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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台灣與韓國共同經歷過被殖民以

及戰後冷戰體制的歷史經驗，兩國的知識界

普遍認為有必要相互了解反映此一經驗的文

學，作為客觀把握自國歷史、社會和文學的

參照對象。

韓國過去會對台灣及台灣文學感到興

趣，亦如其他國家一樣，乃是韓國知識界為

因應時代環境對本國的影響所逐漸形成。鑒

於《台灣文學年鑑》過去未曾就韓國對台灣

文學研究的狀況做過介紹，本文在此基本認

知下，擬將戰後至今分為�個時期，概括整理
及介紹台灣文學在韓國研究的情況和動向。

首先，從戰後初期的�0年代到�0年代中
期，可視為第1個時期。在國際冷戰體制中，
這個時期東亞各國普遍受到以美國為中心的

反共主義和泛美政策的制約，韓國即在此架

構中，以「自由中國」（Free China）觀點思
惟台灣，具有同樣是與共黨對峙、維護自由

民主的同志意識。該時期韓國的台灣文學研

究，主要由留台學生擔綱，他們著重介紹台

灣的文化政策和文壇狀況，並把介紹的焦點

放在反共文學上面。

許宇成，〈今日自由中國的作風〉，

《新天地》，1���.0�
尹永春，〈自由中國的文化〉，《黎

明》，1���.0�
丁來東，〈自由中國文壇的動向〉，

《丁來東全集1、2》，1��1
許世旭，〈自由中國的現代文學〉，

《外大學報》，1��2.0�
尹永春，〈自由中國文學的概觀〉、

〈文學的戰鬥意識〉，《現代中國文學

史》，瑞文堂，1���

其中，在台灣文壇也享有著名詩人稱號

的許世旭，�0年代留學台北時，與覃子豪、
楚戈、商禽、鄭愁予、紀弦、辛鬱、梅新、

瘂弦等詩人深交，因而開始將他們的現代詩

介紹到韓國。之後許回韓擔任大學教職，直

到�0年代，都持續從事介紹及研究台灣文學
的工作，因此無論是在台灣或韓國，都被公

認為台灣文學在韓播種的第一人。依發表時

間先後，可整理他的相關文章如下：

〈海峽期的鄉愁與反抗〉，《大韓日

報》，1���.0�.0�
〈抵抗與超現實的參與〉，《月刊文

學》�月號，1��0.0�
〈海峽裡的統一意識〉，《國土統一》�

月號，1��0.0�
〈鍾鼎文――憂國的行吟者〉，《朝鮮

日報》，1��2.0�.02
〈自由中國的現代文學特質論――特

以五六十年代為中心〉，《外大》�輯，
1��2.0� 

〈中國現代詩與新詩――移植與繼承的

漩渦〉，《詩文學》�月號，1��� 
〈紀弦――抒情的現代旗手〉，《心

像》�月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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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詩的新技巧〉，《月刊文學》�月
號，1���.0� 

