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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2日　文學批評家沈謙逝世，得年59歲。（參見辭世
作家頁365）

4日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舉辦的「95年度長篇小
說創作發表專案補助計畫」得獎名單揭曉，由舞鶴

《某人一生》、馮青（靖魯）《懸浮》、林哲璋

《福爾摩沙惡靈王》、乜寇‧索克魯曼《望鄉—生

命的原鄉》4人獲得獎助。

5日　國家台灣文學館舉辦「文學的語譯和研究」座

談會，邀請捷克和台灣學者針對台灣文壇的翻譯與讀

者影響，進行跨國對話。

13日　高雄市文化局舉辦的「作家駐館」活動，本

日起每月隔週六或日至年底，在高雄文學館舉行。講

座以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季為主題，邀請曾貴

海、葉石濤、鍾鐵民、吳錦發等高雄作家駐館。另外

也同步辦理作家創作文物展，展出照片、手稿、寫作

年表及相關文物。

15日　作家張朗逝世，得年76歲。（參見辭世作家
頁366）

22日　行政院文建會、台南縣政府、善化慶安宮三

個單位，合力將慶安宮東廂房二樓整修成「沈光文紀

念廳」，本日舉行揭牌儀式。除沈光文塑像、生平略

傳和年表外，也展示當年漂流到台灣的路線圖。另有

書法比賽、擊缽吟詩、國樂演奏等活動。

24日　國家台灣文學館主辦的「第一屆台灣文學研

究論文獎助」得獎名單揭曉，計有3位博士生和8位碩
士生獲得獎助。（得獎名單參見頁336）

◇　台北藝術大學校長邱坤良繼陳其南之後，接任行

政院文建會第八任主委，持續推動國內文化建設事

業。

本月　北美中華新文藝學會人事改選，由作家石地

夫（魯肇煌）、喻麗清擔任第10屆正、副理事長，
紀弦、吳瑤玲為監事，陳伯豪、陳大哲、陳敏華、

古銑賢、蔣雲仲為理事。

二月

4日　中國時報、誠品書店合辦的「閱讀歐洲四國‧

台北書展駐展作家」系列講座，本日起至9日，每晚
在誠品信義店舉辦。邀請南方朔、張大春、楊照、

龍應台、蔡淑玲、陳文茜，以法、德、希臘、波蘭

文化及借展的古書為題，探討其文化、生活、信

仰，藉此拓展國人對歐洲世界的視野和理解。

7日　行政院新聞局主辦，台北書展基金會承辦的

「第14屆台北國際書展」，本日起至12日，在台北
世貿中心展出。本次書展計有來自全球41個國家
八百多家出版社共同參與。書展以「閱讀與出版的
嘉年華會」為主題，並首度打破單一主題國，同時

展出德、法、波蘭、希臘4國五百種以上圖書，重
要展出項目包括古書、藝術演出、攝影展、電影暨

紀錄片影展等，以呈現文化的多樣面貌及閱讀的多

元色彩。另針對四國推薦版權書目，將翻譯為中、

英、日、韓四種語文。

◇　榮後文化基金會主辦的「第10屆南鯤鯓台語文
學營」，本日起至11日，在台南縣北門鄉南鯤鯓廟
舉行。邀請莊柏林、洪惟仁、李勤岸等十多位專家

學者及台語文作家，就台語詩歌、散文、小說、歌

謠、民間說唱、羅馬字等不同面向進行授課與經

驗分享。會中同時頒獎表揚「第15屆榮後台灣詩人
獎」的得主陳明仁，肯定其台語書寫及對台語文運

動的貢獻。（活動課程參見頁347）

10日　行政院新聞局主辦的「第30屆金鼎獎」得
獎名單揭曉。特別貢獻獎頒給從民國65年開始擔任
《明道文藝》雜誌社社長陳憲仁。（各類得獎名單
參見頁339、參見焦點人物頁358）

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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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　歷史學家暨文學作家逯耀東因病逝世，得年

73歲。（參見辭世作家頁367）

15日　二魚文化公司主辦的「2005台灣詩選年度詩
獎」揭曉，由「以傳布詩為樂事」的文學評論家南

方朔獲得殊榮。16日，在台北誠品信義店舉行台灣
年度詩選新書發表暨年度詩選獎頒獎典禮。

22日　行政院文建會、日本株式會社國書刊行會合
作出版台灣現代文學系列，舉行李喬《寒夜》日文

版新書發表會。

25日　國家台灣文學館主辦，成功大學台文所承辦

的「2006週末文學對談—詩、散文與兒童文學」，

本日起至11月25日，特定週末在該館演講聽舉行。
本季除延續上一季詩與散文的主題外，另加入「兒

童文學」與「台語文學」的議題。各場次除呈現族

群、性別與政治等重要文學命題外，更凸顯文學中

細膩的美學、理想與愛情，以作家與評論者間多向

對話的形態與宏觀視野，關照台灣文學的歷史圖誌

與多樣面貌。

三月

1日　教育部策劃，國立編譯館主編的《青少年台灣

文庫—文學讀本》，在台北誠品信義店舉行新書發

表會，共計12冊。本文庫兼顧「文學性」、「台灣
性」、「青少年」，蒐錄日治至戰後的文學作品，

內容涵蓋青少年成長過程所關注的議題，並兼及

文學家對生命和生存意義的探討。每篇選文都有導

讀，引領青少年領略文學之美。

3日　政治大學台文所舉辦的「現代主義又來了」講

座，本日起至4月28日每週五開講。8次講座，分別
介紹王尚義、李敖、余光中、白先勇、七等生、洛

夫、施叔青、林懷民等作家，帶領讀者認識台灣的

60年代。

4日　麥田出版公司主辦的人文講堂，本日起至5月
20日，每週六在金石堂書店信義店開講。邀請王文
興、羅智成、舞鶴等作家，分享創作經驗。

◇　作家粟耘因病逝世，得年61歲。（參見辭世作
家頁368）

9日　作家沈君山散文〈二進宮〉、東方白小說

〈頭〉、楊隆吉童話〈虎姑婆的夢婆橋〉，分別榮

獲九歌年度散文獎、小說獎及童話獎。

11日　台南縣新化鎮公所修建成立的「楊逵文學紀

念館」，正式落成啟用。為紀念楊逵逝世21周年，
舉辦一系列演出活動，推動在地藝術文化。

15日　靜宜大學台文系主辦的「北鍾南葉」座談

會，在該校圖書館蓋夏廳舉行。會中由兩位相識相

惜一甲子的葉石濤、鍾肇政暢談彼此的文學生涯，

及其對台灣文學發展的期許。

◇　世界華文作家協會會員代表大會，本日起至18
日，在澳門大學舉行。會中宣布成立「世界華文作

家協會」網站平台，開辦中篇小說獎，以五萬字為

限，獎金三萬美金，並在美國成立作家會館，加強

作家資料典藏及研究。

圖61

李喬《寒夜》日文版。

圖62　楊逵文學紀念館（照片提供／台南縣新化鎮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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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縣鹽水鎮月津文史發展協會舉辦的「台語

