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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播萬紫千紅

從四個類型看臺灣文藝雜誌

發展歷程

應鳳凰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文藝雜誌是傳播文學作品最重要媒介。讀者眾多的報紙「副刊」雖有同樣功能，但在政

治經濟掛帥的年代，不是背後政府機構干涉太多，便是報社老闆有市場考量，造成實驗性太

強、篇幅太長的作品皆無法刊出。文藝雜誌雖相對「小眾」，卻是產生嚴肅文學不可或缺的媒

體。雜誌的內容因閱讀對象而不同，如軍中刊物、校園雜誌；也有文類不同的專屬刊物，如：

《小說新潮》、《散文季刊》、《現代詩》等。本文以綜合性文藝雜誌為範圍，將臺灣文壇在

戒嚴時期（1949∼1987）約四十年間的文藝雜誌，分成的四大類型：（一）軍中/官方文藝雜誌

（二）學生/校園文藝雜誌（三）大眾文藝雜誌（四）民營純文藝雜誌。其中第四類型，即態度

嚴肅的「純文藝雜誌」，其讀者群雖比不上其他各類，卻是文學社群中最具影響力的媒體，這

一項下因此再分出三大系譜。限於篇幅，本文未收入單一文類的詩刊，也未收入對文學發展具

有推動作用的評論及研究刊物如《書評書目》、《新書月刊》、《文訊》等，這類刊物本身自

成系譜，有機會將於另文討論。而臺灣戰後文藝雜誌種類與數量繁多，難以盡數，劃分成四大

類型，也只能於各類中選擇具有代表性的刊物舉隅說明，藉以呈現文學期刊的傳播面貌，追蹤

文藝雜誌的發展歷程。 

（一）軍中/官方文藝雜誌

五○年代臺灣文壇最大特色是由官方支持的文藝出版機構接二連三成立。文藝雜誌由政府

支援經費，無市場壓力可全力配合國家政策，吸引年輕一代作家。這些由軍中輔導或出身的文

藝新秀，結訓後大量分派到政府機構及社會各部門，擔起文藝教育和運動的任務。六○年代前

後，半官方的報刊與出版機構負責人，大半出自戰鬥文藝系統。這現象對戰後臺灣文學生態及

整體文藝走向影響深遠。此一雜誌系譜盛行於五、六○年代，到七○年代鄉土文學論戰前後則

明顯沒落，漸處於邊緣位置，靠近「解嚴」這類刊物已寥寥無幾。

1.《軍中文藝》到《新文藝》(1950～1987)

1950 年 6 月《軍中文摘》創刊，隸屬「國防部總政治部」，顧名思義，是一份「為軍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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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文摘雜誌，不對外發行。1953 年 12 月出版至第 58 期後，改名《軍中文藝》，變更編輯

