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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有書筆致矯健：王聰威《作家日常》讀後
實踐大學博雅學部退休副教授      陳徵毅

書中有書筆致矯健：王聰威《作家日常》讀後

* 引言

《作家日常》描述作者王聰威與袁哲生、許悔之等作家的互動及點點滴滴。王聰威與駱

以軍等人被歸類為新鄉土派作家，2005 年他以〈濱線女兒〉獲得臺灣文學獎，他曾騎機車

環島一周，足見其體力之充沛，稱得上是文武全才的少壯派作家。

本書收錄了五輯，包括輯一：那些作家教我的事，包含笑點很低的陳芳明等十三篇；輯

二：作家名利場，包括進入一個不一樣的世界等四篇；輯三：不讀書的日常，包括逛市場等

十三篇；輯四：略讀生活，包括氛圍與情節的基本立場等十五篇；輯五：遇見孩子氣的我等

六篇。共計五十一篇，大別為記人、敘事、書評及散文等類。

* 作者傳略

王氏曾任《臺灣明報周刊》副總編輯，《美麗佳人》執行副總編，《FHM》雜誌副總編，

自認本行的課業讀得不太好，但是寫作能力還能保持，本來以寫新詩作為追求女孩的手段，

受到一位女老師的阻止勸他不要自誤誤人而作罷。

1999 年他以〈Shanoon 海洋之旅〉入選 87 年度短篇小說選，引起文壇側目，2008 年長

篇小說〈濱線女兒－哈碼星思戀起〉獲得中時開卷十大好書獎、巫永福文學獎，入圍金鼎獎

與臺灣文學金典獎，並入選法蘭克福國際書展選書，而同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說集《複島》，

則獲臺北國際書展大獎最後決選。著有《師身》、《稍縱即逝的印象》、《中山北路行七擺》

等書。

其中最沈痛的經驗是《稍縱即逝的印象》，被五家出版社退稿，他以〈濱線女兒〉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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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參加文學獎旨在出人頭地，當別人在作文簿夢想做太空人、飛行員、老師、總統時，他就

立志當作家，從高中、大學到研究所都不放棄，正式課業沒念好，在寫作方面倒有一點能力。

《作家日常》旨在詮釋他如何看人、如何想事情、如何讀書、如何自言自語。

* 本書特色：

1. 勇于批判偶像歌手：

王聰威描述五月天阿信道：「阿信在舞臺上說：盡力的奔跑華麗的跌倒」他質疑青春究

竟是什麼意思，文理也欠通，形容詞後加動詞不成規格，對歌詞內容缺乏感動，對流行歌手

勇于提出批判。

2. 林文義義氣感人：

書中描述王聰威在某場宴會告知林文義他下月就要結婚，初次見面即要求發帖子給他，

並掏出名片告以地址，果然王結婚時，文藝界只有林文義夫婦到場祝賀。

後來王聰威應聘就職于「聯合文學」，為林文義促成四十年代表作「遺事八帖」由聯文

出版並舉辦新書發表會。算是投桃報李的善舉，值得稱道。

3. 藉作家之口以表態：

在最終回的問答顯示王氏反應之靈敏及機智之過人。

在西藏之旅途中，因新婚不久被作家抓住機會大興問難之師，曾是他的社團指導老師廖

咸浩直問：你們新婚為何沒發帖子給我，答以：新婚時尚未到聯文工作，跟作家不熟，所以

只請年輕朋友跟親戚而已。

第二題更勁爆：當年你直升研究所，我幫你寫推薦信，後來結果如何也沒有跟我說，答

以：「沒有直升成功，我那敢跟你講。」

而女作家林黛曼問得更白：你們有要生小孩嗎？此題被加碼衍伸，紛勸夫妻趕緊作人，

將來在北京懷個京生，在四川所生叫川生，一趟旅行下來所生之子幾可統治半個中國，答以

打算順其自然較為安全。

4. 喜遇貴人：

他與袁哲生同為新鄉土派作家成員，在當兵等退伍時，袁介紹他到 FHM 雜誌供職，除

了寫小說，還寫各式各樣的專題文章圖文採訪稿，王聰威對雜誌類型寫作能力和敏感，幾乎

受到袁的調教影響。

另一貴人是名詩人許悔之，王聰威經學姐推薦而與其有一面之緣，再見面時許已升任聯

文總編輯，由于友人許榮哲也在聯文供職，常有機會刊登其作品。後來王以〈濱線女兒〉」

參加臺灣文學獎入選，許悔之過目後即決定由聯文代為出版，半年內王聰威由聯文出版《複

島》和《濱線女兒》，並接替許的棒，出任聯文總編輯以迄于今。而許則轉任有鹿文化總經

理兼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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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書中有書：

