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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台灣文學研究概述
林佩蓉

一、前言

2023年發生了幾件令台灣文壇擔憂的

事，包括八旗文化出版社的負責人富察以及

網路作家羅森，受中國政府以各種法制拘

禁，為兩方的文學交流與互訪，蒙上更深的

陰影。這些在許多政治分析中，都與台海局

勢、中國對台灣的威脅緊密相關。然而在

「華文」系統下，中國對台灣文學的觀察與

關注、想像持續存在，包括學術研究與出

版、媒體報導與評論、教育領域的推廣等。

整體觀察而言，中國對台灣文學的評

論具有複雜性和多樣性，反映了兩地不同的

文化、政治立場和歷史脈絡。以下是分析中

國對台灣文學評論的幾個方面，而這些議題

多年來一直沒有改變。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影

響，統一的話語框架：中國的官方文學評

論往往將台灣文學視為「中國文學的一部

分」，強調兩岸同屬中華文化，並在評論中

突出「民族認同」的主題。政治敏感性：對

涉及台灣主權、民族身分探索或與中國對立

的文學作品，中國評論界多持批評或忽視態

度，有時甚至完全避免提及。文學成就的選

擇，對台灣現代文學的重視：中國文學界對

台灣現代文學的表現形式與內容集中在某些

作家，例如白先勇、余光中，少有明鄭時期

以降的台灣古典文學研究，今年度僅有廣西

師範大學劉云思華的博論〈楊廷理文學研

究〉，描術楊廷理的移動足跡，探討其作品

中反映台灣噶瑪蘭由荒埔到設廳的開發建置

歷史過程，並提出楊廷理的遊宦詩歌風格對

官員、文人以及台灣本地文人的創作所產生

的影響。同時，其在台灣力主興辦書院，編

修地方志，促進了台灣教育文化發展。

另有跨文化對話的關注，部分評論著

眼於台灣文學如何吸收外來文化，特別以日

本文學為主，並導入中國文學傳統，企圖展

現多元化的文學特點。關於台灣文學史的研

究方面，包括去殖民化與鄉土文學運動，中

國學者關注台灣文學如何從日本殖民時期脫

離，發展出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學運動，例如

相關於鄉土文學，他們通常將這些運動解讀

為反映社會現實與人民生活的「民族自覺」

表現或是大眾／素人之眼的觀察。對當代台

灣文學的態度，隨著全球化影響，中國評論

界對台灣後現代文學的多樣性與創新性（如

新女性文學、酷兒文學、馬華文學）有一定

興趣，但仍會避免對挑戰傳統價值的作品進

行深入分析。

市場現況的影響：隨著台灣文學在中

國市場的流通（如小說出版、影視劇改編、

歌詞等），中國讀者對台灣作家的接受程度

看似提高，仍在政府監督之下，帶著紅色評

論看待台灣文學的內容。短文加上短影音的

傳播，成為時下大眾在頻繁移動、急促接受

新知時，最符合需求的媒體型態，根據英國

《金融時報》的披露，小紅書自2013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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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今年度淨利潤達5億美元，相當於新台