〈海峽期的詩刊群――以1���年以後自
由中國詩刊為中心〉，《詩文學》�月號，
1��� 

〈海峽的東與西〉，《讀書新聞》，

1���.12.0�
〈演進與相剋〉，《心像》11月號，

1���
〈趙滋蕃――浪人們的證言者〉，《世

界文學全集��》，三省出版社，1���.02
〈白先勇――舊大陸與新大陸之間的走

者〉，《世界文學全集��》，三省出版社，
1���.02 

〈陳若曦――追隨祖國與自由的人〉，

《文藝中央》夏季號，中央日報社，1���
〈民族文學的振興與外來文學〉，《文

藝振興》11月號，1���.11
〈台灣詩給新加坡詩的影響〉，《文

訊》��期，1���
〈中國兩岸詩風的交互現象〉，《亞洲

華文作家1�》，1���
〈20世紀末亞洲分斷國文學裡所見的人

物像〉，《第�2次漢城國際筆會論文集》，
1���.0�

〈20世紀末亞洲分斷國文學裡所見的人
道主義〉，《中國學研究》�-�輯，中國學研
究會，1���

〈《創世紀》在台灣詩壇的地位〉，

《台港文學論文集》，復旦大學， 1���
〈中國分斷以來現代詩的比較〉，《人

文論叢��》，高麗大學，1���
〈從華文詩的優點著眼東西交融的現代

詩〉，《亞洲華文作家》2�期，1��0

〈重估台灣五十年代的新詩〉，1���.10
〈華文文學與中國文學〉，《中國語文

論叢10》，1���
〈從兩岸當代詩比較中國傳統文化〉，

《中國語文論叢11》，1���

許世旭把這些介紹性文章、論文和在

月刊雜誌《韓國文學》所發表的台灣文學和

海峽兩岸文學的短評三十多篇結集成書，於

1��2年出版，題名為《中國現代文學論》
（文學藝術社）。他的台灣文學研究，主要

是根據自己所熟悉的現代主義美學，集中介

紹大陸來台文人。

第2個時期大致為�0年代後期到整個�0年
代，主要是以學院為中心。此時期開始出現

台灣文學的相關研究論文，尤其在「創作與

批評社」集團知識分子所提出的「第三世界

文學論」框架下，台灣文學逐漸受到注意。

韓國在日據殖民時期固然如此，戰後也因民

族分裂和內戰等歷史激變因素，學院體制始

終沒能得到穩定發展，直到�0年代中期才有
少數大學設立了中國語文科系。其後歷經�0
年代的緩慢成長，之後�0年代因國際情勢變
化，平均每年即有�個與中國學相關系所成
立，在�0年代後期，韓國與中國建交之前，
大學中文系所已達��所之多。這些系所，從
�0年代後期開始生產現代文學方面的研究成
果。

1��2年，周錦的兩篇文章：〈近三十年
的中國現代文學〉和〈鄉土文學論――中國

人作家寫作的中國文學論〉，被金鍾太譯介

到韓國的雜誌《詩與詩論》�月號和《韓國文
學》�月號。此後學者逐漸脫離過去著重介
紹以反共內容為主及現代主義文學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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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注意到現實主義傾向較為濃厚的台灣小

