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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題

台灣文學史作為一個科目

針對作家創作行為及其表現的觀察與思考、評

論與研究，總的來說可以用（一）理論（二）批評

（三）歷史來涵蓋。「理論」可以說是經驗之系統

化，處理「是什麼」、「有什麼」、「何以如此」

以及「為什麼」等文學的性質與功能問題；「批

評」包含詮釋分析和價值判斷，涉及優劣好壞等意

義之彰顯；「歷史」包含思潮的激盪、社團與流派

的起伏、文類的興衰以及典範的更迭等。前二者可

以是各自獨立的範疇，也必將成為文學歷史建構的

基礎。

我們把台灣文學視為在台灣這個地理空間所產

生的文學，不論其族群、國籍及使用語言。這是一

個寬泛的屬地主義，除了在地的本土作家，從外移

入或是外移出去者，我們統統把他們編進台灣文學

的範疇，前提是他們的作品之質量，一定得經過讀

者與時間的考驗。這已涉及前述的理論與批評了，

而我們今天要談台灣文學史，首先，不可避免的要

面臨這些課題。進一步說，「台灣文學」既已學科

化，在大學體制內有了自己的系所，中文系，或者

通識教育中心，也開設一些相關課程，因此，台灣

文學史作為一個科目是必然的，相關的討論與研究

必須展開。

以台灣文學史為中心，我們其實已有極豐碩

的研究成果，這方面早有整編綜述的必要，但在諸

多有關學者各自努力，以及文學史方法學的討論之

外，我們可以有什麼樣的作為，讓喜愛文學的人對

於台灣文學有更宏觀的理解？這可能是我們必須進

一步思考的。

啟動「台灣文學史長編」的計畫

我於2010年2月南來台文館服務，一方面督導

執行既定的事務，也爭取有限的資源擬定了一些新

計畫，同時思索任內可能開展的要務。我一直以務

實的行動派自我期許，涉及公共事務，特強調主客

觀條件的密切配合，因此可行性常是思考的基點。

於是，我開始與館內同仁討論如何面對台灣文

學史，同時也清理了當前國內外有關台灣文學史的

出版概況，乃逐漸形成一個我稱之為「長編」的構

想。為了有效落實，我決定用一個小型委託案來做

規劃，那就是2010年4月底5月初啟動的「台灣文學

史長編前期研究計畫」，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許

俊雅教授來主持，我們一起討論多次後，擬定了近

40個主題；7月起，由她帶領甫獲文學博士學位的

顧敏耀先生共同執行，本館相關領域同仁也積極投

入。同年9月，許教授交付館方上百頁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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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台灣文學史長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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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靜的文學長河
台灣文學史的書寫行動

2011年「台灣文學史長編」第一批作品有《山海的召喚──台灣原
住民口傳文學》、《月映內海灣──清領時期的宦遊文學》、《如此

江山──乙未割台文學與文獻》及《狂飆時刻──日治時代台灣新文

學的高峰期（1930-1937）》共4冊。

自原住民口傳文學，至1990年代以後多元豐富的當

代文學議題都有，預訂出版33冊，為了周全，我除

了自己再三閱讀，與研究團隊討論，同時也將此計

畫成果送外審查。

從原住民的口傳文學開始

我們在2010年11月正式開始「台灣文學史長

編」的撰寫，預計以三階段方式來完成。我們邀請

來參與的作者以年輕學者居多，他們以其專業來面

對負責的主題；在此過程中，對於編寫體例及諸多

宜注意事項，我們都和他們進行了充分的討論。

「台灣文學史長編」從「原住民口傳文學」開

始，接著才是明鄭時期「漢文學的萌芽」；最後二

冊為「原住民漢語文學」及「母語文學」。我們振

葉尋根，尊重並肯定原住民的口傳文學及其後發展

出來的漢語文學，珍惜多音交響的母語文學。至於

明鄭以降，歷經清領、日治以及戰後，不同時期的

文學現象，我們一方面彰顯其宏觀性，對於文學與

政經環境的對應關係，重要的思潮、社群、流派與

論爭等，都放大特寫；另一方面，對於在特定的歷

史條件下所形成的作家群體、時代文體、特種文類

等，亦將儘可能做到細部觀察。

「台灣文學史長編」的編寫計畫，在前人豐厚

的基礎上，有學界朋友熱情參與，相關同仁敬謹任

事，故能順利推動，預計在2013年，整體呈現群體

努力的成果。世事多變，時間從不停下腳步，只希望

當文學在浩瀚的空間穿梭之際，人們不要忘記前輩先

賢用心回應變局、織句裁章的苦辛，我們有責任記下

他們心靈的歷史，期待下一輪文學的輝煌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