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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是會想起這樣的畫面：以10年為一個

單位，台灣文壇的變化是什麼？文學作品各

類型的出版概況，有什麼樣的發展趨勢正在

漫延，出版界的氣氛如何，多少人以文學文

本作研究？怎樣的議題在哪個點上熱熱鬧鬧

的興起，持續多久的時間，成為一種思潮？

在台灣文學史上留下痕跡？

於是提出這些問題的人，開始翻找出

版社出版的年度小說、散文、現代詩選，查

找國家圖書館每個月出版的《全國新書月

刊》，整理《聯合文學》等雜誌報刊有心者

所製作的年度文學大事，分類、整理企圖建

立起一個脈絡，方開始著手觀察。總是擔心

掛一漏萬，特別是誰來看看母語文學的研

究、境外對台灣文學的研究，以及台灣文學

為了立足在世界舞台上，多麼辛苦一步一腳

印的推動外譯工作，這些即使被想起來，也

有難以作系統整合，除了因為高度的興趣而

在平常就收集相關研討會等訊息的研究者，

實有其困難之處。

而這些，編纂《台灣文學年鑑》的團

隊正在作，就台文館的編輯小組而言，歷經

18本的磨練，不能說高明多少，但是想起上

述的畫面，我們有十足的信心認為《台灣文

學年鑑》能符合這些需求，每一篇「綜述」

搭配後方的資料，形成了可觀的台灣文學史

資料，如此就不能不謹慎的閱讀這些綜述文

章，也就發現，還有許多需要突破與努力的

地方。於是在2013年的研究綜述中，我們邀

請了遠在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C San 

Diego）任教的廖炳惠教授，撰寫一篇〈美

國對台灣文學研究綜述〉，雖然美國幅員遼

闊，調查不易，但在廖老師長期耕耘及豐厚

的人脈下，提供給我們可貴的研究訊息。一

直以來本年鑑都是以中國大陸研究涵蓋台灣

文學研究，今年邀請長期關懷台港文學發展

的林肇豊老師撰寫〈香港對台灣文學研究概

述〉，而在兒童文學研究概況，成功大學吳

玫瑛老師站在台灣與國際接軌的視角上，提

供了不少比較文學的資訊及觀點。本年度較

為可惜的是，在截稿前、再三催促之際仍無

法收獲〈台灣客語文學研究概述〉的文稿，

這是我們第一次與該作者合作，許是有很多

編輯小組需要檢討反省之處，只能在來年改

進。撰寫這些文章實在是吃力不討好的，在

學界很難因為這樣而有什麼「業績」，在館

內，為了能推動教育人員投入研究工作多於

行政工作的想法，而著實的轟炸了原本業務

量就很重的同仁，但從撰寫的過程到結果，

收獲最多的除了館方，再來就是作者了吧，

至少我是這樣認為的。

我們已經啟動《2014台灣文學年鑑》的

蒐集資料工作，每一年年底，總是非常的緊

繃及匆忙，感謝所有耐心、受折磨在這一切

編務上的朋友，我想為了一些必要的堅持，

我們必須更細心更有決心的往前踏出每一

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