歌詩吟唱會」，在鹽水鎮「台灣詩路」舉行。邀

請王藝名以布袋戲偶吟詩外，還有黃三郎等多位詩

人、歌手吟唱台語詩歌。

17日　誠品書店17週年慶，邀請17位社會名人作為
閱讀代言人，舉辦「愛讀17‧書中國度我最大」活
動。另外，針對年輕人以「愛讀人氣高校票選」、

戶外搖滾音樂會、演講等活動，吸引青年學子加入

閱讀行列。

◇　搶救白話文聯盟、海翁台語文教育協會主辦的

「還阮台灣文學的主體性—台灣文學再正名」座

談會，在成功大學修齊大樓舉行。由黃勁連、蔣為

文、方耀乾、蔡金安等人與會座談。

18日　金石堂書店舉辦的「原味台灣書展」，本日

起至4月15日，以呈現「本土文化之美」為主題，透
過閱讀台灣的書、唱出台灣的歌，凝聚對這塊土地

的感情。

22日　皇冠文化出版公司舉辦的「第6屆皇冠大眾
小說獎」舉行頒獎。由楊甯《純律》獲得百萬小

說獎，另外獲獎的還有林郁庭《離魂香》、成英

姝《地獄門》、梁亨《最美的東西》、康祁《將

薰》。

27日　真理大學台文系主辦的「鍾理和文學週」，

本日起推出一系列活動，包括早期影片欣賞、鍾理

和作品、照片及台灣作家作品展、現代台語創作台

語歌謠、講古等。另邀請鍾鐵民以「台灣文學的過

去、現在、未來」為題座談，他強調台灣文學應拋

棄悲情，才能吸引更多讀者。

30日　作家陸白烈逝世，得年75歲。（參見辭世作
家頁369）

本月　台南縣國學會、鯤瀛詩社舉辦的「全國詩人
聯合大會」，頒授郭崇城「鯤瀛國學獎傑出詩人貢

獻獎。」

本月　台灣羅馬字協會、台灣南社、台灣教師聯盟
等38個本土社團組成「搶救白話文聯盟」，推動台
語文。

本月　馮季眉、謝鴻文分別接任中華民國兒童文學

學會理事長及桃園縣兒童文學學會理事長。另，張

明玉當選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會長，古冬（本

名張袞平）、乃楓（本名趙征）為副會長。

四月

1日　人間福報舉辦的「第6期文藝寫作班」本日起
至6月3日，每週六於佛光山台北道場舉行。課程以
「小說」為主題，邀請李瑞騰、張啟疆、向陽等9位
作家、學者進行授課與經驗分享。

2日　信誼基金會主辦的「第18屆信誼幼兒文學獎」
舉行頒獎。由王秋香、劉旭恭等8人獲獎。特別貢獻
獎則頒給陳錫冬、郭信志。（得獎名單參見頁340）

5日　作家徐鍾珮逝世，得年89歲。（參見辭世作家
頁370）

7日　行政院文建會結合書店與出版社，發起「全國
閱讀運動」，推薦63本文學好書，文類涵蓋繪本、
散文、詩及小說，內容適合兒童、青少年及成年

人。另有書展、閱讀心得徵文比賽等活動。

8日　金門縣文化局主辦，聯經出版公司製作的《金

門文學叢刊》第三輯出版。創作題材從異鄉到原

鄉，書寫範圍從個人到族裔，作品見證金門戰爭與

和平的文化底蘊。

12日　台北市文化局主辦的「第8屆台北文學獎—
面向海洋」得獎名單揭曉。徵文類別包括年金類、

市民組現代詩、散文、青春組現代詩、故事寫作5
項，分別由徐國能、鄭順聰、羅漪文、羅晴、盧宛

均等55位獲獎。（得獎名單參見頁335）

◇　文學評論家李慕如逝世，得年68歲。（參見辭
世作家頁371）

15日　哈佛中國文化工作坊暨北美華文作家協會紐

英倫分會舉辦的「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在哈佛

大學燕京圖書館舉行。兩場會議分別由王德威、張

鳳主持，由聶華苓、平路、施叔青等人發表演說。

21日　巫永福文化基金會主辦的「巫永福獎」得

獎名單揭曉。廖鴻基《漂島》獲得「巫永福文學

獎」；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獲得「巫永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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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評論獎；曹長青《理性的歧途》獲得「巫永福文

化評論獎」。

22日　東吳大學文學創作研究室、林語堂故居合辦

的「週末語堂」，本日起至6月24日，邀請李昂、
張曼娟、焦桐等10位作家融合古今中外、經典與趣
味，講授美學與飲食，從文學和藝術中建立不同的

生活美學。

29日　中山醫學大學台文系主辦的「第一屆台灣語

文暨文化研討會」，29、30兩日在該校舉行。由李
勤岸、蔣為文、丁鳳珍等學者專家發表31篇論文。
（論文題目參見頁321）

30日　亞洲華文作家文藝基金會舉辦的「向資深作

家琦君女士致敬」典禮，在台灣大學校友聯誼社舉
行。自美返台定居的琦君，由夫婿陪同出席受獎。

作家司馬中原、丘秀芷、符兆祥、初安民、季季等

人都出席觀禮。

五月

2日　九歌文教基金會主辦的「第14屆九歌現代少兒
文學獎」得獎名單揭曉，由陳三義等8人獲獎。（得
獎名單參見頁333）

4日　中國文藝協會舉辦的「第47屆文藝獎章」舉
行頒獎，表揚95年榮譽文藝獎章及文藝獎章的得獎
人，計有朱炎、向明，以及宇文正、亞媺、陳康順

等19人獲獎。（得獎名單參見頁334）

6日　耕莘文教基金會主辦的「搶救文壇新秀再作

戰文藝營」，6、7兩日在新店崇光女中舉辦。除
了「文學獎攻略手冊」、「一對一小說門診」、

「五十萬小說讀書會」等課程傳授寫作、投稿的經

驗外，另有「台灣文學夢幻一軍」、「華文世界八

大家」、「日本文學導讀」等課程，導讀32位世界
知名作家作品。（活動課程參見頁347）

9日　詩人、文學評論家、翻譯家葉笛因胃癌病逝，

得年75歲。（參見辭世作家頁372）

12日　中興大學台文所主辦的「台灣文學傳播全國

學術研討會」，12、13兩日在該校舉行。會中邀請
蔡文甫以「為台灣文學守門：我的文學傳播經驗」

為題演講，並由陳義芝、楊澤、路寒袖出席「副刊

與台灣文學」座談。另有須文蔚、許俊雅、游勝冠

等多位學者針對文學媒體與文學思潮、運動和社群
關係等議題發表18篇論文。（論文題目參見頁322）

◇ 花蓮教育大學民間文學所主辦的「2006民俗暨
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12、13兩日在該校舉行。
會中邀請金榮華以「台灣賽夏三大傳說試探」為題

