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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路不流行的年代，書信成了文人彼

此互吐心聲、共論創作、相互激勵、抒發情

感的重要方式。臺灣現代作家的書信集近年

來開始出版。這些書信集讓讀者得以在作家

創作文本外，親炙作家的真實性情。

琦君在文本中流露的溫柔敦厚，總讓人

難忘。在琦君病逝一年後，國家臺灣文學館

委託中央大學中文系琦君研究中心蒐集琦君

書信集，完成《琦君書信集》一書。藉由作

家文物，認識作家的生活實錄、待人接物、

處世態度，提供作家研究的背景材料。尤其

「書信」是相當有價值的「史料」，因為作

家從未想過書信會被披露，因此也更無須隱

蔽自我。因而書信的公開，讓讀者能更深一

步地認識作家的真實面貌。

琦君藉書籍文本型塑的是作家另一面

貌，而書信展現的卻是不加修飾的真個

性。在《琦君書信集》中會發現琦君的

真情性─她也是有愛恨嗔癡，也是

飽受生活經濟窘迫所苦，不是僅如其

懷舊散文文本中呈現的一派溫柔大量。

我想這也才是真正的琦君！讀者若執意藉由

散文文本推論作者與文本主人翁的吻合度，

那是有待商榷的。

全書內容包括琦君與友人近四百封信。

為使讀者增進對書信的了解，每一致函對象

皆略作簡介，盡可能述及和琦君的關係。並

由收信人述說她們對琦君的觀感。當然由書

寫對象也可看出作家與各行各業的交往情

形。對讀者的鼓勵、對朋友的知心直諍、對

編者的繁複要求、對出版者的感謝／埋怨、

對文壇的失望、對政府的不滿、對他人文章

的犀利批判。

書中最多的信件是幫琦君出版多本書

籍的九歌出版社社長蔡文甫先生和編輯陳素

芳。編者與作家是文壇組成的重要成分。編

者的表現、態度可藉由刊載文本或出版品看

見；而作者對編者的感受則不易察覺，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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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亦相對較少。在琦君與蔡文甫、陳素芳

