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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散文概述
黃文成

一、前言
台灣散文出版品，在整體大環境黯淡多

年之後，200�年裡突然間，似乎找到了存
在的方向與新的書寫出版生命力。首先是關

於個人生命史書寫的部分，在200�年的散文
出版裡佔了極重要的角色，如齊邦媛、王鼎

鈞等文壇前輩，都寫出了必然傳世的個人傳

記。而龍應台的《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寫下了歷史現場的印記，隱地則將其文壇

六十年所聽所見後，寫下屬於台灣一甲子的

觀察報告。

學院派出身的散文書寫創作者，在年度

表現裡，有著吃重的表現。其中女性學者兼散

文家的表現，又比200�年有長足的進步。張
曉風、周芬伶、張小虹、李欣倫等不同世代的

女性，都推出成熟且感官視覺迥異於已往的散

文書寫美學觀。學院派的散文，有著知識分子

觀察這社會、世界的切入角度，生活美學家在

200�年也以文字叩問世間美學為何，蔣勳、
王俠軍及蔡國強相關的美學、審美經驗透過不

同的書寫形式，傳遞當代美學思潮典範。

飲食相關文學議題的開發與書寫，在

近幾年的出版及書市中，佔有相當的地位，

200�年的飲食散文相關書寫，也有傲人的成
績出現。幾位飲食文學代表作家在年度出版

裡，都有相當高度及成熟度的作品問世，而這

議題也讓文學與生活找到一個平和對味的對話

管道與空間。副刊／雜誌專欄對於散文書寫的

出版，也有決定性的影響，像張小虹、張曉風

幾位作家的作品，便是從其專欄作品集結出

書，長期書寫的作品，多是近身觀察自己與他

人生活的點滴，而這一種專欄集結出書的作

品，其實是更貼近真實生活的文學作品。新人

發聲管道雖然還是相當艱辛，只是當行本色的

新生代在200�年裡，終究有人找到屬於他發
聲的角度與角色。而文壇前輩在《文訊》雜誌

的支持下，紛紛也重新開始提筆，寫下迥異於

這世代的散文作品。

二、個人生命史與大歷史的書寫
與對話

200�年裡，書市裡出現幾部重要的著
作，其中又多是個人生命與大歷史之間來

回對話與交錯。其中齊邦媛以個人生命史書

寫下的《巨河流》一書出版問世，可以說是

200�年，甚至是這幾年以來台灣書版事業裡
最重要的一刻，在時間巨河流的奔騰之下，

作者的記憶非但不被巨河流掏空，反而是精

粹盡出，緩緩道出時代對作者內在精神世界

的培養建構與對文學的嚴謹態度。作者在

《巨河流》寫下了她自己的文學觀，寫下了

她處世的人生觀，同時也寫下了大陸與台灣

那個大時代苦難的時刻。此書文字溫潤、情

感綿密，照映出的是從大時代走來的那一代

知識分子的風範與態度；而此書，我們相信

將永流傳於時間巨河流之中。

繼《昨天的雲》、《怒目少年》及《關

山奪路》三本王鼎鈞個人生命回憶錄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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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200�年再度出版《文學江湖》一書的
出版，可以說是他個人生命史書寫的最後一