幣160億，足見資本的雄厚以及傳播的威力。

今年度獲得研究者關注的依然是以下

幾位作家：白先勇，以《台北人》等作品聞

名，描繪了台灣社會的多元面貌。龍應台，

其作品《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兩岸引起廣

泛討論，探討歷史與人性的深度。朱天文，

與導演侯孝賢合作，作品如《牯嶺街少年殺

人事件》展現台灣的社會變遷。駱以軍，以

其獨特的敘事風格和深刻的心理描寫，作品

如《西夏旅館》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張大

春，其作品融合傳統與現代元素，如《城邦

暴力團》等。這些作家的作品在中國的學術

研究、翻譯出版和文學討論中，均引起廣泛

的討論。

以下透過專書、博士論文、期刊等資

料，以「馬華文學的研究」、「期刊發表的

幾點觀察」兩方面進行評析。

二、馬華文學的研究

2023年，中國學術界對馬華文學，特別

是張貴興和李永平、黃錦樹，有以下的成

果。學術研討會論文方面，8月於山東大學

舉辦的「中國小說論壇」，學者黃萬華發表

〈從「南方之南方」出發：馬華當代小說的

經典性管窺，兼及「新南方寫作」〉，深入

探討李永平、張貴興等馬華作家的作品，為

在場者開啟對「新南方寫作」的思考。謝魏

於《世界華文文學論壇》發表〈暴力、鬼魅

與翻轉的「南洋圖像」—論黃錦樹小說集

《烏暗暝》的歷史書寫〉，則以小說集《烏

暗暝》中，通過雜糅現實與虛幻、「個體

史」與族群史的多重敘事作為研究，他提到

黃錦樹以奇譎的想像構造充滿內在生命力的

文學空間，這既是對歷史敘述之暴力面向的

抵制，也是挖掘歷史的潛在「復魅」的重要

嘗試。作者認為《烏暗暝》呈現出對「中國

性」、國族敘事、左翼小說、文化記憶等話

題的深入思考。此篇論文是少見未有政令文

法的評論方式，他認為黃錦樹的這些思考為

重新探詢內嵌於文本的歷史，關於記憶之張

力結構的深層運作，以及塑造作家的自我認

知、反思國族敘事，為審視當代馬華文學中

審美與政治範疇間的複雜張力提供新的思考

起點。同時，黃錦樹對馬華文學史，尤其是

自身所處「無國籍文學」位置的獨特理解框

架，為「後理論」時代的世界文學提供具有

代表性的「小文學」個案。惟所提到的「中

國性」，恐怕也忽略了《烏暗瞑》中〈大卷

宗〉等篇章所欲觸及的大馬華人認同問題，

時至今日，華人自中國移居到馬來西亞，已

經經歷好幾世紀、上百年與當地族群的接

觸，似已無法放在大中華文化傳統的框架來

解釋。1

專著出版方面，有中山大學教授朱崇科

於12月出版《台灣經驗與「南洋」敘述》，

該書深入探討新馬華文文學與台灣經驗的關

聯，集中討論李永平、張貴興等作家的作

品，對馬華文學的研究提供切入視角。另

外，因應張貴興的長篇小說《野豬渡河》獲

得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成為首位獲此殊榮

的馬華作家，這也引發了中國學術界對其作

品的廣泛關注。其最新作品《鱷眼晨曦》被

《亞洲週刊》評為2023年度全球華人十大小

說之首，進一步提升了其在文學界的影響

1	 由於涉及台灣與中國外的族群論題，可參考詹閔旭，〈華

語語系的跨國連結：台灣—馬華文學〉，《台大文史學

報》78期（2013.05），頁4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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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這些活動和成果顯示，今年度中國學術

界對馬華文學，特別是張貴興和李永平的作

品，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討，也開啟台灣

與中國對於馬華文學的差異性討論。

三、期刊發表的幾點觀察

 （一）日治時期的文學發展

幾種穩定發刊的期刊包括《廈門大學學

報》、《世界華文文學論壇》、《中國現代

文學論叢》、《台灣研究集刊》、《華文文

學》、《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福建論

壇》等。議題圍繞在1970-1980年代的台灣作

家，包括余光中、白先勇、駱以軍、王鼎鈞

等人。長期研究台灣文學的朱雙一產量漸漸

減少，今年發表〈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的「反

方觀點」—陳映真、呂正惠等的觀察、思

考和批判〉，他提出當今華文學界對於台灣

現代主義文學，文壇歷來存在著正、反兩面

的觀點，各自又可分為「當時言說」和「歷

史回顧」兩類。他認為早期倡導者，將現代

主義等同於「現代化」；陳映真則認為西方

現代主義文學作為資本主義高度發達階段社

會問題的反映，是「無罪」的，但缺乏對

「人」的關懷和希望的鼓舞，朱雙一的看法

與台灣評論者有很大的差異。他認為台灣現

代主義文學發生於農業社會，缺乏產生的必

然社會經濟條件而有「早熟」之嫌，表現出

耽溺於移植、模仿的亞流性格，以及思考、

知性上的貧弱癥狀。這一點便忽略了1930年

代台灣藉由日文的翻譯引介，吸收了歐美的

現代主義思潮，同時台灣的社會已是工業

化，並非只有農村樣態。朱氏對台灣在日治

時期文學的發展，因為資料訊息的不完整，

始終停留在「大中國思想」的敘述下。

論及日治時期的研究，林娟芬〈近十年

日本學界日據時期台灣文學研究的批判性考

察〉收錄於《福建江夏學院學報》，提及隨

著日本學者的世代更替和社會思潮的變化，

近十年日本學界針對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研

究視角、研究方法等發生較大變化，產生很

多新的學術增長點，如繼續深耕新史料的開

掘和整理；在台灣生活過的部分日本學者也

開始介入日治時期台灣重寫文學史運動；第

一部由日本學者合著的台灣文學通史面世；

運用「外地日本語文學」框架闡釋日治時期

台灣文學的日語寫作；開啟日治末期台灣文

壇中國古典的翻譯、殖民地的雜誌研究、兒

童文學研究。林娟芬提及「遺憾的是日本學

界的很多研究依然難以跳出帝國視角的藩

籬，有意遮蔽隔斷歷史」，這也再次對應了

中國學者對於日治時期，存在於日本、台灣

與中國的糾葛與史觀，既言之應該「脫帝

國」，自身卻也在中國帝國的框架上論述台

灣，這樣的課題自然也就成為各自表述的結

果。

在《台灣研究集刊》中，有郭俊超〈張

我軍與武者小路實篤的文學相遇—從一篇

佚文談起〉、陳忠純、李婷〈《台灣日日新

報》的中國大陸報道—以張學良相關報道

為中心（1924-1933）〉、高維宏〈矢內原

忠雄的殖民經濟論及台灣知識分子的接受與

批判〉、黃俊凌、阮倩晴、王天陽〈「皇民

化」運動下台灣知識分子的迷惘與中華文

化堅守—以《吳新榮日記》為中心的討

論〉、歐陽月姣〈「教育漢文體」的發生與

消解：「同文」背景下日據台灣早期日語教

育中的言／文關系考察〉以及台灣學者崔末

順〈「總動員」體制下日據台灣的大眾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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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兼與朝鮮半島比較〉。《台灣研究

