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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佩蓉

一國的文化力量係來自該國內部的地域文化

之力。地域文化薄弱，國民全體的文化也會失去

性格。

—日本民俗學者柳宗悅

你是臺灣人，你頭戴

臺灣天，腳踏臺灣地，眼睛所看見的是臺灣的狀

況，耳孔所聽見的是臺灣的消息，時間所經歷的

亦是臺灣的經驗，嘴裡所說的亦是臺灣的語言，

所以你的那枝如椽的健筆，生花的彩筆，亦應該

去寫臺灣的文學了

是帝國的臺灣，也是臺灣人的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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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敦謨之長子楊雲萍出生，祖父

楊永祿為其取名友濂，與祖父住士林。自幼祖父

教其識字、背誦千家詩。

關於臺灣文學，事實上，我有類似這樣的經

驗。在東京的時候，每當被人問臺灣是否有

文學？我都回答沒有，表達我的見識。但是

回到臺灣，當我閱讀丘逢甲的《嶺雲海日樓

詩鈔》與陳迂谷的《偷閑集》時，被其卓越

表現所驚歎

本省籍的文藝工作者、戲劇工作者，自光復以

來，各個銷聲匿跡，現在編完了這兩本專號，再

來回顧過去，叫人起疑十年以前真的有過這麼一

番轟烈的運動，實在令人重新認識滄桑之快，不

勝感慨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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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讀過古式的書房，也未曾受過先

人的家教，所讀的只是日本式的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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