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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書寫背後的男人

隨著時代變遷，生活用語、思想便會有所更迭，這些

都牽涉到現代性的問題。蔣為文表示，由於國語政策的緣

故，導致大家對台語及台語文學普遍有著粗俗不入流的看

法；然而張春凰的作品不同於男性台語文學作家的書寫，

也跳脫出過去對台語文學的刻板印象。她的作品當中不只

是傳統用語，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元素進去。

1989年張春凰從美國回來，正值解嚴後不久，台灣的

社會型態正在改變，許多活動也如火如荼展開。當時充斥

著許多議題，除了追尋「台灣人是什麼？」之外，也開始

尋找台灣文學的定位。在這個氛圍下，她的丈夫思索著如

果政治獨立，文化不獨立也不行，於是毅然決然從統計學

專業轉向研究台語運動。她笑著表示，使用台語寫作，純

粹是受到丈夫的影響使然。然而，從1994年出版《青春e路

途》至今，持續十幾年的寫作歷程，除了最初由丈夫江永

進教授的引領之外，究竟什麼樣的動力能夠促使她一路走

來毫不中斷呢？

她表示一旦接觸之後，對台語的研究與書寫就會越做

越深。因為台語的萎縮，其來有自，從日治時期以來長期

受到壓迫，台語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不是貴族的、是粗俗

的，不是都市的、是鄉下的，甚至是老一輩在講的，因而

文化狀況呈現出台語只能淪為一種弱勢語言。所有現代的

書籍裡面，沒有資料可供吸收、使用之外，台語仍舊停留

在文言文、口傳歷史，或民間文學如四句聯、七字仔，她

認為這樣對於台語未來的發展性、豐富性、全面性都不是

很充足，於是就想自己來試試看。就在江教授做比較基礎

的電腦技術（自創台音輸入法）、台語研究與發展的基礎

之上，張春凰開始踏上了台語寫作的路途。

對於台語、客語等母語文學作品出版之艱辛，蔣為文

做了一些補充。他指出十幾年前出版社不願意為小眾的母

語文學出版的情況下，再加上電腦並非如今方便操作，打

字、排版、印刷通通都要作者自己來，當時要出版一本台

語書已經不容易，而張春凰能夠有如此豐富的作品發行，

更是不簡單。九○年代許多嘗試用母語書寫的作者，本身

台語文學，向來被視為非主流的文學類型。作為一種弱勢語言文學，不少台語作家選擇

默默付出，十幾年來為母語文學累積了不少的作品。這是一段艱辛的創作之路，很榮幸

本場文學對談邀請到了著作甚豐的台語文學女作家張春凰女士現身說法，而透過台語文

學頗有研究的蔣為文老師的引導，在兩位致力於推廣台語書寫與台語文學的作家與學者

間進行深入的討論，到底母語書寫在女性作家筆下傾洩出何種異質性？而張氏作品中的

現代性又是如何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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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想要當文學作家，當時有兩條路線，其一是要使母