演講，由李進益、王三慶、浦忠成等學者針對故

事、傳說、民間信仰、原住民神話等議題發表15篇
論文。（論文題目參見頁322）

◇ 作家陳一華逝世，得年54歲。（參見辭世作家
頁373）

14日　作家上官予逝世，得年82歲。（參見辭世作
家頁374）

圖63

九歌文教基金會主辦，「第14屆

九歌現代少兒文學獎」。

（照片提供／九歌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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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　高雄市文化局主辦、文訊雜誌社策劃執行的
「閱／讀繆思的容顏：作家影像展」，本日起至31
日，在高雄文學館展出李冰、鍾順文、鄭烱明等近

百位台灣當代作家少年的影像及生命中重要階段的

相片，並由作家親筆寫下相片背後關於文學記憶的

皺摺、生命的刻痕、歷史的印跡。

◇　高雄縣文化局舉辦的「第5屆鳳邑文學獎」得獎
名單揭曉。徵文類別包括現代詩、散文、現代劇劇

本三項，分別由解昆樺、歐陽嘉等15人獲獎。（得
獎名單參見頁345）

22日　西湖高中、惠文高中、曉明女中、新社高
中、長億高中、中興高中、清水高中、大里高中聯

合舉辦的「中台灣聯合文學獎」，在大里高中舉行

頒獎。徵文類別包括新詩、小說、散文三項，計有

66人獲獎。

26日　耕莘文教基金會舉辦的「耕莘華人女性詩歌

季」，在聯經文化演講廳舉行「女‧詩人‧們」座

談。由陳育虹、廖之韻及 川對談，主題為「談女性

詩歌的養分」，從個人不同的成長背景，交流彼此

有關女性創作者的心路歷程，及如何找到自己的詩

領空。

27日　教育部與國家台灣文學館主辦，中正大學

台文所、加拿大雅博達大學東亞系共同承辦的「鄭

清文國際學術研討會」，27、28兩日在中正大學舉
行。會議中除鄭清文親臨會場，促成學界與作者的

直接對話外，也邀請李喬、李魁賢、陳千武座談，

共同檢視台灣文學創作環境的變遷。另有邱子修、

岡崎郁子、金良守等多位國內外學者發表18篇論
文。（論文題目參見頁324）

◇　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籌備處主辦的「第一屆台

東大學華語文學術研討會」，在該校舉行。會中邀

請浦忠成以「全方位的語文教育課程規劃」為題專

題演講，並由孫大川、龔顯宗、周慶華等學者針對

華語文教學、語言文字、中西比較詩學、多元文化

等議題發表18篇論文。（論文題目參見頁323）

◇　柏林文學社（Literaturwekstatt Berlin）舉辦的
「第7屆柏林詩歌節」，本日起至6月4日，在柏林波
茲坦廣場及文化釀酒廠舉行。台灣詩人夏宇受邀出

席，並於會場上以中文朗誦〈要不要就一起加入共

產黨〉、〈自我的地獄〉、〈是時候了〉等詩作，

獲當地觀眾熱烈反應和共鳴。

28日　作家彩羽逝世，得年80歲。（參見辭世作家
頁375）

29日　中華民國全球華人文藝協會舉辦的「第一屆

全球華人文學會議」，在佛光山日本本栖寺舉行。

會議以「文學與佛學—我的人生啟蒙」為主題，由

廖玉蕙、顏艾琳、永芸法師、向陽、林耀堂等人發

表23篇論文。

31日　台中市文化局主辦的「第9屆東亞詩書展暨
電子書啟動儀式」，在該局舉行。來自台、日、韓

的詩人透過詩書交流，除展示手稿外，配合作品的

出版，將詩人的作品、真跡、影像、簡介作完整呈

現。另有「現代詩國際研討會」，由趙天儀、高橋

喜久晴、金光林等學者分別就台、日、韓現代詩創

作趨勢及表現技巧發表5篇論文。（論文題目參見頁
324）

◇　中華民國新詩學會舉辦的「優秀青年詩人獎」

頒獎。分別由廖大期、惠童、許赫、林佳儀、莫

傑、曹尼、陳允元、阿讓等人獲獎。

本月　成功大學中文系通過成立「現代文學研究

所」，預計2007年9月開班，每屆招收12名碩士生，
此乃台灣第一個專門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所。

該所將以「中華民國為立場」研究中國現代文學，

並耕耘過去為台文所忽略的荒地，以補足台灣文學

研究的缺口。

六月

1日　中國國民黨中常會通過「中央日報社股份有限
公司股權處分案」，本日起停止對中央日報補助，

並宣布中央日報暫停發刊，未來將轉型為電子報。

中央日報1928年2月1日創刊於上海，為國民黨黨營
報紙，78年來共發行28356號。

◇　彰化縣文化局舉辦的「第8屆磺溪文學獎」揭
曉，徵文類別包括小說、新詩、散文、報導文學四

項，分別由葉至軒、陳德翰、余益興等17人獲獎。
（得獎名單參見頁345）

3日　國家台灣文學館主辦、中興大學台文所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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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3屆全國台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
3、4兩日在中興大學舉行。57篇來稿論文，經陳信
元、黃美娥、楊翠、游勝冠四位教授審查，選出18
篇論文於會議宣讀。內容涵蓋本土性、現在性、傳

