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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家彭加木為靈感的短篇小說《小蜥蜴的回

憶》，透過對話的方式，向冒險家致敬。今

年劉克襄受行政院文建會「台德文學交流計

畫」的邀請，自稱「揹著整個台灣去演講」

的他，出席德國法蘭克福書展，並以「大島

的自然書寫」為主題，希望能與德國的歐陸

經驗擦出火花。一直透過寫作實踐對於自然

環境的關懷的他，也以實際的行動介入到環

保抗爭當中，從台北二○二兵工廠、國光石

化等連串的環保運動，都能看到以自然為生

活價值的他具體而為的實踐方式。「自然對我來說已經是生活的價
值，透過寫作來充分實踐。」

自1��0年代開始從事自然書寫，今年
��歲的作家劉克襄（1���-）至今書寫未曾
中輟，亦是深耕最久、觸角最廣的代表性作

家。作家自言，台灣的自然書寫作家就像是

卑微而努力求生的攀藤植物，總是一邊改變

葉形以適應環境，一邊伸出觸鬚朝向不同方

位冒險。劉克襄是詩人、是小說家，也是自

然觀察作家，他的寫作可分成兩個階段，早

期在遙遠的高山、海岸中探尋自然，尋找珍

稀動植物還有水鳥候鳥；後期認為自然就在

生活週遭的細節中可以尋得，從野狗、花草

到菜市場都是自然寫作的題材。相對早期的

大隱於野，現在的劉克襄追求的是小隱於

市，強調的是人與自然之間的互動。

今年，劉克襄以《11元的鐵道旅行》獲
得「200�開卷好書獎」，並應開卷之邀下鄉
分享文學。而其新作《十五顆小行星――探

險、漂泊與自然的相遇》則是他從事自然寫

作�0年以來，首度聚焦在人身上。這本書對
他來說像是個人的小小史詩，總結了過去在

他自然行旅的道路上曾經交會、撞擊過他生

命的1�人的故事。此外，還完成了以中國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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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夜的詩人編織詩絲一甲子　獲
高雄文藝獎　錦連全集1�冊出版

200�年，明道大學舉辦「錦連的時代
――錦連詩作學術研討會」為�0歲的錦連
（1�2�-）祝壽，並回顧這位跨語世代詩人
一生走過的詩路，詩人因而獲選該年焦點人

物。今年寫詩已逾一甲子的錦連再度雀屏中

選，除了榮獲「2010高雄文藝獎」的殊榮之
外，國立台灣文學館整理並集結了錦連歷年

來的詩、散文、小說及翻譯作品，為至今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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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不輟的老詩人出版全套共1�冊的《錦連
全集》。

錦連，本名陳金連，彰化人，一生都在

彰化火車站的電報房工作，這樣特殊的工作

環境成為其筆下的題材，除了寫月台、寫鐵

道鐵橋、寫電報密碼，詩人也寫守夜工作時

夜晚的孤寂，還有夜裡拜訪的昆蟲朋友們―

―蚊子、壁虎和蜘蛛等等，這些元素形構了

錦連作品的特殊性，也因此有「鐵道詩人」

的稱號。即便退休後的老詩人，至今依舊習

慣在夜晚守著夜的寧靜，繼續緩慢地吐著詩

絲。跨語世代的錦連早期曾以「一隻傷感而

吝嗇的蜘蛛」來形容自己從日語到中文轉換

過程中語言表達的困難，以及因為曾經失語

所以更加珍惜語言的態度。

1���年退休移居高雄的錦連，從電報
房走出來，從鐵道來到港都，錦連近十多年

來，除了整理和自譯中日文詩作的舊稿出版

了《守夜的壁虎》、《群燕》外，在《文學

台灣》雜誌上也常有詩作發表，並出版《支

點》、《海的起源》和《我的畫廊》等中日

文詩集。在高雄可以說錦連迎來創作生涯的

收成期，在走過戰爭、走過戰後失語以及戒

嚴時代，始終在角落默默編織著詩絲不願讓

步的詩人，終於蛻變成如詩人郭楓所言的

「一棵越老愈美的語言花樹」。

《西夏旅館》寫被歷史流放的族
裔　獲紅樓夢獎首獎桂冠

2010年，駱以軍（1���-）以長篇小說
《西夏旅館》獲得第�屆香港「紅樓夢――世
界華文長篇小說獎」的桂冠，這個代表華文

小說的最高獎項，是第1次由台灣作家獲得，
在頒獎時他說道：這不是給他個人的獎，而

是對於整個台灣文學的肯定。這部耗時�年、
��萬字的長篇小說，早在200�年就得到開卷
十大好書「中文創作類」大獎，200�年得到
「台灣文學獎」小說金典獎、第��屆「金鼎
獎」最佳著作人獎等諸多肯定。

一向擅長講故事的小說家，在這部作品

中延展了從《月球姓氏》到《遠方》當中對

於父輩家族史的追索，在《西夏旅館》中，

駱以軍以11世紀神秘消失在歷史長廊當中
的流放族裔西夏人作為貫穿全書的隱喻，書

寫同樣被歷史所流放的父輩外省人的遷移故

事，既揉合了小說家虛實交織時空交錯的現

代主義技巧，同時灌注了小說家對己身生命

史的追索，形構了小說的獨特風格，也開拓

了小說語言的極限。這部作品代表了從新生

代走到中生代作家的駱以軍的一個階段點，

可以說是集大成的總結。今年，除了擔任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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