方針，要進一步「開闢軍人自己的創作園地」。《軍中文藝》標榜「建立時代化、大眾化、革

命化、戰鬥化的民族文藝」，內容有社論、文藝理論、小說、散文、詩歌、戲劇、文藝批評、

書評、戰士園地、文壇簡訊及漫畫等，大量採用軍中作家作品，以鼓勵軍人創作為宗旨。

1956 年再次改名《革命文藝》，聲稱「要使軍中文藝的力量和社會文藝的力量交流互注，

以擴大革命事業的陣容」。言下之意：雜誌已具充分實力擴大發行，雜誌一再改名的過程，正

是軍中刊物「發行量」與「作家群」一步步壯大、提升的過程。《軍中文藝》實際主編為身兼

作家的王文漪女士，理論方面的作家群有：王集叢、郭嗣汾、趙友培；小說作者：王書川、尹

雪曼、公孫嬿、尼洛、郭良蕙、郭衣洞、劉心皇、繁露等。詩歌作者有：上官予、林鍾隆、洛

夫、張自英、鍾雷等。劇本有朱白水及劉非烈，書評產量最多的是司徒衛。從一份軍中刊物的

成長歷程，看得到「戰鬥文藝」或國軍新文藝運動逐漸蓬勃的狀況，而「筆隊伍」的日趨壯

大，也充分突顯五○年代文壇的生態與特色。

1962 年 3 月後三度改名《新文藝》，雜誌名稱雖改變，期數卻往下接續。先是 16 開大本，

以後改為 32 開小本，直到 1987 年 6 月（第 327 期）才停刊。新的發刊宗旨：「加強官兵的思想

武裝，發揮戰鬥的文藝功能，培養三軍的精神戰力」，在在說明雜誌肩負的使命。歷任主編包

括著名小說家朱西甯、散文家王璞，以後的出版家隱地。這份官辦刊物持續了近四十年，歷史

悠久，從推廣軍中文藝，提供精神食糧，到加強官兵思想武裝，為臺灣「國軍新文藝運動」的

推行立下汗馬功勞。引散文家張騰蛟的話：「凡是走過的，必會留有痕跡，軍中文藝已經走過

半世紀，腳印歷歷」在那文藝園地比較貧瘠的時代，「由大兵文學先來繁榮一下我們的文學田

畝，實在是有其必要的」。

2. 《文藝創作》（1951～1956）

早期官辦刊物，除前述由軍方主導，更有黨中央經營的雜誌。最早也最知名的是張道藩主

持的《文藝創作》月刊。1951 年 5 月 4 日創刊， 1956 年 12 月停刊，共出版 68 期。《文藝創作》

創辦宗旨，除了作為中央級「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的機關刊物，用來刊載該會歷屆得獎作

品，更有提供民眾精神食糧，負有推動政府文藝政策的重要任務，與「中國文藝協會」更是關

係密切。  在《文藝創作》高額獎金鼓勵下，不但催生新一代作家如潘人木、段彩華、端木方、

郭衣洞等發表反共小說，也提供園地給省籍作家如廖清秀、鍾肇政、施翠峰等發表他們的早期

作品。雜誌每至年終常回顧一年來各項文學成果，因此保留及整理了不少五○年代文學史料。

（二）學生/校園文藝雜誌

臺灣各中學大學在不同時代，都出版有各式各樣的校園刊物，此類雜誌數量眾多，無法

一一細數。此處只列舉文藝性強，壽命較長且在文壇具影響力的兩份雜誌：即 1954 年創辦的

《幼獅文藝》及1976年成立的《明道文藝》，兩刊至今都持續出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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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幼獅文藝》(1954～)

《幼獅文藝》成立之初是「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的機關刊物，由蔣經國創立的「中國青年

反共救國團」支持經費，創刊於 1954 年 3 月 29 日（青年節）。初期採輪編制，六○年代之後較

為固定，林適存（南郭）、朱橋、瘂弦都當過長期主編。戰後臺灣文壇，可說很少知名作家沒

在這裡投過稿子，寫過文章。

五○年代創刊之初，還只是向青年學生宣揚愛國思想，「發刊的意旨，在提供青年共同

耕耘的園地，發掘青年優秀的作品，為開創青年文藝而努力」（注1），是專為年輕人創辦的

雜誌。到了六○年代，體質逐漸改變，越來越多成名作家加入幼獅行列，閱讀對象並不限於校

園。及至六○年代中期因朱橋坐上編輯臺，使雜誌風格有了重大改變。

朱橋接任主編是在 1965 年元月（133 期），他上任之後，雜誌風格與內容作了大幅革新。

他力邀作家與藝術家為雜誌開闢專欄，讓內容更多元。例如請劉國松談繪畫、余光中談詩、姚

一葦談戲劇，許常惠、史惟亮談音樂、魯稚子談電影、莊靈談攝影等。幼獅大量刊登新銳作

品，於是出現寫詩的葉珊、林佛兒、葉日松、王潤華、黑德蘭、吳勝雄（吳晟），寫小說的隱

地、李藍、符兆祥、季季、鄭清文、黃娟、李喬，以及寫散文的張菱舲、喻麗清、許達然等。

當時雖是青澀的「青年作家」，但從新世紀回頭看，大多都是後來佔有一席之地的著名作家，

也說明以青年為對象的刊物在文學史或雜誌史上，自有其無可取代的重要性。朱橋為編輯工作

全力付出，日以繼夜，可惜患憂鬱症於 1968 年去世，年僅 39 歲。

2. 《明道文藝》(1976～)