統性、性別研究、國族認同、移民書寫、敘事語

言、民俗等，研究議題多元豐富。會中另邀請陳萬

益教授以「台灣文學與東亞文學、世界文學」為題

進行專題演講。（論文題目參見頁324）

7日　作家琦君因肺炎病逝，得年89歲。另於7月24
日舉行「細雨紛飛，燈花已落—懷念永遠的琦君追

思會」。（參見辭世作家頁376）

9日　國家台灣文學館主辦、文訊雜誌社策劃執行的
「當我們青春年少—作家影像故事展」開幕。本展

覽邀請馬森、蓉子、陳若曦等42位台灣作家展出他
們求學階段的青澀影像及心情故事，照片及展出物

件橫跨1930至1980年代。館方同時規劃主題書展，
展出所有展覽作家的作品及相關研究資料，延伸展

覽內涵及深度。

11日　彰化縣文化局舉辦「台灣古典漢詩彙整計畫

系列活動—丙戌年全台詩社交流新書發表會、漢詩
研討聯吟大會」，慶祝彰化縣詩學研究協會創立30
周年。除邀請學者發表論文外，並由學士吟詩社穿
插演出。

17日　中央日報、明道文藝合辦的「第24屆全國學

生文學獎」舉行頒獎。徵文類別包括大專組小說、

新詩、散文；高中組新詩、散文5項，分別由詹大
申、許惠琪、許皓甯、陳燕欣等40人獲獎。（得獎
名單參見頁337）

23日　靜宜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兒童文學研
究室合辦的「第10屆全國兒童文學與兒童語言學術
研討會」，23、24兩日在該校舉行。會中由鄭先佑
以「兒童文學：老年的智慧，小孩的情境」為題演

講，另有鄭邦鎮、蔡秀菊、洪浩仁等人，針對兒童

文學的自然書寫、文學教育、環境教育、媒體再現

等議題發表15篇論文。（論文題目參見頁325）

25日　佛光大學文學系、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中心主

辦的「文學與傳播研討會：古典文學、現代文學的

傳播與接受」在該校舉行。由林明昌、許智宗、程

沛光等人針對文學的媒體傳播、接受、出版現象等

議題發表9篇論文。（論文題目參見頁325）

27日　花蓮縣文化局舉辦的「花蓮文學獎」得獎名

單揭曉。徵文類別包括新詩菁英組、新詩新人組、

散文菁英組、散文新人組，分別由陳士鳳、李特

恩、呂政達、蔡思盈等16人獲獎。（得獎名單參見
頁339）

30日　台北市政府新聞處、台北捷運公司、聯合報

合辦的「第1屆台北旅行文學獎」揭曉。由侯季然等
10人獲獎。（得獎名單參見頁335）

圖64

「當我們青春年少—作

家影像故事展」在國立台

灣文學館開幕，作家們在

展示版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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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　聯合文學出版的《20世紀台灣文學金典》出
版，由向陽主編，分為小說卷、散文卷，計選入

賴和、呂赫若、白先勇、黃春明、舞鶴等54位小說
家，及梁實秋、臺靜農、柏楊、琦君、葉石濤、楊

牧等75位散文家的作品。作品年代溯至1920年代台
灣新文學運動發軔至20世紀終期。本次散文選強調
知性散文，特別選入學者王德威、張小虹等人作

品，為台灣散文開闢新局。

七月

4日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主辦的「第10屆國家文藝
獎」得獎名單揭曉。分別由小說家李喬等7位不同領
域的傑出文藝工作者獲獎。（得獎名單參見頁343；
關於李喬另參見焦點人物頁355）

6日　知名漢學家夏志清教授以85歲高齡，當選中研
院院士。（參見焦點人物頁357）

7日　台灣羅馬字協會、成功大學台文系合辦的「第

11屆世界台語文化營」，本日起至9日，在台東縣綠
島鄉舉行。活動以語言文化多樣性與生態保護為主

題，結合文化與環保，增強台灣語言文化在國際上

的競爭力。講師群則邀請語言及環保專業人士共同

參與，增加課程豐富度。

◇　台東大學舉辦的「台灣兒童文學發展的省思學

術研討會」，7、8兩日在台東大學舉行  。會中由
張子樟及宋文里分別以「台灣兒童文學的現在與未

來—一個擺渡人的觀察與反思」和「紅孩兒與赤

子之心：To Own Our History」為題演講，並由邱子
寧、白雲開等人發表8篇論文。（論文題目參見頁
326）

◇ 新竹市文化局舉辦的「竹塹文學獎」得獎名單

揭曉。徵文類別包括短篇小說、現代詩、散文、兒

童詩4項，分別由葉志軒、倉田南、方秋停、黃如暄
等20人獲獎。（得獎名單參見頁338）

8日　作家葉蟬貞於舊金山逝世，得年89歲。（參見
辭世作家頁377）

15日　台中市文化局策劃的「作家身影系列」推出

「文遠的文學者—陳千武特展」，本日起至9月3
日，在台中市市役所展出。現場除展示陳千武的創

作手稿、創作年表、居家照片外，另有書法家將陳

千武的詩句，以書法展現。

16日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聯合報合辦的「第3屆
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得獎名單揭曉。徵文類別

包括短篇小說、新詩兩項。原短篇小說得獎者朱宥

勳因違反徵文規定，主辦單位決議取消獲獎資格，

並重新調整名次，由趙弘毅、莊子軒等15人獲獎。
（得獎名單參見頁336）

27日　台灣海翁台語文教育協會、靜宜大學台文系

合辦的「第2屆海翁台灣文學營」，本日起至30 日，
在靜宜大學舉行。邀請洪惟仁、李勤岸、張屏生、

邱若山、黃勁連演講。另於開幕式中，舉行「第3屆
海翁台語文學獎」頒獎。該獎徵文類別包括散文、

小說、詩、囡仔小說4項，分別由陳廷宣、呂美親、

圖65

「第1屆台北旅行文學

獎」得獎人合影。（照

片提供／台北市政府新

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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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基博等11人獲獎。（活動課程參見頁348；得獎名
單參見頁341）

29日　吳濁流文學獎基金會主辦的「第37屆吳濁流
文學獎」舉行頒獎。由陳垣三、方耀乾分別獲得小

說獎和新詩獎。

本月　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舉辦的「第1屆紅樓夢：
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揭曉。首獎由中國大陸作

家賈平凹《秦腔》獲獎，贏得30萬港幣，決審團獎
由香港董啟章《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台灣陳玉

