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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說跨足舞台 
從東方越界西方

長年旅居國的陳玉慧（1���-）具有導
演、劇作家、作家、記者等多重身分。她的

每一作品都是一個旅程，從最早的實驗小說

《徵婚啟事》到200�年以自己三代的家族故
事為藍本的長篇歷史小說《海神家族》，乃

至於今年出版的描寫東西方文化交流衝撞的

《CHINA》，都是她生命中不同階段的人生
旅程。在台灣唸中文系的她也曾加入「三三期

刊」，爾後在巴黎學戲劇，在德國擔任駐外記

者，陳玉慧的面貌一直是豐富多變的。這樣流

動在不同表現媒介，不同的身分、不同國家乃

至不同的文化之間，這種中間者的身分，讓陳

玉慧能透過一種中等距離去凝視、去觀察。

200�年出版的《海神家族》便是少時離家的
陳玉慧，在離開後才開始進行的一場返鄉之

旅。而200�年出版的《CHINA》描寫的也是
東西文化相遇交流的故事，在國外已經住了人

生大半時光的她很清楚自己所在的位置，是一

個站在東西之間的人，既在東方，也在西方。

200�年的陳玉慧依舊在不同的文化與媒
介之中進行穿越，首先是她得到200�年第一
屆「紅樓夢獎」以及「200�台灣文學獎」長

陳玉慧
是他逃亡的一雙翅膀，不僅記錄了他一路逃

亡的足跡，也是這位自嘲是「快樂想像缺乏

症患者」的唯一出口。

1���年加入紀弦創立的「現代派」，
本名羅顯烆，又名羅燕的他，1���年開始以
「商禽」為筆名發表詩作並且加入創世紀詩

社。有「鬼才」之稱的他下筆卻又極其慎重，

因此並不多產，只出版過《夢或者黎明》、

《用腳思想》兩本詩集，並被翻譯成多國語言

出版。論者一般將其定位為散文詩的開山始祖

以及超現實主義詩人，但商禽並不承認他是超

現實主義詩人，而是「超級現實或更現實、最

最現實」。他認為由人寫的詩，也必定和他所

生存的世界有最密切的關係，他的詩作在這個

意義上是在凝視現實，挖掘更深層的現實，寫

出他在外在政治現實下的囚禁感與孤獨寂寞。

結束軍旅生活後，當過碼頭工人、小販和編

輯，也曾經遠赴愛荷華大學參加「國際作家工

作坊」，1���年到1��2年間在《時報周刊》
擔任主編直到退休。

200�年�月，已屆��歲高齡的商禽發表了
《商禽詩全集》同時與藝文界一同為即將到

來的八十大壽祝壽。全集有三分之一是未曾

結集的新作，這四百頁的全集濃縮了詩人一

生歲月與思索的痕跡，雖然痛苦、悲傷卻沒

有怨恨。12月《商禽詩全集》更獲頒「200�
台灣文學獎」新詩類金典獎。從全集的出版

到台灣文學獎的肯定，都是對詩人一生在詩

路上的堅持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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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攤〉�0年   文壇致敬
200�年在北京中風臥病休養至今的陳映

真（1���-），自1���年在《筆匯》發表第一
篇小說〈麵攤〉到今年已創作半個世紀了。對

於戰後台灣文學史以及政治運動史，不管是在

文學創作或是社會實踐上，陳映真都是一個深

刻無法磨滅的印記，影響深遠。200�年�月為
了慶祝陳映真創作�0周年，也讓在北京復建的

陳映真

他知道台灣社會從未忘記陳映真，由《文訊》

雜誌和趨勢科技主辦一系列慶祝活動，向這位

堅持左翼信仰戰鬥一生的作家致敬。除了陳映

真作品國際研討會之外，文訊雜誌社也編輯出

版了《人間風景──陳映真》一書，還有記錄

片《聖與罪──陳映真文學與人生的救贖》全

台巡迴放映，以及過去由他創辦的《人間》雜

誌珍貴攝影作品特展等盛大活動。11月，中國
的中國作家協會也大規模舉辦陳映真研討會，

台灣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則舉辦了「陳

映真：思想與文學學術會議」。

不管是《將軍族》裡對於外省族群以及

社會底層的關注或是《夜行貨車》裡對於資本

主義的批判，陳映真作品總是充滿了人道關懷

與社會批判。除了小說之外，他的書寫一直是

與他的生命以及信仰緊密結合的。挖掘、揭露

社會底層不公義的《人間》雜誌，便是其左翼

思想最深刻的實踐，直到今天都仍可感受到陳

映真筆鋒後的熱度與力道。而也是一個評論

家的他，在台灣戰後幾場重要論戰中也從未缺

席，從鄉土文學論戰到左翼史觀的論辯，都可

以看到他一路以來的思考軌跡。這些面向交織

成陳映真無法被輕易定位的複雜面貌，祝禱陳

映真早日康復，繼續未完的戰鬥以及創作，再

為台灣碰撞出更多的能量以及火花。

篇小說金典獎的《海神家族》在今年搬上舞

台。這齣結合了台灣傳統的歌仔戲、媽祖與陣

頭文化以及西方的弦樂與現代舞蹈，以拼貼與

跨界的手法呈現台灣國族寓言。而在10月的德
國法蘭克福書展，包含陳玉慧等五位台灣作家

首度在大會「對話論壇」演講，200�年在德
國出版德文版《海神家族》的她在會中談論了

台灣與德國文學的翻譯交流。自稱是個「精神

遊牧者」的她，認為所謂的根不是一個地方，

而是她的母語文化，只要在哪裡寫作哪裡就是

她的家。自詡「永遠的新手」不喜歡重複追求

創新與顛覆的陳玉慧，接下來又會以何面貌、

出現書寫怎樣的旅程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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