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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自身，探索生命的奧義─
2021 年臺灣文學出版觀察

詹宇霈 自由撰稿人

自 2019 年底開始新冠肺炎在世界各地蔓延

以來，挑戰與改變了人類的生活與社交型態。

「隔離」成為日常，為減低病毒的傳染，戴口罩、

隨身攜帶酒精，大幅度的降低人與人的接觸，接

觸過後也需要盡快「消毒」，保持距離，才能以

策安全，而進出各種場所掃描 QRCODE，留下足

跡的證據，也成為「新生活運動」的一環。而面

對看不到盡頭的確診數字、疫情警戒狀態，不僅

是群聚生活的紅燈，也是人性的試煉與心靈的磨

難。在這樣的年代中，閱讀行為所扮演的更像是

一種沉靜安穩的力量，如同誠品書店董事長吳旻

潔所說「……也許是最接近靜坐、沉思、默想，

在心目中理想的狀態」。

臺灣文學的創作能量一直持續靜默的散發源

源不絕的能量，題材多元紛呈，筆法有寫實有魔

幻；對於歷史人物、事件，立基於田野調查，展

現更細緻且立體的描寫，讓歷史更真實、也讓讀

者更有感。而在限縮移動自由的時空中，更多回

顧自身，書寫親情與生活日常，並且於其中探索

生命的奧義。

小說──過去與未來並呈，現實與

魔幻交鋒

甘耀明《成為真正的人》是一部在作者心中

對 1945 年發生的「三叉山事件」醞釀了 17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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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長期的資料蒐集與田野調查，揉合鮮活的

文字、詩意的敘述方式，在歷史現實之上，架構

虛構的小說空間，引導讀者進一步認識這起空難

及山難事件的關注。夏琳《停下來的書店》故事

以開在高雄鹽埕埔區的一家小書店為背景，細膩

書寫 1960 年到 1985 年鹽埕區沒落之前的輝煌時

代中的街區、店面建築，呈現那個世代高雄老鹽

埕的人情世故。郝妮爾《卡西與他們的瓦斯店》

故事從滿 20 歲的卡西，在九二一大地震後，頂

下一家瓦斯店開始說起。在探討盤根錯節的家族

關係中，見證臺灣送瓦斯行業的衰落。

霍索夫《紅色降落傘》故事描述 1982 年居

住在臺中眷村的三個男孩帶著一條狗，踏上追尋

紅色降落傘的旅程，過程中映現臺灣所經過的日

治時代、國共內戰、族群與政治矛盾，甚至是無

法為社會所見的家暴與性侵問題。蔡素芬《藍屋

子》故事敘述從事空間設計的華生，從藝品行帶

回了一幅內有一幢藍屋子的畫作，展開一段進入

異質空間的經歷。故事橫跨百年，應用奇幻的元

素，重現淡水與大稻埕的鼎盛時期，探討人性中

的貪婪，也展現女性書寫的力量。

李笭《人魚能不能上岸》故事以潘崇文——

身為男生但渴望扮女裝，和陳紫潔——有一對只

關心成績的父母以及受校園霸凌卻無法獲得協助

的國二女生。兩人躲藏到臺中的海邊小屋中。

在現實與夢幻的交錯中，探討臺灣社會對校園暴

力與性別認同的態度與處理方式。徐振輔《馴羊

記》立基於前往西藏的田野調查基礎，以追尋雪

豹為名，設計兩條不同時空的故事主線，輔以藏

戲故事，在探索人與自然的關係之外，書寫西藏

的歷史與現在，帶給讀者不同的藏區經驗。黃崇

凱《新寶島》故事發生在 2024 年 5 月 20 日，臺

灣第一位原住民總統宣誓就職開始說起。作者從

棒球、飲食、氣候等日常生活角度切入，引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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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奇幻的想像中，重新思考「臺灣」及「臺灣

