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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臺灣文學的百年風景

詹宇霈 ◎ 自由撰稿人              

  臺灣文學基礎工程展現動力

每個時代的文學創作反映出那一代人的生活、價值觀、社會影像，而作家創作風格或題材

的轉變，也反應了生活的影響與狀況。換言之，文學作品除了是每個時代具體而微的顯現，也

能夠成為彰顯某一地區或某個時代主體性的載體。因此，進行作家作品的爬梳、研究與分析，

更成為建構主體性的重要基礎工程。

國立臺灣文學館自 2004 年開始即委託財團法人臺灣文學發展基金會進行臺灣現當代作家評

論資料目錄的建構工程，截至 2009 年 10 月為止，共收入自鄭坤五、賴和以降的 310 位臺灣現

當代作家的研究評論資料目錄，近九萬筆。隨即進行數位資料的建置，於 2011 年推出「臺灣現

當代作家線上研究資料庫」。在研究評論資料目錄的基礎上精選 50 位作家，進行個別作家完整

的研究資料彙編的工作，首批出版賴和、吳濁流、梁實秋、楊逵、楊熾昌、張文環、龍瑛宗、

覃子豪、紀弦、呂赫若、鍾理和、琦君、林海音、鍾肇政、葉石濤 15 位作家的《研究資料彙

編》，重新編纂作家小傳、年表、著作書目、重要評論文章選輯及評論資料目錄。資料庫與彙編

的搭配，成為既廣泛且深入的文學研究利器。 

臺灣文學史的建構與研究，一直難以避免高度強調「本土性」封閉性的質疑。因此臺灣文

學學界持續展開「跨界╱流動」的詮釋框架，希冀提升臺灣文學進入全球化的學術研究論壇。

國立臺灣文學館曾於 6 月時委託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以「臺灣文學史邊界的擴大」

為主題，舉辦「第八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後將論文集結出版。本書旨在檢驗上

述詮釋框架的操作論述成果，亦希望再次推動擴大臺灣文學史的邊界，不僅是為鞏固本土化的

價值及能量，更要在全球的論述場域中立一座宏大的座標。

在個人書寫方面，現任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所長的陳芳明教授，耗費 12 年心力，

運用其歷史研究及社會運動的學術背景與經驗，於 64 歲時達成「為臺灣文學寫史」的心願，完

成一部 50 萬字的《臺灣新文學史》（聯經）。自 1920 年代的臺灣新文學運動開始，以其獨特的

觀察角度評論各時期的文學發展，包括重要作家、文學作品、雜誌、社團、思潮演變與論戰、

文壇大事等。並且以「殖民」為主軸思想，畫分臺灣文學的開展過程，探索臺灣作家的文學創

作流變。而經歷不同年代政治風波的洗禮，在各種意識形態中陷落、跳出、沉澱與咀嚼，而發

展出這本「臺灣民主化過程的產物」，此書的出版實為臺灣文壇及學術界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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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憶風華由書寫綻放

小說家聶華苓女士與美國詩人保羅．安格爾在愛荷華大學於 1967 年時共同創辦「國際寫作

計畫」，積極協助將現代臺灣文學推向國際。而曾經參與過此寫作計畫的臺灣作家們，如商禽、

楊逵、七等生、王文興、尉天驄、李昂、陳映真、楊青矗、張大春、蔣勳、林懷民、駱以軍等

人後來皆成為臺灣文壇上重要的文學家。2011 年，趨勢教育基金會舉辦「百年文學新趨勢―

―向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致敬」活動，聯經亦出版聶華苓的自傳《三輩子》，自述從 1925 年到