說，而開此風氣之先的當屬金喆洙，他於�0
年代後期即已投入台灣現實主義小說的研

究，論文包括：

〈鍾理和小說初探〉，《淵民先生頌壽

紀念論叢》， 汎學圖書，1���
〈鍾理和小說再探〉，《人文科學》�

輯，成均館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
〈鍾理和小說再探（續）〉，《大東

文化研究》1�輯，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
院，1��2

〈楊逵小說研究――以「春光關不住」

為中心〉，《韓國語文學探究》，民族文化

社，1���
〈楊逵小說研究〉，《東方學誌》��、

��合輯，1���
〈楊逵小說研究――以「模範村」為中

心〉，《大東文化研究》1�輯，成均館大學
大東文化研究院，1���

由這些研究目錄，可知他所關注的台

灣文學，主要還是關懷現實的鄉土文學傾向

作品。他的鍾理和和楊逵小說的研究，在學

院內部激起了台灣文學的研究風氣，從而帶

動了包括期刊和學位論文在內的下列研究成

果。

河正玉，〈台灣現代文學的昨天與今

天〉，《中國語世界》10、11月，中國語世
界社，1���

李再薰，〈1���年以後的自由中國文
學〉，《中國學論叢1》，高麗大學中國學研
究所，1���

柳晟俊，〈六十年代台灣的新詩與小說

概觀〉，《中國研究》通卷�號，韓國外大中

國問題研究所，1���
柳晟俊，〈七十年代台灣新詩思潮

攷〉，《韓國外大論文集》21輯，韓國外
大，1���

吳淳邦，〈淺論朱西甯的短篇小說〉，

《中國學研究�》，中國學研究會，1���
金河林，〈台灣現代詩所見鄉愁意識的

一斷面〉，《現代中國文學1》，現代中國文
學研究會，1���（再錄於《中國現代詩與詩
論》，圖書出版冊，1���）

金河林，〈對立與分裂情緒克服表

現〉，《文化藝術》10-11，韓國文化藝術振
興院，1��0

金河林、柳中夏、李珠魯，〈壓不扁的

薔薇楊逵〉，《中國現代文學的理解》，大

路社，1��1
金鍾賢，〈台灣鄉土文學的性格〉，

《中國語文論叢》11輯，韓國中語中文學
會，1���.12

朴宰雨，〈中國的勞動文學1�――台
灣〉，《週刊全國勞動者新聞》，1��1.0�.1�

龐紹義，〈陳若曦短篇小說研究〉（高

麗大學碩士論文，1���）
金喆洙，〈楊逵小說研究〉（成均館大

學博士論文，1���）
崔景鎬，〈黃春明小說研究〉（檀國大

學碩士論文，1���）
廉明淑，〈謝冰瑩研究〉（淑明女大碩

士論文，1���）

從上述台灣文學研究目錄中可以看出，

這個時期韓國學界對台灣文學的研究，集中

在黃春明、陳映真等所謂鄉土文學作家和作

品，其主要原因與�0年代韓國知識界廣泛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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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第三世界文學論」有著密切的關聯。

提出第三世界文學論的，一般認為是代表進

步傾向的「創作與批評」集團。他們在�0年
代提出關懷民眾的「市民文學論」，�0年代
又提出了「民族文學論」，然後在此兩者論

述中加進克服西方現代弊害的思考方案，於

�0年代提出了所謂的「第三世界文學論」。
文學的「第三世界論」，主要強調尋找符合

韓國歷史經驗的現實主義文學理論根據，而

現實主義傾向濃厚的台灣文學作品，由於反

應出產業化時代弱勢族群的生活困境等樣

貌，與韓國極度相似，因而被認為有參考及

研究的必要。此外，創批集團於�0年代末期
開始企劃第三世界文學叢書，1���年出版
上市，其中一本就是黃春明的小說集《莎喲

娜啦．再見》。黃春明小說能被雀屏中選，

與非洲、巴勒斯坦、印度、巴西等國家的作

品並列出版，主要是創批集團圍繞著第三世

界的概念，經過內部討論作出修正之後的

決定。他們反省之前的第三世界論過於偏好

非洲、拉丁美洲和阿拉伯地區，因而把它重

新解釋為「以民眾的立場視世界為一體」的

文學，而在此概念和視角下，台灣文學始得

以進入他們的視野。不過，該時期在韓國出

版的《莎喲娜啦．再見》，並非直接從中文

本翻譯過來，而是由著名小說家李浩哲與中

文學者全炯俊合作，重譯自日文譯本（田中

宏、福田桂二譯，1���）。黃春明小說所刻
畫的�、�0年代無法適應現代化和產業化的人
間群像，以及底層小人物的故事，在擁有共

同發展經驗的韓國，引起了廣泛的回響和討

論。特別是收錄在小說集中的短篇〈兩個油

漆匠〉，還由韓國的代表性民眾劇團「演友

舞台」改編成舞台劇〈七守與萬壽〉，接著

1���年朴光洙導演又將它改編成同名電影，
還獲得大鐘獎新人導演獎、Locarno國際電影
節青年評論家獎的肯定，同時也參加了第��
屆柏林電影節的影展。可見黃春明和台灣文

學在�0年代韓國的傳播和譯介，與韓國知識
文化界對自國現代化過程的批判性思考，有

著密切的關聯。

進入�0年代，延續�0年代台灣文學的
引介和研究風氣，加上韓國國內中文系所的

暴增（至�0年代末期中文相關系所已達1��
所），這些學院持續有台灣文學的研究成果

產出。比較受到注目的是中央日報社《中國

現代文學全集》（1���年）的出版。共20
卷的全集當中，第1�和1�卷收錄了台灣文學
作品，有趙滋蕃的〈半下流社會〉、白先勇

的〈台北人〉（第1�卷），以及包括陳映真
〈夜行貨車〉在內，共11位作家的短篇（第
1�卷）。透過全集中收錄的台灣小說，可窺
見韓國文化界了解及接受台灣文學的兩股潮

流：一為第1�卷中所見，許世旭所譯介的白
先勇等人的現代主義文學；另一為收錄在第

1�卷，由柳中夏所譯介具有強烈現實主義
傾向的作品，包含陳映真的〈夜行貨車〉、

曾心儀的〈彩鳳的心願〉、劉大任的〈長

廊三號〉、張系國的〈香蕉船〉、楊青矗的

〈低等人〉、方方的〈陸軍上士陶多泉〉、

宋澤萊的〈糜城之喪〉、李雙澤的〈終戰之

賠償〉、楊逵的〈新聞配達夫〉、吳濁流

的〈波茨坦科長〉。這些小說普遍都是具社

會批判意識、現實主義傾向和鄉土文學的內

容，可見這股潮流與當時韓國文壇和知識文

化界所熱烈討論的民族文學論和第三世界文

學論，有著深刻的影響關係。柳中夏提出他

選擇譯介台灣小說的標準時，說是著眼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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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韓國文學之間的相似性。這些台灣小說中