人」的意義。

散文──回顧自身，細數烙印在心

的獨特

朱宥勳《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戒嚴臺灣

小說群像》以獨特的觀點切入 9位小說家：鍾肇

政、鍾理和、葉石濤、林海音、陳千武、聶華苓、

郭松棻、陳映真、七等生，在創作以外，在臺灣

文壇所做的事；旨在探討這些小說家對於臺灣文

壇、甚至是臺灣的意義與影響。蔣竹山《島嶼浮

世繪：日治臺灣的大眾生活》，本書為增訂新版，

從閱讀日治時期作家吳新榮的日記、《臺灣日日

新報》、《大阪朝日新聞臺灣版》，蒐集「關鍵詞」，

找尋大眾生活的線索；跟隨林獻堂、佐藤春夫、

吳新榮等人的文字記錄，引領讀者體驗近百年前

臺灣的民生百態。

宇文正《我們的歌──五年級點唱機》以溫

婉之筆寫下記憶中陪伴並影響她的歌曲，也訪談

同樣在民國 50 年代出生的「五年級生」，翻找

出烙印在心裡最深處、最獨特且與各自人生相繫

相絆的曲目。洪愛珠《老派少女購物路線》從作

者自小便浸潤其中的蘆洲、大稻埕出發，寫飲

食、寫家人，也寫人生的際遇。透過「老派」飲

食、物品、商鋪及市場，回溯時間、追尋記憶並

安定身心。陳雨航《時光電廠》自 5歲的記憶開

始，細數養羊放牧的時光、60 年代的文青生活、

工作後的差旅生活與見聞，以及 20 多年編輯生

涯的文壇記憶。在記憶毀壞之前，為過往的時光

與人事，留住一點微小的回音。楊双子《開動

了！老臺中：歷史小說家的街頭飲食踏查》自稱

是「熱中研讀臺中歷史的愛吃鬼兼潛心踏查街頭

飲食的老臺中人」，以臺中火車站前站為中心，

著墨具有臺中色彩卻較少為人知的點心及店家，

凸顯老臺中的歷史痕跡。

劉克襄《小站也有遠方》從枋寮出發，以火

車站為軸心，同心圓輻射至車站周邊街道與市

集、田園或淺山，或籠統或細緻書寫當地生活景

象。母親透過作者的觀景窗，細筆繪畫，以紙筆

同遊。郭強生《作家命》分為四輯，分別自述文

學創作的理念、過程與體悟；從中年的角度討論

張愛玲；暢談歐美文學、臺灣作家事；最終回到

自身的提問「敢問自己是何種作家命？是一生的

孤獨？還是不悔的任性？」。



閱讀

面
點線

點線面

133

新詩──身分轉變的創作，探勘人

生的多重奧義

何亭慧《在家》從少女轉變為人妻、媽媽的

詩人，以文字帶領讀者進入詩人的家庭，探看每

一個特別的時刻。詩人自生活細微處的感受以及

信仰的領悟，生動描寫做為妻子、母親與詩人多

重身分的樣貌。曹疏影《她的小舌尖時時救我》

收錄詩人 2012 到 2020 的詩作，從中國、香港、

日本到臺灣，寫地理上曾遊歷居住之處，也寫成

為母親後的經歷與感受。

瓦歷斯 ‧ 諾幹《張開眼睛將黑夜撕下來

──瓦歷斯‧諾幹散文詩》身為泰雅族的詩人，

以保有散文明確清晰的敘述樸實的筆觸寫下家

族、理想、現實，乃至國際時事，卻仍保有詩的

意象，留給讀者充滿想像的空間。吳鈞堯《靜靜

如霜》是作家的第一本詩集，全書立基於個人真

實生命經驗的基礎上，在作家擅長的散文與小說

之外，創造陌生化的語法，捕捉剎那間的感動。

張錯《詩人託夢》詩人創作不輟，詩風平易