2011 年的 86 年間，從中國、臺灣到美國的遷徙軌跡與悲歡離合。特殊的人生歷程促使作者超越

地域疆界與文化隔閡、突破政治與歷史的藩籬，在文學園地中以真情耕耘出一塊溫暖且多彩的

文學淨土。此書不僅僅刻畫出眾多海外華人作家的圖像，亦可一覽廿世紀世界文學的地圖。

國立臺灣文學館為曾於 1970 年代以《滾滾遼河》享譽文壇，並獲得中山文藝獎，今已 90

高齡的紀剛先生製作出版《涉大川：紀剛口述傳記》。詳細記述傳主從年輕時參與地下抗日組

織、戰後曾擔任政府要員、中年來臺灣於臺南行醫，晚年移居美國後致力於文化思想的推廣並

參與美華文學圈的活動的生命歷程。本書可做為 20 世紀中葉歷史敘述之補充與修正，且由於傳

主至臺灣後活躍於臺灣文藝界，其閱歷亦對研究戰後臺灣文學史有極大助益。

許多人都聽過或曾經到過位於臺北市新生南路的紫藤廬，卻較少人知道，這棟建物原是擔

任關稅署長的周德偉先生官舍。在 1950 年代，此處便是許多文人學者聚集暢論的處所，也引來

特務常年監視，而成為臺灣民主發展歷史中具有特殊意義的地方。遠流為這位已逝的紫藤廬老

主人整理手稿出版《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憶述 19、20 世紀的湖南家鄉，

及其父與革命黨人黃興間的往來，清楚描述清末民初的中國社會樣貌。此外，書中亦多次提及

國民黨黨史之偏頗，可見其對民國史有許多精微獨到的見解。

在大時代記憶書寫之外，地方史與家族史的書寫亦屬方興未艾。長期投入地方史研究的莊

華堂《水鄉：臺北四部曲第一部》（九歌）以小說帶領讀者回到 300 年前的臺灣，以史實與考察

所得的資料為軸心，透過生動的故事文字，重現水鄉時期的臺北河川生態及人民生活的樣貌。

鍾文音完成「島嶼百年物語三部曲」第三部《傷歌行》（大田），以家鄉雲林的女性為主角，

時間跨越 1895 年到 2011 年，以「物語」的敘述方式，拼貼兩個家族五代女性的際遇故事。林

央敏《菩提相思經》（草根）及林俊頴《我不可告人的鄉愁》（印刻），前者以「鹿窟事件」及

1950、60 年代的臺灣社會為背景，反省臺灣人民的命運。後者以兩年的時間書寫「臺北的現

世」與「斗鎮的舊日」。值得一提的是，《菩提相思經》以全母語重寫歷史；《我不可告人的鄉

愁》則以「軟性鄉土小說」（陳建忠語）部分母語進行懷舊書寫。兩者皆跳脫華語文學的文字藩

籬，創造出臺灣文學獨特的語言表達形式，雖然不易進入流暢的閱讀情境，但筆者相信只要堅

持向前、繼續努力，臺灣文學應能夠發展出一套獨特、成熟也容易閱讀的文字與敘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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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與影視結合的旋風

自 2010 年底許多人便開始期待三部影片。首先是行人文化實驗室的「他們在島嶼寫作――

文學大師系列」電影，於 2011 年春天上映，前後搭配一波一波有節奏的宣傳手法，著實造成一

股不小的旋風。而於電影上映同時，亦出版《他們在島嶼寫作》電影書，內容收錄林海音、周

夢蝶、余光中、鄭愁予、王文興、楊牧六位作家的作品節錄、年表、幕後工作紀錄、新生代作

家撰寫的評文，以及數百張彩照。不僅為熟識喜愛這些作家的粉絲讀者呈現立體的作家圖像，

通過影視手法認識這幾位臺灣重量級的作家，也能感受臺灣當代文學的豐厚多姿。

其次是小說家九把刀親自改編並執導自己的同名小說《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熱血

青春的演出，搭乘了九把刀於小說創作的功力與超人氣，除了創下極佳的國片票房，亦連帶使

得作者的作品再創銷售佳績；春天出版社也出版《再一次相遇：（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電影創作書》，九把刀亦進入 2011 博客來年度暢銷作家之輕小說 TOP1。

第三部是由魏德聖執導的史詩電影《賽德克．巴萊》，引起社會談論賽德克族與日本殖民

帝國間的對抗史，並且更進一步開啟原住民關注自身歷史及語言的熱潮。遠流出版系列的電影

書，計有《夢想．巴萊》、《漫畫．巴萊》、《導演．巴萊》、《電影．巴萊》、《真相．巴萊》、《本

色．巴萊》6 本，除了分別對導演、工作團隊、幕後工作詳細介紹，亦與清流部落倖存遺老的

口述歷史相互參照，著力於史實真相的追溯與詮釋。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國時報》舉辦的 2011 年開卷好書獎，至今已是第五年為得獎者