探討的勞動關係、被殖民時期歷史的反省和

清算問題、兩岸分裂和戰後美國影響等問

題，都與第三世界民族的解放問題息息相

關，同時也是當時韓國知識界所關注的時代

歷史課題。

在此問題意識共具的前提下，1��2年
韓國「中國現代文學學會」首次以「台灣現

代文學」為主題，舉行了為期兩天的國際學

術會議，提供韓國民族文學和台灣鄉土文學

比較考察的機會。台灣方面有陳映真、呂正

惠、林瑞明等學者參加，提出了台灣文學的

歷史性和國家認同問題。在此氛圍之下，

台灣文學研究論文和介紹文章也持續不斷問

世，其成果可整理如下：

劉麗雅，〈陳映真文學研究〉，《中國

學論叢2》，忠清中國學會，1���
全炯俊，〈台灣文學〉，《中文學如

何去學習》，實踐文學社，1���（再錄於
《現代中國文學的理解》，文學與知性社，

1���）
柳晟俊，〈1��0年代台灣新世代詩人論

考〉，《韓國外大論文集�0》，1���.0�
金尚浩，〈論台灣詩人白萩的詩〉，

《文學藝術》夏季號，1���.0�
金尚浩，〈論台灣詩人陳千武的詩〉，

《世紀文學》�卷2號，1���.0�
申正浩，〈回顧之前、再思之後――

對鄉土文學論戰研究的斷想〉，《理論與批

評》，1���.10
申正浩，〈文本的文學想像與歷史想像

――重讀黃春明的《莎喲娜啦．再見》〉，

《文藝理論與批評》，1���.0�
申正浩，〈作家的思想深度與時代角色

――紀念《陳映真文集》出版而作〉，《文藝

理論與批評》，2000.01
賀傅昇，〈陳若曦小說分析研究〉（嶺

南大學碩士論文，1���）
趙秀英，〈台灣鄉土文學時期黃春明小

說研究〉（釜山大學碩士論文，2001）
周宰嬉，〈陳映真小說研究〉（韓國外

大博士論文，2002）
李淑娟，〈台灣�0年代文學典範類型的

變化過程研究：以張大春等戰後第三世代文

學家�人的小說為中心〉（全北大學博士論
文，200�）

施淑玲，〈黃春明小說研究〉（忠北大

學碩士論文，200�）

如此，�0年代的台灣文學研究，雖然朝
向多元發展，但仍保留著�0年代的餘韻。不
過，�2年韓國與中國建交以後，韓國各大學
雖然爭相成立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

風氣也豁然展開，然而台灣文學的研究，此

時卻因斷交的關係相對減少。統計�0年代到
200�年為止針對學位論文所做的調查，即可
明瞭。此期間中國現代文學的學位論文高達

���篇（博士論文10�篇、碩士論文���篇），
但台灣文學研究學位論文卻僅只10篇而已。

第�個時期為2000年代直到現在，這個時
期有關台灣和台灣文學的論述，已成為韓國

知識界廣泛討論「東亞論述」的一個重要構

成因素。雖然持不同背景和立場，可能呈現

各個不同的角度和內涵，但「東亞論述」大

致上不脫下面兩種範圍：一是在隨著國際後

冷戰趨勢逐漸抬頭的地域主義論述中，強調

東亞各國之間相互理解的必要性；另一為對

以資本主義全球化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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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批判，並從東亞的現代經驗和其周邊觀

