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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作家作品目錄的編纂，始自1984年

文建會委託應鳳凰、鐘麗慧合編《中華民國

作家作品目錄》，收錄700位作家。1995年

及1999年，文建會委請文訊雜誌社辦理修編

工作，先後完成《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錄新

編》4冊及《1999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錄》7

冊。2006年11月，國家台灣文學館（2007年

更名為國立台灣文學館）委託財團法人臺灣

文學發展基金會所屬的文訊雜誌社辦理「作

家作品目錄暨資料庫系統建置計畫」，並於

2008年7月出版《台灣作家作品目錄‧2007》3

冊。同時建置「臺灣作家作品目錄系統」資

料庫，提供讀者檢索利用。

《文訊》雜誌自創刊以來，即全方位進

行當代文學資訊及史料的蒐集、整理工作，

其中包括作家的專訪，如「資深作家」、

「文壇新秀」、「作家行止」、「學人專

訪」等專欄，以及作品目錄紀錄，如「文學

新書」單元。25年來，即使處在預算拮据之

窘境，仍持續不斷添購文學新書，

想方設法回補文學舊籍，目前已成

為研究臺灣文學的重鎮。

《台灣作家作品目錄‧2007》專案

計畫的編纂，從顧問會議的召開、編輯體

例的製訂、工作手冊的編製、助理的招募、

教育訓練、設計作家基本資料表等各項工

作，都在計畫主持人─《文訊》雜誌社社

長兼總編輯封德屏高效率的領導下開展，前

國家圖書館編纂張錦郎，更以豐富的工具書

編輯經驗，指導編輯團隊朝一個高標準的規

範前進。

比較2007版與1999年版的編例，除增補

舊有資料，對之前版本未收錄的日據時期

臺灣文學作家與1999至2007年6月崛起的新秀

作家，全面重新審視、列入，共收2539位作

家，較前次增加了755位作家。

作家入選條件，2007年版大致延續1999

年版的收錄標準：「以長期生活在臺灣且從

事現代文學創作之作家為主，包括在臺灣出

生、成長」，或「曾在此受教育工作與生

活，有作品曾在臺灣出版的現居國外之作

家」、「其入選基本條件是需有正式出版

一本以上的個人作品集」。2007年版增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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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臺灣文學史的重大工程 ─《台灣作家作品目錄‧2007》評介

「且其作品以獲文學社群之肯定者」，並具

體列出文學社群肯定的條件：

1. 獲校園以外的文學獎。

2. 年度小說、散文及詩被選入者。

3. 九歌文學大系、聯副三十年大系等大系被

選入者。

4. 文學評論部分要有一定學術地位及研究成

果始能認定。不過，若嚴格按此收錄標

準，合乎條件的作家將大幅減少，無法忠

實反映臺灣文學的整體面貌。此限制條件

立意雖佳，執行卻有困難。

2007年版的編輯體例較先前版本有以下

重大的突破：

一、作家小傳除了原有的籍貫、出生地

外，還加上來臺時間。籍貫、出生地分開著

錄，可幫助研究者了解作家的地域背景。增

列作家來臺時間，有助於對1949年前後大陸

來臺作家、自海外僑居地來臺求學的僑生行

止的掌握。

二、順應民眾使用習慣，生卒年月從原

來的民國紀元改為西元紀年。不過，編輯人

員指出，當中有88位70歲以上的作家出生年

月是用農曆，如果是12月出生，換算西曆則

要再加一年。

三、作家小傳三段式寫法。第一段是作

家的生平基本資料，第二段是學經歷和得獎

紀錄，第三段是創作文類的評述及重要文學

表現或文學成就。第三段的撰寫難度較高，

除了要了解作家寫作文類、題材風格，也必

須閱讀作家的相關評論，引用評論時，也要

清楚評論家的地位，避免吹捧式的謬讚。

四、作品目錄細分文類。由原本的詩、

散文、小說、劇本、兒童文學等，再細分列

出報導文學、日記、書信、合集、全集等

類依序區分編排，同類中以出版時間先後為

序。至於未來是否收錄翻譯作品以及他人所

編的某一作家的著譯書目單行本，則留待下

一增修版再做討論。

五、書目著錄資料詳盡。每一書目資

料包含書名、出版項（版本、出版地、出版

者、出版時間）、稽核項（開本、頁數）、

集叢項（叢書、叢刊及其編號）、附註項，

依序著錄。作家在1949年以前，以及在海外

及大陸的出版品亦盡量收入。對作家全集的

著錄，詳細標示冊數及相關資料。

六、便利的檢索系統。正文前的目錄按

照作家姓名或筆名筆劃排列先後次序，並於

每冊編列三冊的總目錄。正文後的輔助檢索

系統，附錄「作家生辰名錄」，按出生年月

編製。至於下一版次應否增編書名索引、筆

名索引，還有討論空間。

每一次的作家作品目錄的編纂工作，無

異是一次全國性的作家普查，從發函、聯絡、

回函與確認再比對，每一環節都需慎重以

對。最讓研究助理難過扼腕的，是在聯絡作

家時，卻意外從其家人處得到作家已經辭世

的消息。作家回函的比例近三分之一，有部

分作家甚至拒絕列名其中，要求刪除他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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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和作品。還有少數聯絡不上的作家，還得

從出版社及其他作品中找尋相關的線索，此

一專案訓練出不少文學的柯南，不放過任何

蛛絲馬跡，不僅對作家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也會去研究其生命歷程，以及為何會寫出這

樣的作品來。一部高品質的工具書，建立在

堅實的基礎資料，嚴謹的編輯體例，紮實的

人員訓練，不厭其煩地一修再修的耐性，誠

如主持人所言：「這不祇是資料蒐集的工作，

我們正在完成一件文學史料的偉大工程。」

國立台灣文學館鄭邦鎮館長在〈館長

序〉提出一個嚴肅的課題：「由於時代科技

的刷新，牽動著讀者、研究者行為和習慣改

變，將來透過光碟、網路、電子版書甚至電子

資料庫來提供服務的機會，可能遠遠超過傳

統的紙本版。那麼，近期內還會再編輯出版新

一版的紙本書嗎？」近年來，國內圖書館已經

逐步減少訂購紙本期刊，改訂線上期刊，大

量購置各種線上查詢系統。《臺灣作家作品

目錄‧2007》同時建置資料庫線上系統，提供

比紙本目錄更多的作家及書目資料，具體展

現資料庫易於擴充的優勢。理論上已實際為

下一個新版開始準備。後續的增補、修訂工

作如何持續進行？訓練有素的編輯小組，在

專案結束後解散未免可惜，建議相關單位編

列預算，支持資料庫的更新，建立完整的臺

灣文學網絡。利用這個資料庫進一步可延伸

的研究相當多，如臺灣文學出版史、現代文

學作品的版本研究、區域文學、文類史研究

等，都能進一步豐富臺灣文學的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