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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書 人 語

本書是筆者2010年6月畢業於成大中文所

之博士論文（原博士論文題目：《八○年代

後臺灣散文之家國書寫研究》），其寫作緣

起主要為探討「臺灣／中國／跨國」三者間

在八○年代前後，臺灣散文書寫上攸關「家

國書寫」的作品面向、風格、與策略，以及

作者與歷史時代的關聯之「時代／作者／作

品」三者交叉探討。

再者，本書主要採「家國歷史性線軸」

與「作家作品類型論」，並輔以「作者／作

品／時代」相互對照、歸納與整理，本書

所論及的「家國書寫」的屬性定義，採以

「國」（以政治為主體）與「家」（以文化

為主體）的概念與象徵含意來考量其「家國

書寫」便有探討與思考的基礎。綜合言之，

筆者歸納「家國書寫」即是在「家」（以文

化為主體定義的中華民族）與「國」（以政

治為主體定義的中華民族）兩線軸的寫作思

維中探討臺灣八○年代前後「家國散文」的

書寫。且透過臺灣散文在「家」（以文化

為主體定義的中華民族）與「國」（以

政治為主體定義的中華民族）兩線軸的

寫作思維的整理分析。

本書透過第一章、導論；第二章、家國

散文的歷史回顧；第三章、作家身份論；第

四章、作品類型論；第五章、結論，剖析臺

灣八○年代前後歷史文化風潮下，家國散文

書寫與詮釋的多樣風貌。

 以「八 ✿ 年代」作為研究之源起

本書著重探討有關臺灣「家國散文」

書寫與詮釋的發展、面向與其「作家／作品

／時代」等問題，其關連不只是在臺灣的本

身，還包括與對岸中國大陸的對應立場，其

中所牽涉到「家」與「國」之間的政治、文

化、血源、思想、情感、族群與認同等，這

些長期以來與臺灣歷史與文學的發展緊密攸

關的議題。

比較二○到四○年代日治時期語言使

用與書寫上的辯證，以及五、六到七○年代

臺灣文化界的傳統與家國論述的延伸，其中

「中國／傳統」兩個符號的家國論述也不斷

影響臺灣在家國論述上的概念，特別是「八

○年代」這一個時間點成為一個跨越「戒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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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嚴」、「一元／多元」交相影響臺灣

