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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版圖裡的「看見台灣」
關於「台灣報導文學特展」
文／趙慶華  　研究典藏組　　
攝影／趙慶華、覃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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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想與緣起
說起「報導文學」，其鮮明的新聞性格與傳播特色，在多數人心目中所

勾勒的，往往是一種生硬、冷僻甚至帶著一抹悲情色彩的文類形象。然而，除

了客觀冷靜的寫實本質，「報導文學」同時也含融了作者仗義執言、打抱不平

的淑世熱忱，其以映照現實、反映民眾的聲音為特點，結合作家的創造力和主

觀的想像力鋪排敘事，最終乃是希望藉由文字揭櫫民生百態的境遇，進而改造

現實，實踐社會改革。從這個角度來看，「報導文學」實堪稱為「最有溫度」

的文類；誠然，隨著被社會的遺忘與冷落，它已漸漸冷卻。

事實上，早在1937年，作家楊逵便開始大力提倡報導文學的深刻意義與

重要價值，他說：「乍看之下，這種小兒科的文學好像是沒水準的文學形

式，卻和社會有最密切的關係。⋯⋯我們從這裡開始建構穩固的基礎，無疑

是台灣新文學將會結出好果實的前提。」楊逵以「追求真實」且「讓大眾理

解、喜愛」為信念，認為報導文學是台灣新文學的基礎工程，是解放寫作者技

巧、內容與思想的不二法門；所謂「和社會有最密切的關係」云云，既是對讀

者的提點，也是對文學界的宣言。他本人自1935年「台中、新竹烈震」後，

即投入報導文學書寫，完成了多篇親至災區勘察訪視的作品；而〈談《報導文

學》〉一文，更被視為奠定台灣報導文學理論架構的基石。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在楊逵之前，就沒有相關作品的誕生。在數百年的

時光長河中，報導文學看似未曾在台灣文學史上繁花似錦，卻始終秉持為弱勢

者發聲、為受苦者進言的精神，默默維繫一線香火於不輟，照見島嶼幽暗陰霾

的角落，也激發大眾直面現實的動力。基於此一認知，國立台灣文學館於日前

推出「冷眼熱心，寫盡人間事──台灣報導文學特展」，以歷時性的分期為

經、作家與作品為緯，爬梳不同歷史階段的社會現實、政治語境和外在氛圍，

如何影響報導文學的走向，又如何引導其發展出當時代獨有的特色。

什麼是「報導文學」？
「報導文學」又可稱為「報告文學」，基本上多為作家透過翻尋歷史、

田野蹲點、實際採訪、甚至輔以影像紀錄等方式所撰寫的「非虛構」文學作

品。主要以事件、人物、議題的事實傳遞為根據，結合新聞寫作的嚴謹與文學

審美的趣味，一方面站在客觀與真實的立場記錄並反映社會現況，同時灌注寫

作者內在心境的感悟與體會，透過小說或散文等形式，主觀地進行作品風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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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而談到台灣的報導文學，追根溯源，我們會發

