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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正翔

臺灣新文學是以中國為民族歸屬之取向的

政治、文化、社會運動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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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年代無

疑是預告一個思想上更活潑時代的到來，正是在

威權體制發生鬆動之際，各種潛藏的文化力量不

斷從縫隙中滲透、萌芽、茁壯起來

沒有土地，哪有文學？

作家在長年的生活

歲月裡，以家園山川做為背景，展開生命悸動的

書寫，描繪自己的成長，往往是一塊土地，最深

沉感人的文字紀錄和生活刻劃。以山川地理和風

物文化為素材的文學地誌，經由作家的文字詮

釋，每個時代也都會呈現不同的美學符號和標

誌。土地會變遷，但他們以文字做為見證，展現

地理景觀另一面的心靈風景，跟土地做微妙互

動。

蓊蔚蔥籠的山景裡／簇擁著幾座並

列的挺直紅磚橋墩／灰白山嵐不時漂浮，添加蒼

涼／翠綠枝椏／究竟是侵占抑同情地進駐／延續

生機／告知與自然契合的宿命／橋斷了，橋墩仍

聳拔／碑銘式的挽留記憶／河消失了，流水斷源

／魚藤蔓生拓纏／徒增稀微／尋美的旅人流連山

區／憑弔殘缺／荒蕪中／隱約聽到蒸汽火車轟隆

駛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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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苗栗子弟的莫渝，藉由對斷橋及

其周遭環境的情愫，產生認同鄉土的省思，確實

是情景交融的佳作。

李喬的臺灣意識來自

對於母土熾熱、執著的感情，且因長期浸漬於臺

灣的史事中，是以能提出具有前瞻性或獨特的看

法……李喬擅寫在劣境中奮鬥的臺灣子民，將其

不屈不撓的向上精神做了充分的發揮，他所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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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不僅是個人或家族史而已，他也為這塊土地可

貴的靈魂打造了一座永恆的碑記……做為一個本

土文學陣營最重要的旗手之一，李喬已經交出

厚實作品，他努力的深耕精神令人敬佩。

寫作仍然是我的職志，孤獨不合

群是我的本性。

王幼華以《憂鬱的貓太郎》挑戰自己的寫

作風格，在這部詼諧的貓語錄中，他換上貓面

具，削減了早年的鋒利質疑，但卻未忘初衷，依

舊佇立在小鎮老街上，敏銳記錄下一切荒謬與荒

蕪。

這部長篇《福

爾摩沙疲憊》承續《騷動的島》等作品的寫作路

線，以干預生活、介入社會、批判視角等，進行

相涉主題的創作，目的在呈現個人體認及觀察下

臺灣近十幾年來的日常；僅是日常。全文以諷諭

或寄寓為基調，描述所見所聞，扣緊時代風潮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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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動，期待這部小說能忠實反映，多方見證臺灣

當代的精神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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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華語語系』這一概念來指

稱中國以外的華語語言文化和族群，以及中國地

域之內的那些少數民族族群—在那裡，漢語或

者被植入，或者被自願接納……『華語語系』作

為反對為中國文學設定一個中心地位的概念，從

而有效地指向世界各地不同的華語語系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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