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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學系所的理想課程
文／廖瑞銘

台灣文學系是1990年代以來經過不斷的政治

訴求才產生出來的文學體制，初期成立的時候，

絕大多數的師資都是從中國文學系搬過來的，整

個課程設計的思維模式很多都是沿用傳統中文系

的思考，頂多把「中國」換成「台灣」而已。這

對台文系的發展是負面的，對中文系卻是大福

音。因為一方面中文系的老師多一條出路到台文

系發展，有些台文所實際上根本是中文所的附屬

單位；另一方面，在「台灣屬於中國一部分」的

意識型態下，中文系本身的開課空間同時加大，

可以開中文現代文學或台灣文學相關課程。相對

的，台文系與中文系沒什麼區隔，讓人懷疑台灣

文學系獨立設系的必要性。

一個文學系的核心課程結構，其實就是反應

我們對「文學」這個學科領域的理解。語言是文

化的根本，文學是語言的載體。所以，任何一個

理想的語文學系的核心課程結構都應該要包含語

言、文學、文化三大類的課程，台灣文學系當然

不能例外。

台灣的中文系向來不知道語言學為何物，因

為自從秦始皇「書同文」統一文字以後，就從不討

論語言問題，戰後台灣人受到中國殖民式教育，在

國語政策下，對語言的政治性與文化性就更渾然不

知。所以，中文系只有開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

探討文字書寫與考證的問題，要到近幾年才開「語

言學」課程。再者，因為大家都會講中國話，讀

寫中文，所以就不必開中國語文的課。至於另外文

學、文化兩類課程，中文系也大多偏重中國古代／

傳統的學習，包括古文、古詩詞甚至四書五經，很

少跟現代文學、文化議題接軌。

「語言學」是現代思潮的核心學問，它影響

文學、哲學、歷史、社會、文化等各個學術領域

的深層詮釋。它不只是關涉書寫或是說話的工具

性目的而已，它應該是讓我們多一層途徑去探索

文學的特質與奧秘。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要說語

言是文化的根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語文的

讀與寫」定義為學習權的第一項，以及後殖民論

述將語言問題放在第一項討論的原因。

其次，任何文學如果不放在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發展的脈絡中來理解，只是一堆文字遊戲

罷了，我們還希望會有什麼深刻的感動呢？試問不

了解俄羅斯歷史，如何了解俄羅斯文學？不了解拉

丁美洲歷史，如何了解拉丁美洲文學？台文系的學

生當然必須對台灣的歷史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台灣文學系不上台灣史，怎麼說的過去？

仔細檢視台灣各大學的台文系課程，我們就

發現共同的特色是不重視台灣史，而且有意、無

意地忽略「台語」，連帶的，也都排斥「台語文

學」，「台語課」在台文系一直無容身之地。若

有老師多加講幾句，要爭取加開台語相關課程，

就會被認為多事，找借口推拖，甚至加以污名

化，「不受歡迎」。因此我們會笑日文系畢業的

學生不會日語，台文系畢業的學生不會台語卻可

以是視為當然，這不是很怪嗎？ 

以靜宜大學台文系為例，一方面配合學校政

策，要求增強學生的外文能力，基本必修英文，

又為了能夠閱讀日治時期的文獻與文學作品，必

修日文12學分，可是，有關「台語課程」只有大

二開一門「台灣母語書寫及習作」，上下學期各2

個學分，而且是同時段分台語、客語兩班上。這

樣點綴式的課程，我們能夠期待它有什麼功能。

筆者前兩年借調到中山醫學大學台語系任教

並擔任系主任，有機會對課程結構做思考並重新

調整，呈現出一定的理想性，而且在兩年的畢業

生的發展上，也反映一些成果，願意在此提供給

各台文系參考指教。

首先，我們設定本系的目標，是期待學生對於

台灣有整體全面的認識，透過語言、文獻、文學作

品，在台灣文學、文化上具有宏觀的學養，並擁有

研究、創作或傳播專長，可以學以致用。我們預想

一個如白紙般的大學生進入這個系，讀完四年後，

他可以有哪些造就？更細緻地說，是我們要提供什

麼樣的課程和訓練滿足他的需要？讓他讀了本系以

後，可以朝什麼方向繼續深造？是作家？記者？研

究者？…還是只是一種心靈的洗禮？

其次，我們思考台灣文學系的學科領域包含

哪些個層面？這些課程要如何排列、分配，以達

到我們的目標。在課程設計上，一、二年級強化

台灣學及基礎文學、語言能力訓練，多為必修

課。三、四年級則分組專攻，全面開設選修科

目，提供多元選項，讓學生可以依照自己的興趣

與將來發展做選課規劃，培養學生再深造以及就

業的實力。

課程最後確定的原則是，先設計好開課的理想

藍圖，再去尋找師資來實踐這個理想。也就是說，

基本上，課程的設計必須是法治的（依課找老師）

而不是人治的（依照老師個人喜好開課）。因為每

個系所都會受到原有師資的限制而有若干調整，但

是，必須要先有理想共識訂在那裡，我們才知道是

根據什麼實際需要做調整的，以及我們如果還要新

聘師資，是缺哪一個領域或專長的老師。如此，我

們才能確保課程結構的理想性。

最後，願意再重新呼籲，台灣人好不容易爭

取到設立台灣文學系，在課程設計上一定要與傳

統的中文系有區別，甚至超越它，讓這個系所作

為培養具有台灣文化素養人才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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