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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灣最忙碌的老人」 出版
全集八冊整理��年創作生涯

被好友戲稱是「全台灣最忙碌的老人」

的黃春明（1���-），自十年前發表《放生》
後未再推出新作，之所以暫時擱下文學的筆，

是因為比小說讓他更為焦急的是現在台灣囝

仔的未來。因此當他1���年回到家鄉宜蘭，
便全心投入「黃大魚兒童劇團」的經營。如同

童年愛看戲的他在戲劇以及阿公阿嬤講古的故

事裡找到日後的創作母土一樣，黃春明也期許

他的兒童劇可以提供生活日益貧乏的台灣兒

童，更為生動的生活語言、創意以及想像力。

自認不是國寶而是「宜蘭名產」的黃春明，返

鄉後除了深耕兒童劇團以及童書創作外，還在

200�年創辦了雙月刊《九彎十八拐》這本宜
蘭人的文學雜誌，200�年更獲得噶瑪蘭獎以
及東元獎的肯定。因而相繼在200�年和200�
年都入選該年的焦點人物，今年一口氣推出八

冊「黃春明作品集」整理��年創作生涯成績的
他，再度雀屏中選。

這部全集除了蒐羅絕版缺書已久的《看

海的日子》等舊作之外，還收錄了未曾結集的

小說《沒有時刻的月台》，以及散文集《九彎

十八拐》和《大便老師》，可說是目前最為完

黃春明
整的黃春明作品集。��歲依舊充滿活力的黃
春明表示想趁還有力氣時多做多行動，而文學

的筆等到他沒力氣了，安安靜靜坐下來後，只

要稿紙一攤，筆下就還有許許多多的故事等著

被寫下來。同時他也預告他已完成《看海的日

子》續集的劇本，也期盼不遠的將來可以把劇

本改成小說。此外，今年學者江寶釵、林鎮山

也將200�年在中正大學為黃春明舉辦的研討
會論文整理編輯，出版《泥土的滋味：黃春明

文學論集》一書。走過人生的九彎十八拐，這

位把創作當養生的老人，立足宜蘭向下紮根，

早已開枝展葉發展出豐富多元的觸角，並且持

續散發著光芒與熱力。

齊邦媛

以2�萬字回憶錄回溯「巨流河」
般的漂流人生

人稱「永遠的齊老師」的齊邦媛

（1�2�-），畢生奉獻於教學、評論以及翻
譯。自1���年起長年投入台灣文學英譯的工
作，有計畫地將台灣文學推上國際舞台，並且

開啟西方對於台灣文學研究之始。這位白先勇

曾暱稱她「是台灣文壇的保護天使」的「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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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台灣文學年鑑

烹文煮字十年 
《燭光盛宴》上桌

距離蔡素芬（1���-）的第一本長篇小說
也是成名作的《鹽田兒女》出版以來，睽違許

久的她在200�年再度交出《燭光盛宴》這部
長篇力作。在這部作品中，蔡素芬依舊以女

性視角出發，刻畫了台灣社會變遷與家國想

像。被視為台灣女性鄉土小說經典的《鹽田兒

女》，書中描繪的是南台灣鹽田的風土人情以

及台灣本土底層女性的悲歡歲月。而《燭光盛

宴》這部醞釀十年的作品，跨越了世代、族群

以及時空，將焦點轉向了1���年前後，流離
到台灣的外省族群女性如何在家國之間強韌地

活出自己生命。喜歡自我突破的蔡素芬在《燭

光盛宴》中除了第一次挑戰情慾書寫，也挑戰

了雖不住在眷村卻嘗試眷村題材的描寫。她認

為不見得住在眷村的人才能寫眷村，她筆下的

眷村呈現的是不同於外省第二代的面貌。而她

對於兩岸分離題材的關注，其實可追溯到她寫

作的源頭，便是以探親為題材書寫的，《燭光

盛宴》便是在這樣的脈絡之下，歷經歲月的沉

澱後誕生的。

今年10月這本書甫一出版便入選「200�
開卷十大好書」以及香港《亞洲週刊》華人十

蔡素芬
老師」，鼓舞提攜了許多台灣當代作家，編譯

並評論了許多台灣文學作品。一直等到退休以

後，才以�0歲高齡之姿，一字一句提筆回溯自
己「終身在漂流中渡過」的一生。對於一生總

是寫評論文章為他人鼓掌打氣的齊邦媛而言，

這部在她晚年才完成對自己一生回顧的作品，

不僅僅是個人生命的回憶，更是對一個曾經可

以為理想犧牲的知識世代的紀念。《巨流河》

記錄的是從中國東北輾轉漂流到台灣，從長城

外的「巨流河」落到台灣南端的「啞口海」，

最後紮根島嶼的故事。這本書既是家族記憶同

時又映照了大時代，不僅寫下出生於東北遼寧

的齊邦媛自己與父親兩代人的漂流，也見證20
世紀中國近代苦難，同時也為台灣文學國際化

的重大時刻留下記錄。

今年�月，《巨流河》這部費時四年共2�
萬字的鉅作甫一發表，來自各方的掌聲便不曾

停歇。�月，齊邦媛榮獲「第五屆總統文化獎
文藝獎」──這個代表國內文化類獎項的最高

榮譽。11月，中興大學頒發了名譽文學博士給
這位中興大學外文系的創系元老。12月，金
石堂「年度出版風雲人物」也頒發給齊邦媛。

對於走過「巨流河」般顛簸人生的她，或許這

些讚譽都已是錦上添花。《巨流河》的完成，

對於齊邦媛早已是個「完整的圓環」（the 
cycle）。而如同她筆下那個可以涵納所有風浪
的「啞口海」一樣，她一直是台灣文學界裡最

深沉也最寬廣的溫柔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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