慧《海神家族》、中國大陸劉醒龍《聖天門口》獲

獎。

八月

2日　苗栗縣文化局舉辦的「第9屆夢花文學獎暨張
漢文先生文化紀念獎」得獎名單揭曉。徵文類別包

括短篇小說、新詩、散文、報導文學4項，分別由彭
心楺、鄭傑文、方秋停、許勝雄等21人獲獎。（得
獎名單參見頁345）

3日　聯合文學與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主辦的「全

國巡迴文藝營」，本日起至5日，在元智大學舉辦。
活動以「嬉遊文藝樂園」為主題，以「呈現文學新

世代，展開文學新領域」為號召，邀請李昂、東

年、郝譽翔等作家及藝文、電影、電視名人授課。

（活動課程參見頁349）

◇　行政院文建會主辦，台灣北社承辦的「2006山
海文化獎—山海印象‧島國之戀」舉行頒獎。徵文

類別包括詩歌、散文、攝影，分別由郭漢辰、鄭立

明、蔡蕙蘭等26人獲獎。（得獎名單參見頁333）

5日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主辦的「第28屆鹽分
地帶文藝營」，本日起至9日，在台南縣北門鄉南鯤
鯓廟舉行。活動以「HoLo文學」為專題，邀請楊青
矗、呂興昌、陳黎、宋澤萊等作家演講，並邀請日

本學者赤松美和子駐營參與座談。在始業式中同步

頒獎表揚「台灣新文學貢獻獎」得主楊青矗，肯定

其長期以敏銳的觀察與筆觸，透過創作致力反映現

實社會的不公不義。（活動課程參見頁350；關於楊
青矗另參見焦點人物頁361）

6日　台北市勞工局舉辦的「2006外勞詩文比賽」

頒獎。徵文類別包括詩、散文兩組，共18人獲獎。
市長馬英九承諾明年度將擴大為「外勞文學獎」，

並增加短篇小說獎，鼓勵外籍勞工投入文化藝術創

作。

15日　桂冠書店由於大環境改變，獨立書店經營不

易，本日起結束營業。

◇　新竹縣文化局舉辦的「2006新竹縣吳濁流文藝
獎」得獎名單揭曉。徵文類別包括現代詩、散文、

報導文學3項，分別由林金郎、蔣文鵑、鄭立明等8
人獲獎。（得獎名單參見頁344）

21日　「第二屆世界兒童文學大會暨第8屆亞洲兒
童文學大會」本日起至26日，在韓國首爾舉行。會
議以「嚮往和平的兒童文學」為主題，邀請德、

法、瑞典、加拿大、台灣等國家和地區四百多學者

參加。代表台灣的趙天儀教授受邀發表演講，蔡清

波、黃玉蘭、嚴淑女、卓淑敏等人，亦分別針對兒

童文學的多樣性、戰爭敘述、文化產業、生態意識

等議題，前往發表論文。

24日　國家台灣文學館主辦，INK印刻文學生活誌
承辦的「2006全國台灣文學營」，本日起至26日，
在海洋大學舉行。邀請陳芳明、蘇偉貞、陳列、楊

澤、紀蔚然等人授課。（活動課程參見頁350）

◇　南投縣文化局舉辦的「第8屆玉山文學獎」得獎
名單揭曉。徵文類別包括新詩、散文、短篇小說、

古典詩，分別由林金郎、鄭宇辰、葉志軒、龔必強

等24人獲獎。（得獎名單參見頁336）

30日　雲門舞集舉辦的「第3屆流浪者計畫」甄選結
果揭曉。分別由專業組的盧健英、廖博弘等含括攝

影、視覺設計、音像記錄、音樂及文字創作等不同

藝術領域的8位申請人獲得獎助。

本月　行政院文建會策劃的《台灣戲劇館—資深

戲劇家叢書》第三期出版，分別是邱坤良《陳大

禹》、鐘喬《簡國賢》、藍博洲《宋非我》、王唯

《姜龍昭》、顧乃春《黃美序》，內容以人物傳記

為主軸，歷史背景為橫向連結，展現戲劇家的生命

史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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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4日　桃園縣文化局舉辦的「第11屆桃園縣文藝創作
獎」得獎名單揭曉。徵文類別包括短篇小說、散文2
項，分別由張英珉、呂政達等8人獲獎。（得獎名單
參見頁341）

9日　台南縣文化局舉辦的「第14屆南瀛文學獎」揭
曉，徵文類別包括長篇小說、劇本、現代詩、古典

詩、散文、短篇小說、兒童文學及文學部落格獎，

分別由林立坤、林明堃、吳東晟、許榮哲等30人獲
獎；南瀛文學傑出獎則由閻鴻亞獲得。（得獎名單

參見頁340）另外，「紀念蘇添水先生南瀛學研究博
碩士學術論文獎」亦揭曉，由李宜芳、許耿肇、楊

美莉、楊淑玲、王建均等5人獲獎。

10日　成功大學台文系主辦的「台日台灣文學研

究者交流會議」，10至12日在台南縣虎頭埤舉行。
由橋本恭子、林巾力、魏偉莉等台、日博士生以台

灣文學為中心發表論文，相互切磋。（論文參見頁

327）

◇ 台中縣文化局主辦的「第8屆中縣文學獎」得獎
名單揭曉。徵文類別包括短篇小說、散文、新詩、

報導文學4項，分別由歐陽嘉、林亭君、吳國源等20
人獲獎。（得獎名單參見頁334）

13日　中央日報於6月1日宣布停刊後，經過三個月

的整理、籌備，「中央日報網路報」本日起正式開

台營運。

16日　聯合報、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舉辦的「第28
屆聯合報文學獎暨第23屆吳魯芹散文獎」揭曉。聯
合報文學獎徵文類別包括短篇小說、散文、新詩3
項，分別由張萬康、王威智、陳羿溱等9人獲獎；吳
魯芹散文獎則由夏曼‧藍波安獲得。（得獎名單參

見頁346）

19日　台北市文化局籌劃的「第2屆秋之興台北文
學季」宣告展開，以「城市轉角的文學」為核心精

神，舉辦包括「第9屆台北文學獎」、「捷運及公車
詩文」、「文學電台」、「台北詩歌節」、「作家

之夜」等跨年度的文學活動。

28日　苗栗縣政府主辦，文化局及聯合大學台灣語

文與傳播系承辦的「第4屆苗栗縣文學研討會」，
28、29兩日在聯合大學舉行。會議以「故鄉與他
鄉」為主題，邀請李喬、彭瑞金、黃惠禎出席「大

學文學教育與地方文化教材」座談。另由黃信洋、

吳聲淼、孫榮光等人發表12篇論文。（論文題目參
見頁327）

30日　國家台灣文學館主辦，文學台灣基金會承

辦的「台灣大河小說家作品學術研討會」，本日

起至10月1日，在該館國際會議廳舉行。會中邀請
林鎮山、李喬分別以「我所知道的東方白和《浪淘

圖66

「台灣大河小說家作品學

術研討會」在國立台灣文

學館國際會議廳舉行，與

會作家、學者會後合影。

前排坐者右起趙天儀、葉

石濤夫婦、鍾逸人、李

喬、鄭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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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和「歷史素材書寫心得」為題演講，並由余