塊拼圖，此塊拼圖記錄了王鼎鈞與台灣藝文

界的演變與發展，更是台灣藝文界的顯像記

錄史。

《巨河流》與《文學江湖》兩書的出

現，一方面書寫與記錄了個人生命史、台灣

藝文與文學的發展，在特有的時代背景之

下，更有一種屬於人性溫暖層面的散發。關

於留在記憶裡的大時代故事未必全然是溫暖

的，畢竟時代的轉動充滿現實感與殘酷面，

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裡所寫下的，

盡是一頁頁的滄海桑田，作者用筆尖寫出是

人道主義裡最溫暖的層面，來面對兩岸六十

年來因戰亂、因流離所糾結在心裡頭的那些

苦難的曾經。只因為，時代遠離，感情和記

憶依舊在。

此外，隱地的《回頭》、《遺忘與備

忘──文學記年一甲子》二書，也當算是個

人生命史與整個台灣藝文圈五十年來的一次

對話，尤其是《遺忘與備忘──文學記年一

甲子》一書，以文學記年方式，時間橫跨

1���至200�年間裡台灣文壇出版品及活動的
記錄，作者提供相當豐富的史料加以敘述說

明，活脫地像本台灣現代文學發展流變史。

三、飲食文學的大鳴大放年代
近來經營出版社有成的焦桐，在處理飲

食文學與文化相關議題上，有相當評價的成

績出現，200�年他個人出版《暴食江湖》及
《台灣味道》兩本散文集，皆與飲食書寫有

關，前者是作者在飲食、歷史與人文之間，

有一深度的對話書寫成果展現，後者則是對

台灣傳統小吃，做另一種人文價值探索的書

寫。此二書的出版，又將焦桐在台灣飲食文

化的地位，向上推高到另一境界。

除焦桐端出兩道飲食文學大菜外，李昂

《愛吃鬼的華麗冒險》則大秀她個人愛玩愛

吃結合而成的一道旅行與美食華麗菜色。此

書書寫空間橫跨歐、亞、非，每一口舌尖上

的異國氣味，作者都能說出一則動人故事，

關於食物的故事、地方的故事、歷史的故

事。飲食文學可以寫得專業、寫得好玩，也

可寫得很生活、很我城，廖之韻的《我吃了

一座城》就是其中一例。廖之韻的飲食散文

寫來充滿都會女子面對情感、家庭與未來之

間的呢喃，味蕾記憶與都會生活記憶全然貼

合。而陳淑華的《島嶼的餐桌》內容，則像

是六、七○年代裡台灣家庭餐桌上，必然出

現的各式家常菜的田調、報導文學，每一個

道菜餚的背後總有一則關於大歷史、小家庭

的故事在其中。簡媜負責策劃所完成《吃朋

友》一書，更從大歷史下的真實人物、故事

之間，與一道道菜餚上桌。翁喆裕《美味內

心戲》也在200�出版關於在都會、在食物舌
間飄散出一個一個關於感情、關於孤獨、關

於享樂生活的點點心情記事。

四、女性散文家的腹語吟遊
女性作家在200�年的散文表現較諸於

200�年，有十足的展演空間，且各個年代女
性作家的散文書寫，都有相當亮眼的表現。

尤其是學院派出身的女性散文作家，大量地

攻城掠地，橫掃200�年的散文書市。首先
是張曉風這位文壇前輩，出版了《送你一

個字》散文集，書中篇章內容多屬她面對家

國、歷史、文學之間，個人相當凝煉的觀點

與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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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芬伶在《青春一條街》作品中，沿

續她一直以來特有的女性視角，優雅地書寫

她所觀察、體驗到的台中在地觀點、在地書

寫。她把生活與這個中部大城的點滴全融合

了起來，可以說是作者隱身在大城之中的私

密活動地圖、情感現狀大公開。此書的完成

與作者過往從女性視角出發的看待人間事，

有著另一種生活美學的態度，雖然此時的生

活美學未必是最圓滿狀態，箇中滋味、酸甜

苦澀遠比作者以往生活經驗更深刻。也是學

者身分的張小虹於200�年出版《身體褶學》
一書，文章收錄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三少四壯集」專欄的書寫篇章，內容皆與