語能夠繼續傳承下去，並且推行文字化，其二才是走文學

路線。能夠靈活運用母語寫作的作家著實不多，而迄今仍

持續創作而不輟者更是寥寥可數，這在一點上，張春凰的

文學成就頗值得稱許。

多元的台語創作

張春凰表示，以台語如此弱勢的語言進行文學創作，

開拓期都是收集與整理，第二時期是詩，再來才是進入到

散文的階段。至於為什麼散文會相對地重要？因為它牽涉

到的內容與種類比較多。倘若散文作品一多，就可以邁進

第四個時期，亦即文學的成熟期了。不過，她卻是從散文

創作出發，這是不同於其他作家之處。她說，當初只是嘗

試用散文來寫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創作起來比較適合，再

加上讓她得心應手的台語書寫法（漢羅並用），使得其創

作產量鉅增。

以華文創作為主的台灣文壇，使用台語寫作實在是少

數。沒有當上華文作家而成為台語作家的她，認為這是因

為台語是她的母語，而母語是感情的語言，能夠說出自己

的內心話，也可以說是血液的流動，而不是必須再經過轉

譯的第二層的語言。經過不斷地反省、觀察、思考之後，

並且透過追溯歷史、紮根土地，使得自己的視野也越來越

寬廣。過去也曾看不到母語的前途而時感焦慮，然而她堅

持不能放棄，必須為台語文學繼續努力下去。

有些人認為提倡母語就是本土化，其實本土化與全球

化本身並不衝突。蔣為文指出，聯合國於2001年發表世界

文化多元性宣言：某一族群的語言，無論族群人數多麼

少，都值得去保護它，甚至發展它。另外，在巴塞隆納發

起的世界語言宣言也聲明，無論哪一個族群都有使用自己

名稱、語言的權利。因此，提倡母語不是狹隘的，並非與

全球化產生衝突的。張春凰接續這個話題，藉由引用德國

文學家歌德的話來陳述語言的重要性：如果你多學會一種

語言，你就會比別人多活了一生。語言是各國文化中最重

要的部分，是世界的文化資產。在多語的台灣環境中，各

族語言必須透過互相學習、吸收，彼此才能進步、發展。

除了文學創作之外，張春凰也寫了一本評論《台語文

學概論》，這本書幾乎將九○年代以來的台語文學作家都

涵括進來。能夠收集這麼詳盡的資料，其實源自於她擔任

張春凰，高雄縣大社人。美國 F.S.U.Library Science & Information Study 碩士。從1990年開始關懷本土文化，1992年開始用母語

寫作，現任清華大學及靜宜大學兼任講師。寫作主要取材自生活台文的書寫、台語文類和文獻的擴展；而研究的主題則來自各階

段實踐的經驗、思路和論述。寫作關注旅行文學、台文翻譯的現代性、台語文史和評論、台語文學的創傷、台語兒童文學等，作

品類型多樣有散文、詩、台語文學概論、台語童話、台語讀本、經典台譯等等。

張春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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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老師研習訓練、社區大學講師的時候，感到台語文學

教材的匱乏，因為需要的資料找不到，已經找到的還要經

過一番整理工作，教書時都是零零散散的單篇文章，非常

不便利。於是在先生的鼓勵之下，張氏花了三年的時間來

編寫這本書。撰寫過程出乎意料地順利，原因在於：早期

的台語運動她皆親身參與；再者，幾乎所有台語書寫作家

她都認識；最後，在閱讀作品時，能夠去體會、感受到作

家們的情感與熱心，成為自己與他們進行對話的狀態。

張春凰非常重視台語文學的未來。長期擔任小學老師

的研習訓練，她認為教台語不能只停留在拼音階段，若要

將母語帶進去教育體制，套用她先生的一句話：「沒有未

來就沒有傳統」，必須寄望在下一代、把心思花在他們身

上，於是興起了創作童話的念頭。在清華大學學習兒童文

學之後，翻譯並改寫了世界各國的童話故事，而有了《台

語世界童話360》一書。

對於曾獲文學獎的張春凰而言，是有目的來進行創作

抑或興趣？究竟台語寫作對她有何意義？她表示，寫一本

書就像生一個小孩，那種投入的感情以及期間所獲得的趣

味，那種熱情不是幾句話所能道盡的。總能在書寫過程中

得到莫大的快樂，不會感到寂寞，能享受到創作時的自

由。畢竟，一切好作品都不是作家刻意寫就的。而台語是

活的語言，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創作必須自然而然

地寫才行。不要認為是在學台語，而是在使用台語。

到底什麼因素能讓張春凰一直創作，十幾年來不中

斷？首先，一個成功的女人背後也有一個男人。江教授除

了是專屬司機之外，也是獨特的閱讀秘書，經常將讀後心

得分享給她；甚至設計了許多電腦程式，以利張氏能夠拼

打台語字體，於是也充當了電腦黑手。第二，張氏自己非

常喜歡閱讀。更是受到讀者們與丈夫的肯定與鼓勵，這些

都成了支撐她創作的背後力量。

結語

過去對台語文學的關注，實在不成比例。除了台語文學的

創作、研究之外，閱讀人口也是小眾。張春凰透過實際作

品、對談過程中明白地告訴我們，台語文學的書寫可以是

那麼地生活，也可以那麼地現代，當文學作品以自己熟悉

的母語創作時，它承載的是更為自然的情感流露。雖然因

為時間的關係，並沒有討論到張春凰作品中的女性書寫與

現代性，顯得有些可惜。不過在對談中，兩人不斷地呼籲

聽眾朋友提筆創作，因為有寫就有累積；不用害怕寫出來

的文章是好是壞，也無需預設自己一定得當個文學作家。

台語文學正需要從實踐中進行建構與發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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