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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永漢於1955年以〈香港〉獲得「直木賞」，是第一位獲得這個象徵日

本大眾文學最高榮譽獎項的臺灣籍作家。但在今日，邱永漢的形象可說是與

「金錢」以及「股票」緊密連結。綜觀其在2012年5月辭世時的相關報導，

除了「直木賞」獲獎作家的頭銜之外，幾乎都聚焦於其經濟評論家的身分，

以及回顧、讚嘆其在投資方面的獨到眼光。這反映了無論是在日本還是在臺

灣，邱的文業幾乎完全為人所遺忘。他停筆，不再從事文學創作，轉向商業

投資，同時以經濟評論家身分活躍於日本社會，當然是其作家身分被遺忘的

最主要原因。

文學生涯與逃亡經歷

1924年，邱永漢出生於臺南，父親邱清海幼時自福建移居臺灣，在臺

南西門市場經商，母親堤八重是出身九州久留米市的日本人。因為這樣的關

係，邱永漢得以進入臺南當地勢力者子弟才能就讀的南門小學校（按：日

本殖民時期，臺灣人就讀公學校，日本人則就讀小學校），畢業後通過臺

北高等學校尋常科考試，進入高等科文化系就讀，同窗友人有王育德。臺

北高等學校求學期間，邱永漢自1939年起，便以本名邱炳南陸續發表詩歌

與文學創作。除了與同窗發行同人誌詩刊《月來香》（1939.2，1939.5），

也投稿至學校刊物《翔風》，發表作品有〈霧．家鴨〉（1941.07）、〈雨

愁〉（1941.12）、〈書物〉（1942.09）等，可視為他同人誌活動初期的

習作。1941年加入臺灣文藝作家協會，陸續發表〈廢港〉（《華麗島》，

1939.12） 、〈鳳凰木〉（《文藝臺灣》，1940.03）、〈戎克〉（《文藝臺灣》，

1940.07）、〈米街〉（《文藝臺灣》，1940.10）等。概觀其日治時期的作品，

可窺見深受西川滿耽美頹廢的美學風格所影響。臺北高等學校畢業後，邱永

漢前往日本「內地」升學，通過日本國內最高學府的東京帝國大學入學考

試，進入經濟學部就讀。王育德也在第二年通過東京帝大文學部考試，二人

再次成為同窗。

他是第一位以二二八事件為文學創作題材的作家，其戰後一連串以二二八事

件為主題的作品，不僅呈現個人色彩鮮明的政治立場，也揭露戰後從日本殖

民政府到國民政府的「政權交替」時期，臺灣身處曾是敵對二強的夾縫中的

艱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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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戰敗，當時邱永

