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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概述
蔡易澄

一、前言：創作與出版的兩樣情

依據國家圖書館所出版的《110年台灣

圖書出版現況及趨勢報告》，2021年台灣新

書出版總量有57,710種，「語言／文學」類

占12,718種，「小說（含輕小說）」占5,895 

種。相較前一年3萬多種的新書出版總量，有

了超過六成的明顯成長，而增加數量最多的

當屬長年獨占鰲頭的「語言／文學類」。而

圖書銷售總金額則有200億，相較前一年的190

億，也有不少的成長。依此來看，台灣出版

市場似乎打破長年低迷，回升到較為健康的

狀態。 1

不過，長年觀察台灣出版市場的沈如

瑩，在〈出版市場真的回溫？200億，在出版

與零售通路的不同意義：對2021年國圖報告

的補充〉一文中指出，新書出版量在數據上

的提升，應與圖書免稅政策有關。2 2021年，

文化部修正了徵稅辦法，只要具有ISBN書號

的書籍，其銷售收入即可免徵營業稅。這使

得過往不傾向申請書號的輕小說、教科書，

在免稅政策上路後有了大量的增長，而含括

了輕小說的「小說」類別，也增加了2,606

種。電子書也受益於免稅政策，有17,453種，

1	 國家圖書館國際標準書號中心編輯，《110年台灣圖書出

版現況及趨勢報告》（台北：國家圖書館，2022.03），頁

1-2、13。

2	 沈如瑩，〈出版市場真的回溫？200億，在出版與零售通路

的不同意義：對2021年國圖報告的補充〉，「Openbook閱

讀誌」，2022.03.31（來源：https://www.openbook.org.tw/

article/p-66049）。

成長了1.5萬多種，拉動了整體的新書出版總

量。3 是而，台灣新書出版量在數據上的增

長，是否反應出市場以及出版產業的回升，

確實是值得省思的一件事。

本年度的小說書目，計有118種。跟前一

年155種相比，衰退了不少，並沒有如國圖統

計的「小說類」一般有增長。由於國圖統計

的樣本含括輕小說、翻譯小說等其他類別，

而這些小說同時又為出版市場的主力，可能

造就這樣數據上的落差。更應該留意的是，

在「小說類」整體上揚的趨勢中，本土文學

小說卻逆勢下跌的現象。回顧往年台灣文學

年鑑所統計的小說書目，本年度回到了2017

年116種的低點，且下滑總量達37種，是近

年來最多。可能需更深入了解數據背後的成

因，以及更多時間的觀察，才能知道這樣的

下滑究竟是偶發，還是趨勢？

儘管在出版總量上有些下滑，但本年度

不論在小說創作或研究上，都屢有突破，在

艱難的時代裡仍舊展現出豐沛且極具底蘊的

人文精神。本年度小說概述將分就小說創作

與出版、小說研究與思潮以及文學獎項三大

部分，略論本年度值得觀察的幾個面向。

二、小說創作與出版

（一）想像過去—歷史小說蓬勃發展

近年來，因台灣意識興起，加上研究者

3	 同註1，頁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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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年對台灣史料的研究與建置，使得台灣歷