昭玟、三木直大、歐宗智等人以鍾肇政、東方白、

李喬的大河小說為對象發表7篇論文。館內另有「東
方白《浪淘沙》等創作資料捐贈儀式及展覽」同步

開幕。（論文題目參見頁327）

◇　台北藝術大學舉辦的「賴聲川劇場藝術國際學

術研討會」，本日起至10月1日在該校舉行。會中由
賴聲川、聶光炎、靳萍萍、鄧程惠等人出席「賴聲

川與藝術群」座談，並由王友輝、簡立人、蔡其璋

等人針對賴聲川作品、集體即興、導演、修行與創

作、賴聲川與台灣戲劇發展、世界劇場中的賴聲川

等議題發表15篇論文。（論文題目參見頁327）

◇　國家台灣文學館、靜宜大學台文系合辦的「女

性文學學術研討會」，本日起至10月2日，在靜宜大
學舉行。本會議跳脫研究者單向自我言說的現象，

聚合不同世代，各文類的女性創作者及女性文學研

究者相互對話。邀請季季、李昂、杜潘芳格、周芬

伶、利格拉樂‧阿 等14位擅於散文、小說、詩各領
域的女性作家，撰寫本身的創作經驗、理念，或其

寫作歷程之陳述，並由藍建春、賴香吟、彭瑞金、

王鈺婷、楊翠等28位評論學者針對前述作家作品發
表學術論文，另外邀請向陽、邱貴芬、陳昌明、趙

天儀、鄭慧如等12位學者，針對作家與學者之論文
提出綜合評述。（論文題目參見頁328）

◇　作家暨翻譯家胡品清女士逝世，得年85歲。
（參見辭世作家頁378）

十月
1日　台南市立圖書館舉辦的「第12屆府城文學獎」
得獎名單揭曉。徵文類別包括現代詩、散文、短篇

小說、劇本、文學評論5項，分別由林勇志、翁麗
修、陳淑敏、陳明成等20人獲獎；特殊貢獻獎則頒
給蘇偉貞，集結成冊由陳正雄獲得。（得獎名單參

見頁338，關於蘇偉貞另參見焦點人物頁364）

2日　中國時報舉辦的「第29屆時報文學獎」揭曉，
徵文類別包括散文、短篇小說、新詩、鄉鎮書寫四

類，分別由黃以淮、丁允恭、辛金順、黃以恩等12
人獲獎。另外，首屆舉辦的「人間新人獎」由吳音

寧獲得。（得獎名單參見頁341）

3日　澎湖縣文化局舉辦的「菊島文學獎」得獎名單

揭曉。徵文類別包括社會組現代詩、散文、青少年組
現代詩、散文4組，分別由鍾順文、柯延婷、洪筱玫
等20人獲獎。（得獎名單參見頁344）

4日　2006年法蘭克福書展揭幕，本日起至8日展
出。書展主題為「未來的教育」，計有來自113國
7272個參展者，超過11萬種新出版品展出。包括諾
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前法蘭克福書展主席衛浩

世、台北國際書展主席郝明義、作家張大春、台灣駐

德代表謝志偉均受邀出席。

13日　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主辦的「第13屆東元
獎」，獎勵對科技與人文發展有特殊貢獻的人才，其

中「人文類」則由小說家黃春明獲獎。（參見焦點人

物頁359）

14日　宜蘭縣文化局舉辦的「第2屆蘭陽文學獎」得
獎名單揭曉。徵文類別包括新詩、散文、童話、歌仔

戲劇本等4項，分別由涂寬豫、高自芬、楊隆吉、呂
璧如等25人獲獎。（得獎名單參見頁346）

15日　懷恩基金會、聯合報副刊合辦的「第1屆懷恩
文學獎」得獎名單揭曉。徵文對象包括社會組、學生
組，分別由許蓓苓、張婷詠等30人獲獎。（得獎名單
參見頁346）

17日　行政院文建會策劃，由文建會中部7個附屬機
構及南部的國家台灣文學館主辦，台中縣市、彰化

縣、南投縣文化局協辦的「歷史‧行動—2006國民
文化日／中部文化圈啟動」，本日起至11月5日，結
合中部藝文館及南部的國家台灣文學館，展開一系列

藝文展演活動。明台高中董事長林芳媖女士也結合

此活動，以「緬懷林獻堂先生暨慶祝台灣文化協會成

立85周年慶」，邀請文史專家舉辦講座。 

◇ 由台北市政府籌備位於當年日本警察囚禁台籍

異議人士的北警署（今大同警分局）的「台灣新文化

運動館」，本日舉行揭幕儀式。同時也舉辦紀念特

展，呈現1860年代台北開埠以來，在文學、音樂、戲
劇、美術等文化事蹟。

20日　國家台灣文學館出版，旅日學者黃英哲召集

編譯的《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舉行

新書發表會。本書透過日治時期文學理論、文藝批

評、文學史論述等的翻譯整理，對於日治時期文學史

的建構、耙梳，有關鍵性的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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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日報舉辦的「第19屆梁實秋文學獎」得獎
名單揭曉。徵文類別包括散文創作類、翻譯類譯詩

組、翻譯類譯文組，分別由黃信恩、張芬齡、胡守

芳等13人獲獎。（得獎名單參見頁343）

22日　台中市文化局舉辦的「第9屆大墩文學獎」舉
行頒獎。徵文類別包括新詩、散文、兒童文學、報

導文學四項，分別由林立坤、藺奕、夏婉雲、黃豐

隆等20人獲獎。（得獎名單參見頁333）

25日　國家台灣文學館編纂出版的《2005台灣文
學年鑑》舉行新書發表會。本年鑑架構分為特稿專

輯、創作與研究綜述、著作與出版、會議與活動、

人物、大事記、名錄、索引8個部分。其中特稿專輯
部分，特別針對終戰60年、年鑑10年、台灣文學系
所成立等議題進行回顧與展望。「去表格化」純以

條目呈現的編輯方式，則是與過去9年的年鑑在形式
上的最大不同，目的在於以有限的頁數容納最大的

資訊量。

26日　行政院文建會主辦，清華大學台文所承辦的

「台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第5屆東亞學者現代中
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6至28日在清華大學舉
行。會議以「台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為主題，由

