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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與遠景

台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
一個研究概念的再思考
文╱陳建忠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我們都知道，一個概念的提出，往往會影響

一整套思維與作法的轉變。例如，當台灣人開始以

「內地」那樣稱呼某個國家時（我們當然記得日治

時期的文人曾有過如此的提法），意味著我們已把

自己定位於為國家邊緣的「外地」。同樣地，「比

較文學」一詞，似乎只是外文學界的研究取向之

一，台灣文學也有必要發展出如此概念的研究取向

嗎？我認為，我們其實非常需要一個新的概念，來

帶動文學研究新思維的變化。

21世紀的前十年，台灣文學的研究，大抵上

歷經了從單兵游擊到體制化，以及從接軌全球（如

應用西方理論來分析）到東亞研究興起，這樣一個

大的趨勢。特別是學院內東亞研究的興起，無疑是

把本國文學研究與東亞（或亞洲）其他國家文學連

結，以東亞地區共享的歷史與文化語境為背景（如

被強制的現代性、被殖民經驗、冷戰經驗等），進

行更深刻的比較與本體反思；同時，也避免一味套

用理論所造成的非歷史化問題。

「東亞研究」這個概念與關鍵詞所強調的，無

疑還是側重歷史關連性出發的文學思考。但，文學

研究，除了必需考量歷史層面，當然尤應關切文學

的本質問題。從文學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等命題，台

灣文學不僅與東亞國家有關，在很多議題上，也應

當與美國文學、拉美文學等存在著豐富的「可比較

性」。因此，我還想深一層探問的是：台灣文學與

東亞，乃至世界文學的異同究竟為何？台灣文學的

「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研究，

是可能的嗎？台灣文學能夠以「國家文學」的角

度，和其它世界文學進行比較研究嗎？

做為一個被再次反思的概念，台灣文學的「比

較文學研究」，應當持續關注文學主體間的歷史與

地理關係，卻更強調文學本質的研究。尤其重要的

是，比較研究應當是台灣的文學研究者面向世界舞

台時，一種具有主體性的研究姿態。

不難發現，歷來台灣的比較文學研究，通常

較多是外文學界的學者在從事，而研究範圍則著重

於中國古典文學或外國文學彼此間的比較。但，以

台灣文學為主體，而進行與世界文學比較的工作，

可說並未充分展開。畢竟，所謂「台灣文學」一詞

可能尚未成為研究者據以發展比較文學研究的中心

觀念。不過，即以中國學者曹順慶主編之《世界文

學發展比較史》（北京師範大學，2001）一書為

例，該書雖針對世界文學發展進行跨國比較，但每

章中皆不忘特設中國與英法俄德等國家文學的比較

一節，足見比較文學研究的根本精神，乃在以本國

文學為關懷中心，而與其他國家文學相互對照。

由台灣出發的比較文學研究，且以台灣文學做為研究的起點，應當是一個不完全新穎，但卻需要重新被反

思、定義並實踐的研究概念。台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應當持續關注文學主體間的歷史與地理關

係，卻更強調文學本質的研究。尤其重要的是，比較研究應當是台灣的文學研究者面向世界舞台時，一種

具有主體性的研究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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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於台灣文學的定位，僅僅由台灣內部

政治與美學的爭議來理解是遠遠不夠的。必須要將

台灣文學的誕生與發展等諸問題，放在包括東亞在

內的，世界的脈絡裡加以審視，採取「影響研究」

或「平行研究」的方法論（當然，還可繼續擴充其

他方法論），考察台灣在不同歷史階段與其他地區

的連動關係，並對台灣文學與其他同階段或同類型

文學發展做出比較，方能找出台灣在全球化架構中

的定位與特點。

學界對此比較研究課題，目前已完成的案例有

由中研院文哲所彭小妍、李奭學教授主持的「正典

的生成：台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係」計畫，正彙

集各方專家，預計完成各種比較研究，並編成一套

《台灣文學選集》，可見此一趨勢將會逐漸成為台

灣文學研究的另一重點。不過，這個計畫並未強調

「比較文學研究」的這項特點，而以「關係研究」

來界定此類課題的性質。

若要進行比較研究，以特定時期來說，可以關

注20世紀以來台灣文學現當代文學中，刻劃較多

之「殖民記憶」與「冷戰經驗」為主軸，尋求與世

界文學進行比較研究的可行性。蓋無論是帝國主義

與殖民主義國家（如美國、日本等），以及被殖民

與第三世界國家（如韓國、馬來西亞、滿洲國、拉

丁美洲、非洲等），這些國家皆與二次大戰前之殖

民記憶、戰後之冷戰經驗息息相關，相應而生產的

文學亦所在多有。因此，若台灣文學與上述國家文

學進行比較研究，無論在歷史議題或文學思潮演變

上，都具有高度的可比性；同時又能拓展全球人類

共同的文學經驗，以供反思、交流、借鑑。

又如，「國共對抗史」為兩岸文學共同題材，

應該也是頗值得比較深究的課題。較為特別的是，

1949年後出現的國共對抗史題材之小說，在五○

年代台灣是流亡至台灣的國府軍民所創作的反共

戰鬥小說，在中國則是共黨建國後大量湧現的革命

歷史長篇小說。一個是講述中國如何為邪惡共黨所

篡，一個倒是批判中國如何為腐敗國府所亂，各自

彰顯邪惡／神聖、黑暗／光明、反動／進步的雙元

對立價值，藉以將過往的國共對抗史建構為「復國

史」或「建國史」的序章。

當然，還有像是台灣文學的比較文學之認識論

與方法論、台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傳統與反思、

台灣文學與亞洲文學（含中國、香港、日本、韓

國、馬來西亞…等）比較研究、台灣文學與第三世

界文學比較研究、台灣文學與華語語系文學之關連

性、文學翻譯與文學影響、文化交流等，都存在莫

大的發展空間。

總之，透過比較文學研究的新視角，可以拓展

台灣文學研究的更多可能性，並透過國際學者將台

灣文學與世界文學之關連性加以宣揚，凡此皆可加

強台灣文學研究之社會與國際能見度。由台灣出發

的比較文學研究，且以台灣文學做為研究的起點，

應當是一個不完全新穎，但卻需要重新被反思、定

義並實踐的研究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