史小說有著絕佳的發展條件。此外有許多以

台灣歷史為主題所徵辦的文學獎或是計畫獎

助，提供了不少創作上的誘因，吸引許多人

投入歷史小說的創作。值得注意的是，這當

中有不少年輕創作者投身創作，去摸索自身

從未經歷過的時代，不斷為台灣歷史小說注

入活水。

第三度獲得新台灣和平基金會舉辦「台

灣歷史小說獎」的李旺台，推出了得獎之作

《小說徐傍興》（台北：玉山社），以真實

人物徐傍興為範本，其為高雄六堆知名的客

家醫生，以傑出的醫術與熱心於公益聞名。

小說從徐傍興的求學階段開始寫起，橫跨近

半個世紀，描繪了日治時期的日台師生情

誼、政權輪替下的混亂、七○年代的少棒熱

潮等。透過樸實的語言，將台灣在地人物的

事蹟，以小說的方式記錄下來。

同樣是以真實人物為範本，朱和之的

《南光》（新北：印刻）描繪知名攝影師鄧

南光，為第1屆「羅曼‧羅蘭百萬小說賞」的

得獎作品。小說同樣橫跨日治時期到戰後，

且旁及彭瑞麟、張才等重要攝影師，可說是

側寫了台灣攝影史。有意思的是，朱和之藉

鄧南光一角所突出的，並不是典型的反抗英

雄人物，而是台灣人如何在流轉、混亂的時

代中，以旁觀的攝影之道，去追尋內心的自

由。

向來以台灣歷史為題材的甘耀明，本年

也推出最新力作《成為真正的人》（台北：

寶瓶），該書是2018年「長篇小說創作發表

專案」補助作品，並榮獲今年度「Openbook

好書獎」。小說描繪兩個布農族男孩，在戰

爭時代下曖昧的少年情誼，一同追索著打入

甲子園的少棒夢，最後卻被無情的戰火給中

斷。故事後半段融入真實事件「三叉山空

難」，描繪主角作為美軍空襲下的受難者，

卻加入了救助盟軍空難的搜救隊。如何去處

理戰爭所帶來的創傷，成為小說中至關重要

的命題。

而新人小說家班與唐所創作的《食肉的

土丘》（新北：印刻），則為第5屆「台積

電文學賞」得獎作品。小說同樣關注1940年

代的台灣，以兩個家族的兄妹為對照，書寫

因戰爭而被帶往不同方向的小人物，牽涉到

南洋兵、日台婚姻等多樣議題。值得留意的

是，小說觸及了戰後在日台人的國籍歸屬問

題，是台灣歷史小說較少處理的面向。班與

唐以女性的角度切入歷史，讓我們看見時代

輪轉下，人性幽微的亮光。

（二）想像未來—科幻敘事的幾種展演

根據這幾年〈小說概述〉的觀察，台

灣小說在近幾年的創作發展上，經常結合類

型，融入諸如犯罪、恐怖等元素，而其中又

以科幻為最大宗。科幻小說建構在對未來的

想像，讓創作者可以任意假想明日的世界，

以此投射回自身所處的現實。

長年以創作科幻小說聞名的伊格言，

在本年度交出重量級新作《零度分離》（台

北：麥田）。他利用後設的技法，將整部作

品虛構為是由23世紀一位名叫Adelia的記者所

創作的報導文學書籍，藉著未來眩目的新興

科技所產生的社會問題，在6篇背景不同的故

事裡，反覆思索人類存在處境的古典議題。

而伊格言的科幻作品也深獲國際肯定，在台

出版後旋即在中國推出簡體中文版，可見其

經典與魅力之處。

黃崇凱《新寶島》（台北：春山）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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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的科幻嘗試，假想2024年台灣與古巴兩