往來信件中，可看出作者與出版者之間的往

來情形，更可看出對於出版一事的理念磨

合，書籍出版的種種協調溝通。此書信集為

編者與作者的互動過程提供史證。

◆	 對書籍誕生的要求

當然藉由這些書信也可了解出版者與

編者對一本書所付出的心力，即如書名的選

定、目錄的編排，都是經過多次商榷幾經斟

酌而定案的。

如對書名的敲定：「1. 書名想了很久，

所有文章好像都沒合適的，最後只選了

（1）「有甚閒愁可皺眉」、（2）「青燈有

味似兒時」與（3）「一回相見一回老」三

個。考慮結果，覺得（1）太普遍，聽起來

不容易懂，而且我的書有一本叫《煙愁》，

愁太多了也不好。（2）的詩句又太普遍、

太普遍了，用這的人很多，也不好。還是

（3）「一回相見一回老」這句最平易，容

易深入人心，我身在國外，年紀又大了，

正是這份心情，而且此篇文章寫得很滿

意。」、「一心想用「青燈有味似兒時」，

這句子比較適合我的書的格調，讀者們大半

愛看我念舊與憶兒時文章，希望蔡先生能接

受我的建議。⋯⋯書名固要通俗，但也得顧

淡雅的氣氛。」、「書名請多考慮，您如一

定不喜歡『春雪、梅花』，改了也好，我本

來極愛此書名，被您一說，也猶疑了，尤其

是看到《九歌雜誌》上『名家名著』欄張秀

亞的兩本書《湖水、秋燈》、《白鴿、紫丁

香》，馬上對『湖水、秋燈』失去信心與興

趣。如真想不出其他的，不如『一春風雨四

重溪』，雖是別人現成名句，但也合我的書

一貫風格，又比較具象親切。」

文章的目次排列也須細細評量，何篇在

前何篇在後？「校樣已看完，隨函寄上。我

看你將〈母親的手藝〉排在第一篇，而後順序

而下。與我寄你的目錄次序不同。⋯⋯因為沈

文正好可以附在最後，不至有割裂之感，否則

二文分開也不好，夾在當中更不好。」

對於書籍封面的設計商討經過：「你覺

得『菜籃挑水』如何？很新鮮呢！與以往五

字句、七字句都不同。封面可得想一下了，

千萬不要灰灰的。如果『菜藍挑水』當書名 

，非常容易設計，畫個菜籃，幾株菜，水只

是往下流不是很有趣嗎？」、「封面設計很

淡雅。如能是淺綠底、深綠字，或淺藍底、

深藍字，也許比淺灰底、深灰字看去不這麼

素，不知你的感覺如何？」

由此可看出琦君對書籍的出版是很在意

的，主動參與書名選定、目錄編排、封面設

計。甚至非常在意書籍的銷售情形、廣告刊

登狀況、或許生活的困窘讓她對書籍的銷售

輕忽不得。「我平時收到讀者的信，無論老

少，都是喜歡我懷舊與說童年的文章，因此

我擔心此書寫童年部分不夠多；而寫旅居生

活的，可能大家不一定有興趣。」、「書名

就照蔡先生意思，用『母心，佛心』較好，

現在國內信佛的人愈來愈多，凡是有『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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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書名，都比較受注意。」可見作者礙於銷