漢仍於東京帝大就讀。同年9月畢業，進入研

究所，聽說有船隻返回臺灣，便決定回國，於

1946年2月抵達臺灣。返臺後的邱永漢在銀行

任職，對於臺灣得到解放，返回「祖國」懷

抱，充滿欣喜，與友人對於建設新臺灣都懷抱

著憧憬。但目睹國民黨政權來臺後的統治現

實，美夢旋即破滅，緊接著1947年二二八事件

爆發，許多臺灣人遭到殺害；在廖文毅的示意

下，邱永漢向聯合國寄出「實施臺灣公民投票

請願書」，內容為希望透過公民投票，決定臺

灣是否該歸屬中華民國。此舉令他感到生命遭

受威脅，於1948年亡命香港，投靠先一步抵達

香港的廖文毅；其後便宛如追隨廖文毅般，在

1954年移居日本。

抵達日本後，他以邱永漢為筆名展開作家

生涯。在1954年到1958年間，以〈偷渡者手

記〉為始，發表了〈濁水溪〉、〈香港〉、〈敗

戰妻〉、〈客死〉、〈檢察官〉、〈故園〉；

〈毛澤西〉、〈首〉、〈過長的戰爭〉、〈有

風的那日〉、〈看不見的國境線〉、〈韓非子

學校〉、〈刺竹〉（以上7篇收入單行本《刺

竹》，1958.6）；〈東洋航路〉、〈惜別亭〉、

〈南京街後巷〉、〈海的口紅〉、〈傘中女〉、

〈時裝模特兒少女〉、〈死於香港〉（以上7篇

收入單行本《惜別亭》，1958.11）以及〈華

僑〉等近30篇作品，幾乎均屬力作。其中，最

受人矚目者，應為1956年獲得第34回「直木

賞」的〈香港〉了。

首獲直木賞提名──〈濁水溪〉

事實上，說到邱永漢獲獎的〈香港〉，便

不能不提在那之前於1955年獲得第32回「直木

賞」提名的〈濁水溪〉。〈濁水溪〉於1954年

8月到10月在《大眾文藝》連載，是長谷川伸

主持的大眾文學同人團體「新鷹會」的文藝雜

誌。邱永漢移居日本前便已加入「新鷹會」，

戰後於日本文壇發表的處女作〈偷渡者手記〉

也發表於《大眾文藝》1954年1月號。

〈濁水溪〉共分三部，是邱永漢個人色彩

濃厚的自傳性小說。故事梗概自敘事者「我」

邱永漢於1955年以〈香港〉獲得「直木賞」。
（財訊雙週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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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少年期開始，在殖民統治的學校中因身為臺

灣人而受到歧視，之後進入臺北高校，受到具

自由主義思想教師的洗禮。1942年進入東京帝

大經濟部就讀，在此受到具民族意識的前輩臺

灣青年劉德明、周遭臺灣留學生以及主張與中

國融合的德村教授的感化，「我」開始思考偷

渡到中國大陸。但1943年日本開始對殖民地出

身的學生進行志願兵的強制招募，「我」便開

始了逃亡生活。直到日本敗戰為止，一直潛伏

於德明所介紹的租賃處。之後「我」回到「光

復」的臺灣，但故鄉卻到處充斥國民政府腐敗

的統治，要職以及企業大多被隨國府來臺者佔

領與接收，引發臺灣人的不滿，最後終於引爆

二二八事件。臺灣陷入混亂狀態，國民黨軍隊

登陸後，在全臺展開大屠殺。「我」不再涉足

政治活動，開始從事日本、香港之間的走私貿

易。在這當中得知德明行蹤不明，於是四處探

訪尋找，但因為與德明陷入三角關係，「我」

奪走其心儀的女性翡翠，因而失去了德明的友

情，於是決意前往香港。

作品在此進入第三部，舞台從臺灣轉到

香港。「我」從香港偷渡到日本，拜訪德村教

授，在德村教授的勸告下，回到香港，從事走

私貿易。這當中，結識了王兆立，人稱海童的

貿易商。海童專門走私貨物進入臺灣，「我」

開始與他一起行動。之後海童為「我」介紹了

亡命香港的臺灣政治家莊慕良。莊接受美國援

助，以解放臺灣為目標，海童則為了籌措獨

立運動的資金而進行走私貿易，「我」因此對

海童開始有了共鳴。但海童卻與山東幫的走私

業者起了糾紛，最後死於車禍。「我」認為海

童之死是捲入了與臺灣獨立運動有關的暗殺，

但莊阻止「我」進行報復。之後「我」聽說德

明在臺南繼續進行臺灣獨立運動，於是下定決

心繼續從事獨立運動，便離開香港，再次來

到日本。

邱永漢，《濁水溪》，1955年。河原功捐贈。
國立臺灣文學館典藏。

《濁水溪》，朱佩蘭翻譯，允晨文化於1995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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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第三部」的單行本

