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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小說概述
林佩蓉

一、前言

觀察2012年台灣文學的小說創作概況，

本文分別從出版情況、文學獎、學術會議中

對小說獎項、研究進行概述。

這一年仍是豐富的小說年，多變的類

型、題材，深刻描寫複雜人性的各個層面，

而史料的積累也同步進行，本年度計有兩部

作家全集出版，分別是1月由國立台灣文學館

發表的《楊雲萍全集》8冊，分為文學之部、

歷史之部、資料之部，揭開史家、詩人楊雲

萍不為人知的小說家身分，《部落日記》以

日記體、虛實交疊的方式，呈現了1937年之

後，皇民化、大東亞戰爭的景況；8月由文訊

雜誌社編印出版的《艾雯全集》10冊，分為

散文卷、小說卷，以散文見長的艾雯，經過

整理1941年至2008年的作品後，也有5冊之多

的小說作品。全集的產出，不只是能完整的

呈現作家作品，也再現一個時局、世代的文

學思潮。而單冊作品，在本年度所形成的風

景，以下藉由出版、書寫、創作風格、發表

載體四個面向進行概述。

二、在出版的輸送帶上

2012年出版的小說作品，計有181部，就

作家身分統計，約有72部是域外作家作品，

包括中國大陸作家莫言、韓寒、于懷岸、張

海帆、山颯、失落伊甸、陳麒淩、劉正權、

曾紀鑫、朱曉劍、李劼、遲子建、吳耀宗、

陶然等及馬華作家賀淑芳等，多以長篇承載

厚重的文學元素，包括歷史、戰爭、魔幻

等。由侯文詠主編的《九歌100年小說選》，

選錄了2011年出版的小說作品，包括跨越台

灣海峽此岸與彼岸的作品，跨越世代的寫手

競相而出，題材包括親情、都會、武俠等，

編者有意展現多元並且不願意分類，若真要

有所區別，就是「有趣」與「不有趣」，大

眾的閱讀品味定有差異存在，只能將「小說

原來這樣有趣」的期待安置在其中。

閱讀品味關聯著出版，出版也與作家

的光環息息相關。201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的莫言，以長篇小說見長，今年由聯合文學

出版的《傳奇莫言：莫言短篇小說集》，挾

帶著諾貝爾文學桂冠的光環，全書以作者所

謂「我想把根札在故鄉那片黑土裡。埋葬在

黑土裡，也是一種幸福。」為基調結集了幾

篇小說。而莫言的得獎，除了華文世界的擴

張外，對於翻譯的推動與行銷策略，值得觀

察。已翻譯近二十部莫言作品的美國翻譯家

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被稱為是「讓

莫言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功臣」，穩定、具市

場知名度的翻譯者，將大部頭的華文作品推

進狹小的出版空間，並能在縫隙中開展出受

矚目的花朵。

總觀今年出版約六十餘部長篇小說、

一百二十餘部短篇小說選集，相較2011年的

出版量，未有明顯的變化，但以PO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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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emand）作為出版方式的秀威資訊科技公