地的人民忽然大交換，進而反思台灣當前的

政治、民族等多項議題。黃崇凱特意挑選古

巴一地，只因其在國際處境、地理環境都有

與台灣很相近的地方，但在意識形態與國家

體制上卻是截然相反，藉此碰撞出更多可能

性的想像。小說同時引入原住民的視角，辯

證台灣民族的本質，開拓多元的思考途徑。

胡長松《幻影號的奇航》（台北：前

衛）則融合了偵探、間諜等多種類型，描繪

警探為了調查昔日好友的案件，而搭上幻影

號郵輪，未料在不明的情況下，整艘郵輪卻

忽然憑空位移到幾百海浬外的海域。小說透

過雙線敘事，一步步抽絲剝繭，最後發現這

是一場國際政治的角力戰，而其中的幻想科

技正好凸顯台灣作為第一島鏈的重要性。

《幻影號的奇航》以流暢通俗的情節，為台

語文學打開一扇新的窗。

（三）影視改編掀起浪潮

近年由於「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政

府致力提升台劇品質，希望能藉由影視，讓

世界看見台灣的文化軟實力。而公廣集團除

了推出原創劇外，更鎖定了優秀的台灣文

學作品，諸如《俗女養成記》（台北：大

塊，2016）、《做工的人》（台北：寶瓶，

2017）等散文作品都已被改編成影集。而台

灣小說的影視改編同樣頗具規模，今年便推

出了吳明益《天橋上的魔術師》（台北：夏

日，2011）以及陳耀昌《傀儡花》（新北：

印刻，2016）的改編作品。同時，公視原創劇

《茶金》在推出影集後，亦推出了影視小說。

不過，這幾部影集在播出後，都不約而

同地有對影劇裡史觀呈現的討論。諸如有觀

眾認為《天橋上的魔術師》所演出的白色恐

怖、同志議題，並不符合他們記憶中的中華

商場。而《傀儡花》在上映以前，則因「傀

儡」一詞可能有漢人蔑稱原住民之意，便將

影集改名為《斯卡羅》，上映後則有影集是

否美化李仙得的討論。而《茶金》則有針對

新台幣政策「四萬換一塊」的討論，認為劇

中偏離史實，將施政責任推給美方。這些從

影集衍生出的議題，都顯示了當前台灣日漸

重視自身歷史。不論是站在何種立場，相信

這些討論都能帶動大眾更深地認識這塊土地。

2020年，文策院開啟「內容開發專案計

畫：出版與影視媒合」，希望能將優秀的出

版作品翻拍成影視，提供出版方、投拍方、

編劇方彼此媒合的平台，並公布53件「潛力

文本」，祭出獎勵金鼓勵翻拍，其中小說作

品有42件。另外，魏德聖「台灣三部曲」的

電影開始集資，連帶使原著小說王家祥的

《倒風內海》（台北：玉山社）改版。期待

未來有更多改編的影視作品亮相，帶動原著

作品的買氣，創造文學與影視雙贏的局面。

（四）其他面向

近乎每年都交出新作的陳雪，這次帶

來《親愛的共犯》（台北：鏡文學），描繪

女警追查失蹤案而牽扯出一連串攸關人性的

難題，企圖結合犯罪推理小說，開拓新的風

格。而蔡素芬也活用解謎要素，交出長篇新

作《藍屋子》（台北：聯經），開篇描繪透

過畫作穿越至異空間的奇幻場景，引發讀者

尋找謎底的閱讀樂趣，亦是融合類型的大膽

嘗試。履彊則是重回文壇，以多年來在政

治圈打滾的歷練，創作《共和國之夢》（台

北：聯合文學），以小說回應當代政治現實。

徐振輔《馴羊記》（台北：時報）為

「台北文學獎」年金類得獎作品，以類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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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記述西藏的風土民情與自然生態，依