第四輯介紹十五本書，顯示他的慧眼，如童偉格《西北雨》小說故事情節零散是刻意所

為，甚至避開故事內容，旨在避免讀者陷于追逐小說情節的歡快感。慢慢體認小說美好之處。

嚴韻的《日光夜景》中〈背叛〉一詩令他有椎心之痛。陳小寧的《風格練習》，專心于平淡

日常的敘述，收藏經驗，記敘所謂風格練習却更接近生活的基調。王聰威是第一個在大學社

團領讀村上春樹作品之人，《挪威的森林》是他第一本閱讀村上春樹的作品，後來，村上春

樹完全席捲臺灣，有人稱他為「臺灣的村上春樹」他也不以為忤。

* 建議

1. 搧情味稍濃：在〈我們都已經這樣了〉一篇中描寫乃友 M 君與女老師的曖昧關係，常在

走廊上相會，某日老師說：「我已經結婚了不能跟我這樣」，M 君答：「我們都已經這樣

了」，似在暗示生米已煮成熟飯，頗有八卦味。

試看好萊塢影片，由黛博拉蔻兒主演的「茶與同情」（Tea and Sympathy）影片，飾演一

個大學生暗戀他的師母，經常藉故找師母閒聊、學縫衣技巧，原本一週見一次，改為一週

見三次，師母不堪其擾，藉著提供書本供其回家自修，一場師生戀就此打住。

師生之間應以保持發乎情止乎禮為原則。

2. 不必一題雙寫：第三輯出現剪頭髮和剪頭毛二題，一為國語一為臺語，可說多此一舉。應

將二題融為一題，除非一為男師傅一為女師傅，才有必要一分為二，否則無此必要。

3. 輯五應予挪前：輯五敘及早年求學打工的奮鬥歷程，文氣連貫且生動有趣似宜挪前，較能

引人入勝。

4. 偶見日式語詞：73 頁題為最終回，純為日式語詞，建議終改為末，回改為集。 

* 結語

成熟的作家對記人敘事都有一套方法，此種方法和習慣都可有意無意去培養。

一般而言作家寫作素材來源不外四種：1. 來自作者內心，包括想像觀察回憶；2. 來自作

家的人生體驗，他自己以及得自別人對人生的見聞感知；3. 來自作者從媒體所得的第二手資

料，包括讀書、觀劇、看報等；4. 綜合以上三種而成的總來源。

任何人都不能把所不瞭解不感動的素材寫成動人的文章。王氏把作家動態寫得幽默風趣

俏皮生動而又感人，殊非易事。他從人物著手，坐在案前紙筆在手，由生平記憶之中去回想

些他認定有趣的人物，所謂人物不一定要聲勢顯赫，震絕今古；所謂有趣不一定特立獨行，

傾動當世，只是能引起讀者的興味去關切他注意他。

他善於從作家生活資料如年齡、性格、像貌、言談舉止中去強調烘托。有趣的特點往往

是一段特殊的事情，如書中的西藏之旅。有人說故事是架子而情意是花，作家不僅會搭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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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子，更要聞到花的芬芳看到花的嬌媚。

誠如前輩作家公認，作者善於細膩觀察側寫作家刻劃入微而又能勾勒不同作家的個性，

突顯其文學風格，融新鮮和柔美于一爐。又如林文義所云：王氏心儀村上却又獨創王聰威體

的不馴美質，書名「作家日常」實不尋常。

最耐人尋味的是十年之間他由被人退稿者變成退人稿者，主客易勢內心的甜酸苦辣感受

自然不一，也值得咀嚼回味。

讀書人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