由明道中學校長汪廣平一手成立的《明道文藝》，創辦於 1976 年 3 月。與幼獅一樣，選

在「青年節」創刊。成立以來，由陳憲仁擔任社長兼編輯迄今。《明道文藝》原先只發行於校

內，以提高學生國文程度與藝文教養為目的，由於編輯手法細緻，獲得文藝界一致好評，也在

校外流通。

2006 年《明道文藝》慶祝成立三十週年之際，社長陳憲仁獲得行政院新聞局頒發的第30屆

「特別貢獻及終身成就」金鼎獎，文藝界咸任實至名歸。高中起便喜愛編輯工作，大學時代還

在《幼獅文藝》投過稿的他，成功大學中文系畢業退伍之後，於 1971 年到明道中學當國文老

師。《明道文藝》的性質及創辦宗旨，一直明顯印在雜誌封面上：「讓青年敞開心靈，讓時代

留下腳印」。

儘管是校園刊物，虛心質樸的陳社長卻長期得到文壇作家的鼎力相助。作家群包括：王

鼎鈞、王藍、羅蘭、琦君、朱西甯、李喬、隱地、子敏、陳幸蕙、夏祖麗、愛亞等。文壇名作

家長期源源供稿，加上主編精心策劃各種專欄，《明道文藝》曾七度獲得金鼎獎的肯定。創刊

三十年間，除了每個月出刊一本雜誌，每年還主辦全國性的「學生文學獎」，培養許多優秀的

作家，青壯輩作家如張曼娟、吳淡如、焦桐、侯文詠、駱以軍等，都曾是全國學生文學獎的得

主。也時常舉辦全國高中生文學夏令營，帶領青少年進入文學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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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眾文藝雜誌：《皇冠》(1954～)