靠創作者本身扎實的田調經驗，表現出對環

境與歷史的關懷。鄧觀傑以新一代馬華留學

生的身分寫下短篇小說集《廢墟的故事》

（新北：雙囍），思索馬華與台灣的當代意

義，並與多篇經典馬華作品對話，在出道作

即展現出其關照的深度。

三、小說研究與思潮

（一）大疫年代裡的文學想像

COVID-19在2020年席捲了世界各地，

各國祭出了各種防疫措施，戴上口罩、維持

社交距離、禁止餐廳內用、封城等政策。台

灣疫情雖然在第一年控制穩定，但在變種病

毒的強力來襲下，也於2021年5月進入三級警

戒，讓台灣人習以為的日常不復存在。疫情

改變人們生活型態的同時，也激發了人文思

潮的新想像。

不論副刊或雜誌，都紛紛推出疫情相

關的專輯。諸如《INK印刻文學生活誌》7

月號、《聯合文學》8月號、《台文戰線》

冬季號，各以不同面向回應疫情帶來的衝

擊。有意思的是，在這些疫情專題裡，多數

都選擇以詩或散文來呈現，或抒發情感，或

記錄日常中的異常，又或是評論社會文化現

象。面對劇烈且貼身的生活改變，似乎難以

立即用小說回應。放眼國外與疫情相關的小

說，《紐約時報雜誌》（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便仿照經典作品《十日談》，推出

《大疫年代十日談：世界當代名家為疫情書

寫的29篇故事》，4廣邀世界各國作家書寫短

4	 瑪格麗特．愛特伍等著，紐約時報雜誌主編，徐立妍譯

《大疫年代十日談：世界當代名家為疫情書寫的29篇故

事》（THE DECAMERON PROJECT: 29 Stories From 
the Pandemic）（新北：木馬，2021.09）。

篇小說，讓小說回到故事的本質，帶領讀者

度過無趣的隔離時光。而台灣除了譯介此書

外，另也推出類似的版本《孤絕之島—後

疫情時代的我們》（新北：木馬），網羅了

世界各地的華文作家，其中亦有詩、散文不

同文類，呈現疫情下的眾生百態。

另外，今年文化研究年會與全國台灣

文學研究生研討會各以「社群已死？PK防

疫共同體」、「後疫情時代‧台灣文學再部

署」為題，可見到人文研究學者迅速回應現

實的行動力。兩場研討會皆有與疫情相關的

演講，如劉紀蕙從地誌學的人文角度看疫情

傳染途徑、侯志仁探討因疫情而互助的社群

關係、李育霖談文學跟疫病的關係。在文化

研究年會中，許劍橋比較SARS與COVID-19

的防疫經驗書寫，以女性為主體的護理人員

出發，對現有醫療體制進行反思。《台灣人

文學社通訊》秋季號也以疫情為主題，林宛

瑄〈免疫球體與「同島億命」：試論共隔離

與共脆弱的倫理〉則從生命政治情境出發，

思考強力的防疫政策是否會忽視個人的特殊

性，並嘗試提出團結協作的新關係，以「同

島億命」來替代「同島一命」。5人文學界從

數年前就開始「疾病文學」的研究，在大疫

過後，勢必會有更多不同的觀點相應而生。

（二）文協百年紀念

本年適逢「台灣文化協會」成立百年，

在台灣意識興起的當代，無論民間、公家單

位都推出了紀念活動。特別是在文化部的推

動下，國立台灣文學館、國立台灣美術館、

台北市立美術館、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國

5	 林宛瑄，〈免疫球體與「同島億命」：試論共隔離與共脆

弱的倫理〉，《台灣人文學社通訊》2021秋季刊（來源：

http://bulletin.twhs.org.tw/archives/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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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等館所，都相繼推出

