與討

論。終於，我們等到了《麥提國王執政記》中文版的面世，相信這部趣味橫生

又引人深思的故事，可以協助台灣的兒少及社會大眾思索兒權的精神，探討兒

權對傳統價值觀念帶來的挑戰。

《麥提國王執政記》的原著出版於 1922 年，至今已將近百年；然而，即便

在兒童文學已經多彩多姿的當代，這本書仍然是部耀眼且獨特的作品。作者雅

努什‧柯札克（Janusz Korczak）被譽為波蘭兒童人權之父，他在兒童權利上的

思想與行動，甚至影響了《兒權公約》的精神。柯札克窮其一生照顧孤兒及窮

苦的孩子，長期擔任孤兒院的院長，並在孤兒院中實踐教育理念。孤兒院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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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享有自治權，院內設有兒童法庭、兒童議會、兒童報紙、公佈欄、投書等

制度，孩子們透過這些制度設定生活規範、排解生活中的各種紛爭。柯札克不

僅在孤兒院內實踐教育理念，也在廣播電台製作兒童教育節目，並透過波蘭當

時最大的尤太人報紙，發行名為《小觀察》的兒童週報，使兒童有發聲的平台。

柯札克在辦學之餘，亦勤於創作，不到 20 歲就開始在報紙發表文章，展

現文學才華，而且終身著述不懈。作品包括教育思想方面的專書，1 也有多部兒

童文學創作。柯札克同時也是小兒科醫師，這項專業讓他得以從醫學的角度理

解兒童的發展，與其教育理念相輔相成。柯札克看似扮演多重角色，但最重要

的仍是兒童的教育者與陪伴者。二戰爆發後，納粹德國入侵波蘭，柯札克的孤

兒院被迫遷入尤太隔離區。1942 年 8 月 5 日，尤太隔離區中的尤太人��包括 30
所孤兒院的負責人、老師和孩子們��被送到特雷布林卡滅絕營。在事前，柯札克

雖然有機會脫身，但仍然選擇陪伴他的孩子，與孩子們一起走完人生的旅程。

1979 年，為紀念柯札克的百年誕辰，聯合國宣佈該年為國際兒童年，以表彰

他的偉大人格以及在兒童權利思想上的貢獻。2

《麥提國王執政記》可謂柯札克最具影響力的一本兒童文學創作，講的是

小國王麥提的故事。麥提當上國王時十分年幼，甚至還不會讀寫；朝中大臣

不願將國家交給他統治，因此他一即位就面臨淪為傀儡的危機。然而，令大人

們驚訝的是，麥提似乎擁有統治者的天賦，即便年幼且毫無經驗，在面對困境

時卻擁有精準的敏感度和直覺，帶領他逐步鞏固統治權力。首先，他堅持要親

自承擔起身為國王的義務，作一位真正的國王，保衛國家，並給人民過好的生

活；但與此同時，他也意識到必須與大人們合作，取得他們的協助。因此他與

大臣們談條件：大臣們管大人的事，他自己管兒童的事，因為他自己也是兒

童，知道兒童需要什麼。其次，直覺告訴他，在王宮中不一定能瞭解平民百姓

的真實世界、真實問題。所以故事開始沒多久，他就偷偷離開王宮，隱姓埋名

混入軍隊，扎扎實實經歷了一段戰爭生活。這段歷練協助他看到真實人生，讓

他往後的執政有了現實感，不再對「國王」這個身分抱持夢幻般的想像。第

1  《如何愛孩子――波蘭兒童人權之父的教育札記》，台北：心靈工坊，2016。
2  此處有關柯札克生平的簡介，參考林蔚昀（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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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他的直覺協助他判斷哪些人是對他有益的、是可以教導他的朋友。他在亦