近人，除了以藝術器物、文學經典作品起興入詩

以及疫情現象之外，也有懷思楊牧、余光中、李

永平、林綠、孫紹誼、尉天驄的詩作，以楊牧前

來托夢為詩集名稱，以紀念世間因緣起滅的滄桑

變幻。隱匿《0.018 秒》以詩寫詩在瞬間生發與

存在的狀態，將每一個瞬間擴連成為一本詩集、

某段期間及某個人生。江自得《Liederzyklus：

江自得詩集》深入身邊的微小之物，探看其內所

蘊藏的真實意涵，展現在醫術之外對生命的沉思

與對話。

琹川《被一朵花召喚》收錄 2014 至 2020 年

間的作品，表現時間的意象與樣態；以花草抒情，

展現詩人的恬靜淡泊之心境。辛金順《島 ‧ 行

走之詩》集結居住在金門四個月的生活詩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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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華語文詩人的視野探勘島上的地理、歷

史，並且在其中感知戰地島民的過往與自我當下

生命的存在體悟。

詩人吳岱穎於 2021 年逝世，《造夢者：吳

岱穎絕版詩作精裝復刻》收錄 2本絕版詩集《明

朗》、《冬之光》，展現詩人的創作脈絡，內容分

四輯，有寫給山川大地宇宙的情書；探索愛與生

的苦惱；為朗誦競賽而寫的詩；以及青年詩人對

寫詩的多種嘗試與探索。

龔華《詩人梅新主編《中央副刊》之研究》

研究梅新生平、編輯書籍、詩刊，及擔任《台灣

時報》與《中央日報》兩報副刊的主編理念、例

證，以及透過副刊促進華文文學跨國交流的貢

獻，為「以生命追逐文學的理想家」梅新先生雋

刻一傳奇身影。

王鈺婷主編《性別導讀──臺灣性別文學的

跨世紀革命暗語》收錄謝宜安、陳彥伃、巴代

等 21 位學者的論文。自臺灣清末前流傳的女鬼

傳說及原住民的巫覡文化始，順著日治時期、

1949～1980年代解嚴前後、1990年代至千禧年，

爬梳各時代期間具代表性的性別文學創作現象。

李桂媚、王文仁《臺灣新詩色彩美學六家

論》收錄 6篇論文，從色彩學的角度切入，觀察

詩作中色彩意象的運用，並爬梳其意涵，探討賴

和、王白淵、楊熾昌、向陽、須文蔚及嚴忠政 6

位詩人詩作的色彩意象經營所傳達的生命哲思與

人文關懷。

論述類──從性別到詩學，為臺灣

文學史添柴火

曾珍珍（1954 ～ 2017）《同樣的心──楊牧

生態詩學、翻譯研究與訪談錄》，除了從生態詩

學的角度切入研究詩人楊牧的作品外，並收錄多

篇詩作賞讀文章。而最珍貴的是 3篇訪談紀錄，

使得本書成為楊牧研究不可獲缺的一塊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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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春美《《蕉風》與非左翼的馬華文學》收

