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6年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以下簡稱文建會）主辦台灣文學年鑑的業

務以來，一直是委託民間團體或大學來執

行，2003年國家台灣文學館開館（以下簡

稱文學館）後，承接了這項業務的推動，

不過也仍然延續委外辦理的方式。然而，

就在台灣文學年鑑進入第十年之際，文學

館有了政策上的重大轉變，亦即這項累積

台灣文學史料的文化工程，自2005年起改

由文學館自行編纂。這項決定是本人擔任

館長任內的決策，一方面是考慮文學館開

館營運已經兩年，館內的專業人才逐漸到

位，編纂台灣文學年鑑的使命與責任，理

應由文學館同仁自行扛起；另一方面，則

希望透過文學年鑑的編纂，讓館內同仁的

專業經驗、人力資源、文學資料等各方面

可以得到累積，其最終的目的便是讓文學

館，不管在館藏或研究上，都能名副其實

地成為台灣文學史料和台灣文學研究的中

心，而這樣的積累過程，恐怕是委外辦理

永遠都不可能達到的成果。

不過這樣的理想，以文學館現階段的

條件來看，恐怕仍不易一步達到，因為不

論是專業經驗、人力資源或者文學館對外

的關係網絡，譬如與學界之間、與作家、

媒體之間，彼此信任的關係仍處於鋪陳、

建立的階段，因此在多方考量之後，與經

驗豐富並且長期進行台灣文學資料蒐編的

文訊團隊合作。除了部分需要大量人力進

行的資料蒐集工作，如新書提要與選目、

副刊作品選目、焦點人物等，委由文訊雜

誌社進行之外，更重要的是，希望文學館

編纂台灣文學年鑑時，能經驗傳承與技術

諮詢。

本年鑑站在過去成果的基礎上，除了

承接過去年鑑的優點之外，也力求突破，

希望在架構內容的規劃、體例的訂定，都

能有更周全的思考。本年鑑分為特稿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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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八個

部分。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適逢二次大

戰結束六十週年，同時也是台灣文學年鑑

十週年，因此特別規劃了「戰後台灣文學

一甲子」及「台灣文學年鑑的回顧與展

望」兩篇文章，藉由回顧六十年來台灣文

學的發展狀況、檢視過去文學年鑑的編纂

成果，展望台灣文學的未來。另外，作家

全集的編纂隨著台灣意識抬頭與台灣文學

主體性的建立，自70年代起，尤其到了

90年代以後，民間、政府相繼出版了各式

各樣的作家全集，於是我們也對這樣一股

全集編纂的熱潮進行回顧與整理；而近年

來台灣文學的正名過程中，最引人注目的

現象莫過於台灣文學系所相繼成立，除了

總編輯序
建構台灣文學的基石

總編輯序‧�



�‧200�台灣文學年鑑

設立專題討論這門新興的「顯學」外，也

兼論了本年度台灣現當代文學的研究現

況。

相較於過去的「綜述」，本年鑑不同

之處在於「創作」與「研究」綜述分開，

使架構的眉目更清楚。前者針對小說、新

詩、散文、戲劇、兒童文學、數位文學

等，進行年度觀察與分析，後者則含括了

台灣古典文學研究、中國大陸對台灣文學

的研究、中國文學研究、台灣外國文學研

究等，既兼顧本土，又能放眼世界，以台

灣文學為主體，而兼容其它。除此之外，

本年鑑增加了文學類新書的提要介紹；期

刊論文部分甚至把過去一直缺席的「學

報」納入編輯的範疇，目的是提供讀者更

豐富的文學資訊；人物部分除了追記辭世

作家之外，另由編輯委員選出本年度表現

特出或引發注意的作家及文學人，以小傳

的形式，介紹其人、事與作品。至於其他

欄目資料的建立，更站在讀者的立場，秉

持正確、清楚且容易查詢的方式來編輯，

甚至排版的形式都與過去表格式的呈現方

式迥然不同，目的就是希望以最小的空間

容納最大的知識量，真正發揮年鑑是資料

性工具書的最大功能。

儘管這是文學館接手年鑑的第一次，

編輯經驗不是那麼足夠，過程中走了不少

的冤枉路。不過文學館同仁為了查找一筆

資料，往往不惜耗費時間，上天下地透過

各種管道去搜尋、校正，這種腳踏實地、

一步一腳印的做事態度與精神，可以彌補

先天上的經驗不足。在經過一年多的努力

之後，《2005台灣文學年鑑》終於要出版

了，雖然完成的時間比過去稍晚了一些，

但是紮實的內容與編纂，應足以說明其理

由。

最後，感謝編輯委員柯慶明教授、陳

芳明教授、陳昌明教授、陳信元教授、文

訊封德屏總編，以及工具書的專家張錦郎

先生，從一開始的架構規劃到後來的撰

稿、審稿、校對、通讀，本年鑑方有如此

成績，謝謝他們這段時間的辛勞付出與支

持。這是文學館接手的第一年，難免仍有

思慮不周，規劃欠詳之處，我們期望在各

界嚴厲的批評與指正之下，往後的第二

年、第三年……可以越做越好。

成功大學歷史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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