訴諸市場與消費大眾的文藝刊物，為了迎合讀者口味，刊登作品常兼顧普及性或通俗性。

編輯對外徵求稿件時，以擴大訂戶及收益為首要目標。此類作品對讀者大眾有吸引力，對文藝

人口的普及、文藝教育的推廣有一定貢獻，卻也無法避免商業傾向，受制於市場機制及通俗品

味。此類文藝雜誌，在臺灣辦得最成功、壽命最長的，當推平鑫濤主持的《皇冠》雜誌，同

類刊物如 1962 年創辦的《小說創作》、《創作》，1968 年的《藍帶》，1984 年開辦的《推理雜

誌》，1986 的《偵探家》，1988 的《小說族》等，壽命與規模都無法與之相比，此處僅以《皇

冠》為例加以敘述，以窺戰後大眾文學現象之一斑。

《皇冠》雜誌創辦於 1954 年 2 月，在官辦及軍中刊物盛行的五○年代，還是薄薄一冊以翻

譯西洋小說為主的不起眼刊物。但到了解嚴前後，「皇冠」一路茁壯成長，已是招牌醒目的龐

大企業。在平鑫濤幹練沈穩的領導下，成為全球華文世界裡，數一數二的出版王國。皇冠於六

○年代，首創「皇冠基本作家制度」，陸續與作家簽約，網羅小說家如司馬中原、朱西甯、高

陽、楊念慈、林懷民、郭嗣汾、鄧文來、馮馮、桑品載，以及女作家瓊瑤、華嚴、三毛、郭良

蕙、季季、喻麗清、丹扉、聶華苓等成為基本作家。此作法既鼓勵及培養新人，也讓高創作量

的作家能專心筆耕，無後顧之憂。作家群同時也成為皇冠龐大的無形資產。

從 1963 年至 1976 年的十餘年間，平鑫濤同時擔任《聯合報》副刊主編。在「辦雜誌」跟

「掌副刊」雙線並行之下，作品先在報紙發表便有如刊登廣告，然後由「皇冠」出版成書，銷

路自然加倍。雜誌既在文藝市場流行，新的暢銷文類便如花團錦簇般一一出現：像瓊瑤的愛

情小說、高陽的歷史小說、司馬中原的鄉野小說、三毛的流浪文學、於梨華、吉錚等的「留學

生文學」、趙寧的幽默雜文等，都來自《皇冠》知名專欄。雜文專欄還有尹雪曼的《海外夢迴

錄》、方瑀寫遊歐所見，崔萬秋的《東京見聞錄》、童世璋《粗茶集》與丹扉《反舌集》等。

從雜誌到圖書出版，到以後改編製作成電影電視，皇冠的多角經營是文藝雜誌事業在出版

市場少數成功的例子。

（四）純文藝雜誌及三大系譜

文學性高的雜誌通常由學院文人，或有志於實踐文學理想的作家所創辦。經濟來源不是靠

私人關係小本經營，便是向學術單位爭取資源。而文人通常不善經營，也無心於市場，好些文

藝雜誌壽命不長，停停辦辦，屢敗屢起。但各種純文藝期刊壽命短而種類多，且流通於不同文

學階段，難以嚴格分類。為盡力呈現雜誌間的關係與脈絡傾向，此處將其略分成三個大類：有

些刊物編輯方針採兼容並蓄，廣納百家，看不出明顯傾向性，如創刊於五○年代的《文壇》，

六○年代的《作品》，以及林海音主編的《純文學》，於涵蓋面較大，歸屬於第一類。第二類

為以臺大外文系為中心的「現代主義文學」系譜：如《文學雜誌》、《現代文學》、《中外文

學》。第三類「寫實主義文學」系譜，則有尉天驄主編的一系列《文季》雜誌，以及吳濁流創

辦的《臺灣文藝》，南部的《文學界》、《文學臺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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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譜之一：《文壇》、《作品》、《純文學》

1. 《文壇》（1952～1985）

《文壇》創刊於 1952 年 6 月。沒有創刊詞，只希望提供作家自由創作的空間，編者標舉：
「第一，不限字數；第二，不限制作家的意志；第三，園地公開」。主持人穆中南出身軍旅，

與國民黨關係良好，本身也創作小說，可說是文人懷抱文藝熱忱，從事出版事業的典型。五○

年代時辦時停，有時「季刊」，有時半年多才出刊，印數與開本都不固定。六○年代以後，穆

中南運用他良好的黨政關係與經營頭腦，以遍布全省各大小角落的軍人為對象，創辦了學員數

以萬計的「文壇函授學校」。有了函校的充裕財源，既增加雜誌每期容量，也能付大筆稿費吸

收寫作人才。《文壇》於是不靠公家經費補助，漸漸將出版事業經營起來，成為六、七○年代

文藝性高，活力充沛的民營文藝單位。

《文壇》雜誌最大特色是小說：六○年代因時常刊登中篇或長篇小說，鼓勵也吸引不少長

篇創作的新手，不少後來在小說界擁有一片天空的名家，正是從這裡起步。像司馬中原的長篇

《荒原》起刊於 1963 年第 31 期，朱西甯中篇《鬧房》刊於第 32 期。另外如田原的《朝陽》，
鍾肇政的《八角塔下》、《大壩》（注3）、《流雲》，小說作者群還有郭衣洞、於梨華、尼
洛、魏希文、張放、趙滋蕃、蔡文甫、盧克彰、郭嗣汾、葉石濤（注4）等。這時期的《文壇》
是全臺灣「容量」最大的雜誌：開本體型特大，不怕刊載長篇鉅著，只要作品好，就是數萬字

長篇，編者也捨得一口氣一次刊完。《文壇》由穆中南經營了 27 年，最後交由朱嘯秋主持，影
響力已大不如前，持續發行至 1985 年正式宣告停刊。 

2. 《作品》（1960～1963；1968～1971）

1960 年元月創刊的《作品》雜誌，與《文壇》同為 16 開的大型雜誌。封面「作品」兩字
是胡適的題字。發行人吳竹銘，編輯人章君穀。它與《文壇》最大不同，除了廣告篇幅較多，

內容也不那麼集中於純文學創作，各期目錄裡，會出現「電影沙龍」、「海外通訊」、「傳記

文學」、「世界文壇」、「名著選譯」、「美術批評」或「音樂批評」等欄目。大開本辦到 
1963 年底，共 48 期後停刊。直停到 1968 年 10 月，改為 25 開較小版本，卷期另起，重新出刊。
發行人：潘壘，執行編輯：馮放民、林適存。3 人都是有經驗的作家兼編輯人，個別都辦過出
版社。除上述基本作家群，參與寫稿者還包括鍾肇政、王鼎鈞、劉心皇、張秀亞、金溟若、童