錄 8篇論文，以歷史為經，人物為緯，透過文獻

收集與爬梳，定位《蕉風》在馬華文學發展脈絡

的歷史座標，並藉由分析 60 至 70 年代馬華現代

主義文學作品，探索馬華文學第一代現代小說家

的努力與成就。

崔末順《殖民與冷戰的東亞視野──對臺韓

文學的一個觀察》收錄作者近十年間 15 篇研究

臺灣和韓國文學論文，分別探索臺灣文學史不同

時期的焦點；集中討論 1950、1960 年代反共和

冷戰脈絡中臺灣文藝雜誌的文學表現；以臺韓小

說文本為對象，探討從殖民地到戰後反共時期兩

國重要歷史議題的文學反映樣貌。

張雪媃《為作家寫的書：當代臺港女作家論》

收錄6篇論文，以謝冰瑩、齊邦媛、西西、三毛、

朱天心、朱天文、李碧華為對象，探討作家們如

何去記憶自己的時代，帶領讀者進入作家筆下獨

特又燦爛的世界。

作品選集──文學生態導覽

林央敏主編《桃園文學百年選》選錄 1920

至 2020 年間桃園作家的新文學作品，包含短篇

小說 10篇、劇本一篇、散文 12篇、新詩 25首，

文風涵蓋了寫實、浪漫、現代、後現代、超現實、

象徵等五種，內容題材多樣，也一定程度的表現

了桃園文學的樣貌。

張亦絢主編《九歌 109 年小說選》收錄 20

篇作品，題材涵蓋了「時間」、「對傷害的思考」、

展現「獨特的風格語言」，以及從不同角度「書

寫日常」。年度小說獎由邱常婷〈班雀雨〉獲得。

黃麗群主編《九歌 109 年散文選》所收錄的 46

篇作品，懷人抒情寫物各有其獨特的語言風格。

而本書選文突破傳統選文習慣，在報紙副刊、文

學雜誌、文學獎之外，擴及發表於臉書與網路媒

體的文章，見證了原生數位文學的現象。年度散

文獎由袁瓊瓊〈普通人結弦的神話〉。《九歌 109

年童話選》共有兩冊。第一冊《平安相守》由黃

秋芳帶領三位小主編徐丞妍、張芸瑄、簡郁儒共

同選出 32 篇童話作品。最特別的是除了從各報

刊雜誌及文學獎得獎作品中選文，並企劃「平安

相守，童話小燈」主題邀稿，選錄發表於自媒體

中的31篇童話競寫，集結成第二冊《童話小燈》。

年度童話獎由施養慧〈天字第一號情報員〉獲

得。

達瑞主編《貳零貳零 臺灣詩選》收錄各世

代詩人的代表作品 51 首，揭示各自面對生命的

態度與視角，也為此大疫之年標示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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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臺灣文學的前行者致敬