師亦友的老醫師與上尉教導下認真學習，並且花時間思考，漸漸懂得深思熟

慮，不再只憑直覺行事。

即便貴為國王，麥提還是一登基就立即感受到身為兒童的劣勢，因而花了

不少心思想要照顧兒童。他先是以自己的權力為全國的兒童爭取福利，但接著

便瞭解到，他不可能一個人掌握所有兒童的需求，比較好的辦法是讓兒童自己

發聲、自己參與執政，兒童參與成為他改革的主軸。於是，麥提辦了兒童報

紙，成立兒童議會。然而，隨著故事的開展，我們看到麥提大刀闊斧的改革，

在現實的政治中遭遇了重重的困難，其中有經驗不足導致的挫敗，也有政敵算

計所發出的凌厲挑戰。柯札克花了不少篇幅描述兒童參與可能引起的問題與混

亂，例如，兒童報紙只有一種聲音，讓麥提作出錯誤的判斷；兒童議會侵犯了

大人議會的權力，結果國家陷入危機，甚至引來外國的侵略。麥提要如何解決

這些難題？他還能信任兒童的參與嗎？在《麥提國王執政記》及其續集《麥提

國王在無人島》，麥提不斷地思考這些問題。

在傳統上，我們認為兒童僅是福利政策照顧的對象，但《兒權公約》強調

兒童是行使權利的主體；傳統上，我們設定兒童是「未來公民」，但《兒權公

約》指出兒童是「現在」就應該享有參與權的公民。《兒權公約》對兒童的看

法與傳統的觀點��尤其是華人社會的傳統觀點��有相當大的差異。為什麼除了告

訴大人要好好照顧兒童外，還要讓兒童參與？兒童有能力成為負責任的參與者

嗎？傳統的觀念錯了嗎？我們要做多大程度的顛覆？讀者一邊閱讀麥提的故

事，一邊跟著麥提思考這些實踐兒權時的關鍵問題。相當程度上，《麥提國王

執政記》為我們提供一個進行兒權教育的絕佳起點。

《兒權公約》的精神究竟是不是個難以實踐的烏托邦？在柯札克寫《麥提

國王執政記》時，世人對兒童權利尚未有多少實踐，柯札克猶如先行者般努力

摸索。到了當前，尤其是《兒權公約》公佈之後，國際間已經累積不少經驗，

而這些經驗讓我們更有理由對兒童的參與抱持樂觀的態度。根據學者的觀察，

在《兒權公約》實施之後，沒有任何報告指出兒童的權利意識導致家長、宗教

領袖或教師的權威遭受到蔑視（David, 2002）。事實上，孩子們在受過兒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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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後更能清楚地表達出他們對家庭、環境、健康等議題的重視。聯合國兒童基

金會（UNICEF）曾經與加拿大、貝里斯、哥倫比亞、墨西哥與莫三比克等國

家合作兒權教育。他們先在學校中進行《兒權公約》的教學與討論，然後讓學

童從《兒權公約》中票選出他們心目中最重要的權利。票選的結果因各國的國

情而異，但共通的是，兒童最關心的是社會權以及與家庭相關的權利。在整體

的趨勢上，兒童並未因為接受了兒權教育就容易提出過分地的要求，也未因

此變得自我中心，或將個人自由或自我決定的權利列為最優先的選項（Howe 
and Covell, 2005: 5）。某些大人想當然耳般地認為，一旦承認兒童做為權利的

主體，兒童將如脫韁野馬般自利而任性，但兒童基金會的國際調查顯示，兒童

有能力反思其處境，而兒權的教育能夠幫助他們思考。這些結果相當程度支持

了柯札克當年對兒童的信任，只要給予適切的引導，擁有權利意識的兒童也會

同時是負責任的公民。尷尬的是，大人反而較常陷入不理性的反對，例如上述

兒童基金會在各國所舉辦的票選活動，就引來許多大人跳腳，覺得他們的權威

遭受到嚴重的威脅（Howe and Covell, 2005: 3–5）。柯札克在多年前就看到其

中的諷刺，藉由麥提的故事不無挖苦的寫道：「大人根本不應該讀我寫的這本

書，因為在裡面有許多不雅的章節，大人不會了解，然後會嘲笑這本書。但是

如果他們真的想讀，那就讓他們試試看吧。畢竟我們無法禁止大人，他們是不

會聽話的――你又能拿他們怎麼樣呢？」

台灣的兒權教育已然起步，台灣社會將一步一步接受兒權的思想，還是受

制於傳統的想法加以反撲，仍有待觀察。在當前的階段，能否帶動社會對兒權

思想的論辯，對今後兒權教育能否持續地開展應有關鍵的影響。期待《麥提國

王執政記》中文版的面世，能給台灣社會新的討論、新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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