製作 BOOK VIDEO（簡稱 BV），首次大膽嘗試與藝人合作，以「一位藝人 ×一位得獎作家 ×一

本得獎好書」的概念，進行拍攝，共同推廣閱讀風氣，再次造成美好的談論話題。

  向資深作家致敬

若死亡是一種威脅，而文字便是抵抗的有力武器。3 月 1 日，詩人、藝術家楚戈因鼻咽癌

併發多重器官衰竭病逝，享壽 79 歲。本名袁德星的楚戈先生，早年投身軍旅，創作現代詩及

散文，認識許多詩人好友如紀弦、商禽、辛鬱等人。之後跨界創作繪畫、雕塑、投入藝術史研

究，曾創作臺灣最大型銅雕，亦耗費十多年研究完成著作《龍史》。從史前原龍信仰開始，逐個

朝代討論龍的變形和社會變遷的關係，澄清對龍的誤解，開拓了世界漢學研究的新視野。

7 月 6 日，以散文《田園之秋》聞名的陳冠學先生，病逝於屏東基督教醫院，享壽 78 歲。

他的散文集《田園之秋》表達與自然共生共存的人文思考與觀照，被譽為臺灣自然寫作的經

典。後更致力於研究臺灣歷史及語文，帶領讀者發現臺語的歷史與典雅特性。8 月 2 日，筆名

「楊子」的前《經濟日報》副董事長楊選堂先生病逝。他曾在《聯合報》副刊開闢「楊子專欄」

長達三十餘年，書寫的主題範圍相當多元，廣受讀者喜愛。

8 月 22 日，小說家鍾鐵民先生及文論家羅盤先生辭世。鍾鐵民是文學家鍾理和先生的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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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題材多以農村為背景，以寫實主義手法對現代社會農村遭遇的問題作長期深入的探討，如

《余忠雄的春天》、《約克夏的黃昏》、《三伯公傳奇》。並且成功阻擋美濃水庫的興建，將參與的

過程寫成長篇小說《家園》。為紀念其父親對於臺灣文學的貢獻，一手打造「鍾理和紀念館」，

並於 1996 年起，舉辦「笠山文學營」推廣文學閱讀與研究。本名羅德湛的羅盤，早期以小說及

劇本創作為主，後期則專力於小說寫作理論及技巧之研究，並對中國古典小說廣為評介。

2011 年適逢三毛逝世廿周年，皇冠文化與國立臺灣文學館合辦「夢中的橄欖樹――三毛紀

念特展」，展出三毛私藏物件、手稿等，成立「永遠的三毛」紀念官網，並重新編排出版三毛

的散文作品，製作典藏系列，計有《撒哈拉歲月》、《稻草人的微笑》、《夢中的橄欖樹》、《快樂

鬧學去》、《流浪的終站》、《心裏的夢田》、《把快樂當傳染病》、《奔走在日光大道》、《永遠的寶

貝》9 本。國立臺灣文學館為楊逵 105 歲冥誕舉辦「春光燦爛走唱楊逵」紀念音樂會，紀念楊

逵為「文學發聲、合力造樂」的先驅者，會場中也展示了楊逵生前的活動照片。

  網路數位平臺的機會與威脅

網路與數位化的閱讀載具，讓作家與讀者皆進入人人都可寫作或參與創作的時代。於 2011

年 12 月 28 日至 30 日在臺北舉行的「兩岸三地華文創作與數位出版論壇」，邀請兩岸三地的知

名作家如陳芳明、袁瓊瓊、幾米、陳義芝、詹偉雄、郭敬明、馬家輝、鄭丰等人進行演講或對

談。袁瓊瓊、馬家輝等多位作家皆表示，網路數位平臺改變了過去的寫作習慣，也讓作家的自

主性、獨立性皆受到挑戰。

即便如此，利用網路數位平臺特性，經營粉絲社群依然是新生代作家在茫茫書海中出頭

的利器。如今年因執導電影作品而再度蟬連暢銷作家之列的九把刀，便自詡為「網路經典製造

機」。而張萬康的《道濟群生錄》（麥田）與陳德政《給所有明日的聚會》（大家）皆是利用網路

數位平臺創作，並且竄紅後才付梓的作品。

而數位閱讀載具如平板電腦、手機的發展與電子書的應用，也都將會翻新閱讀的意義。可

預見的發展，有建設也有破壞。對讀者而言，這將是一個具有各種可能的、隨選的、美好的閱

讀生活的來臨。對創作者而言，可能是「盜版」的代名詞，而使「作家」成為消失的一群人。

對平面媒體的出版而言，更是一大無法想像的挑戰。對於臺灣現代文學界呢？或許就如同陳芳

明教授所言，「現代文學經歷三次革命，一次是白話文、一次是現代主義，第三次則是網路」，

數位載體恐怕會造成「精讀」的困難，弱化研究者的能力。

回首 2011 年臺灣文學類圖書出版，仍有許多經典之作，但限於觀察角度與篇幅所限而無

法全面論述。從誠品書店、博客來網路書店發表的年度報告及《聯合文學》製作的「2011 書與

人」專題及《中國時報》年度的開卷好書獎，皆可發現臺灣的文學創作者們產出許多風格多元

自由、能量充沛且具有極高辨識度的文學作品，值得所有華文讀者們細細閱讀與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