司（釀出版），為個人出版、少量印刷或不

受製版成本印量設限者提供了出版管道，為

數不少，總計出版了51部作品，佔總件數將

近三成，是所有出版社之冠。對於銷售、儲

存空間、閱讀習慣、銷售手法等，在在影響

著出版社出版文學圖書的意願，這早已無庸

置疑，但間接甚者直接影響文學出版，以致

影響創作，卻仍是不可忽視的問題。

也許因為這樣的問題已被有志人士感

知，在2010年前後，陸續出現的逗点文創結

社、一人出版社、櫻桃園文化等十幾家一人

公司，在出版夾縫中發展出幾種創新思維，

他們多半專精於外國文學，例如櫻桃園文化

出版社創辦人丘光，專注於俄國文學的所有

的文本、研究，在台灣文學出版領域上，一

人出版社劉霽，嚴選自己所喜愛的作品，每

年出版2-3本，在今年則有何献瑞《跳吧》

短篇小說集的再出版，差別在於2010年作者

刪除了自費出版時的幾萬字，2012年經過大

幅修改後，重新面世。作者及其撰述中的故

事串聯，在虛與實中，記錄變動的時局，如

蟻的人們在歷史洪流中，流離思索後，在安

定後的片刻裡伸手願能抓住過往的的記憶，

包括傷痛。而一開始以出版現代詩為主的逗

点文創結社，創辦人陳夏民站在讀者的角

度，以閱讀需求作為出版的標準，今年推出

了來自香港，旅居台灣的紅眼歷史小說《小

霸王》、黃崇凱長篇小說《比冥王星更遠的

地方》、葉佳怡短篇小說集《溢出》、王

君宇短篇小說集《時之一》，比較「一人一

卡皮箱」一人公司的台灣文學出版量，逗点

文創結社的成績較為突出，以微型之姿，爆

發驚人能量，給予非市場主流的作家發表的

平台，也觀照了讀者的閱讀品味，不只是內

容，還包括了視覺上的裝幀，給人耳目一新

的感動。

三、書寫，為的是凝結回憶

關於小說，無論是何種類型，都有著

作者處心積慮、用心良苦的目的—講述一

則動人、引人願意閱讀的故事。不同世代的

作家，在歷史重層中接替、相遇，不斷的書

寫，像是用盡生命，以寫、以敲打成就一部

部動人的故事。今年度1920、1930年代出生

的資深作家，出版了長篇、中短篇小說合

集，包括以自傳為故事題材，或是新作長

篇、合集、舊作或未正式出版作品集，這驗

證了經過半個世紀的筆，從未停擱。最為年

長的小說家楊念慈（1922-），出版了《少

年十五二十時》，以小說的手法，類自傳的

方式，呈現曾經年輕的戰爭歲月。吳東權

（1928-）的《娘在兒不老》以1949年國府

來台後，被迫分離的骨肉親情為題，類似主

題、同一世代的喬木（1930-）以短篇小說

集《青春花車》、長篇《那個年代的台北中

華路》刻劃歲月、凝結記憶，敘說著生活即

使困苦仍需懷抱著希望，這樣的調性在述及

1949年自中國大陸來台的人們，屈身於台北

市中華路以竹圍作為落腳地、他鄉只得成家

鄉的無奈感，如實展現。蔡文甫（1926-）的

《移愛記》以日常所能感知到的人事物為題

材，刻劃包裹人心的偽裝與矛盾的內在，共

計14篇短篇小說；侯楨（1931-）由文史哲出

版社再版4本小說集《自求多福》、《兩代之

間》、《清福三年》、《喜上眉梢》。任真

（1930-）的《紅塵劫》持續探索關心的政經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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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參考了1994年前衛出版社的「台灣