現有三條線索和脈絡，對其產生一定的影響：包括

1930年代楊逵的宣導、中國左翼作家夏衍和茅盾等

人以社會主義為原則的提倡、還有1970年代美國媒

體界的「新新聞」（New Journalism）風潮。

台灣報導文學的分期與特色
1930年代以前：在明確的文類定義出現之前，

包括清代文人郁永河以其親身體驗所寫就的來台採硫

見聞《裨海紀遊》、或是刊載於19世紀末《台灣府

城教會報》上的〈北港媽的新聞〉，皆因具有敘述風

俗民情、考察民生疾苦等「報導」性質，而可說是現

代報導文學的先聲。及至20世紀初期，由於印刷技

術的普及、報刊媒體的風行，作家們經此社會風氣感

染，開始有意識地寫出與社會脈動同步聲息的報導文

學作品，以感性與藝術性兼具的文字為讀者打開一扇

窺見現實的窗戶，讓報導文學在台灣冒出新生的枝

椏。

戰後初期至1960年代：1945年二戰結束，台灣

長達50年的被殖民歷史走到終點，卻旋即被捲入節

節升高的反共浪潮與威權肅殺的白色恐怖氛圍，這樣

的情境自然不利於具有進步傾向和改造思維的報導文

學之發展，此文類因而不得不潛隱與噤聲。然而，在

沉寂的冰山之下，仍有若干伏流暗自前行──作家們

運用經過包裝的筆觸，以柔性的民族誌寫作手法，書

寫旅遊紀行、發行綜合性新聞刊物、或採取「新式的

非虛構小說」創作途徑，留下堪稱台灣戰後報導文學

的前驅作品，雖然成果稍嫌貧瘠，卻適足以見證時代

風雲與歷史軌跡。

1970年代：隨著國際外交局勢的危機、反對運

楊逵〈臺灣震災地慰問踏查記〉，刊於《社會評論》

1卷4號，1935年6月。楊建捐贈。

《震瀛採訪錄》雖成書於1970年代，但書中內容皆為
吳新榮於1962至1966年間以田野調查方法對台南、
嘉義等地的「人、地、時、事」採訪報導所得，是以

「民族誌」手法開啟台灣戰後報導文學新頁的典範。

動的開展和戰後新世代知識分子的崛起，台灣1970

年代的政治、經濟、甚至文學的走向，都出現了深刻

的轉變。此一趨向不僅帶動文化新生代的集結、大

眾媒體的變革、社會議題的凸顯，同時也促成報導文

學於戰後首次站穩腳步。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詩

人、編輯人高信疆於《中國時報》推出的報導文學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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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現實的邊緣」，並舉辦「報導文學獎」，培養新秀作家寫出對台灣土地、社會議題、

弱勢群體的愛，奠定此後台灣報導文學以「文化資產與環境品質的保護」和「社會陰暗面

的挖掘與探討」為書寫題材的特色。

1980年代：八○年代的報導文學一方面與社會運動結盟，同時亦隨著報紙副刊廣設

專欄、雜誌媒體大量採用相關作品而展現多元面貌。陳映真及其創辦的《人間》雜誌結合

攝影與文字，從事對生活的發現、記錄、省思和批評；站在弱勢者的立場，對社會、生

活、生態環境、文化歷史進行調查反思與批判，發掘大量來自人民生活現場的聲音。在社

會風氣劇變的年代，許多優秀的報導文學寫作者，就在此一路線引導下，延續楊逵未竟的

志業，實現寫實主義文學的理想，讓台灣的報導文學走向嶄新的高峰。

高上秦主編《現實的邊緣》（台北：時報文化，

1975）。陳火泉家屬捐贈。
古蒙仁《黑色的部落》（台北：時報文化，1978）。

高信疆（1944~2009）
有「紙上風雲第一人」之稱的高信疆，除了是資深編輯人，同時也

寫詩，曾參與「龍族詩社」。1973年擔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主編，為了具體實踐副刊應「捕捉社會問題，進而發揮報紙的溝通

和輿論功能，介入現實之中」的理念，推出「現實的邊緣」專欄，

大力提倡鄉土文化和報導文學，並積極籌畫「時報文學獎」，將報

導文學列為獎項之一。其所作為，對台灣戰後報導文學的發展與推

進可說發揮了關鍵性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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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之後的前瞻與寄望
值此社會自由、開放與多元化的腳步日趨快

速，公民意識逐漸抬頭的時刻，無疑是讓我們好好審

視台灣報導文學一路走來的歷程並寄予前瞻的最佳契

機；報導文學的歷史，猶如台灣社會變遷的縮影，作

家們寫什麼、如何寫，其實也就反映了這座島嶼在不

同階段所面臨的難題和挑戰。我們衷心期盼，作家擲

地有聲的文字、加上力道強勁的紀實影像，能夠穿越

時空的侷限，引發觀眾的共鳴；在文學的版圖裡，打

開「看見台灣」的視野，洞悉這個文類所獨具的社會

關懷與現實批判，歷經心靈的撞擊與洗滌之後，重新

思索人、文學與社會的關係。

1990年代以降：戒嚴體制的解除，讓台灣的社

會氛圍出現了劇烈的轉折。而經過數十年的紮根與耕

耘，報導文學亦於此時展現出旺盛的生命力，同時迎

來豐碩的果實。許多曾經參與《人間》雜誌的作者

群，紛紛於此時進入台灣社會各角落，透過在田野現

場的長期蹲點、觀察與書寫，持續散布其人文關懷

的理念。另一方面，越來越多文史工作與社區營造

者，則藉由對歷史、土地、族群議題的梳理，致力挖

掘被大歷史所掩埋的真相，並建構更多新穎且貼近台

灣土地的報導議題。

柏楊〈穿山甲人〉刊於《中國時報》（1982.7.12）。

《人間》雜誌

1985年11月由陳映真創辦，1989年9月因財務壓力停刊，共發行47期。發刊

詞以〈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希望‧我們愛〉為題，自許為「以圖片和文字從事

報導、發現、記錄、見證和評論的雜誌」。報導內容涵蓋文化、歷史、民俗工

藝、農村、勞工、環保、族群等議題，勇於揭露社會黑暗面，深具本土意識，

同時培養了大量報導文學作家與攝影人才，包括藍博洲、關曉榮、鍾喬、廖嘉

展等人。其所標舉的現實主義精神、人道關懷、對邊緣弱勢和社會底層的關

注，深刻影響台灣紀實攝影、報導文學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