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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出版台灣文學年鑑的必要與堅持

《台灣文學年鑑》的編纂與出版，是台灣文學館的使命與責任，無論館方要面臨、預

備、計畫推動什麼樣的文學計畫與活動，「《台灣文學年鑑》編纂計畫」始終必須在規劃

內，也同時是在執行的進程中。因為《台灣文學年鑑》是唯一擁有足夠的空間，翔實的記

載每一個年度裡的文學創作、出版、研究及各項活動，以進行整體的觀察記錄和評述。

    2007年，適逢台灣歷史記憶中重要的一段「二二八事件」一甲子過去，傷痕記憶靜
默地在人們的生活與文獻的出土中修復，或者再次的被撕裂，而文學創作有剛有柔的在一

旁，記錄、創作，儘管情緒或因環境有所澎湃，然在編纂的過程中依然堅定的注視每一個

創作、研究、表演的成果與記錄。

檢視2007年的大事記時，雖然平面媒體的寒冬已來臨，部份報紙已不再發行，而台灣
文學活動依然奮力的活絡著，從一些地方文化館、文學館的活動；文學獎徵選的熱絡等，

在在都可顯現台灣文學堅軔的生命力，即使是在夾縫中也執意要冒出新芽的堅持。

2007年的「創作與研究」專題論述中，我們作了調整，增加議題，提出「境外對台灣
文學的研究」概念，邀請了中國學者以及在英國研究的台灣學者，撰寫當地對台灣文學的

研究概況，可惜的是此次因時間及撰寫人員未能妥當安排以致未能呈現日本部份，不過在

2008年編纂中，我們會因著國立台灣文學館具「國際首航」標竿的「台灣文學館的魅力
──多采多姿的世界」（台湾文学舘の魅力――その多彩な世界），進行綜合性的文學研
究與展覽的觀察敘評。此外加入了「台灣原住民文學概述」、「台語文學研究概述」，期

待能繼2006年的開創，持續擴充、增加各種的視角觀評台灣文學。
2007年可謂是台灣文學館在重新起步，面對組織改變；人員異動，一面需要維持原

訂計畫執行的進度，一面需要適應、克服業務層面的變化與人力緊縮的困難，明顯的本年

鑑編纂進度亦受到影響，所幸延續《2005台灣文學年鑑》之結構發展，迄今發行的二年
度，亦頗受好評，《2006台灣文學年鑑》受行政院研考會的推薦，列入政府出版品，參加
「2008法蘭克福書展」。在此盼望年鑑工作團隊，突破現有困境，激勵彼此，加緊腳步，
對於進行中的「2008台灣文學年鑑」的編纂，調整好穩健的進度。

本年度的運作，包括架構的擬定、資料的蒐集、美編排版、文字校稿都相對的順利

許多，唯時間上的壓縮，對於撰寫者與校稿者，都造成極大的壓力，在此謹致上謝意和歉

意。部分委託給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之文訊雜誌社團隊執行的，較以往少了「焦點人物」

的票選與撰寫；「辭世作家」的撰寫，台灣文學館編輯團隊逐年減少委託部份，即是在呈

顯主辦單位自行編纂的決心以及人才培訓的成果。雖然如此，仍舊感謝文訊雜誌社在編纂

過程中，以豐富的經驗，隨時提供本團隊協助，在此亦致上謝意。另需一提的是，自2006



6 2007台灣文學年鑑

年底開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肩負起編纂《台灣兒童文學年鑑》的工作，台灣文學

館參與協助出版，為不使資源重覆，《2007台灣文學年鑑》暫不收錄兒童文學的部份，唯
在「大事記」的部份，依舊視事件之重要性條列記錄。

總言本年鑑在內容仍維持前一年度的體例，分為「特稿專輯」、「創作與研究綜

述」、「人物」、「著作與出版」、「會議與活動」、「大事記」、「名錄」及「索引」

八項。其中關於「名錄」中的藝文機構、出版社、文學相關雜誌、報紙副刊發行單位，因

考量每年的變動性不大，《2006台灣文學年鑑》並未收入，本年度經團對盡可能的聯絡、
確認更新後進行收錄。

本次編纂團隊以最少的編輯會議時間，企圖產生最大的編纂效果，透過電話和電子郵

件，代替開會型式，同樣也產生應有的效果，對於本年鑑的編輯委員以及編纂過程中提供

協助的所有人，篇幅有限，無法逐一道謝，在此一併致謝。對於逐步承擔全部編纂年鑑的

工作團隊即台灣文學館同仁，在此給予勉勵與更多的期待。

    未來的路，的確很長，然步伐終究是不得不加快了，台灣文學創作與研究需要加油
再加油，至於本年鑑還來不及做好的部分，則待各界不吝批評與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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