作家全集」中為作家創作年代所作的時間區

分，出生於1930-1940年代被稱為是戰後第二

代的作家，出版了新作及作品結集，他們分

別是鄭清文（1932-）、馬森（1932-）、七等

生（1939-）、郭松棻（1939-2005）、劉大任

（1939-）：鄭清文《青椒苗》編列為「鄭清

文短篇小說選3」，8篇作品皆在《鄭清文短

篇小說集》出版後的幾年陸續完成，寫得是

與作者相關的市井小民生活，典藏了豐厚的

生命經歷，那是跟原鄉、再生家庭的牽掛與

牽連。自2010年起發布「馬森文集」出版訊

息以來，至今出版18冊，包括創作卷12冊、

學術卷6冊，今年出版則以小說為主，分別是

短篇小說《海鷗》、長篇小說《M的旅程》、

寓言小說《北京的故事》。而七等生的《為

何堅持—七等生精選集》，以主編張恆豪

的分期方式，將1960年代開始發表至1990年

代前的作品收納歸位、呈現，全書收錄了18

篇作品，編者張恆豪分別在1993、2003及2012

年編纂七等生集或全集、精選集，而〈灰色

鳥〉更是在1966年完成的早期作品，在精選

集未出版前，始終是遺珠之憾。郭松棻長篇

小說《驚婚》在李渝的騰稿整理後面世，在

倚虹與亞樹及其父輩二代的命運之途，藉由

牧師證婚的開場與結束，串聯憂闇、緊閉的

內在，穿透生命的文字，即便如此而透出的

微光，仍無法直探作者的內心世界。同為

保釣運動世代的劉大任短篇小說集《枯山

水》，以進入老年的歷程，尋求生命底處的

釋懷與坦然。已持續以科幻小說作為創作標

記的張系國（1944-），距離上一部作品出版

後經2年的時間沉澱，以「海默三部曲」為寫

作計畫，今年推出第一部《多餘的世界》，

描述在異次元的空間下，存放在作者對社

會觀察及嘲諷，延續張系國對宇宙生態的關

懷。戰後第三代的代表作家，停筆6年的宋澤

萊（1952-），以《天上卷軸（上）》再度呈

現其獨到的魔幻寫實小說功力，在追求自我

身分認同過程中所鋪排的種種奇異風景，鍊

結《聖經》中關於基督信仰中悟道的過程、

西拉雅書寫、以及充滿異象、神蹟、法戰的

元素，作者自謂是以散文的寫法，文字成了

一種精工，是一種法國新小多的變形技法，

因此在這樣的意義上，算是一種實驗小說。

關於舊作重出者，儼然成為兩性專家

的廖輝英則推出第一部作品《油蔴菜籽》新

版。詹錫奎的《再見，黃磚路》，對於三十

年前的全面西化、失去奧援的台灣青年，苦

悶、孤獨之感，在全球化、追求根基的此

時，仍有相應之處；一樣帶有青春懷舊、書

寫年少豪情及與時對話的還有小野《試管蜘

蛛》，歷經30年的多次再版再刷，今由遠流

重新校排推出3版。陳輝龍的《目的地南方旅

館》，結集了已絕版的小說重新排版印刷，

盛滿都市魔幻的味道。而曹麗娟極具早慧、

長銷的小說集《童女之舞》以「復刻」之姿

再版，依然有其吸引力。杏林子原作《身邊

的愛情故事》由九歌以「杏林子作品集」系

列，《將我的最愛託付你》加上3篇老友的回

憶文，重新出版。翻譯家黃玉燕日譯庄司總

一的《陳夫人》再版，離原作已逾半個世紀

之久的文學著作，累積幾個版本之後，今年

再度以新裝面世，是本年度小說背景年代最

為久遠的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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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創作場上的競技，不只是爭
奇鬥豔—寫一本人人想讀
的小說 