在「國族」、「歷史」、「文化」、「族

群」、「意識」與「認同」等概念上「家國

書寫」的辯證。

社會意識與文化價值觀最重要的轉變

是在1987年政治解嚴後，社會型態與思考意

識跟著解嚴的變動愈形劇烈，臺灣社會隨即

進入高度商業化、資訊化的時代，而各種意

識型態與政治立場，迅速的躍上臺面成為眾

聲喧嘩公眾話題，政治的鬆綁和社會風氣的

開放不僅允許以往弱勢族群的發聲，連帶地

使許多邊緣的、爭議的議題浮現社會議題的

檯面，在在使散文中的「家國書寫」在面對

「統一／獨立」的拉拔、「中心／邊緣」呼

喚或「中國／臺灣」意識等思考平臺，都有

進一步值得深思的詮釋與探討可能。

「八○年代」這一時間點對臺灣的散

文書寫的影響意義，筆者在本書中家國散文

的書寫回顧之文獻探討中，進一步歸納出幾

項特色：一、臺灣政治、文化與文學作品中

開始出現「去中國化」現象；二、從歷史、

文化與政治論述中「臺灣意識」與「大中國

意識」、「臺灣結／中國結」、「中心／邊

緣」與「獨立／統一」等概念成為文學作品

被書寫與被解讀的可能對話與論辯；三、臺

灣文學從「鄉土論」、「本土論」到「主體

論」的概念運作與逐步形成。

筆者也認為臺灣「八○年代」之前與

後對家國散文書寫與詮釋，從歷史發展的脈

絡當中，八○年代前，隨著六、七○年代的

西化與鄉土的回歸與認同，以及臺灣與海外

新異鄉人家國意識的想像與召喚，直到八○

年代解嚴前與後，臺灣人權與民主的意識的

抬頭，在變與不變中，面對本省與外省的族

群意識已不再只是處於對峙的僵化，而有了

更多族群溝通與對話。八○年代後，延續八

○年代眾聲喧嘩的多元特色，到九○年代後

現代（或後殖民）的多元展現，可以說進入

九○年代到二十一世紀初，「都市」、「性

別」、「族群」、「歷史」與「家國」等文

學書寫的主題，與各式主義的實驗風潮仍持

續發酵，同時間之內，「後現代」、「後殖

民」、「新殖民」等理論資訊接續湧來，新

一代的散文作家在這些風潮下很難不受到影

響，而多元論述與美學型態的駁雜，也更使

得作家在創作散文時有了更多的思考與技藝

可尋。

 作家身份論與作品類型論為主軸 ✿

本書的「第三章、作家身份論」與「第

四章、作品類型論」是本書八○年代前後家

國散文書寫與詮釋最核心論述之處。

在「作家身份論」這一章，筆者透過

「外省作家」、「本省作家」、「客語作

家」、「原住民作家」、「馬華作家」與「旅

外作家」進行作家身份上家國散文之書寫。

透過「前言」、「外省作家之家國散

文」、「本省作家之家國散文」、「原住

民、客語作家與臺語作家之家國散文」、

「馬華作家之家國散文」、「旅外作家之家

國散文」與「小結」這幾章節進行論述。

筆者透過八○年代前後之際，到二十一

世紀初這十年外省第一代與第二代作家，對

中國這屬於上一代父執輩的祖國，其可能的

懷鄉想像與再現虛構，遷臺第一代與第二代

作家如何透過散文書寫展現其「家國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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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召喚與建構，與戰後第一代與第二代本省