‧蓉子（1922.5.4 ～ 2021.1.9）本名王蓉芷。

創作文類以詩為主，偶有散文和兒童文學之

作，與夫婿羅門齊名詩壇。1951年開始在《自

立晚報》發表詩作，寫作主題廣泛，包括哲思、

親情、大自然的贊頌、女性議題等。著有《青

鳥集》、《橫笛與豎琴的晌午》、《一朵青蓮》

等十餘部作品。

‧梅遜（1925.6.22～ 2021.6.21）本名楊品純。

創作文類為論述、散文及小說。1980 年，因

視網膜病變而失明，仍堅持在黑暗中創作長達

三、四十年，產出四百餘萬字。著有《串場河

傳》、《魯男子》、《野葡萄記》、《梅遜談文學》

等十餘部作品。

‧夏菁（1925.10.16 ～ 2021.10.16）本名盛志

澄。創作文類以詩為主，偶有散文之作。「藍

星詩社」發起人之一。曾主編《藍星》詩頁、

《文學雜誌》及《自由青年》之新詩。著有詩

集《獨行集》、《折扇》、《五十弦》等十多部；

散文集《可臨視堡的風鈴》等五部。

‧管管（1929.9.27 ～ 2021.5.1）本名管運龍。

創作文類有詩及散文。曾擔任創世紀詩社社

長、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訪問作家。在

詩作的風格與技巧上反傳統，音樂性高，常利

用意象語與反理性的創作法來製造「驚愕效

果」集幽默性。著有詩集《荒蕪之臉》、《管

管 ‧ 世紀詩選》等多部；散文集《春天坐著

花轎來》、《請坐月亮請坐》等多部。

‧張永祥（1929.10.26 ～ 2021.10.8）導演及編

劇。首位獲得金馬獎「終身成就獎」的編劇。

作品有《養鴨人家》、《汪洋中的一條船》、《河

山春曉》、《小城故事》等十多部。

‧一信（1931.5.24～ 2021.11.2）本名徐榮慶。

詩作多抒發思想與感情，風格呈現內斂、純粹

和凝鍊。著有《夜快車》、《時間》等詩集、

詩評論集十餘種；主編刊物及選集亦十餘種，

擔任各種文藝、詩歌獎評審四十餘年。

‧梁丹丰（1935.3.20～2021.9.6）畫家、作家。

以水彩畫及散文見長。將繪畫的專業技巧與審

美內涵、文字之美與圖畫之美的結合，為其作

品特色。著有《兩極之間》、《山河風月》、《梁

丹丰繪畫日記》等二十餘本作品。

‧陳柔縉（1964 ～ 2021.10.18）臺灣大學法律

系司法組畢業。曾任《聯合報》政治組、《新

新聞》周刊資深記者。著有《私房政治：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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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政治名人的政壇祕聞》、《總統是我家親戚》、

《台灣摩登老廣告》、《一個木匠和他的台灣

博覽會》、《大港的女兒》等作品。

‧陸之駿（1966.3.2 ～ 2021.8.24）馬來西亞華

人。曾任《春風詩刊》、《夏潮》、《前方》及

創造出版社編輯等職。著有《不等》、《飲食

隨筆》。

‧吳岱穎（1976 ～ 2021.6.19）詩人。曾任教建

國高中教師，指導建中紅樓詩社，作育英才。

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時報文學獎等多種獎項。

著有詩集《冬之光》、《明朗》、《群像》。散文

集《找一個解釋》、《更好的生活》（凌性傑合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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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出版與閱讀

我想靠自己賺
零用錢

大穎文化 /11012/40 面 /24 公分 /300 元 / 精裝
ISBN 9789865570491/561

不想依賴爸爸媽媽給的零用錢，瑪雅要靠自己的

能力來賺錢！於是她接受了鄰居奶奶提供的打工

機會，準備賺取人生中的第一份工資！不過才剛

開始沒多久，她就發現，原來這一切沒有想像中

輕鬆……。作者以生動有趣的敘事手法，在小女

孩與大人的一問一答、以及為鄰居打工的經驗之

中，讓孩子知道我們的社會以工作換取金錢的運

作方式，輕鬆理解「基本工資」、「兼職」、「繳稅」

等實用生活知識。（大穎文化）

班．赫柏德 文；碧翠茲．卡斯特羅 圖；范媛媛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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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雞逃跑記

信誼 /11011/24 面 /21 公分 /220 元 / 精裝
ISBN 9789861616636/861

小雞從家裡逃跑，大家一起精力充沛的逃跑！無

論是颳風下雨，還是遇到危險，他們都不停下腳

步，以各種方式逃跑，一路逃啊逃……作者在書

裡貼切刻畫出孩子想自主向外探索的心情，且每

個歷險歸來後的孩子，都值得擁有爸爸、媽媽一

個緊緊的擁抱！在閱讀時，仔細觀察插圖，雞爸

爸、雞媽媽不在時，是誰在外陪著小雞一起逃跑

呢？也千萬別錯過書腰的背面，五味太郎要與讀

者分享，他小時候在祭典發生的一段有趣「雞」

緣呢！（信誼）

五味太郎文／圖；游珮芸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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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與樹

東方出版社 /11009/40 面 /30 公分 /300 元 / 精裝
ISBN 9789863384137/863

心高氣傲的狐狸與孤獨無依的大樹在偶然間相遇

了，大樹急切的想要與狐狸成為朋友，但是狐狸

卻對大樹不理不睬、置若罔聞。直到有次狐狸遇

到了大風雪，走投無路之下進到了大樹的樹洞裡

避雪。在樹洞中，狐狸急促的呼吸與激烈的心跳

漸漸緩和下來。狐狸沉沉的睡去，直到風雪停止。

當狐狸從沉睡中甦醒，等待牠的，是另外一場生

命的旅程。（東方出版社）

陳彥伶 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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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不乖，
媽媽妳還愛我
嗎？