對於小說的展演方式，今年除了守舊，

也有創新，像是一個以筆為技的競賽，各方

好手在不同時空／雲端較勁。在本節中概述

幾部具形式代表的作品概述，而關於各部

文本所涵攝的世界，究其面貌提出幾個較集

中、明顯的特質，例如書寫日常生活的生命

故事，關係的範圍很廣，無論是用什麼形

式，以寫作吟詠、尋求生命出路者，不在少

數。以歷史事件或按年表規劃的故事軸線，

值得一提的是以女性史為主的勞工議題，又

或者是在社會階級中遊走的身份。愛情仍是

一個基本命題，更纖細的處理者有之，宛如

定律般的敘述亦有之，惟愛情以各樣姿態存

在於大小篇幅、文句中，難以一言蔽之的論

斷。而科幻、推理者，有著父女檔的本土科

幻作品產出，小野與李亞令人眼目一新，寫

作競技場於焉展開。

南坡居士馬悅然與台灣小妖陳文芬出

版《我的金魚會唱莫札特》，以微型小說為

標記，收錄了南坡居士60篇小小說、陳文芬

46篇「小小說」，篇幅之短，故名小小，在

這樣的空間裡，兩人形式唱和，古今合應，

在今年出版的小說類型中頗為特別。羅位育

《我不是第一個知道的》，以「偶然發生一

些事」的觀察：《草莓宣言》、瑪莎‧葛蘭

姆的舞蹈報導及相片、大學的選課規定、

國中就業班自習課和地震等，連結、照應

出14篇中短篇小說。看似散文卻被歸類在小

說類別的駱以軍《臉之書》，由臉書發展

出來的故事在虛實間穿梭，此書在發表會

的幾場訪談裡，多次被歸類為散文。朱宥

勳《堊觀》，以短篇連貫形式成就小說體裁

內最大的抒情，以看似單篇的存在尋找共同

目標—堊觀的存在。魯子青短篇小說集

《我手稿中的夢幻新娘：一個後設小說的研

究實例》，取材於如社會事件般的素材，以

懸疑、驚悚的敘述手法，嘗試在虛構與真實

間交錯、遊走，充滿作者本身介入文本的語

彙，13篇短篇小說，13個虛實故事，同年度

還有《兩岸之間：小說的離散記憶與口述歷

史》，看似不同的寫作手法，二書之間仍有

其相似性。

今年的中短篇小說仍就可觀，黃麗群

《海邊的房間》，集結了十餘年來得獎及未

發表的作品，以此類型尚有花柏容《龜島少

年》。從「誤解」出發，帶有懸疑驚悚的劇

情，以歌名作為每個故事的命題，邀請讀者

形塑個人的閱聽經驗，臥斧《沒人知道我走

了》成為短篇小說集中的異數。高翊峰的第

二部短篇小說集《烏鴉燒》，帶著實驗語句

走向魔幻寫實之境。多以詩現身文壇的阿

米，推出短篇小說《慾望之閣》，在官能失

能、虛實想像之間，彷彿還有詩句在其中。

相對新穎或具挑戰範本寫法，以散文見長的

林黛嫚，其《粉紅色男孩》對於單親家庭、

多愁憂慮的青澀靈魂，即顯得份外淡雅。本

年度首次由影像跨界小說創作的如井迎兆的

《巨型水珠》，以24篇作品穿越鏡頭中的空

間，體會時間如何穿梭在一呼一吸的運鏡中。

走「近」生命，探究其一切細微、巨

大、過往、當下、可能的未來，或許也能這

樣說，書寫生命的任何一刻，是小說題材基

本元素，真人真事、作者自傳或其親身經歷

等，與探求生命底層，聆聽自我的一種方

式。關於生命史的書寫，以《其後それ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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ら》獲得2012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的