「新文化運動」的展覽與活動，可說是近年

文化界最大的串聯活動，也呼應百年前台灣

知識分子彼此支援的美好風景。

今年便有兩場有關文協的研討會，一則

「世界‧啟蒙‧在地—台灣文化協會一百

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另一則是「台灣文

化協會百週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前者

巡迴北中南各地，各場次論文的發表著眼於

文協與在地關係的論述，讓我們看見百年前

的文化運動如何跟地方串連，遍及全島，其

中與小說關聯者有劉柳書琴〈綠色的眼淚：

論伊藤永之介的糖業批判小說〈平地原住民

族〉〉。後者則將視野擴及韓國、日本，比

較各國的知識分子所投入的政治與文化運

動。

《台灣學通訊》則在123期、124期連續

推出文協相關專題，從儒學、白話字、婦女

解放運動等多方向論述，讓我們看見當時知

識分子的群貌。

另外，本年推出《新編賴和全集》（台

南：國立台灣文學館、台北：前衛），重新

彙編台灣新文學之父的作品。除了有新出土

的文稿、史料，亦有專家注釋、導讀，讓讀

者能更深入了解其作品內涵，重返百年前台

灣知識分子的心靈圖景。

（三）重新想像台灣文學

本年度「台灣文學學會年度研討會」

以「台灣大文學史的建構與想像」為題，意

在重新想像台灣文學的定義，回應近年興起

的「華文文學」、「民國文學」、「東亞文

學」等多項議題。

以往台灣文學的討論，多聚焦在台灣

本島，而未能擴及馬祖、金門、澎湖等地

區。以島嶼的研究視角切入，或許能打破論

述的侷限，並開啟新的觀點，乃至連接南島

研究、海洋文化等議題。諸如李時雍便提出

了銜接南島思維的可能、劉亦以對讀凸顯長

年被台灣本島忽視的馬祖及蘭嶼兩座島嶼，

都顯示出台灣文學以「群島」為途徑的可能

性。

除了以島嶼進行思考，如何把台灣擺回

世界，亦是重要的課題。在中美兩國強權對

峙的當代，重返冷戰研究顯然有其必要性，

台灣或許能從「自由中國」的前身尋得突破

辦法與歷史警示。陳汶靖碩論〈冷戰文化的

台灣發聲：《讀者文摘》（1952-1965）研

究〉即探討美援文化底下的《讀者文摘》，

如何與反共主導政策呼應，建構出冷戰時代

的文化日常。張俐璇〈三「文」主義—

「冷戰末期」台灣的「文學史」建構（1979-

1991）〉則跳脫既往冷戰研究著重的五、六

○年代，拉出「冷戰末期」的框架，討論中

國當代文學如何影響台灣不同文學史的建

構。6崔末順《殖民與冷戰的東亞視野—對

台韓文學的一個觀察》（新北：遠景）則從

台灣新文學運動開始談起，並拉入了韓國文

學的脈絡。特別是兩地同樣都有殖民、冷戰

以及威權政治的背景，有著很相似的歷史經

驗，頗有互相參照比較的意義。

（四）新舊題材並重

台灣文學在步入21世紀後，也已有20年

的歷史，這中間累積了大量優秀的作品，等

待研究者挖掘，拓展出新的人文風景。周芬

伶《經典與非典—文學世紀初》（台北：

6	 張俐璇，〈三「文」主義—「冷戰末期」台灣的「文學

史」建構（1979-1991）〉，《台灣文學研究學報》32期

（4月），頁153-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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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藍）記錄下這二十年來的文學觀察，多以