崔亨美 文；元裕美 圖；張珮婕 譯

大穎文化 /11011/36 面 /23 公分 /300 元 / 精裝
ISBN 9789865570392/862

如果我不是聽話的乖寶寶，媽媽還會愛我嗎？

確認 100 次也不嫌多，怎麼聽也不會膩，就是媽

媽親口說的那句「我愛你」！本書描繪親子之間

最平凡卻深刻的生活片段，替不擅長把愛說出口

的媽媽，將自己的心意傳達出去，也讓孩子知道，

不論是他們像小天使一樣，讓人感到窩心又幸福

的時刻，或者偶爾任性不聽話、讓人頭痛又操心

的時刻，媽媽的愛，一直一直都在。（大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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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誌

教室裡有鬼
：副衛生股長是骯髒鬼？

東方出版社 /11009/80 面 /21 公分 /23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3384151/863

江天富的衛生習慣很不好，大家都對他避之唯恐

不及，但是他仍然我行我素、絲毫不以為意。亂

七八糟的抽屜、四處亂竄的蟑螂……都讓江天富

成為名符其實的「骯髒鬼」。直到老師再也看不

下去了，直接命令他去做副衛生股長，想讓他好

好學習如何做一位乾淨的好學生。沒想到，還有

一個更厲害的老師讓江天富再也不敢繼續髒亂下

去了。（東方出版社）

李光福 作；王秋香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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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們的比基尼

小兵 /11010/224 面 /21 公分 /28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9047869 /863

阿珠奶奶發現自己的胸部長了「壞東西」，這個

消息震撼了大家，都已年近七十了，人生還有下

一個十年嗎？於是四位奶奶決定將潛藏內心的想

法付諸行動，一同踏上前往臺東的旅程，追尋屬

於自己的人生，不再為了別人而活，重新找回自

我的力量。我們在人生的道路上，雖然時常跌跌

撞撞，但也會成長；雖然會犯錯、偶而也會傷害

別人，但這就是我們真實的樣貌，我們應該接納，

即使傷心自責，也願意迎向人生的艱難，讓受傷

的靈魂二度誕生。（小兵）

彭素華 文 ; 達姆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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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愁

小兵 /11010/176 面 /22 公分 /280 元 / 平裝
ISBN9789865581237/863

看似幸福美滿的家庭，就一定不會發生暴力或侵

害事件嗎？看完《莫愁》的故事，也許有很多人

覺得哀傷、誇張、震驚且很遙遠。但其實，這樣

的事件就發生在我們周遭，層出不窮。我們每一

個人都有可能，是那個被傷害的人，也都有可能，

是那個潛在的傷害者，更有可能，是那個潛在的

幫助者。生命苦楚的一頁，絶非撕掉、揉碎即可抹

去。謹以本書獻給每一個勇闖困境的孩子，即使

面前是一條坎坷的路，也要留下堅定的腳印。（小

兵）

蔡聖華 作； 徐建國 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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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太郎

蘇善 文 ; Croter 圖 

小兵 /11011// 208 面 /21 公分 /280 元 / 平裝
ISBN9789865581329/863

爸媽總是在忙，沒有空理自己，逃太郎負氣離家，

卻踏入一個意想不到的魔幻空間。在那個平行世

界裡，逃太郎看見不同的現實樣貌與問題，也看

見努力生活其中的人們是如何調適、應變。

逃，可能是因為家庭不夠溫暖、可能是青春期的

反叛；每個人都曾有想逃的衝動，但若真逃了，

問題就解決了嗎？本書企望蒐羅每一個讀者閱讀

當下的生命景況，觀照自己，或關懷別人，思索

故事內裡並擴及家庭功能與社會議題，但願擁家

自重，但願身心安放其中。（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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