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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序

年年見面的《台灣文學年鑑》

自1996年的年度《台灣文學年鑑》，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辦以來，公辦的文
學年鑑，已邁入第13年。13年來，有幸第6度擔任總編輯，因緣於鄭館長的託付我不能推
辭。鄭館長和我有一段很深的「年鑑緣」，2000年的年度《台灣文學年鑑》，首度採用
公開招標的方式委外辦理，我受聘擔任評審委員，投標「廠商」於年鑑、於台灣文學之外

行，令所有的評審委員一致搖頭，結果是未能在第一次評審會議時順利產生承編單位。其

實，從解嚴之後，就有文學界人士不斷呼籲文學年鑑的編製，好不容易有了眉目，又有公

部門提供資源，還開放公開競爭編輯執行任務。做為台灣文學人，如果沒有適當的人出

來、把這件事做對、做好，我發自心靈深處都會覺得，有虧、有愧上天對台灣文學的賜

與。雖然，當時我對於年鑑學，也就是年鑑的編輯規範、體式等，所知並不比一般的文學

人多，只是隱約感受到，年鑑對於台灣文學是必要和重要的。

2002年2月，我轉任靜宜大學中文系，系主任就是現在的鄭邦鎮館長。是時的靜宜中
文系，碩士班每年有一半的學生是屬於台灣文學組，鄭主任任內聘進包括我在內、6位以
台灣文學為專長的教師。心想，具有這麼龐大的台灣文學學術資源的靜宜中文系所，不僅

是可組成合適的編輯團隊，也是教、學台灣文學的師生，當仁不讓的實學實習的好機會。

鄭館長不但是學術界的行動、實踐派，還是過動兒，一聽我提起，立刻就指揮系裡的助

教、助理著手研究、訂「服務企畫」，動員系裡的老師和研究生，敲鑼打鼓就出征了。也

順利贏得評審委員的青睞，獲得2001及2002年年鑑的承製任務，加上後來的2003及2004
年，靜宜團隊一共承製了4年，直到年鑑改由「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自行辦理、不再
委外為止。鄭主任擔任總策畫，我也無可推託地當了總編輯。

年度文學年鑑的編製，比我們預先構想的要複雜，主要是台灣文學界欠缺年鑑的編

製規範，加之過去有許多歷史性累積的文學債務，「年鑑」被期待一舉清償，因此，第一

年的編製過程，雖然動員了許多師、生，乃至台灣文學界的許多朋友，作業過程還是點手

忙腳亂。鄭主任不是怕事的人，也不是輕易遇事退縮的人，除了為此自己跳下去到鄰校開

相關的課，也策畫同仁開相關的課，厚植人力，在最後趕工階段，更是親自督陣，在編輯

室、印刷廠過夜，累了就在椅子上睡，睡醒了又馬上工作，2001年的《台灣文學年鑑》
是做苦工完成的，有些不便在此公開表述的原因，使我們的編製工作，做了不少徒勞的枉

工。鄭主任原先並不是台灣文學界的圈裡人，雖然接辦過《台灣文藝》，各大學中，率先

在靜宜通識課程廣開台灣文學課，也在靜宜中文系推動「台灣文學史」必修及在碩士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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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台灣文學組」，而聘任多達6位台灣文學的專長教師，還聘任數倍於此人次的兼任台
文、台語及台灣文化課程教師，更是靜宜台文系的催生者――籌備主任，但在投入年鑑的

編輯工作以前，他只是台灣文學的運動家，只負責推著台灣文學走，自己沒有滾進去。現

在回想起來，是我把他拖下水。也是最近才知道，在高血壓之外，他又添了糖尿，就是在

編年鑑期間誘發的，乍聞之際，我有些良心難安，似乎我在暗中害了他。不過，以他做事

拚命三郎的性格，不為年鑑拚鬥，他也會去找別的事做，做了4年的年鑑總策畫，至少於
日後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請他當台灣文學館館長的「正當性」，讓人無話可說。館長一

職，於別人可能是不同的官或職銜而已，於鄭館長則是真正站上為台灣文學戰鬥位置，他

開口邀我當年鑑總編輯，我怎能說不？

年鑑編了這麼多年，歷經多組人馬之手，雖然各有各的編輯理念，風格未盡相同，

但大體上，年鑑的編製程序，已有路徑可循，年鑑的整體架構，年年都有些小變動，主結

構是不變的，也就是說，它是走在軌道上的文學業務。不過，這是從編輯計畫的角度看，

一切皆率由舊章，實則，每一年的年鑑都是全新的，如果說它是台灣文學界每年新蓋的一

間房子，那麼，一磚一瓦一石一柱則全都是新的，而且是從無到有，也可以說是從無中生

有。說得明白些，總編輯是虛的，真正吃重的編輯工作，是館內的執行人員，要把一本動

輒厚達五百頁的年鑑，從零開始，的確像蓋高樓不是蓋普通的小房子。雖然，年鑑的許多

稿件是向外界徵求專家學者支援的多，但也表示年鑑的編輯進度操之在我者少。2008年的
年鑑編製，有鑑於以往的催稿過程之種種困難，我希望將截稿日期訂得早些，結果還是不

如人願，少數稿子不齊，年鑑就是不能收工。

館內執編同仁，好像從2月份就陸續將收到的邀稿寄給我，每次都附上貼有「限時掛
號」郵資的回郵信封，都讓我錯覺年鑑的編製快要收工了。如今快十個月過去了，還沒有

完全收齊邀稿，執編者之煎熬，是外人很難想像的；之中，還有一環辛苦，也是罕為人知

的是，有些撰稿人不太理會稿約，或者貴人多忘事，真正執筆時，已忘了「當年」的約定

是什麼，這之間的來來回回，也無法從最後呈現的年鑑成果上看出來。坦白說，身為總編

輯雖然看過全部的稿子，但年深日久，真的已無法記住這麼多的內容，不敢打包票、做到

把關的任務，若有疏漏，還是罪責在我，請對館內負責同仁少一分責備，這樣的年鑑「制

度」、「方式」，真的不是好方法――把各路人馬累翻了，卻難防失控失察，最後還不知

紕漏怎麼發生。此外，還有待台灣文學界共同思考的是，年鑑越編越厚卻永遠無法滿足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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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需求。「年鑑」一定要編得這麼厚、包容那麼廣嗎？每一年的年鑑發包審查會、期

中、期末審查（過去），新書發表會或編輯會……聽到的都是年鑑少了哪一項，需要增加

哪一項之類的建言，也都言之成理。過去，我在「承包廠商靜宜大學」任總編輯的時候，

聽到這些建言，只得恭敬的聆聽、點頭稱是，為絕後患故也；現在，我是「客座總編」，

最想說的是，請饒了館裡編輯人員吧！「年鑑」不是過去一年的「歷史」嗎？不是以實際

發生的事才記嗎？何以要包括「長篇大論」？還有，「年鑑」和起居注有別吧！鑑，不是

有鑑別作用嗎？不就是有大事有小事、有要緊事和不要緊事……之別才是「鑑」嗎？怎麼

這麼巧？每年發生在台灣的文學大事都可記上五百頁？期望所有關心年鑑的台灣文學人一

起集思廣益，讓年鑑回到年鑑的適切文學位置吧！

靜宜大學台文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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