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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新榮日記全集》及《龍瑛宗全集》日文卷 　新書發表會

對於吳新榮作品有高度研究興趣

的河原功教授預計在未來出版有

關吳新榮日記的評論。

台灣文史家也是文學家黃靈

芝的堂兄黃天橫先生，偕同夫

人陳瑳瑳女士一起到場，席間他

以相片放映及解說的方式，呈現

吳新榮關懷文史的面向。戰後初

期，黃天橫先生以青壯的年紀，

隨著前輩吳新榮等人參與「台南

市文獻委員會」，上山下海訪察

許多地方，為台南縣市的文化、

古蹟作了考察及追本溯源等重要

的工作，在逐一解釋了每張照片

的過程中，其中韓國抗日舞蹈家

崔承喜女士受吳新榮的邀請到台

南訪問並在台南鐵路局飯店聚餐

並合影，這段往事引起會場長輩

的回憶及討論。

整場的討論對於《吳新榮日

記全集》的出版面世，給予很

高的評價，並預計此套書將對於

1930年代以降的台灣文史研究，

助益甚大。

《龍瑛宗全集》日文卷

對於全集的編纂參與很深的

龍瑛宗之子，劉文甫教授、劉知

甫先生亦到新書發表會現場，長

期旅居在日本的劉文甫教授，在

亞細亞研究所擔任經濟分析的工

作，已習慣使用日語的劉教授，

為了較流暢將自己的想法表達給

與會者知道，特以日語全程發

表。劉文甫回憶父親是個很節省

的人，並且很不喜歡交際應酬，

對於工作態度也是一樣，不愛當

官，最不喜歡講話；相對的，在

父親的文學世界裡擁有深沉的內

心世界，創作泉源豐沛，其作品

風格可謂是台灣新感覺派的先驅

者，父親就是這樣很會寫但不愛

言說的人，他對政治的論述與發

言除了在戰後曾用少篇幅發表之

外，再來就鮮少敘述。最後他表

示，雖然龍瑛宗在戰後因語言等

種種原因有很長的時間與台灣文

壇疏離，但是這十幾年來，因為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經張良澤

教授翻譯為中文後，受到台灣學

界很多的關注，近來龍瑛宗的文

學成就再次因為全集出版受到重

視，很謝謝學界與出版界的協力

幫助。

一開始用台語、後來嘗試以

日語發言的龍瑛宗次子劉知甫

先生，笑著說他的日語是父親教

的，用日語講也是練習。劉先生

說能與《吳新榮日記全集》一起

在日本東京發表新書發表會，感

到非常榮幸，回憶起自己參與龍

瑛宗作品的蒐集整理，緣自1997

年4月，一位學生要寫龍瑛宗的

碩士論文，所以開始整理龍瑛宗

的著作及目錄，也展開了與台文

館共同出版龍瑛宗全集的機緣，

在印刷方面，非常謝謝南天出版

社的魏德文先生，複刻版的編輯

工作實在太困難了，但因著文學

意義及魏先生與龍瑛宗是同鄉

的緣故，整個印製作業方才能不

計成本的繼續堅持下去。能夠出

版，是經過種種的困難，劉知甫

先生代表家族謝謝與會人士的參

與。

新書發表會的結語由鄭邦鎮

館長發言，鄭館長表示出版台灣

文學前輩作家的全集是台文館的

責任，對於編纂的評價及種種結

果，無論是成就或是批判，皆是

如此。面對重要史料，更要積極

研究出版，克服萬難。這一次選

擇日本東京召開新書發表會，即

是要將台灣文學的重要作品推向

國際，同時感謝正因公務繁忙卻

仍關心此次新書發表會的台北駐

日代表許世楷先生，並感謝到場

的媒體人，希望藉由文學，創造

與連接更多友好的國際關係。

2008年6月16日，是國立台

灣文學館（以下簡稱台文館）

首度將甫出版的新書——《吳

新榮日記全集》及《龍瑛宗全

集》日文卷，在日本境內向日

本人與在日的台灣人分享關於

兩 套 書 的 全 貌 、 其 編 纂 的 過

程，以及對於台灣文學與日本

文學史的關聯性。

這兩套書，皆為本館歷經

4年以上的蒐集研究、2年的編

印出版，呈現在世人眼前的豐

碩成果。吳新榮與龍瑛宗兩位

活 躍 在 日 治 時 期 的 台 灣 文 學

家，在數十年後，由研究者張

良澤教授、陳萬益教授，分別

擔綱起蒐集、研究、編纂作家

生平、作品之大任。有鑑於日

本學界長期以來關心、研究台

灣文學在日治時期的發展，本

館特在前往日本神奈川舉辦「台

灣文學館の魅力──その多采な

世界」特展之際，利用非常有限

的時間，與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

表處合作，商借會議室，邀請了

《吳新榮日記全集》總編輯張良

澤教授、台灣文史家黃天橫先

生、龍瑛宗家屬劉知甫先生、日

本學者河原功教授及旅居日本的

劉文甫教授與會。新書發表會由

台文館鄭邦鎮館長主持，張良澤

教授兼代現場口譯，與會人士從

吳新榮及龍瑛宗的其人其事、出

版的內容以及學界的研究概況，

皆有精彩的評論與對話。

《吳新榮日記全集》

吳新榮（1907-1967），是

醫生，也是文學家。他於日治時

期從事台灣民族解放運動，亦是

1930年代以來台灣文學運動、台

灣政治社會運動的重要人物。吳

新榮一生跨越兩個時代，參與政

治、文化運動，他的經驗和作

品不只是其一生的寫照，更是

了解1930年代以後台灣社會文化

變遷的重要史料。吳新榮先生的

日記是台灣有史以來台灣人之最

長個人日記（前後33 年），反

應戰前戰後兩時代台灣之社會、

歷史、文化之變遷，擴充台灣歷

史文化研究之視野。對吳新榮作

品頗有研究的日本教授河原功表

示，對於編纂的結果很滿意，註

釋亦詳盡。河原功教授亦提到接

觸吳新榮資料最早是在1973年，

他曾與東海大學兩個學生去看吳

新榮所留下來的藏書，現在都收

藏在吳三連基金會的書庫裡。張

良澤教授接續著說，河原功教授

每到吳三連基金會時都會將吳新

榮日記的每一篇文章拿出來仔細

研究，企圖自日記中尋找吳新榮

在思想與行動上的思維傾向。河

教授進一步表示，在閱讀吳新榮

的日文日記時，內容很難讀懂，

其間有錯字及不清楚的地方，且

日記還有破損，幸好有張良澤教

授的細讀，加上前後文的思考，

才能串連，否則真是看不出來。

新書發表會
文／林佩蓉（國立台灣文學館 研究典藏組）

《吳新榮日記全集》及《龍瑛宗全集》日文卷

時間：2008年6月16日下午14:00

地點：日本東京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三樓會議室

新書發表會現場，左起，黃天橫先生、河原功教授、鄭邦鎮館長、劉知甫先生、劉

文甫教授、張良澤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