連載結束後，〈濁水溪〉隨即以單行本

形式於1954年12月出版，同時隔年獲得「直

木賞」提名。然而單行本發行時並未收入第三

部，獲得「直木賞」提名的，也是這個缺了第

三部的單行本。評審委員村上元三認為《濁水

溪》「單行本並未收入作者想傳達的第三部或

許讓他吃了虧。」言下之意暗指刪去第三部可

能影響了審查的結果。但為何刪去第三部？邱

永漢自述，發行單行本時，因為檀一雄的建

議，而刪去了第三部。對於〈濁水溪〉被刪去

的第三部表示意見的直木賞評審還有木木高太

郎：「聽說，此作品有所謂的第三部，據說雖

然是寫了，但恐怕會引起國際問題，所以沒收

入這書中。對於這點我也稍有不滿，但希望大

家能注意到這位作家，因此便投票給他了。」

和泉司指出，所謂第三部可能引發的「國

際問題」，指的是臺灣獨立運動的描寫內容。

日本在1952年剛從美軍管轄的「殖民地」狀

態獲得解放，同時與臺灣國民政府締結日華和

平條約，因此在日本，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

這時期的臺灣獨立運動等於遭到抹殺。第三部

作品主角莊慕良的原型廖文毅，1950年亡命日

本，1956年於東京宣布成立臺灣共和國臨時政

府，並發表就任總統。廖亡命日本時，因為有

美國的支持，即使國民政府對其進行干擾，還

是順利地滯留日本。但隨著韓戰爆發，美國為

防止中國攻占臺灣，對於封鎖臺灣海峽，以及

將國民政府置於反共勢力傘下的支援態度，轉

為明確。同時進入美國反共陣線的日本與國民

政府因而結成軍事同盟關係，1954年設立自衛

隊，隨著「五五年體制」的誕生，催生了保守

體質的自民黨，主要政治家多為國民政府派，

支持臺灣獨立運動者可說皆無。在這樣的時代

背景下，〈濁水溪〉第三部對臺灣獨立運動與

美國關係密切的描寫，被認為可能觸及當時美

日雙方敏感的政治神經。刪去第三部，可說是

出版社與作者的自我檢閱與規制。

對直木賞的強烈意識──〈香港〉

1955年8月，〈香港〉開始於《大眾文

藝》連載，如果不知道〈濁水溪〉第三部的存

在，自然而然地便會將〈香港〉當成〈濁水

溪〉的續篇，因為〈濁水溪〉的「我」與〈香

港〉中亡命香港的主人公賴春木，二者之間有

不少共通點，舞台也同樣從臺灣轉換到香港，

把二作當成前後篇，是非常自然的聯想。但，

與〈濁水溪〉第三部相較，便會發現，〈香

港〉顯然意識到美日關係以及東亞政治局勢的

氛圍，而刻意去政治脈絡化。即使〈香港〉的

主人公因1949年在臺灣參與政治運動而遭到追

捕，作品中對於賴的政治立場、思想，及其所

參與的政治運動內容，並無具體描寫。倒是將

《香港》，朱佩蘭翻譯，允晨文化於1996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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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貿易和香港的紙醉金迷以充滿娛樂性的筆

調鋪陳，可見作者對「直木賞」的強烈意識不

在話下，此作果真也在1956年一舉拿下第34回

「直木賞」。

得獎之後的邱永漢，以外國人的觀點出版

一連串「日本天國論」、「消費文化論」的日本

文化評論，緊接著在1960年代完全轉向，專門

出版股票評論以及理財專書。此外，邱在1950

年代前後陸續出版的料理及飲食專書，銷路

也極佳，讓邱永漢與作家頭銜逐漸脫節。1970

年代中期，邱永漢重拾創作，出版《女人的國

籍》、《台灣物語》等作品，但並未引起如1950

年代時的矚目，其文學創作終至完全中斷。

臺灣文學史上一頁缺憾的空白

戰後文學界對邱永漢評價低落的原因，

岡崎郁子歸納出以下三點：一、邱因二二八事

件而逃往海外，即使是第一位以二二八事件為

創作題材的作家，但由於他與臺獨運動關係密

切，作品無法進入臺灣，以至於戰前與戰中世

代有日語解讀能力的臺灣讀者錯過了即時閱讀

的時機。二、邱的作家生涯短暫，隨即轉往理

財跑道，以至於臺、日二地都遺忘了他的作家

身分與作品。三、在睽違24年後，邱永漢在

1972年以理財之神的身分回到臺灣，當時吳

濁流等作家請求他，希望能為臺灣文學做出實

質貢獻，但邱永漢反應冷淡，因而引起臺灣知

識分子的反感，也阻斷邱永漢作品引介至臺灣

之路。

以上的政治因素以及其個人抉擇因素的影

響，讓邱永漢的作品評價以及在文學史上的定

位，幾乎可說是空白。邱以二二八事件為主題

的作品，以及一連串以二二八事件前後亡命海

外的臺灣知識分子為藍本的小說，是臺灣知識

分子身處日本、國府政權交替時期，命運如何

受到時代翻弄的重要見證。讓這些作品回歸臺

灣文學史上應有的定位，將會更加厚實與豐饒

臺灣文學的遺產，同時也能彌補臺灣文學史上

這一段空白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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