賴香吟，重新揚起寫作的船帆，過多的讚

美、猜測、追問，作家在作品付梓之際，

就已離開，而藉由「五月」與「我」之間

的故事，終是「如此不穩定又如此難以描

述」，只是不再坐視不管那在內心喊叫的文

學靈魂，而必須打開、探險、回憶、看見。

停筆甚久，重新揚起風帆起航的還有朱國

珍，長篇小說《三天》是拋棄內心深處最親

密的女孩，那原享有平安寧靜的生活，被長

大後的層層傷痕澈底遺棄後，以愛召喚存活

的記憶。追問自己的還有陳雪《迷宮中的戀

人》，疾病、愛情在生命裡形成了疊層迷

宮，翻來覆去之後，剖析肉身直探靈魂。

對於需要被不斷召喚、淘洗才能一窺生命本

質，那麼軀體的不自由、被監禁，又是什麼

樣的光景？徐羊長篇小說《監獄—斗室風

雲》，是這一年唯一如實的監獄文學。甫於

2011年以總計百萬字的文字工程完成台灣百

年物語三部曲的鍾文音，出版了關於創作初

衷、身為作家的「出生證明」—《一天兩

個人》，這是作者探求創作之路，一路走來

幸未崩毀的印記，13篇小說多是得獎之作。

移民史多以history（他的歷史）的角度出

發，方梓長篇小說《來去花蓮港》帶著新鄉

土的書寫，以「後山」為背景，寫自己的家

鄉，也寫女性移民史（她的歷史）。自1915

年日治時期到1945年戰後迄今的當代都會，

不同族群、身份、階級的女子，用勞力、腦

力拼出生活的天地。胡晴舫在《她》中展現

了長期關注女性議題的成果，51個極短篇，

足跡遍及亞洲以及社會結構中的階級與勞

動。由胡晴舫作序，葉佳怡的《溢出》以5

類14個故事，標記女性的生理階段，亦不忘

突破文體限制尋求詮釋新角度。獲得2010高

雄文學創作獎助計畫的邱致清《漩渦》，以

高雄勞動女性生命史為主題，在6篇獨立故

事中，以「高中六號」船難事件為中心，勞

動女性的生活、工作軸線，串聯成一部女性

史。於學院體系善以社會學介入性別研究的

房智慧，其短篇小說《黃熙》即是以慣見的

時空交錯題材，展演女性、女同志挑戰僵化

的社會結構。

以家族史善長的陳燁，別世之作《鎏

金風華》仍維持著其撰寫風格，如「封印赤

城」系列作品般，以單一主角來串起整部小

說的脈絡，也有著主角根植於府城，卻深陷

於台北國際大都會的憂鬱，展開了不同視角

的各種愛情故事，將觸角伸向族群是陳燁家

族小說的明顯特色，林正瑤的西拉雅族身

世，不遠不近的招喚過客的自己，陳燁給予

小說的核心價值是：風華成了滄桑，人生現

實的頑強抵禦了浮華的外貌，最終歸去的，

還是母親鄉愁的呼喚。而以荷蘭時期進入台

灣作為故事的開端，這樣的題材雖不新穎，

但就如推薦序所言「歷史的每一日都是新的

誕生」，從前一本課綱下的大敘述，漸漸被

拆解，陳耀昌《福爾摩沙三族記》有這樣的

企圖，經過考察、拼貼，找出一點點的人骨

拼圖，而對寫作者自身而言，其中磁石一般

的吸引力，也在等待謎底從自己文字底下浮

現的那一刻。林文義於1990年由自立出版的

首部小說集《鮭魚的故鄉》，以9篇小說記錄

台灣民主化歷程，自稱為「敗筆」之作，如

今成了記憶的印證，重新整理出版，記念曾

經激情美麗的年歲。徐嘉澤短篇小說集《孫

行者，你行不行》為日日擦身而過相見不相

識的人們，亦如家鄉父祖輩的親戚、鄰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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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下人生故事，而關於「史」的脈絡也在此

