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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兼作家、編輯人、出版者身分的隱

地，於2009年11月與2010年3月接續出版了二

本書─《遺忘與備忘》、《朋友都還在

嗎？：《遺忘與備忘》續記》。《朋友都還

在嗎？》寫人，《遺忘與備忘》記事。此二

書將文壇的人事，重點提要式地，統整概述

了一遍。好久沒看到如此輕鬆好讀的文壇史

料書籍！

史料的整理，是件辛苦的工作。在現今

講求速成、利益至上的時代，大家都不願意

花工夫去做整理史料的苦差事，也多虧了隱

地不計個人利益得失，不惜耗時費日，不吝將

其記憶之寶與大家分享，而有了此二書的誕

生。此二書呈現隱地極具個人風格的散文筆

法─文字溫醇平和，給人親切溫潤之感。

讓死硬枯燥的史料幻化為溫馨可親的內容。

✿ 《遺忘與備忘》

《遺忘與備忘》寫出了臺灣文壇六十年

（1949－2009）來，由初步

建立至今日繁花盛景，一

路變遷的足跡。由書名

即可知，此書用意不啻為

─記下備忘，不怕歲月

遺忘。此書打開臺灣文壇的多重

面向，在此書中可見：

一、文壇奠基起始

書中述及許多文壇起始之人事物，殊堪

回憶─ 1951年，中國文藝協會設立的「小

說創作研究組」，由此小組產生了臺灣文壇

奠基的重要作家，如王鼎鈞、師範、蔡文

甫、盧克彰、段彩華等人。1951年，臺灣光

復後第一份詩刊《新詩周刊》產生，也為臺

灣文壇新詩的創作，提供了園地。1975年洪

建全文教基金會舉辦第一屆兒童文學獎，建

構臺灣兒童文學版圖的第一塊。

二、書寫模式啟動

在臺灣文壇漫長60年間，各種書寫模式

的引領潮流，在此書中也一一呈現─ 1960

年代，「留學生文學風」即由於梨華領先塑

造成型。而後叢甦、吉錚、馬瑞雪、黃娟等

人追隨其步伐，發表大量留學生文學。丁樹

南的《小小說的寫作與欣賞》，與彭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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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說寫作》，啟動了臺灣1970年代極短

篇的風潮，影響所及，連港澳和馬華泰等國

亦風靡小小說的創作。

三、作家崛起身影

書中提及許多今日耳熟能詳的人物，昔

日崛起文壇的初步，讓讀者對作家崛起軌跡

更加清晰。創辦「雲門舞集」，讓臺灣榮登

國際舞臺的林懷民，曾是文學能手，林懷民

在《聯副》刊登許多單篇文章，而後在1968

年9月，出版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變形

虹》。1968年6月，葉石濤出版了他生平的第

一本書─《葫蘆巷春夢》。1970年，張系

國短篇小說集《地》，在「純文學」出版，

立即成為文壇新星。

四、出版環境變化

隱地將其所知的出版史話逐一記下，

只因他就是其中的參與者。也讓讀者在閱讀

此書過程中，了解出版環境的轉變。昔日文

學出版環境的牽制囿限：「1951年，兩岸都

處在驚魂未定的階段，中共於9月29日在大

陸推行『知識分子改造運動』，臺灣省政府

於7月頒布管制書刊進口令，國防部公布共

匪及附匪份子自首辦法，檢舉匪獎勵辦法；

當時，治安機關彷彿患了嚴重的文字敏感

症。」（頁23）這樣的肅殺氣氛，讓作家在

書寫時，為勿觸禁忌，總是多所顧忌，無法

暢所欲言。即如文中提及「王鼎鈞在《文學

江湖》書中這樣寫著：『那幾年，我把文章

寫好以後總要冷藏一下，然後假設自己是檢

查員，把文字中的象徵、暗喻、影射、雙

關、歧義一一殺死，反覆肅清，這才放心交

稿。』」（頁23）自1987年7月15日，臺灣地

區解除戒嚴後，出版環境日趨自由開放，如

今出版物豐富繁頤，內容多元，出版型態更

是多樣。

往日個人出版社即可做得有聲有色

1974，沈登恩的遠景出版社成立，出版了黃

春明的《小寡婦》、王禎和的《嫁粧一牛

車》和陳映真的《將軍族》及《第一件差

事》把遠景的出版事業推向了高峰。然而

1996年，在詹宏志的奔走籌劃下，組成了

「城邦出版集團」。宣告發揮整體力量的出

版群體時代來臨。

1953年，當時南部唯一一家純文藝書店

「大業書店」，16年中，出版了近百種長篇

小說叢刊，那時的群眾是「愛讀長篇小說

的」。不似今日書籍主打輕、薄、短、小，

大家不耐久讀。1968年，「年度小說選」第

一集出版，1980年代初期，各出版社的「年

度選集」紛紛出籠。然而在1990年許多年度

選已經無力為繼，紛紛退場。

五、遺珠好書指南

隱地說：「每一本書的出版及累積，展

現一個文化社會的整體氣象與關懷，集結著

時代的氛圍與故事。」（頁195）然而許多書

籍面市的時間極短，一但下市後，即乏人問

津。在《遺忘與備忘》一書中，不忘介紹讀

者一些好書。如大江出版社曾經出版過一本

560頁的大書《作家群像》，資料豐富，執筆

作家眾多，是認識作家的捷徑。1956年蕭銅

編的《六十名家小說選集》是認識50年代作

家的重要書籍。還有應鳳凰提供珍貴文學史

料的《50年代文學出版顯影》、周幹家自費

出版校正錯別字的書─《正訛》等。這

些書籍實值得大家再次尋覓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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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學刊物印記