真、馬各等。後段的小開本共出版了 29 期，比前段大開本的 4 年 48 期時間還短，但整體而言，
後段的陣容更整齊，內容也紮實。

3. 《純文學》（1967～1972）

1967 年元月創辦的《純文學》月刊，由林海音任主編，雜誌內容「兼容並蓄，不分黨

派」。62 期後停刊，比早它10年創刊的《文學雜誌》壽命略長。林海音以她編聯合報副刊的經

驗和人脈，於雜誌設計的專欄別具特色：一是「近代中國作家與作品」專欄，自 1967 年 2 月

《純文學》第 2 期開始，選刊中國五四以降的二、三○年代經典作家及作品，並廣邀與作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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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情的人寫介紹與導讀。其二「包可華專欄」。包可華是美國有名的幽默作家，題材從天下大

事到身邊瑣事，專欄裡無所不談，由何凡翻譯連載，十分叫座。

林海音當過記者，本身喜歡朋友，在文壇也交遊廣闊。她編《純文學》只到雜誌的第54

期（1971 年 6 月），當期編者欄宣布「身體時感不適，暫需休息一段時期。純文學的編務自

五十五期起，改請劉守宜先生主持。」發行人改為劉國瑞，由學生書局接下棒子。但支撐 8 期

之後，還是不堪賠累，到了 62  期（1972 年）正式宣布停刊。

系譜之二：現代主義文學雜誌

1. 夏濟安《文學雜誌》（1956～1960）

臺大外文系夏濟安教授 1956 年 9 月創辦的《文學雜誌》，於 1960 年 8 月停刊。雖只存活 4

年 48 期，文學史卻給予很高的評價。原因之一，它刊登了許多文學佳作，沒有門戶之見，能

聚集一群創作力高的作家共同耕耘。其二，編者胸襟開闊，既打破學者作家的界限，也打破中

西與古今的界限，作者群從學院教授到前衛小說家都一視同仁地刊出作品。其三，在政府視文

學為宣傳工具的五○年代，雜誌主張「藝術不能脫離人生」、「不可逃避現實」，要腳踏實地

「當一個認真的作者」。

試看《文學雜誌》的作者群，除了余光中兼任新詩一欄的主編，另有作者如王文興、白

先勇、陳若曦、葉珊、劉紹銘、莊信正、叢甦、葉維廉、李歐梵等一批臺大外文系的學生，這

些作者當初都只是「新人」，如今無不各頂一片天或早已獨當一面。能同時培養這麼一大批學

生，顯見夏教授過人之處。夏濟安於 1959 年 3 月赴美講學，《文學雜誌》改由侯健接編，一年

半後，亦即 1960 年 8 月宣佈停刊。不久夏濟安在美國意外身亡，幸而他栽培了不少文學人才，

在臺大的文學事業堪稱後繼有人。

2. 白先勇《現代文學》（1960～1973；1977～1984）

白先勇在《文學雜誌》發表小說時，還是臺大外文系學生。他和一批同學很快接下夏濟安

的棒子，接跑第二棒，創辦新刊物─《現代文學》。第二棒壽命比第一棒更長，創辦於 1960 

年 3 月，一辦 13 年，出刊 51 期。白先勇在 1977 年 7 月《現代文學》復刊號第 1 期上，寫了一篇

回顧文章，細說當年學生歲月不知天高地厚熱情的辦刊過程，字裡行間有得意也有感嘆。

《現代文學》成員都是臺大外文系前後屆學生。發刊詞由劉紹銘執筆，寫得鏗鏘有聲；

葉維廉寫創刊詩一首：〈致我的子孫們〉。數十年後回顧《現代文學》，最常被提起的是：

其一，在保守的六○年代文壇大規模介紹西洋文學，從卡夫卡到喬哀思，從卡繆到沙特，對當

時作家的創作技巧具有啟發作用。其二，它提供園地，培植了文壇多位小說作家，如白先勇、

王文興、陳映真、七等生、王禎和、歐陽子、陳若曦、水晶、李昂、林懷民、黃春明、王拓等

（前期共刊登小說 206 篇，作家 70 人，新詩兩百多首）。夏志清說得好：「《現代文學》培養

了臺灣年輕一代最優秀的作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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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第一階段至 1973 年止，發行了 51 期。按白先勇說法：「因為經濟上無法支撐，一度暫

