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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學年度的總體觀察與記錄
台灣文學年鑑的編纂與出版，儼然已成為文學界每年翹首盼望的大事，也是台灣

文學館不可迴避的使命與責任。簡單的說，文學年鑑主要是針對每一個年度裡的文學

創作、出版、研究及各項活動進行總體的觀察與記錄。

過去一年，在本年鑑的編纂過程中，台灣不管在政治、社會或文學各方面，無

不歷經了變動與衝擊。首先是「倒扁」與「擁扁」勢力的對立更加白熱化；其次《中

央日報》與《台灣日報》的相繼停刊，正式宣告了平面媒體的寒冬已然降臨。紛亂也

好，變動也好，無不對於台灣文學的發展產生影響。歷經轉折，台灣文學館的組織形

態也在本年鑑如火如荼的進行過程中，由擬走行政法人機關的「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

處」，降編為中央四級機關，在2007年的8月15日更名為「國立台灣文學館」。原文

學館的吳麗珠代理館長於2007年3月辦理退休，改由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的吳密察館長

兼代，同年8月「國立台灣文學館」掛牌成立後，館長鄭邦鎮也正式上任。換句話說，

《2006台灣文學年鑑》經歷了三位館長，而這也更加凸顯了本年鑑編纂過程之曲折與

漫長。

去年編纂完成《2005台灣文學年鑑》，本年度的運作，包括架構的擬定、資料

的蒐集、邀稿聯絡、美編排版、文字校稿都相對的順利許多。部分資訊仍然以物超所

值的經費委託給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之《文訊》團隊執行，由他們協助新書提要、選

目、焦點人物及辭世作家的撰寫外，並在編輯上提供相關諮詢與傳承經驗；另外也請

台東林文寶教授提供兒童新書的資料，讓本年鑑的內容涵蓋更充實、完整。而在架構

上，大體上仍維持前一年度的體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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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索引」八項。

其中關於「名錄」中的藝文機構、出版單位之基本資料，因考量每年的變動性不大，

且為能在有限的篇幅裡，容納更多其他需要即時記錄的資料，經本年鑑編委會決議，

前述兩類資料以兩年更新一次為原則，故本年度暫不收錄。

值得一提的是，自90年代以降，「台灣文學史的書寫」儼然成為學術討論的問題

意識的根源，而「區域文學史」的建構與耙梳也在這個風潮中日漸受到重視，除了展

現區域文學發展的自我主體性外，更大的企圖則盼能成為更深廣的敘事，亦即成為台

灣文學史的文獻素材。基於此，本年鑑特別設立〈台灣區域文學史的論述與建構〉來

回顧、檢視近幾年來各地方政府於區域文學史的建構與推動之情形。此外，另有〈台

灣文學獎的回顧與展望〉一文，藉由其發展脈絡與國內文學獎辦理情形的耙梳與評

估，對台灣文學獎進行不同於以往的定位與期盼。

「綜述」方面，本年度增加〈台語文學創作概述〉，以即時反映日漸活躍的台語

書寫與研究；〈台灣文學傳播現象概述〉與〈台灣文學中書外譯現況概述〉兩篇，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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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針對文學傳播與台灣文學翻譯兩個面向，回顧檢視台灣文學在國際交流、傳播發

展的過程所遭遇的瓶頸，以及其新的發展契機。另外，也針對日本、歐洲、美國等地

對於台灣文學研究的現況進行報導，以掌握台灣以外地區的情形。「著作與出版」部

分，本年度將「兒童文學」獨立出來，不僅有新書提要，也對於年度內出版的兒童文

學進行分類選目，提供查詢檢閱。「學位論文」的部分，則特別針對博士論文部分，

進行摘要的撰寫，希望提供讀者更有實際效用的學術資訊。最後，不例外地，對於

2006年表現傑出的文學人作了相關報導，而許多離開我們而去的作家，也以哀悼之

情，給予評介。

本人自2005年8月底卸下文學館館長一職回到成大任教，台灣文學及文學館的發

展仍是本人一再關切的議題。文學館這兩年在人事上的變動，不可謂不劇烈。本人承

吳麗珠代理館長之好意與託付，義務接下年鑑的總編輯（三次召開編輯委員會議，其

中一次本人旅行國外當背包客，出席了兩次，領得出席費4000元），除了是私人的念

舊之情外，更是基於對台灣文學的使命。本年鑑能順利完成，必須感謝幾位和我一樣

義務幫忙的編輯委員的大力協助與支持，他們分別是柯慶明教授、封德屏女士、陳芳

明教授、陳昌明教授、陳信元教授及張錦郎先生。另外，對於年鑑編纂過程中提供協

助的所有人，撰稿者、資料提供，礙於篇幅有限，無法一一唱名稱謝，不過本人都點

滴在心頭，在此一併致謝。另外，身處諸多業務繁忙的壓力下，實際參與編輯的文學

館同仁沈俊翔、林佩蓉、簡弘毅、林盈男、潘佳君等人，在學習編纂年鑑的過程中，

任勞任怨，值得稱許。

台灣文學的創作與研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然慶幸的是，台灣文學年鑑的編纂與

出版已漸上軌道，可以提供參考。而本年鑑還來不及做好的部分，則待各界的批評與

指正，文學館同仁也將再接再厲，大步向前行。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台灣文學系合聘教授

2007年10月17日　台灣文化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