路情形，不得不為迎合讀者的喜愛而書寫讀

者喜愛的類型。不能恣意發揮自己喜歡書寫

的題材。也反映出作者不得不對市場低頭的

無奈。

◆	 對����的��對����的��

在書信集中有不少琦君論及人生觀與

寫作原則之處。她說：「在小說裡用反諷無

所謂，在散文中就有欠溫厚了。」、「凡事

我都要做得合情合理，才能心安理得。」、

「反正我的作品不慍不火、不罵不吹，有固

定讀者，不暢銷不滯銷。」更透露書寫兒童

作品的動機，竟是因為自認無法將自己的兒

子教導好，轉而希望書寫兒童文學，對兒童

有所貢獻。「我有很深的愁是因為我唯一的

兒子──一言難盡啊！所以我想寫兒童文學

是一種贖罪的心情。」

「其實我還有很多回憶文章可寫，例

如滬上求學時代我一直未寫過，⋯⋯如寫出

來，礙於妹妹，也是我一直不寫的原因。大

陸撤退前，杭州的混亂、國軍無力，散兵游

勇的騷擾民房、金元券的節節下跌，人心惶

惶，實在印象深，我都不曾寫，怕丟國軍與

政府的臉。」琦君為顧全家人感受、政府顏

面，有些創作素材還是會割捨不寫。

◆	 對����的��對����的��

書中亦可看出琦君對臺灣文壇的種種現

象相當失望、不滿，她說：「我覺得我的作

品評價在讀者心中，而不在評審心中，評審

是誰當然我不知道。臺灣地方小，寫的就是

評的，評的也就是寫的，那裡能客觀得了，

無非以個人好惡來定高下。」、「臺灣的主

編們，總不大想到與海外交流，除了美國那

些所謂的『學人』，他們寄什麼登什麼，沒

有感情，只有『技巧』，可是主編們就是

權威崇拜，沒辦法。」

琦君文中的人物對悲痛總能以平靜之

態娓娓述說，深沉傷痛潛藏在字字句句。對

所有人／物總有寬大心胸。讀者定認為琦君

即是這樣溫文祥和包容心強的人，然覽閱她

在信件中的態度。發現她對其他文人創作的

評語卻是直陳無諱的：「她（尤今）的新書

《南美洲之旅》多姿多采，文情並茂，比三

毛不知真實誠懇多少，因她是一片菩薩心寫

文，不為文造情，全是真人真事。」、「尤

今是南大中文系畢業，她去的地方多，但文

章真摯，不像三毛做作、肉麻。」、「葉文

可是否華嚴女兒？文章寫得真好，她談佛

理非常生活化，深入淺出，不像林清玄的

『玄』，太賣弄禪了，也寫得太多了。」、

「《成功的秘笈》一書如此轟動，我特地託

文範寄來一本，幾次三番也看不下去，有什

麼特別？什麼『無皮卷』一點苗頭沒有，完

全是空調格言。」

◆	 對�����的��對�����的��

「讀者愈來愈『氣短』，要看短文了，

怎麼辦呢？」、「其他書局如洪範、爾雅

的，也極力在封面包裝上求美化，這也是很

重要的。」、「封面設計，各書店都施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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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散文不比小說，後者是看故事，而且已

連載過，印象深刻，讀者要看；散文如浮光

掠影，不容易與其他書競爭。⋯⋯散文讀

者與小說讀者水準也不同，前者較重視藝

術。」、「出書真難，不出吧，長久就冷落

了；出吧，新書一出就打擊了自己架上的舊

書，只有新的可以有一陣熱，過一陣就冷

了，以前的舊書讀者也不見得有興趣，因為

熱門書太多，讀書也是趕新鮮的，所以我真

想停筆了。」論及臺灣的出版現象，就連作

家都想退隱了！

「可是國內對書的介紹文章，還比不了

介紹電影明星的文章吃香呢！在美國，《紐

約時報》每週日有一本專門介紹新書的附

刊。」、「九歌較通俗化，洪範比較傾向學

術與海外學人的作品。王德威居然說：『反

共文學過時了！』其實反共是永遠的，文學

必定是反殘暴與反無人性的並非為攻治所利

用呀！」、「想到我們臺灣各出版社對海外

發行的管道不健全，國家對出版社也不協

助，實在令人嘆息。」當然書市的不樂觀、

政府的漠視，更令作者憂心。此書信集也為

臺灣文學出版的歷史留下隻字片語的見證。

◆	 ����的������的��

此外由書信集可以發現許多文壇真相。

如在書信集中發現琦君竟然自己翻譯韓文

小說。孫素姬原著（韓國），琦君翻譯的

〈桔子紅了〉於《純文學》月刊第 1 卷第 1 

期 1967 年 1 月刊登，很多人曾經質疑琦君懂

韓文嗎？在書信集中得到證明。此外林海音

為琦君出版的唯一詞作《詞人之舟》。齊邦

媛也稱讚此書的出版。她說：「琦君這本詞

人選集出在她十七本散文、小說集之後。讀

者好似先看到樹的枝幹花葉，然後才看到樹

根。這本書也好像是許多問題的答案，又

似補足了她自傳裡重要的一環。」（注 1）

《詞人之舟》應是為琦君的出版領域有所拓

展，然而琦君卻因此書銷售不好對林海音頗

有微詞。若非信件的公佈，相信大家都不會

了解真相。

這些書信當然較不重謀篇佈局，也不在

強調文詞修飾，但其中汩汩而出的卻是一位

作家句句心聲的述說、字字艱辛的歷程、鬻

文度日的苦況。亦可看出琦君猶疑不定的個

性，孩字氣的言語，實在與文本中呈現的形

象相距千里之遙。然此書信集不啻提供了認

識琦君的另一管道。

信件中琦君不時抱怨美國郵政的延遲、

遺失，擔心信件的無法寄達。今日有了電子

郵件的傳遞，網路信件的通行是如此順暢，

然而電子信件看過即刪的特性，也使我們喪

失閱讀他人信件的樂趣，因而今日有幸再度

重閱琦君書信更顯珍貴。

注釋

1. 齊邦媛：〈自然處見才情〉，《詞人

之舟》（臺北：爾雅出版社，2005 年 2 月 20 

日），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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