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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記
◎ 沈俊翔

《2006台灣文學年鑑》的編纂可說歷
經曲折，現在終於進入收尾的階段，在資

料付梓印刷的前夕回顧這一年半以來的編

纂歷程，心裡可說是充滿了感激，但同時

不得不對本年鑑進行檢視與反省。

2006年是紛擾、變動的一年。首先是
執政與在野的對決日益白熱化，意識形態

相爭的結果，不僅內耗了國家的競爭力，

整體經濟的衰退更直接影響了人民的生活

品質；其次，隨著數位網路時代的來臨與

衝擊，2006年的文學出版市場再一次遭遇
了前所未有的震盪，不僅文學大眾化的趨

勢越來越明顯，出版市場萎縮、報紙副刊

版面也大幅縮水，擁有75年歷史的中央日
報、代表本土聲音的台灣日報、民生報在

這一年內也相繼停刊，宣告了文學出版業

的寒冬已正式降臨；此外，在本年鑑的編

纂工作如火如荼進行的同時，統籌國內文

學事務的專業機關「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

處」在推動「行政法人」不果後，2007年8
月改以中央四級機關掛牌成立，並正式定

名為「國立台灣文學館」。而機關改制的

結果，文學館原本的約聘雇人員及負責年

鑑編輯的同仁都面臨了失去工作的危機，

可能沒有「頭路」的威脅，造成了工作人

員心理上的莫大壓迫與煎熬。本年鑑的編

纂就是在這樣一個內外紛亂不休的情勢

中，勉力進行。

本年鑑大體上延續前一年度的架構，

不過本年度擴增了「綜述」的範疇與內

容，增加台灣古典詩、台語文學、台灣現

當代文學研究、台灣文學中書外譯、歐美

日等地對台灣文學的研究、台灣文學傳播

現象等6篇，除了加強台灣古典文學、台
語文學發展的觀察之外，更放眼海外，以

掌握台灣文學在國際舞台所扮演的角色。

在「著作與出版」部分，我們將「兒童文

學」獨立出來，希望對此重要卻長時間被

忽略的領域，有更多關注。另外，在台灣

文學研究日漸蓬勃之際，每年有數十篇的

碩博士論文產生，而為了解當下學院內最

被關心的研究主題、對象與研究方法，除

了收錄博碩士論文目錄之外，特別針對博

士論文撰寫簡要的摘要，希望可以讓讀者

更輕易掌握整體的研究面向和趨勢。

事事總是難料，本以為有了編纂

《2005台灣文學年鑑》的經驗，《2006台
灣文學年鑑》的編纂應該可以更順利，不

料從一開始的邀稿就出現了許多不在預期

之內的曲折，到了截稿前夕，又發生撰稿

人因健康因素無法撰寫而臨時重新邀稿的

情況，加上少數撰稿人無法如期交稿，以

致作業進度嚴重落後等等，整個過程可說

是歷經波折。在此提出此事，並非意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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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何撰稿者，並以此作為編纂進度延宕

的脫罪之詞。我們深深了解，針對整個年

度某個文學發展面向進行觀察及綜述，實

是一件吃力，且不見得討好的工作，而對

於所有支持且參與本年鑑的撰稿者，我們

衷心的表達感謝。不過，我們更體悟到文

學館同仁應更加強自身的研究能量，自行

擔負起所有編輯和撰稿的責任，而非一味

依賴邀稿，這正是文學館應慎重思考與努

力的目標。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學館改制後所

導致的不安定感與「失業」恐懼，負責編

輯的工作同仁沈俊翔、林佩蓉、林盈男、

潘佳君、簡弘毅等人在人心惶惶之際，仍

試圖穩住腳步，按部就班，日復一日完成

自己分內的所有工作，若沒有他們的堅持

與努力，本年鑑恐怕就要胎死腹中。即使

知道出版時程已嚴重延誤，但是仍堅持完

成「索引」的編製，因為我們深知「索

引」之於年鑑的重要意義，如果少了這個

部分，年鑑資料性工具書的價值將有所打

折，其完整性也將產生缺口。同仁們的堅

持與用心，也可見一斑。不過，本團隊仍

需對於年鑑時程的延宕，致上最深的歉意

與反省，而這也正是文學館累積文學資產

與研究能量的過程中，所必須承擔的不同

於委託辦理的種種風險與責任。

最後，感謝鄭邦鎮館長上任後的體諒

與寬容，以及所有編委這麼長時間以來對

於文學館的支持以及付出，因為有你們的

護守與敦促，年鑑的編纂工作才能漸上軌

道。懷著忐忑且感恩的心情回顧一年多來

所經歷過的，也許尚有很多需要改進與努

力的部分，譬如作品選目的標準應更加客

觀統一、綜述的面向應更周全、編輯的體

例也應更嚴謹等等。不過我們相信，每一

次的經驗累積，都將是文學資產的積累過

程不可少的養分，我們也將謙卑地接受，

並且繼續學習、成長以茁壯。

工作人員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