中綿延而出。張萬康的《ZONE》是首部短

篇小說集，狎邪的筆觸在文字之間流竄，如

同政治與情欲以各式扭曲的姿勢，存放在故

事情節裡。家庭關係與價值在速食社會中以

什麼樣的姿態存在著？張經宏的短篇小說集

《出不來的遊戲》，在母子、父子、祖孫之

情中細細描繪。那麼郭強生的長篇小說《惑

鄉之人》，則在跨越的歷史中藉由電影學者

的鏡頭與關注，尋找血緣、親熾鄉土、閱讀

歷史。而接續1911-2001年的《火殤世紀》，

獲得本年度53屆中國文藝獎章吳鈞堯再展長

篇功力，《遺神》的年代向更古遠的時間走

去，在將近2000年歷史中的諸神歷史裡，梳

理人與神、代代相傳的過往。同樣來自金門

的歷史小說，還有陳長慶的中短篇小說《花

螺》、長篇小說《槌哥》、楊樹清的長篇小

說《阿背》。

離開土地，在達悟族的海洋向上眺望，

夏曼‧藍波安長篇小說《天空的眼睛》，寫

盡了星星下的野性海洋，結合文化觀念、智

識以及生存技能，這是作者滿意的作品並視

此驗證自己與其他作家不同之處。同樣以達

悟族的海洋為場景，經過口述訪調而成，夏

本．奇伯愛雅的首部長篇小說《5對槳》，

以達悟族人聊天口語撰述，保留原始說話風

味，並於提供該族十人船組的文化知識。也

是面向海洋，蔡素芬的《海邊》兼具了短、

中及長篇小說的特質，總合來看是部長篇小

說，卻能在每一個單篇中單讀閱讀，故事與

故事間獨立又有所連結，一場海邊的婚禮，

關於海的所有敘述，傾巢而出，具複合式體

裁，無浪、麗君等身影串在全書底，充滿生

命力的小人物是海洋文學裡深刻的身影。

至今看來已為常態體裁，關於愛情的

樣態，王聰威的《師身》，靈感來自一則新

聞，題材也有些熟悉，關於師／生、女年長

／男青少，道德／挑戰這樣的對比，從社會

價值中壓抑的內在／解放的慾望，充滿都市

情欲的味道，引人注目的不在只是師生，更

多的應是人之本質裡極黑暗的部分，被作者

一刀一劃的解剖開來。相較於《師身》的

「離經叛道」，方秋停《耳鳴》、周丹穎的

《名媛練習》，也就明顯的在框架中運轉而

不足奇。林柏宏首部作品《花戀蝶，蝶戀

花》的同志書寫題材特別，引人注意，張經

宏推出的長篇小說《好色男女》，則揭開慾

望的某些狀態，拼湊被悶藏又猛烈撞擊心中

某個誠實的自己，色、情、慾完整了生活。

離開都會的軌道，巴代活力充沛的「談‧戀

愛」作品—長篇小說《白鹿之愛》，為以

女性為主的卑南族戀愛史作一考察，探究原

住民母系社會中五個年輕女子的感情與在部

落所承擔的重量。

在小說文學的分類中，嚴肅與通俗、大

眾與純文學之間的線，似有擺動、扭捏的態

式，在今年持續呈現穩定發展的推理、科幻

被視之為大眾文學的作品，已走向扎根於本

土的境地。猶記得尚且擔心大眾文學之風由

推理、科幻小說吹起，台灣本土的作品如何

迎對日本、歐美文學長年來的攻勢，然不斷

的創作、舉辦徵文獎、出版，都是缺一不可

的合作，由台灣推理作家協會主編第10屆徵

文獎作品集《死亡遊戲》，收錄了4篇入圍

決選的作品，每一篇後都有〈解說〉，越來

越多人參與的徵文比賽，展現了推理文學的

逐年興盛，除了徵文獎之外，亦有單行本出

版，如該協會會員秀霖的《考場現形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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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野《魔神摸頭》、李亞《達貢城的英