時停刊。三年半後，獲遠景出版社的支持，得以復刊，又出了 22 期，一直到 1984 年，這本賠錢

雜誌實在賠不下去了，才終告停刊。」雜誌雖停，卻已將臺灣文壇的熱鬧時刻定格，一群受西

方文學洗禮的菁英，為自己也為文學歷史留下不可抹滅的色彩與痕跡。

3. 《中外文學》（1970～）

1970 年 6 月創辦的《中外文學》，由臺大外文系提供場所及經費，歷任系主任：如朱立

民、侯健等擔任過發行人，顏元叔、林耀福、高天恩等曾歷任社長，外文系教授胡耀恆、張

靜二、廖咸浩、高天恩等都輪流當過總編輯。雜誌著重於（1）文學創作（2）學術性論文與論

述（3）譯介外國理論與作品。八○年代之後，文學越來越小眾，雜誌在新思潮與新方向的引

介上，最具鮮明特色。創刊前四期曾有小型論戰，焦點由「重讀作品」轉向「重讀作品的方

法」；顏元叔從「新批評」的細讀方法出發，漸漸將之運用於古典文學，引發更多爭論，幾乎

成為臺灣文壇一份少有的專業批評雜誌。推出的專號包括：川端康成專號、後現代小說專輯、

吳潛誠紀念專號、文化研究在日本專號、《尤利西斯》專輯、全國比較文學會議論文專輯等。

編輯部曾編輯出版了一冊創刊至 168 期的「論文索引」，有助於讀者做研究及資料搜尋。

系譜之三：寫實主義文學雜誌

A‧尉天驄與《文季》系列

臺灣文壇很少像尉天驄這樣，熱心於創辦文藝刊物，且辦辦停停，從不氣餒。他辦的刊物

雖「和寡」但「曲高」，對文學思潮很有影響力。而他本身的職業，像夏濟安一樣，也是在大

學文學院裡教書，只不過地點不同，他在政治大學，且是中文系而非外文系。但他辦雜誌的歷

史更長──從五○年代末延續到八○年代，即 1959 年接編革新號《筆匯》算起，包括 1966 年10 

月創辦《文學季刊》、《文學雙月刊》（共 12 期，四年多），1973 年 8 月的《文季季刊》（3

期），1983 年《文季文學雙月刊》（11 期），幾乎橫跨戰後臺灣文學發展最重要的三個十年，

且文學主張一以貫之，聚集的作家群同樣旗幟鮮明，至今新一代作家恐怕很難超越「文季」作

家群的成就──如果去掉這群作家，臺灣「鄉土文學」這一脈恐怕是一片荒蕪而沒辦法在文學

史上凝聚這個名稱了。

1. 《筆匯》革新號（1959～1962）  

《筆匯》原只是報紙型內部刊物，尉天驄接辦的時候，才改為 24 開本「革新號」月刊。

《筆匯》創刊的時間，正好在 1960 年 3 月白先勇創立《現代文學》稍前，沒多久夏濟安的《文

學雜誌》在同年 8 月停刊，這三刊在時間點上十分接近，於「學院派的現代主義風格」上也很

類似。雜誌注重文藝理論與創作，且大篇幅介紹西歐文學新思潮。創刊時尉天驄還是政大學

生，作者群卻已包括王文興、劉國松、葉笛、鄭愁予、白先勇、劉大任、姚一葦、何欣等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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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才子。最受矚目的，還是發表了〈麵攤〉、〈我的弟弟康雄〉等一系列短篇小說，讓文壇