廖朝陽、黃美娥、柳書琴、下村作次郎、范銘如等

人針對台灣文學與漢移民文學、日本殖民文學、戰

後中國文學、西洋文學和當代文學文化理論的複雜

角力關係等議題，發表24篇論文。（論文題目參見
頁328）

28日　成功大學台文系、台灣羅馬字協會合辦的

「2006台語文學學術研討會」，28、29兩日在成功
大學舉行。會議以「台語詩歌的土地書寫」為主

題，邀請阮光紅以「越南字的文學發展史」為題演

講，並由李勤岸、黃建銘、丁鳳珍、方耀乾等人針

對台語詩歌的土地書寫、台灣意象、美學傳統及台

語詩人的鄉土書寫等議題發表24篇論文。（論文題
目參見頁329）

29日　小說家朱煥文逝世，得年83歲。（參見辭世
作家頁379）

30日　文訊雜誌社主辦的「第18屆文藝界九九重陽
聯誼活動」，在台北市青少年育樂中心舉行。本活

動以「影像重陽—讓我們共話當年」開場，計有海

內外作家童真、杜潘芳格、周夢蝶、艾雯、張默等

四百多位作家出席同歡。

本月　小說家林俊穎受東華大學邀請，出任駐校作

家，並開設「小說文類研究」、「散文創作」與

「華人作家」三門課。

圖67　《文訊》雜誌主辦，「第18屆文藝界九九重陽聯誼活動」在台北市青少年育樂中心舉行。（照片提供／文訊雜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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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
1日　基隆市文化局舉辦的「第4屆海洋文學獎」得
獎名單揭曉。徵文類別包括公車短詩、短文、童話

故事3項，分別由陳茂賢、裴學儒、謝宇斐等33人獲
獎。（得獎名單參見頁341）

2日　詩人童鍾晉逝世，得年76歲。（參見辭世作家
頁380）

3日　花蓮縣文化局、吳景聰文化藝術基金會合辦

的「第1屆太平洋詩歌節」，本日起至5日在花蓮松
園別館舉行。本活動邀請余光中、楊牧、鄭愁予等

13位詩人，及陳芳明、劉紀蕙、陳昌明等14位詩評
家，以詩為活動靈魂，進行「圓桌詩會」。另有原

住民詩歌朗誦、表演等活動。

4日　 聯合報、聯合文學舉辦的「第20屆聯合文學小
說新人獎」頒獎。徵文類別包括中篇小說、短篇小

說2項，分別由韓麗珠、王振宇等7人獲獎。（得獎
名單參見頁346）

◇　作家宋瑞逝世，得年86歲。（參見辭世作家頁
381）

6日　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主辦的「第2屆林榮
三文學獎」公布小品文得獎名單，及短篇小說、散

文、新詩三項入選前5名。各獎項前3名及佳作，另

於11月26日頒獎典禮上同步揭曉。結果分別由賴志
穎、劉梓潔、陳思嫻、何美諭等25人獲獎。（得獎
名單參見頁339）

7日　台北縣文化局舉辦的「第2屆台北縣文學獎」
得獎名單揭曉。徵文類別包括散文、短篇小說、長

篇小說、新詩四項，分別由藺奕、壽祐永、陳春賢

等17人獲獎。（得獎名單參見頁336）

9日　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主辦的「第41屆中山文藝
創作獎」舉行頒獎。由陳康順《魔術館長的故事—

當代難忘藝文人物》獲獎。

10日　行政院文建會主辦，政治大學台文所承辦的

「台灣文學藝術與東亞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

10至12日在政治大學舉行。本會議透過台灣藝術美
學現代性的研究，由河原功、金良守、呂紹理、李

奭學、黃美娥等學者針對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美

術、音樂、電影與戲劇5大範疇進行探討，希望透過
各個藝術領域發展之呈現，從不同的面向進行現代

性影響深淺之理解。另有劉紀蕙、柯裕棻、藤井省

三、荊子馨出席「東亞現代性」座談。（論文題目

參見頁330）

11日　國家台灣文學館、東海大學中文系合辦的

「苦悶與蛻變：60、70年代台灣文學與社會學國際
學術研討會」，11、12兩日在東海大學舉行。會中
邀請許達然以「60、70年代台灣社會和文學」為題

圖68

作家黃春明（左）、林明珠受

邀於「第1 屆太平洋詩歌節」對

談。（照片提供／松園別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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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並由李喬、李魁賢、柯慶明出席「60、70年
代台灣文學的回顧」座談。另有應鳳凰、洪銘水、

朱雙一、岡崎郁子等人針對60、70年代的時代思
潮、文學現象、作家作品、反共懷鄉及跨文類的關

係等議題發表17篇論文。（論文題目參見頁330）

12日　行政院文建會主辦，國家台灣文學館承辦的

「走向人民—俄羅斯文學三巨人特展」在文學館

開幕，展出時間從本日起至96年1月12日。本次展出
文物借自俄羅斯國立普希金博物館、托爾斯泰晴園

博物館、國立蕭洛霍夫博物館，約500件展品，普
希金、托爾斯泰、蕭洛霍夫等人之手稿、照片、肖

像、作品插畫、出版品，及作家生活年代的相關文

物、畫作。96年1月26日至3月25日則移師國立台灣
博物館繼續展出。

◇ 鯤瀛詩社、台南縣國學會、台南縣台語文學會
合辦的丙戌年鯤瀛「全國詩人聯吟大會」，在台南

縣北門鄉南鯤鯓廟舉行。此為傳統文人一年一度的

盛會，約有來自全國各縣市五百位的騷人墨客共同

參與。

15日　吳三連獎基金會舉辦的「第29屆吳三連獎」
舉行頒獎。文學獎小說類由作家廖輝英獲得。

17日　教育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合辦的「教

育部文藝創作獎」舉行頒獎。徵文類別包括教師組

短篇小說、新詩、散文、劇本、古典詩詞、學生組

短篇小說、詩詞、散文、劇本共九組，分別由李

永松、李長青、陳津萍、洪敏珍、陳俊豪等51人獲
獎。（得獎名單參見頁343）

18日　國家台灣文學館、中央大學中文系及中華民

國兒童文學學會合辦的「資深兒童文學家—潘人

木先生作品研討會」，18、19兩日在台北市立圖書
館總館舉行。會中邀請林良以「潘人木先生的文學

成就」為題演講，並由陳芳明、桂文亞、李宜涯、

周慧珠出席「潘人木及其文學」的座談，另有謝鴻

文、嚴淑女、卓淑敏等人以潘人木的小說、兒童文

學為範疇發表12篇論文。（論文題目參見頁331）

21日　「第6屆倪匡科幻獎暨2006國科會科普獎」得
獎名單揭曉。分別由劉碧玲、徐志雲等13人獲獎。
（得獎名單參見頁341）

20日　國家台灣文學館舉辦的「2006台灣文學獎」
得獎名單揭曉。徵文類別包括新詩、散文、長篇小

說，分別由吳婷婷、李永松、凌性傑、陳婉瑜等10
人獲獎。（得獎名單參見頁336）

25日　真理大學語文學院、台文系舉辦的「第十屆

台灣文學家牛津獎暨福爾摩沙文學會議—黃靈芝文

學會議」，本日在該校舉行。會中邀請岡崎郁子、

陳千武分別以「黃靈芝在台灣文學史中的地位以及

《宋王之印》出版始末記」和「黃靈芝的創作思

考」為題演講，並由松永正義、劉淑貞等人發表6篇

圖69

「走向人民—俄羅斯文學

三巨人特展」開幕典禮。文

建會主委邱坤良（中）及俄

羅斯三館館長、吳麗珠代主

任、葉石濤等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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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另，真理大學頒發「第10屆台灣文學家牛津
獎」給黃靈芝，肯定其文學成就。（論文題目參見