作家個人為專論，關注王定國、郭強生等人

的作品。林姵吟《台灣文學中的性別與族

裔—從日治到當代》（台北：台大出版中

心）以性別與族裔兩大主題建構台灣文學，

並特別關注千禧年後的文學發展，論述連明

偉、里慕伊．阿紀等少有專論的作家。呂美

親〈1990年代以降的「台語文學化」工程奠

基—以月刊《台文BONG報》與陳明仁的寫

作實踐為討論中心〉從世紀末的台語雜誌開

始談起，並介紹主流文學較未能照見的陳明

仁，其作品混雜了同志議題與平埔族認同，

是台灣文學中獨特且值得注意的身影。7

新生代研究者的投入，不僅帶動新世

紀的台灣文學作品研究，也引入更多新觀點

與關照課題。學位論文方面，諸如許貽晴碩

論〈百合少女與歷史轉譯：楊双子「花開時

節」系列小說研究〉，以近幾年備受關注的

楊双子為研究對象，分析其作品如何透過性

別拓展台灣歷史小說的可能性。或者是尹振

光碩論〈鄉土作為一種方法—以《夕瀑

雨》、《等路》以及《花甲男孩》為觀察對

象〉，引入了新世紀描繪鄉土的作品，將其

中的鄉土元素視為對全球化的抵抗，讓新世

紀的鄉土符碼有其意義。黃偉誌碩論〈當代

台灣小說中的科技敘事（2000-2020）〉，關

注新世紀的科技物質發展，如何影響到作家

的感知，進而反映在文學作品中。

另外，如吳明益、黃崇凱、陳思宏等

近年來討論度較高的作家，也多為研究者的

關注對象。值得注意的是，李渝與郭松棻雖

7	 呂美親，〈1990年代以降的「台語文學化」工程奠基—

以月刊《台文BONG報》與陳明仁的寫作實踐為討論中

心〉，《台灣文學研究學報》32期，頁9-54。

已離去我們一段時間，但依舊有不少年輕的

研究者投入他們作品的研究，可見其經典之

處。諸如利文曄碩論〈歷史的苦難與救贖：

論郭松棻的小說〉、羅仁仁碩論〈李渝的文

學視／世界〉、宋繼昕碩論〈不眠：台灣現

代主義小說的夜晚書寫—以白先勇、李

渝、七等生作品為例〉，三者著重點各有不

同，也顯示出其中的複雜之處與再研究的可

能性。此外，以邱妙津為研究對象的學位論

文亦有兩篇，其以決絕的姿態離世，作為同

志議題的前行者，至今依舊影響著當代人。

學術會議方面，有以鍾肇政、陳千武、王默

人、鍾理和、黃春明、白先勇為主題所舉辦

的研討會，帶動研究者對台灣經典的深入挖

掘。

四、文學獎項

黃春明《秀琴，這個愛笑的女孩》（台

北：聯合文學，2020）獲得「金鼎獎」文學

圖書獎與「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小說獎；楊

双子則以《台灣漫遊錄》（台北：春山，

2020）獲得「金鼎獎」文學圖書獎與巫永福

文學獎；黃崇凱《新寶島》榮獲「Openbook

好書獎」以及「台灣文學獎」金典獎；伊格

言《零度分離》則獲得了「吳三連獎」與

「台灣文學獎」金典獎；鍾文音以41萬字的

長篇鉅作《別送》（台北：麥田）奪得「台

灣文學獎」年度大獎；新銳小說家徐振輔

《馴羊記》則一舉拿下「台灣文學獎」金典

獎與蓓蕾獎。

另外，郭強生《尋琴者》（新北：木

馬，2020）繼前一年橫掃台灣各大書獎，今

年亦獲得「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小說獎，更

以此拿下「聯合報文學大獎」。小說家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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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轉戰散文，成績亮眼，憑藉屹立不搖的

創作能量與長年關注女性、歷史議題，榮獲

「國家文藝獎」，可說實質名歸。旅日作家

李琴峰以日文書寫的《彼岸花盛開之島》

（彼岸花が咲く島）榮獲日本最高榮譽之一

的芥川賞，是第一位獲得此獎項的台灣人。

《彼岸花盛開之島》關注性別與歷史，跨越

國族的界線，為台灣文學寫下嶄新的一頁。

五、結語

今年，有幾位重要的文化人士離我們而

去。擔任雜誌編輯，幫助過許多文藝青年的

梅遜、翻譯外國經典文學的余國芳、以非虛

構與小說來書寫台灣歷史的陳柔縉，他們點

亮了台灣文學的明燈，讓我們在暗夜中，仍

能見到從文學中散發出的人性與光輝。

綜合而言，本年度台灣小說雖然量少，

又有疫情影響，但在小說創作表現上依舊亮

眼，有不少突破性的作品。加上影視改編的

助力，讓台灣優秀的小說展演空間更為寬

廣，讓更多人得以不同形式認識作品，台灣

小說創作往類型化或影視化的方向發展，或

許是可以留意的課題。另外，近幾年電子書

與有聲書大力進軍市場，小說跳脫以往的紙

本媒介，或許也會產生新的火花，值得繼續

觀察出版端與創作端的影響關係。而在小說

研究與思潮上，不論是當代新作或經典作

品，都有研究者持續深挖，顯示台灣文學有

健全良好的發展。期盼在這艱難的年代中，

小說的虛構想像，能為現實帶來慰藉與新視

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