點當中，摸索出批判及反省西方現代霸權主

義的觀點。特別是中國採取改革開放政策，

急速發展資本主義，並在此基礎上擴張其國

家主義局勢，造成鄰近國家感到不安以後，

台灣所具有對西方和中國的雙重周邊位置，

對尋找東亞論述的韓國知識界來說，被認為

是有借鏡參考的空間。由於韓國一直以來飽

受西方霸權和中國、日本的威脅，台灣的處

境、因應方式以及其歷史經驗，恰好可以提

供建構東亞論述的理論根據，對台灣文學的

興趣和研究，也因此引發另一波高潮。

另外，基於相應於此的同樣的立場和角

度，國內台灣文學界也開始重視韓國文學的

研究。自�0年代以來台灣文學獲得正名，並
在2000年代紛紛進入正式的學院體系以後，
台灣文學的研究風氣急速上昇，各種研究角

度、切入方法和不同的觀點，也得到充分討

論的機會。不過截至目前為止，無論是國內

學者的研究，抑或韓國學者在台研討會上發

表的論文，基本上都以台韓比較文學的研究

居多，純粹研究韓國文學的少，而此一研究

趨勢相信應會持續下去。

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台灣與韓國

的皇民化運動（1���-1���）〉，《新史學》
�卷2期，1���.0�

曾天富，〈日據時期台灣與韓國之文藝

大眾化論及其意義〉，《韓國學報》1�期，
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2000.0�

金良守，〈李北鳴與楊逵〉，楊逵文

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靜宜大學台文系主辦，

200�.0�.1�-20
金良守，〈韓台小說裡的殖民地經驗比

較〉，鄭清文國際學術研討會，中正大學台

文所主辦，200�.0�.2�-2�
金良守，〈鍾理和的滿洲體驗與朝

鮮人〉，台灣文學藝術與東亞現代性國

際學術研討會，政治大學台文所主辦，

200�.11.10-11
金良守，〈台灣和韓國小說裡的「光

復」記憶〉，跨國的殖民記憶與冷戰經驗：

台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清華大學台文所主辦，2010.11.1�-20
全炯俊，〈東亞內部的文化間翻譯――

黃春明小說與韓國的話劇和電影〉，《台灣

文學與跨文化流動：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

學報》�期，200�.0�
全炯俊，〈由兩個女性的歸鄉所考察

的故鄉含義――黃春明的白梅和黃晳暎的

白花〉，江寶釵、林鎮山主編《泥土的滋

味：黃春明文學論集》（台北：聯合文學，

200�）
金尚浩，〈楊逵與張赫宙普羅小說之

比較研究――以〈送報伕〉與〈餓鬼道〉為

例〉，楊逵文學國際學術會議，靜宜大學台

文系主辦，200�.0�.1�-20
金尚浩，〈賴和和朝鮮詩僧韓龍雲民族

意識新詩之比較研究〉，後殖民的在地化思

考――台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清華大學台

文所主辦，200�. 11.1�-20
金尚浩，〈記憶與經驗：論韓國與台

灣冷戰時期文學之比較研究〉，跨國的殖民

記憶與戰後經驗――台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

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清華大學台文所主辦，

2010.11.1�-20
申正浩，〈葉榮鐘的朝鮮經驗――殖民

地知識分子的現實生活與文化交流〉，彰化

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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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台文所主辦，200�.0�.0�-0�
朴宰雨，〈日帝殖民時期韓台文化互動

的另一個空間――論鍾理和的滿洲體驗和韓人

題材小說〈柳陰〉的意義〉，《台灣文學與

跨文化流動：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
期，200�.0�

林春城，〈在韓國的香港、台灣大眾文

化之接受和中國大眾文化之教育〉，《台灣

文學與跨文化流動：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

學報》�期，200�.0� 
崔末順，〈封建性與現代性的衝突――

日據時期台韓小說中的女性處境〉，《女學

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2�期，200�.12
崔末順，〈翻譯和文化移動上的時代、

社會脈絡――以1��0年代東亞各國的「社會
主義現實主義」翻譯與接受樣貌為例〉（韓

文），《外國語文研究》�期，200�.0�
崔末順，〈無窮盡的資源與原住民的

土地――日據末期朝鮮的南方論述，兼與台

灣對照〉，東亞移動敘事――帝國、女性、

族群國際研討會，中興大學台文所主辦，

200�.11.0�-0�
崔末順，〈日據末期台韓文壇的「東

洋」論述――「近代超克論」的殖民地接受樣

貌〉，從近現代到後冷戰：亞洲的政治記憶

與歷史敘事國際研討會，彰化師範大學國文

系暨台文所主辦，200�.11.2�-2�
崔末順，〈日據時期台韓小說的他者性

經驗與後殖民視角――以賴和與廉想涉小說為

例〉，跨文化與現代性：歐亞文化語境中的

華文文學與文化（一）學術研討會，中央研

究院中國文哲所主辦，2010.0�.20-21
崔末順，〈《悠悠「家園」》與〈忠孝

「公園」〉――黃晳暎和陳映真小說的歷史認

知〉，《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期，2010.0�
崔末順，〈台灣與韓國的文學作品相互