人士刮目相看的陳映真。那時他是淡江英文系的學生，早期作品幾乎篇篇在《筆匯》上刊登。

可惜雜誌壽命不長，總共出了兩卷共 23 期。

2.《文學季刊》（1966～1970）

25 開，220 頁一大本的《文學季刊》以白底黑字的樸實封面推出時，內容卻是篇篇精彩，

令人眼睛一亮。同期裡刊出：七等生的〈放生鼠〉，黃春明的〈跟著腳走〉，余光中的〈敲打

樂〉，陳映真〈最後的夏日〉，施叔青的〈痊癒〉，劉大任〈落日照大旗〉，葉珊的〈三藩

市．一九六五〉，以及姚一葦的〈論境界〉，如此陣容是絕無僅有的。書底掛名的發行人改成

尉素秋，是尉天驄的姑媽。首期封頁裡登著幾行說明文字：「本刊係一群文學熱愛者開墾的園

地，因為限於經費的關係，暫時沒有稿費。」從今天的功利角度，很難想像六○年代這群熱愛

文學的年輕作家們，具備著怎樣的熱情與衝勁，為創作而創作；也難以想像尉天驄這位一邊教

書的主編，是怎樣把這些份量十足的稿子，不付稿費地一一「催逼」到手。

六○年代的《文學季刊》總共出了 10 期，論者稱其為臺灣「鄉土文學的源頭」。引呂正惠

的話，在這 10 期裡，看得到小說家陳映真已擺脫他以前「晦澀的象徵風格，而改走明朗、寫實

的路子」。王禎和也開始有系統寫他「嘲諷性的市鎮小人物畫像」；黃春明也正在一步步「發

展他的農村人物素描」。這些現象說明著：假如六○年代前期，白先勇的《現代文學》是居於

臺灣文壇「現代主義文學」的主導地位，那麼來到六○年代中後期，《文學季刊》已經「先驅

式的預示了七○年代的（鄉土/寫實）文學主流，它的重要性已經超過了那時正在走下坡的《現

代文學》。」（注 5）

3. 《文季》季刊（1973～1974）

區別這三期《文季》與其他文季的辦法是，封面加了版畫。這是《文季》系列雜誌唯一有

封面圖畫的 3 本。看第一期內容，小說是黃春明的經典之作〈莎喲娜拉‧再見〉，王禎和的劇

本〈望你早歸〉，以及唐文標那篇發表之後，像炸彈一樣，一下子在臺灣詩壇爆炸開來的，詩

壇無人不曉的「大作」──〈詩的沒落〉。就是這篇文章引來一場熱熱鬧鬧的現代詩論戰，以

至於引爆後來的鄉土文學論戰。

再看《文季》第二期，設計了一個「鍾理和專輯」，唐文標寫有一篇長論：〈來喜愛鍾理

和〉，附錄了鍾理和小說〈貧賤夫妻〉。這一期小說還包括王拓的〈炸〉，王禎和的「鮮明反

殖民經濟」小說：〈小林來臺北〉。另有一篇「重新出土」的楊逵小說〈模範村〉。第三期內

容也夠「勁爆」，是痛批張愛玲專輯，有唐文標寫的〈一級一級走進沒有光的所在〉。另外一

篇重量級的論文，是林載爵〈日據時代臺灣文學的回顧〉。這篇論文以及楊逵小說的重刊，都

提醒我們：臺灣文壇的本土潮流，既開始向日據時代文學「尋根」，本身也漸漸凝聚壯大，這

些跡象在 1974 年的《文季》上都表現得一清二楚。

4.《文季文學雙月刊》（1983～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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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發行人改名李南衡。也有了「發刊的話」，提出三大宗旨：一、我們熱愛文學，認為