女性知識分子、女性身體、都會女子的日常

生活事相關，五十多篇短文充分展現作者在

其專業領域之外的另一種的自信與優雅感。

除周芬伶與張小虹兩位學院派學者的散

文受到矚目之外，另一位也剛從學院畢業，

先前已在文壇受矚目的李欣倫，也有成績出

現，尤其是以女性視角書寫屬於新世代關於

身體、情感或都會女子的心境，都有相當的

詮釋。《重來》一書可以說是李欣倫試圖以

行旅經驗來叩問生命存在意義與本質為何。

李欣倫用文字寫下與不同性別、不同國度、

不同年齡與人種之間，那既瞬間又永恆的人

性溫情真實面。

五、生命故事／生活事物的書寫
特質

向來，散文書寫的焦點，本就以生活為

出發，200�年的散文出版中的一個重心，便
是側重攀附於生活瑣事書寫的內容。爾雅出

版社自2002年起，輪流邀請一位作家書寫及
記錄一整年的日記，內容因作家各人生命經

驗的不同，日記內容亦有多種樣貌出現；多

年下來，隱地、郭強生、亮軒、劉森堯、席

慕蓉及陳芳明等人的年度日記，成果豐碩，

200�年則由凌性傑接棒，《美麗時光》寫下
他一整年度的生活心情，其中包括身為高中

國文老師對教育體制的第一線觀察，從知識

分子對社會現象提出他的觀察，還包括他在

都會生活、樂活的生活觀，再再地建構出屬

於凌性傑或這一代都會人／知識分子／白領

階級的生活觀。                   
而相較於凌性傑年長的知識分子的生活

態度與哲思，又該如何？陳芳明書寫下的散

文作品，有了很好的詮釋與發聲觀點。200�
年陳芳明在聯合文學出版了兩本文學書，一

本是結集個人閱讀文學經驗所感的《楓香夜

讀》，另一本散文集為《晚天未晚》，此書

是他個人在2002至200�年間生命漂泊與存在
感的深沉逼視與書寫。無論是《楓香夜讀》

或是《晚天未晚》，陳芳明的文字總佈滿濃

濃哲理及詩味。此外，李明璁的《物裡學》

以小品文書寫了四十五種生活小事物，簡短

的文字充滿畫面的質感，佐以精緻的圖片，

提供讀者既有文字又有圖相的文學作品。此

書文章篇幅甚短，描寫的盡是現代人面對現

代生活的切片，每一切片既是真實存在，卻

又具某種距離的美感。呂政達《異考錄》一

書也是透過生活態度、生活用品，寫出一則

則屬於作者自己關於他對／與這世界互動及

詮釋學。

講述生命正向力量的勵志小品文，在

各大書店銷售排行榜裡，常常有好的成績，

但勵志文學的文學性，因文字密度與用字淺

白關係，常被學院派所忽視，但勵志文學在

庶民閱讀活動上，常扮演吃重角色；身為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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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同時也是荒野保護協會榮譽理事長的李偉

文，近年來相關著作頗豐，他於遠流出版事

業公司出版《傾聽自己的鼓聲》，此書從平

凡及繁忙生活中找到人與人相處的珍貴情

感，透過小故事串聯出人性的正向力量之所

在，其作品有勵志文學的力量，但同時也不

濫情與造作，頗受閱聽人的歡迎與接受。

六、從生活美學出發的傳記文學
／行動書寫

關於生活美學的書寫，200�年也有相當
程度的表現。蔣勳的《生活十講》、《感覺

十書》，寫出個人對生命、身體、感官與外

在世界之間凝視的姿態，二書間透過文字、

語言構築出柔軟的感官靈動與生活美學，恰

恰與王俠軍出版的個人傳記文學《美學時

光》相互輝映。作者在《美學時光》現身說

法，如何透過生活上細瑣事物找尋生活美學

與質感，然後建構出自己的美感經驗；美感

經驗的形成，不只在物質、事物的外在美感

上，還需從心裡出發，從態度上出發；他所

要訴說的這種美感經驗，才是深刻的、生活

的，才是生命的可能與價值。

另一位藝術工作者蔡國強，也出版個人

傳記文學──《我是這樣想的》，這是楊照及

李維菁為蔡國強個人寫的傳記。「蔡國強」

漸漸成為這個時代的符碼，此一符碼內容，

包含屬於東方的、前衛的、傳奇性的特質。

於是《我是這樣想的》談的已不是個人的價

值意義，而是一個文化符碼在世界潮流的跳

動性與獨特性。這群在世界藝術圈裡頂尖發

光的人物，充滿了一種性格及行動美學。而

行動美學的觀念，似乎也在散文出版品間，

漸漸流行了起來。

以報導文學著稱的藍博洲在200�年與
侯孝賢、南方朔、夏鑄九、莫那能等學界、

藝文及政界人士，商討共組「族群平等行動

聯盟」，藍博洲更於200�年披掛上陣，代表
「族盟」參選苗栗縣立委選舉。200�年將
參選記事整理成《戰風車── 一個作家的選
戰記事》。此書將藍博洲參選始末及政見理

念，完整呈現，雖此次選舉失利，但藍博洲

對於台灣政治、社會責任與道德的抉擇，娓

娓道來，無非也是一種真實生活裡另類美學

的體現與落實。

七、文字與文創結合的新閱讀視
覺

在200�年的散文出版品中，以文字加
上配圖方式出版的比例不低，劉克襄《11元
的鐵道旅行》、古蒙仁《台灣山海經──國

家公園生態文學之旅》、西西《縫熊志》等

書皆是如此。劉克襄每個階段的生活態度、

觀點總會以文字記錄書寫之，《11元的鐵道
旅行》以全台各地山城小鎮中的火車站為書

寫主體，每個車站是錯落在家裡後院般，劉

克襄用輕鬆慢活的態度，寫下這些像詩也充

滿韻味與生命力的空間。只是台灣移動的工

具──火車，有了替代性，高鐵的行駛改變了

台灣行旅移動的方式與空間感，作者在《11
元的鐵道旅行》一書裡闢一單元，讓高鐵

急駛其間。此書版面設計有大量的插畫、配

圖，讓讀者在閱讀文字之後，或能按圖索驥

隨著作者角度，來趟樂活之旅。

而古蒙仁則選擇以行走方式，走訪了台

灣六座國家公園，寫下了《台灣山海經》，此

書內容既有報導文學的氛圍，更有古蒙仁從每

座國家公園的人文地理環境開始書寫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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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氣質，算得上是以文字為軸心的紀錄片。