集刊》為中國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刊行，研

究台灣文學歷史悠長，時至今日該校依然是

觀察台灣政治社會與文學的前哨站，以該校

的台灣研究所出版的期刊，即相當具有中國

觀看台灣文學的代表性，今年度的發表文論

可見其關注當下台灣與日本的關係，有必要

梳理1895-1945年的日治下的台灣文學發展。

近幾年的觀察亦是如此，即使該所的文學研

究室，包括研究台灣各個歷史時期的文學創

作、文藝思潮以及民間文學、影視藝術等，

以往較多集中在1945年戰後現當代文學，2023

年特別以日治史料作家為主，可推論與其時

局觀察有關。

只是這些論題最終導向都是一致的論

述，包括馬泰祥〈語言、文學與認同：論台

灣新文學的「跨語實踐」〉（《廈門大學學

報》），陳忠純、洪思音〈「國家統一的必

經之途」—20世紀20年代《台灣民報》對

「民族自決」論的思考新探〉（《福建論

壇》），提到20世紀1920年代前後，台灣新一

代知識分子在「民族自決」論的啟發下，對

台灣抗日民族運動及其與祖國革命運動的關

係有新的認識。《台灣民報》是當時台灣知

識群體最重要的言論機關，在這一思想歷程

中扮演著關鍵角色。一開始，《台灣民報》

吸納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原則，強調「自

治主義」，以期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實

現。不過，隨著美國「排日法案」的通過，

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演講扭轉了台灣知

識分子對於「民族自決」論的理解，後者拋

棄了對日本的幻想，轉而將「亞細亞聯盟」

與「民族自決」聯繫在一起，為祖國的反帝

鬥爭搖旗吶喊。隨著國民革命的興起，孫中

山及中國國民黨將「台灣革命」納入「國民

革命」範疇，明確了台灣解放是中華民族完

全解放的必然要求。祖國的呼喚喚醒了台灣

知識分子內心根底的「中國民族」認同，他

們提出與祖國一道致力於反帝鬥爭，融兩岸

革命為一體，最終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回歸

祖國。這樣的書寫，形成讀眾篇即如讀一篇

的荒謬感，未能梳理細節，又預設一個帽子

四處安放，降低了參考的價值。

 （二）其他議題

其他議題中包括對於台灣百年話劇、

劉大任的創作、洛夫在《力報》報中的散佚

作品，以及余光中、琦君、林海音、王鼎

鈞、聶華苓等的作品風格，以《華文文學》

期刊為主。在議題上則有「鄉土文學」的討

論，賴清波〈以生態作為方法：台灣鄉土文

學中的環境意識和人地關係〉，談1960年代

以降，被歸類為台灣鄉土作家的黃春明、陳

映真、洪醒夫、王拓等的作品對人與土地／

自然關係的思考，對於勞動階級（漁民、農

民、勞工）為解決生計問題與大自然的爭

奪，透過鄉間小人物的悲歡喜樂表達了鄉村

在現代化、工業化、資本主義衝擊下的環境

傾頹、今昔的環境變遷，乃至人與動物／自

然命運共同體的情感。作者提及如果把鄉土

文學放在環境運動的脈絡來看，這種對人地

關係的思考為自然生態文學／生態批評論述

提供了另類的思想資源，是一種從土地和社

會生發出來的素人思考。

期刊論文的研究主題，已可說是最接近

當年度及時代對文學發展的觀察，這幾種對

台灣文學研究關注的期刊，都有相當長的歷

史，也在當地資源相當充足的學術機構中穩

定的經營著，相較於上一年度，所拓展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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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較為多元，議題上則仍視台灣政治而關聯

發展著。

四、小結

中國對台灣文學的評論是文學、文化

與政治交織的產物，帶有一定的雙重性。一

方面，中國文學界對台灣文學的藝術成就、

文化價值和歷史意義都持續保持關注；另一

方面，評論的意識形態框架限制了其討論的

深度與廣度。這些也都取決於中國對外資訊

的掌握，而台灣如何看待這些資訊，特別在

資訊作戰、許多假訊息傳播的現況下，台灣

不得不設法穩定、擴張「華文」系統的話語

權，並透過外譯，主動打入亞洲其他國家、

歐美等非華語系又具「漢學」研究的範疇，

如此才能向世界釐清、持續證明，台灣文學

的「華文樣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