翻譯現況〉，2010 KTLI 台北論壇，政治大
學韓文系主辦，2010.0�.1�

崔末順，〈日據時期台韓左翼文學運

動及其文學論之比較〉，跨國的殖民記憶

與戰後經驗――台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

國際學術研討會，清華大學台文所主辦，

2010.11.1�-20

  另外，這個時期在韓國產出的台灣文學
著書、學位論文和期刊，可分別整理如下：

曾天富，《日據時期台灣左翼文學研究

――兼與韓國普羅文學之比較》，世宗出版

社，2000.0�
宋承錫，〈日帝末期台灣日本語文學研

究〉（延世大學博士論文，200�）
張智善，〈吳濁流小說研究〉（忠北大

學碩士論文，200�）
金良守，〈1��0年代台灣的鄉土文學論

戰〉，《中國現代文學1�》，韓國中國現代
文學學會，2000.12

金良守，〈台灣作家陳映真的中國意識

問題〉，《中國現代文學20》，2001.0�
金良守，〈日帝時代韓國與台灣作家的

雙重語言文學〉，《中國語文論叢2�》，中
國語文研究會，2002.12

金良守，〈戰後台灣文學與中國現代文

學的傳統〉，《中國現代文學傳統》， 人民
文學出版社，2002.12（再錄於《國際中國學
研究�》，韓國中國學會，200�.0�

宋承錫，〈台灣文學的中國結與台灣

結〉，《韓國中國語文學》2001春季聯合學
術大會發表論文集，2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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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承錫，〈收奪與抵抗的神話――對台