頁331；關於黃靈芝另參見焦點人物頁360）

◇ 靈鷲山佛教基金會、世界宗教博物館、聯合報

副刊、聯合新聞網合辦的「第5屆宗教文學獎」舉行
頒獎。徵文類別包括散文、短篇小說、新詩項，分

別由王文美、凌明玉、嚴忠正等9人獲獎。（得獎名
單參見頁338）

30日　中正大學台灣人文研究中心舉行揭牌儀式。

該中心未來將整合歷史、地理、文學、語言、政

治、社會、經濟、自然災害、宗教信仰等領域的研
究，增加不同領域合作與對話機會。

◇　創刊28年的民生報，本日發行最後一天報紙
後，正式停刊。

◇　作家李性蓁燒炭自殺，得年38歲。（參見辭世
作家頁382）

十二月

4日　國家台灣文學館、高雄市文化局合作出版，彭

瑞金主持編輯的「葉石濤全集」小說卷，舉行新書

發表會。其餘評論卷、隨筆卷、資料卷，將於2008
年4月出版。（關於葉石濤另參見焦點人物頁362）

6日　行政院文建會公布優良文學雜誌補助名單，獲

選雜誌為：聯合文學、印刻文學生活誌、文訊、幼

獅文藝、明道文藝、文學台灣雜誌、笠雙月刊、創

世紀詩雜誌、台灣詩學、海翁台語文學、國語日報

小作家月刊、乾坤詩刊、台灣文學評論，共獲補助

730萬元。

7日　明日工作室舉辦的「溫世仁武俠小說百萬大

賞」揭曉並於本日頒獎。馬來西亞作家吳龍川以

《找死拳法》獲得首獎。另，同步公布第二屆百萬

小說獎入圍名單，分別是施百俊《小貓》、翁文

信《迴光》、馮鈞翰《劍舞中陰》、張志業《茶

醉》、譚驥《拳無敵》。

9日　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主辦的「客家民間

文學學術研討會」，9、10兩日在該校舉行。會議以
「客家民間文學」為主題，邀請陳運棟以「善書的

民間文學觀—以《洗甲心波》為例」為題演講，

並由賴文英、胡紅波等人針對傳統童蒙書、傳統詩

詞、傳統文書、客家文學、山歌等議題發表17篇論
文。（論文題目參見頁332）

10日　中研院史語所舉行《俗文學叢刊》新書發表

會。本《叢刊》歷經5年，共完成5輯500冊，內容收
錄戲曲、俗諺語、俚語等俗文學資料，將是研究民

間文學的寶庫。

12日　台南大學授予柏楊榮譽博士學位，並計畫成

立柏楊文學研究中心及柏楊文物館，研究其人其文

學，以肯定其文學成就。

13日　元智大學頒贈陳之藩「桂冠文學家」的榮

銜。

◇　詩人曠中玉逝世，得年77歲。（參見辭世作家
頁383）

16日　國家台灣文學館、中研院文哲所主辦，文訊

雜誌社承辦的「2006青年文學會議—台灣作家的地

理書寫與文學體驗」，16、17兩日在國家圖書館舉
行。會議以「台灣作家的地理書寫與文學體驗」為

主題，邀請楊照以「那傳說中的豐美地景」為題演

講，並由須文蔚、劉俊、梁秉鈞、袁勇麟出席「地

域文學史書寫的辯證關係」座談。另由兩岸三地的

青年學者許博凱、馬翊航、王鈺婷、李娜等人發表

20篇論文。（論文題目參見頁332）圖70　國立台灣文學館、高雄市文化局合作出版《葉石濤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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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　台北市文化局舉辦的「第9屆台北文學獎」
得獎名單揭曉。徵文類別包括年金類及競賽類。後

者包括社會組現代詩、散文、古典詩、青春組現代
詩、小說5組，分別由劉志宏、馬千惠、張劭祁、林
雨潸、陳馨妍等59位獲獎。年金類由柯裕棻、顧玉
玲、胡淑雯、陳建志4人入圍。（得獎名單參見頁
335）

20日　立法院法制、教育委員會聯席審查「國家

台灣文學館設置條例草案」，草案規劃以「行政法

人」方式經營。會議中，中國國民黨部分委員以

「行政法人法」未完成立法為由，所有相關條文均

遭保留。會後，將舉辦公聽會聽取各方意見後，擇

期再審。

21日　國家台灣文學館出版，陳萬益教授主編的

《龍瑛宗全集》（中文卷）舉行新書發表會。本書

包括小說集、評論集、詩劇本隨筆集、文獻集共

8冊，收錄日治時期台灣文學作家龍瑛宗的文學作
品、書信、日記等資料。

27日　作家張清志因腦膜炎病逝，得年34歲。（參
見辭世作家頁384）

28日　作家于衡逝世，得年85歲。（參見辭世作家
頁385）

30日　中國時報公布「2006開卷好書獎」，獎項
分為中文創作十大好書、翻譯十大好書、最佳青少

年圖書、最佳童書、美好生活書5項。其中中文十
大好書為：朱耀沂《人蟲大戰》、張翠容《中東現

場》、陳柔縉《宮前町九十番地》、王剛《英格力

士》、林正焜《細胞種子》、唯色《殺劫》、蘇偉

貞《時光隊伍》、鄭維中《製作福爾摩沙》、劉大

任《園林內外》、鍾文音《豔歌行》。

圖71

《龍瑛宗全集》新書發

表會與會學者、龍瑛宗

家屬、工作人員合影。

前排左起魏德文、蔡德

本、杜國清、邱桂春、

林至潔、葉石濤；中排

左起陳萬益、陳建忠、

劉知甫、陳千武；後排

左起陳慕真、劉抒芳、

黃建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