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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10 月 1 日舉辦「台灣大河小說家作品學
術研討會」，會中共發表 9 篇論文，以探
討前述 3 位作家的作品為主（論文集在同
年 12 月由國家台灣文學館出版）。

研討會當天也舉辦了「東方白《浪淘

沙》等創作資料捐贈儀式及展覽」，東方

白將《浪淘沙》和《真與美》的全部手稿

及其他相關珍貴文物，全部贈予國家台灣

文學館典藏，為有志從事大河小說的創作

者，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學習教材。

此外，東方白還以短篇作品〈頭〉獲

九歌出版社在 2006 年 3 月 9 日頒發「2005
年度小說獎」，頒獎人李瑞騰教授認為，

這篇作品把歷史問題以小說方式處理，寫

得相當生動、精準。主編蔡素芬則表示，

〈頭〉有許久不曾在近年小說裡看到的人

生情義的頌揚，十分難得；而東方白以10
年光陰完成《浪淘沙》後，能夠再出發書

寫短篇小說，且如此精細經營，對台語文

的使用更十分考究，文字越趨精雕，領受

年度小說獎可說是實至名歸。

夏志清
高票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我們是透過夏志清的著作才了解

中國小說的！」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

中研院）多位數理科學組與生命科學組

的院士如此津津樂道著。中研院院士會

議於  7  月  6  日選舉第  26屆院士，85 歲高
齡的國際知名漢學家夏志清（1921-），
以 176 票最高票當選人文及社會科學組院
士，也創下歷屆當選者年齡最高的紀錄。

夏志清雖以西洋文學研究獲得碩博

士學位，卻是因中國小說的研究而揚名全

球，其代表作《中國現代小說史》是此一

領域的拓荒巨著，他亦因該書而獲聘擔

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文學系教授

（1991年退休）。當選消息發佈之後，國
內學界眾口稱善：推薦人王德威提及 2005
年哥倫比亞大學就舉辦了一場「夏氏兄弟

與中國文學研討會」，夏濟安與夏志清兄

弟在漢學的卓越貢獻早受國際肯定；中研

院院士許倬雲高興地直說：「真是遲來的

榮譽！」歐美研究所所長李有成直呼「實

至名歸」；詩人余光中也表示，張愛玲與

錢鍾書的作品得以廣為閱讀與經典化，都

是夏志清著作的影響。

目前與妻女定居紐約的夏志清得知

消息之後，感到十分高興，並且開朗地表

示，若有機會願意來台演講或授課。7 月
亦將其兄長的《夏濟安日記》（台北：九

歌）重新編定出版，這位「老頑童」（王

德威語）至今仍然精神矍鑠，不輸年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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