雄》，父女檔連袂出版科幻小說，被視為是

「台灣本土歷史奇幻」型，李亞在這部長篇

小說中，以太平盛世出現亂世才有的英雄為

起始點，挑戰「英雄無用武之地」的處境，

空有一身好功夫的英雄只能當小丑，才能

平平安安的過活，但那血裡翻滾的英雄魂，

該如何自處？小野以八年前只完成三萬字的

作品為底本，在李亞鼓勵下完成八萬字的

《魔神摸頭》，被魔神點名的李柔（「魔犯

生」）走進李家開始，不可告人、神秘的家

族第二代開始憑靠自身的力量追索身世、尋

求認同。在台灣出版界充滿翻譯的科幻小說

市場裡，同年度的尚有荻宜《今生，就等一

個人》奇幻驚悚之作。台灣作家確實需要持

起寶刀，披荊斬棘的殺出一條「人人都喜愛

讀的小說」之路，這是李亞創作的初衷，也

可轉化為大眾文學品味的思考。

五、伸展平台、扎根研究—
《短篇小說》雙月刊誕生及
其他

說寫故事的人，需要有閱聽眾，更要

有推手、催生手、冒險王在幕前幕後大力支

持著，這些協力者，有些具有「點石成金」

的功力，有些就是慧眼識英雄，徵文獎、文

學大獎是長年下來，發掘、雕琢好作品的工

具，然小說畢竟不像現代詩又或者如散文，

因篇幅之故，可以獲得載體的青睞，以純粹

小說作為刊物內容的，非得有強力的心臟，

極具冒險的心志才能達到，而6月份《短篇

小說》雙月刊的誕生，驗證為了文學瘋狂者

大有人在，由非純文學類刊物的主編老手詹

偉雄、出版人及茉莉二手書店執行總監傅月

庵聯手推出，每期刊登10篇初刊華文短篇小

說創作，意圖突破格式，「小說」是唯一內

容，沒有評論、專訪，純粹的邀請讀者，就

是讀小說，創刊邀集了中青二代的作品，分

別是黃崇凱、劉梓潔、黃麗群、張惠菁、林

宜澐、陳雪、張大春、楊索、傅天余、柯裕

棻，素樸淨白的裝幀，每位作家留下了紀念

性的身影。

循此，觀看每年大小獎項為小說的發

展作的努力，總是從最早公布的大獎—

「台北國際書展大獎」開始，小說類為林俊

頴《我不可告人的鄉愁》（台北：印刻，

2011）、紀蔚然《私家偵探》（台北：印

刻，2011）、吳明益《複眼人》（台北：夏

日，2011），其中《私家偵探》被選入2012

法蘭克福書展台灣館「台灣小說翻譯補助」

推薦選書，在部分的獎項中，獲獎者亦多有

重複，獎項表徵某種榮譽，尚有九歌年度文

學獎—陳雨航《小鎮生活指南》、第4屆

也是末屆的國家出版獎—國家教育研究院

《回首塵寰—二十世紀台灣短篇小說精

選》（3冊）、第43屆吳濁流文學獎—呂

則之的《父親的航道》、前述提及的台灣文

學長篇小說金典獎—賴香吟《其後それか

ら》、開卷好書獎—郭松棻《驚婚》等。

而創作類的單篇小說作品，計有「教育部台

灣本土語言文學獎」等42種，多以中短篇小

說為主，長篇小說僅有國立台灣文學館主辦

的「台灣文學獎」以及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主辦的「長篇小說創作發表專案」，以台灣

文學獎而言，穩定在每年推出長篇小說金典

獎後，每年徵件接近20件左右，部份來自於

POD出版、部分為較有規模的出版社，作品

的產出過程中獲得創作補助者亦有之，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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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究、分析稿源、撰寫時間及出版情況，更

可理解創作之路的艱辛。

在本年度關於小說的討論，藉由44場

文學會議中所整理出關於小說的討論，達98

篇，約達全數論文的百分五十以上，議題從

1910年代日治時期《台灣日日新報》的漢文

小說到1990年代以後陳雪、成英姝、巴代作

品，論述方法以作家、作品論或是區域空

間、拆解小說中每一元素進行分析皆有，而

以大範圍，從文學史的角度探討小說，黃美

娥的〈台灣小說史新論：日治時代漢文／通

俗小說研究〉值得注意，這是一篇演講稿，

黃美娥強調所謂的「新論」，是因為一般有

關台灣小說史的創作開端，多半從新文學談

起，例如賴和等，然而若就漢文小說的書

寫，1905年就有台南文人在報紙上發表通俗

小說。應當怎樣看待在賴和之前，已經創作

許久的漢文／通俗小說作品的文學史意義，

進而完成一部台灣漢文百年小說史或通俗小

說史顯然有其重要性。黃美娥正在建構台灣

文學的史料，希望透過這些日治時期漢文／

通俗小說的研究來建立一個全新的台灣文學

史。

六、小結

每一年的文學發展，小說創作及研究是

重要的觀察點，藉由出版的概況可見小說類

型的變化；向世界舞台挑戰的翻譯，也是推

動台灣文學不可忽略的面向，以本年度的出

版及翻譯，未有「集中」的趨勢，也就是說

同樣作者的作品，不同出版者、翻譯者的情

況是很普遍的，而這對引介台灣作品到世界

文壇有無影響，需要討論，若以莫言此次獲

得諾貝爾文學獎為例，除了其作品風格、書

寫技巧，其幕前展演的方式、幕後經營的策

略，無不與獲獎原因息息相關。

地方政府、民間團體持續的舉辦文學

獎、創作補助，若再稍作統計，也可觀察到

至今還能舉辦文學獎或補助者，近年來除了

進入第2屆的「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已進

入第9屆的「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其

他多是老字號的，例如吳三連文學獎、林榮

三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等，徵選對象為中

華民國國民者也有逐漸擴大為華文書寫的趨

勢，這將會產生什麼樣的景況、衝擊，非本

文所能或必須預料的，對於年鑑中的一篇小

說概述，重要的是翔實的收集資料、進行觀

察、研究，描繪當年度發展的演變輪廓，作

為下一年度比較的基礎，台灣文壇究竟需要

怎樣的資源，能不能提供給相關單位思考、

執行政策的方向，則是下一步的工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