師範和在臺糖的朋友金文、魯鈍、辛

魚、黃楊合稱「野風五君子」，1950年1月

1日合辦了具影響力的文藝期刊─《野

風》。1962年6月1日，劉紹唐基於「為史家

找材料、為文學開生路」，獨力創辦《傳記

文學》。藉由這份刊物呈現許多文學界人士

的傳記，甚至時人自述、回憶錄、日記、生

活紀實等。

1976年，《明道文藝》月刊創刊，而後

造就許多今日文壇名家如張曼娟等人，如

今持續為青少年服務。1986年，「五小」合

辦《五家書目》，分送五家出版社的廣大讀

友。在1970年代，流傳於作家間一句話：「文

章發表要上兩大（報），出書則找五小」。

《五家書目》象徵文學興盛年代的來臨。

臺灣戰後六十年的文壇點滴，因《遺忘

與備忘》而重現。此書在每個年代下的副標

題，皆點出該年代文壇的重點，讓此書彷如

文壇大事紀。此書能幫助今日學子以簡短的

時間，快速認識臺灣文壇，也能讓老作家們

勾起昔日難忘的回憶，喚起走過那個年代讀

者的記憶。

✿ 《朋友都還在嗎？》

隱地感慨地說：「我們的社會忘性

快，此外，許多我們該記得的人都被我們忘

了。」（頁157）緣此，為補強《遺忘與備

忘》中所較忽略的「人物」部分，相隔一

年，隱地旋即出版《朋友都還在嗎？：《遺

忘與備忘》續記》。該書主要分三大部分：

「書前書後」、「人物篇」、「邊邊角角

篇」尤其在「人物篇」以二人組合一起，

有明顯對比者，有同類比擬者，有承祧發揚

者。其中蘊藏隱地的用心。

明顯對比者如〈周夢蝶與張清吉─

孤獨國主與三輪車伕〉。「志文出版社」發

行人張清吉的「長榮書店」，曾經從臨沂

街、和平東路、羅斯福路一段開到中華路，

最鼎盛時期，還同時經營三家店面。而後成

立「志文出版社」，出版的「新潮文庫」，

帶領1960年代的文藝青年認識域外文學影響

深遠。而周夢蝶卻始終獨立經營一人書店。

沒有廣闊的店面，輝煌的營業額，卻留下難

忘的身影。〈孫如陵與高信疆─冷副刊

與熱副刊年代的兩位代表人物〉，「紙上風

雲第一人」高信疆在1970年代，叱吒副刊領

域。他的作法是將副刊有計劃性地編得熱鬧

非凡，與昔日孫如陵、林海音、桑品載等

人，編輯時靜靜看稿改稿，登稿，呈現而出

的冷副刊迥然不同。無論冷副刊還是熱副

刊，如今副刊的文學版面已委縮，青年學子

也轉以網路為其主要發表場域了！

同類比擬者如〈王鼎鈞與吳東權─

老作家與生死學〉王鼎鈞與吳東權都是八十

歲仍持續創作的作家。而〈張瑞芬與范銘如

─一頁文學批評史〉范銘如評小說，張

瑞芬評散文，是現今二位文學著名評論專

家。承祧發揚者〈歸人與楊喚─讓能言

鳥繼續歌唱〉早夭的楊喚，多虧了好友歸

人，不斷為其編詩集、全集、書簡，一次次

提醒群眾記起這位天才詩人。〈劉正偉與覃

子豪─藍星元老和傳遞藍星詩火的人〉

覃子豪52歲即過世，還好有後學劉正偉持續

研究覃子豪的作品並傳佈其作。劉正偉甚至

曾和詩人向明，共同編了一本覃子豪詩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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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詩播種者》。〈柯慶明與臺靜農─

思念古典輝光〉柯慶明紹續老師臺靜農的風

範照拂後學。

此二書提供了讀者回望臺灣文壇史的最

佳通道。書中內容相當豐富，可見政治制度

的嚴峻絕情、作家彼此提攜照顧的溫情、群

眾擁抱文學的熱情、作家堅持寫作的癡情、

社會轉變急劇的無情。藉由此二書的閱讀，

定能對文壇更加認識，也更能激發我們對文

壇變化的省思。

「三十年代是一個『友情濃郁，翰墨書

香』，一個完全和現代不同的時代。」（頁

89）、「印證、鐫刻或銘記這個世紀，我們

選擇用文學。」（頁182）隱地在《遺忘與備

忘》一書中的這二段話，正好為此二書下了

最好的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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