灣皇民文學研究的一個考察〉，《中國語文

學論叢2�》，中國語文學研究會，200�.0�
宋承錫，〈徘徊的殖民主義幽靈――

圍繞著台灣皇民文學的相反的兩個政治立

場〉，《實踐文學》春季號，200�
千賢耕，〈中國的台灣文學研究初

探〉，《中國現代文學20》，2001.0�
周宰嬉，〈台灣中國人的迷妄〉，《中

國研究2�》，韓國外大中國研究所，2001.0�
周宰嬉，〈陳映真文學觀在戰後台灣文

學史上的意義〉，《中國研究2�》，韓國外
大中國研究所，2001.12

周宰嬉，〈陳映真前期小說的敘事特

色〉，《中國學研究22》，中國學研究會，
2002.0�

申正浩，〈中國的親日文學研究――

同台灣的研究成果合併討論〉，金在湧等人

著，《在日本與在滿洲的韓國人親日文學的

邏輯》，亦樂出版社，200�.0�
金尚浩，〈台灣現代詩潮流和它在東亞

地區中的地位〉，《文學村2-�》秋季號，
2001.0�

金尚浩，〈痛苦的美學――陳千武和金

光林的戰爭傷痛詩比較研究〉，《中國現代

文學2�》，韓國中國現代文學學會，2002.12
金尚浩，〈論笠詩刊創辦期陳千武的

詩〉，《中國現代文學2�》，韓國中國現代
文學學會，200�.0�

金尚浩，〈內心的獨白，外界的故事：

論巫永福詩中的節制和觀照〉，《中國現代

文學2�》，200�.0�
金尚浩，〈包容的美學――論�0年代

初陳千武的詩〉，《中國現代文學2�》，

200�.12
金尚浩，〈卓越的想像力，嶄新的語言

――論白萩的詩〉，《韓中言語文化研究》�
輯，200�.0�

柳晟俊，〈21世紀台灣新世代詩人的
詩歌與基督教意識〉，《基督教言語文化論

集》�卷1號，國際基督教言語文化研究院，
2002

李永求，〈近代民族意識形成上的文學

的角色――五四時期中國與台灣兩國的民族意

識的同異為中心〉，《外國文學研究10》，
韓國外大外國文學研究所，2002

如此，進入2000年代之後，韓國的台灣
文學研究已開始思考台灣有別於中國，呈現

認定台灣文學作為現實主體的傾向，而且此

時韓國各大學開始成立「台灣研究所」（翰

林大學、安養大學）或「台灣研究中心」

（韓國外國語大學、高麗大學），進行台灣

學相關研究工作；此外，部分致力研究台灣

文學的韓國學者，如延世大學白永瑞、高麗

大學張東天、釜山大學金惠俊等知名教授，

也在大學講授台灣歷史和文學相關課程，相

信如此必然對未來的台灣文學研究，帶來

一定程度的影響。另外，台灣文學作品的翻

譯，近幾年來也有蓬勃發展的趨勢，整理這

些譯作，可羅列如下：

龍瑛宗等人，《殖民主義，從抵抗到協

力》，宋承錫譯，亦樂出版社，200�
鄭清文等人，《白鼻狸》（台灣現代小

說選1），金良守譯，200�。收錄作品：三腳
馬（鄭清文）、戴貞操帶的魔鬼（李昂）、

秀才的手錶（袁哲生）、藍色的馬（蔡逸

君）、總統的販賣機（黃凡）、西藏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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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瀛太）、指揮者、黃髮三千丈（吳錦

發）

葉石濤等人，《木魚聲》（台灣現代小

說選2），金尚浩譯，200�。收錄作家：葉石
濤、賴和、吳濁流、鍾理和、鍾鐵民、宋澤

萊、鍾肇政、王拓 
葉維廉，《葉維廉詩選》，高贊敬譯，

知萬知出版社，2011
張系國，《棋王》，高慧琳譯，知萬知

出版社，2011
鍾理和，《原鄉人》，高韻璇譯，知萬

知出版社，2011

其中，知萬知出版社的台灣文學系Ö

作品，係由釜山大學金惠俊教授所帶領的翻

譯團隊持續多年的成果，金教授早於十數年

前即已著手翻譯台灣文學，但過去僅就研究

及教學需要，翻譯成果只是放置在網站上，

並未出版，現能陸續將這些文學作品公開出

版，對台灣文學在韓國的研究，將有實質的

提升作用。除了上述作品以外，金教授另已

選出包括台灣各個時期的重要作品，計劃

未來數年將持續向韓國學界譯介台灣文學作

品。

最後，有必要說明的，就是包括台灣

文學研究在內，最近韓國對台灣研究的幾點

基本思惟：第一，進入21世紀以來，雖然
中國的經濟文化實力增長快速，但所謂「華

語圈」文化的變化，並不是單靠中國大陸的

內在動力在運作，反而是由散佈在台灣、香

港、東南亞、歐美等地區的華語文化主體，

擔任著推動的主要角色。這些華人圈不斷對

中國內部帶來文化衝擊，促使中國不得不時

刻改變著自己。第二，以台灣為中心的華語

圈研究，將會在韓國的中國認知上扮演均衡

的角色。韓國在韓中建交開始，即極端偏向

中國，學界也因而單方向地靠攏中國，相對

忽視了作為現實主體的台灣的存在，不過目

前已到了必須修正此認知論謬誤的時刻。第

三，這些變化和修正，跟後現代關懷少數

文化（minority culture）的時代氛圍也有關
係，而這也正是中心和周邊的關係。就如台

灣的情況，周邊已不再被認為是為中心而存

在，因為自己也可以形成獨立混聲性的自我

認同。如此周邊和中心之間的權力關係的討

論，也可以導出華語圈文化的多元和多邊化

論述。第四，作為形成華語圈文化的縱軸角

色，台灣的重要性已獲得充分認知。如果把

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連結起來一併思考，

將可找出中國研究的新角度。這�個地區在
通時性和共時性層次上，各自形成不同的文

化認同，例如，中國大陸在社會主義和資本

主義實驗中形成自己的現代性；香港和台灣

也具有不同於中國的西方影響、殖民性和混

種性，這些不僅呈現了華語圈文化的主要特

徵，同時也給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帶來文化

挑戰，他們之間維持的緊張和協力關係，正

是構成多元中國的一個角色。因此，韓國認

知台灣和研究台灣文學的基調思考，基本上

將會在不脫離這些範圍內持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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