文學不僅是藝術也是人生的重要事業。二、我們感到，當前的情況，需要一塊超然於現實利害

之外的文學園地，來供海內外文學朋友們耕耘。三、我們要繼承中國優良的文學歷史，給後來

者留下一條應走的道路。第三點很重要。從這次的說明，就可以區分出，《文季》前此雖然也

著力於臺灣文學傳統的建立，但到了八○年代，已逐漸與本土文學潮流分道揚鑣。

B‧本土文藝雜誌系列

從文藝雜誌發展史來看，本土文學潮流於戰後文壇是起步最晚的。第一份本土文學刊物：

吳濁流的《臺灣文藝》遲至1964年才呱呱誕生。鍾肇政之後，歷經陳永興、李敏勇、楊青矗、

李喬等人的主持，內容逐漸走向多元性、文化性，甚至政治性。繼之而起的，是由高雄一群詩

人、醫師及作家於 1982 年聯合成立的《文學界》，及 1991 年接續的《文學臺灣》。這兩刊實質

是一刊，宗旨與立場是一貫的，既有心繼承吳濁流立下的本土文學精神，也有志傳承臺灣文學

香火。三刊雖同屬一個本土系譜，仔細分辨，各自在內容及性質上仍有些微差異。

1.《臺灣文藝》（1964～） 

1964年4月，由吳濁流獨立創辦。經歷四十年以上的《臺灣文藝》可約略分成四個階段：吳

濁流跑的第一棒可稱「拓荒期」，人力與內容都很單薄，處於文壇邊緣。為承傳文學香火，吳

濁流付出的精神與毅力，至今無人能及。他向企業家朋友「伸手化緣」，還把一輩子辛苦換來

的退休金用來成立「臺灣文學獎」，這種無我的奉獻不是普通人做得到的。

1976 到 1982 年，是鍾肇政主跑的第二棒，也是《臺灣文藝》的黃金時代。這期間至少推出

下列作家的研究專輯──鍾理和、七等生、鄭清文、李喬、吳濁流、楊青矗、黃春明、季季、

葉石濤、鍾肇政。統計下來，鍾肇政時期總共推出 26 次專輯，刊出二百餘篇作品。這比之吳濁

流時代只有4次專輯，刊 57 篇作品，自是飛躍了一大步。

第三階段起自 1983 年，臺灣社會還在「美麗島事件」的餘波蕩漾中。主持人陳永興與總

編輯張恆豪可說辛苦備嘗。第 91 期「王詩琅專輯」還被警備總部查禁──創下文藝雜誌被

查禁的先例。自80期開始，張恆豪策劃了「賴和專輯」、「張文環專輯」、「林義雄歸來專

輯」、「謝里法專輯」、「楊逵紀念專輯」、「女性文藝專輯」等，成績斐然。1987 年「臺灣

筆會」成立，《臺灣文藝》進入第四個階段：成為筆會的機關誌，前後主編包括李敏勇、楊

青矗、陳千武。內容增加更多訊息性、文化性的文章，如推出「鄉土文學論戰十周年省思」

（105 期）、「臺灣文化體質改造」（106 期），以及作為筆會發聲刊物而發表的各種聲明，如

「五二○事件聲明」、「為鄭南榕死諫聲明」等。至九○年代 121 期以後，雜誌交到前衛出版

社林文欽手上，進入另一個階段。

2.《文學界》（1982～1989）

1982 年春天創刊的《文學界》並沒有創刊詞，只在「編後記」說它主要是以居住在高雄附

散播萬紫千紅：從四個類型看臺灣文藝雜誌發展歷程



56      ．對個人的成長，對社會的成熟，「閱讀」是一條必經之路─高希均

近的「詩人、作家為核心，分擔合作辦起來的文學刊物」。但創刊號首篇即刊出葉石濤論文

〈臺灣小說的遠景〉，而這一期策劃的是「詩人鄭炯明專輯」，已經清楚說明了葉石濤為雜誌

的精神領袖，鄭炯明是編務與執行者。初期名為《文學界集刊》，第二集首篇是彭瑞金的〈臺

灣文學應以本土化為首要課題〉，揭示「臺灣文學」必須是根植於這塊土地的作品，強調臺灣

文學的「本土化」特質。以後各期陸續推出鄭清文、趙天儀、李喬《寒夜》三部曲，桓夫、鍾

鐵民、李魁賢、葉石濤、白萩、李昂、許達然、杜國清、陳若曦、非馬、李敏勇等專輯。分析

這一列名單，詩人專輯大抵不出「笠詩社」詩人的範圍，而不論小說或散文作者，則清一色是

本土作家。

《文學界》在各雜誌中，對整理臺灣文學史料的貢獻最多。除了分期刊登葉石濤〈臺灣文

學史綱〉，此書結集成書之後，對於臺灣文學的正名與建制，具有劃時代意義。也翻譯不少光

復初期日文作品，第五集更介紹並重刊 1957 年前後的《文友通訊》──這是戰後初期，本省籍

作家用手刻鋼板在文友間流傳的小小刊物，史料出土，讓大家看到臺灣作家在白色恐怖時期，

邊緣的艱難的處境。《文學界》於七年之間總共出刊 28 期，史料之外，刊出的創作亦不少。依

整體作家數量來看，詩創作刊出的數量最多，小說次之。接續《文學界》的，是 1991 年成立的

《文學臺灣》，腳步沈穩踏實，至今仍在發行中。

戰後臺灣文壇出現一家又一家的文藝雜誌，其間興衰起落，與數十年文學潮流變化關係密

切。態度嚴肅的純文藝刊物尤其不可忽視，儘管讀者數量比不上其他通俗雜誌，但它聚合文學

菁英，具有理想性，標榜藝術至上，是文學社群中最具影響力，也是推動一個時期文學發展舉

足輕重的媒介，可以說：沒有文藝雜誌就沒有文學歷史。一般文學研究者要瞭解一段時期、一

個地區的文學歷史，文藝雜誌可說是必須接觸與翻閱的第一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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