200�年裡最讓人意外驚喜的散文出版品，西
西《縫熊志》應該算上一筆，西西在華人文壇

絕對能算得上是一位資深作家，其作品《縫熊

志》充滿異想世界，在童真、想像之間顛覆中

國歷史掌故的既有敘事美學，主角全以毛熊上

場，毛熊上衣物全由西西縫製而成，此書無論

是對作者西西或是200�年的書市而言，都是
一種具有文創／原創精神的作品。

八、新世代練習與正式發聲
晚近幾年，新生代散文寫手要卓然成

家，非易事，且要出版社花時間與金錢來等待

一位寫手的創作成熟期的到來，更需要有遠見

與膽識。九歌出版社對於栽培新生代創作者的

企圖心，一直以來保持著相當的高度，200�
年九歌為從醫者出身的林育靖出版了《天使的

微光── 一位女醫師的行醫記事》，200�年
則同樣地為有醫學背景的黃信恩出版了《游牧

醫師》。黃信恩這幾年來橫掃了各大文學獎獎

項，文風細膩，字裡行間在專業的醫學病理與

人文關懷之中，來回找到人性的溫潤處。《游

牧醫師》收錄的文字與內容，沒有文學獎作品

該有的沉厚與典麗，但也充分反映作者善於言

說的本事。

此外，受矚目散文新生代創作者吳柳

蓓，也出版了《裁情女子爵士樂》，內容與時

下女性作家擅長於書寫都會女子心境的作品，

完全不同，她關注的視角從她成長的那塊鄉土

寫起，寫家鄉裡那一張張她所熟悉的眾生相；

也因此，吳柳蓓的散文書寫，有著完全屬於她

的一種特質在。另一位文壇散文寫手的表現也

相當突出，並於九歌出版社出版了《門內的父

親》一書的徐嘉澤，其散文小說化的書寫策

略，可以說是新生代散文寫手中的典範，其作

品在父子之間的親情著墨甚深，議題也在性別

越界與探索之間來回擺渡，文字之間有著濃厚

的成長書寫氣息。

九、銀光副刊與資深作家作品再
現

200�年裡，新世代的身影可以說是犀利
的出現，但文壇前輩在同年裡，也有相當令

人感佩的成績出現，其中當以黃春明出版了

《大便老師》、《九彎十八拐》二書，具有

作者自身創作及時代性的意義，二書依舊有

著黃春明寫小說時的那份對社會的批判性及

犀利感。而林文義《迷走尋路》一書文字內

容，可以深深地看到林文義孤獨的身影，在

他所關注的議題上出現，然後隱沒。

200�年10月份《聯合文學》邁入創刊
二十五年，《聯合文學》對台灣當代文學創

作負起無可替代的責任與使命，在二十五週年

的同時，作家王聰威上任新總編職務，將延續

《聯合文學》的文學傳統，但也承擔與新世

代讀者溝通的角色。此外，《文訊》在1月份
時，開闢一個專屬台灣老作家的發表園地，讓

在台灣文學史發展上曾經發光發熱的作家，不

因時空轉移，而消失在競爭激烈的文壇中。於

是我們重新看到了諸如康芸薇、莊因、張拓蕪

等人的散文作品，闢長時間且專門的篇幅給這

群令人敬仰的老作家群們書寫，大約僅有《文

訊》能在這文學弱勢年代裡，還願意且有心力

扮演起此一吃重的角色。

十、結論
台灣與全球經濟在幾經寒冬後，200�年

裡開始有了全面性的復甦，而此一復甦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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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深深影響了台灣書市的發展，出版社的出書

量較200�、200�年有了相當的活水注入，散
文書寫與出版品的質與量，也同時繳出漂亮成

績，不論是哪個世代的書寫者，也不論是個人

書寫或是主題集結。在文化創意產業趨近成熟

且盛行的年代裡，散文出版品的包裝，也漸漸

被重視，更貼近於閱聽人視覺部分，或許這幾

年來全球經濟風暴影響下的台灣文學出版品，

在幾經慘澹經營下，文學出版品觀念的改變與

實踐，有了根本性質變。

只是出版品看似重生機會到來，平面媒

體的發表空間，相對的則被縮減，《聯合報．

讀書人》在縮編後停刊，《中國時報．人間副

刊》也有版面上的調整與併版。此外，文壇幾

位重要作家生命嘎然而止，高信疆、孟東籬、

艾雯、孫如陵、曹又方、陳恆嘉等前輩，都在

台灣文學史的進程與洪流裡，用他們手中的筆

端寫下屬於他們身影的浪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