作家，其在臺灣「城／鄉」之本土探勘與自

我認同、族群與母語的書寫認同與發聲策

略，再者，在臺灣亦存在南島語系原住民的

口傳文學、中國古文（臺灣傳統文學）、白

話文、日文、臺語文引發的複雜情況及斷

層，雖豐富了臺灣文學的面向，但也正因語

言帶來的意識型態、省籍矛盾、殖民文化與

族群問題等多元衝突，臺灣文學在基礎定義

上有其難以界定的複雜；其中本省第二代作

家「生命史／家族史／母土史」的認同與回

歸，從作家看待自己生命史、家族史到對自

己所居住的這土地，以及這土地本身所涉及

到的「家」的定義與「國」的定義，其中歷

史散文的家國界定，與其書寫的角度切入點

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而關於旅外作家異鄉

人之「家國定義」的追尋，旅行作家中「城

邦／家國」的定位與認知，馬華作家中「家

國意識」的離散書寫等都是涉及到「旅外作

家／馬華作家」這些作家在離臺、來臺或旅

行各國時，所對應到「臺灣」與自己身份的

認同中的家國定義的書寫面對。

在「第四章、作品類型論」中，將透

過「前言」、「『回憶錄』中家國敘事的紀

實書寫」、「飲食文學中『家國意識』的召

喚與建構」、「報導文學中『家國議題』的

報導與詮釋」、「旅行文學『城邦／家國』

的定位與認同」與「小結」這幾章節進行論

述。透過其中遷臺第一代外省作家「回憶

錄」中「家國敘事」的離散紀實，報導文學

中本省作家如何針對「家國議題」進行客觀

詮釋，又其觀點的呈現方式如何凸出臺灣這

土地的人事物問題，文學作品內所涉及之

「家／國」書寫的問題更是反映出「臺灣／

中國」兩者間歷史、文化、政治、社會與族

群等多元論述與家國意識表現的探討。

 論述總結 ✿

筆者透過其涉及八○年代前後的家國散

文之書寫，在本書第一章「導論」、第二章

「家國散文之歷史回顧」、第三章「作家身

份論」、第四章「作品類型論」的建構與探

勘中整理出以下三點總結論：

（一）八○年代後因「去中心化」共

識與論述下，大陸遷臺第一代作家早期家國

書寫作品已不再受到讀者廣泛的注意，加上

部分第一代作家旅居國外的異鄉生活，對

「家」的定位已搖擺在臺灣與中國兩者間。

而第二代外省作家對「家」的定義已是放置

在自己所出生的臺灣，而對「國」的定位在

書寫上也游移在上一代與臺灣現今仍曖昧的

國族論述下進行家國書寫，特別是第二代外

省作家在九○年代之後更以「散文／小說」

跨文類散文書寫，以「家族史／國族史」展

現其對祖國（中國）之「真實／虛構」之想

像與追尋；本省作家則從自己「生命史／家

族史」出發，探討臺灣這塊「母土史」的家

國議題，其中表現在外省作家的歷史散文採

以「國族史」的角度進行詮釋，而本省作家

則避掉臺灣作為一國家之爭議，改以「母土

史」觀點進行詮釋，這其中的「國族／母

土」的詮釋也正反應外省與本省作家的家國

書寫認同觀之不同，而面對國家、土地與歷

史成為作家的向內書寫之探究，於是「生命

史／家族史／母土史／國族史」成為家國散

文的史觀回顧。

（二）八○年代後臺灣因社會運動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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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解嚴，於是臺灣社會集體意識也從「臺

灣鄉土」過渡到「臺灣本土」的移轉，與

「臺灣主體意識」的日漸昂揚，臺灣戰時第

一代到戰後第二代本土作家在散文書寫上雖

不直接碰觸「統獨之爭」，但在「原住民／

客家／臺語作家」以「族群界定」與「身份

認同」與「母語文學」的散文書寫策略，進

行以「臺灣」作為「主體意識」的家國散文

書寫，作為「家國」、「族群」、「身份」

與「認同」等概念的辯證。另外，九○年代

後到二十一世紀初擺盪在「出走／回歸」與

「定居／逃離」的兩難心境下，「原鄉／異

鄉」的定義產生游移與跨界、曖昧與矛盾，

在「馬華作家」與「旅外作家」家國散文書

寫中，以「書寫」面對當下的「自我」（包

括自我身份與所身處國家的認同）成為處理

「中國」這個作為一文化想像的符號之對

應，其散文書寫中「臺灣／馬來／異國」皆

成為「家國意識」的相互對話的書寫議題，

並藉由書寫進行「臺灣／馬來／異國」之

「家國意識」的重新詮釋。

（三）接續八○年代前後間「臺灣本

土意識」的昂揚，九○年代「政黨政治」的

分立與抗衡，「國族史」與「殖民主義」的

相關理論蓬勃產生，從九○年代到二十一世

紀初陸續出版的回憶錄便是「家國歷史」的

紀實再現。在家國書寫的表現上，外省第一

代作家以「回憶錄」處理兩岸「離散／回

歸」的問題；而八○年代後因「全球化／跨

國界」思維下，所謂「原鄉／異鄉」的定義

產生游移與跨界、曖昧與矛盾，在戰後第一

代與第二代作家之「馬華作家」與「旅外作

家」、「報導文學」與「旅行散文」與之散

文書寫中，特別是在九○年代後到二十一世

紀初擺盪在「出走／回歸」與「定居／逃

離」的兩難心境下，以「書寫」面對當下的

「自我」（包括自我身份與所身處國家的認

同）成為處理「中國」這個作為一文化想像

的符號之對應，其散文書寫中的相互對話的

書寫議題。

綜上所論，筆者透過臺灣家國散文在

「家」（以文化為主體定義的中華民族）與

「國」（以政治為主體定義的中華民族）兩

線軸的寫作思維，將1980年前後間，到2009

年臺灣「家國散文」書寫與詮釋進行研究與

探討，提出本書《書寫與詮釋：臺灣八○年

代前後家國散文的書寫探勘》之總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