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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2年中國大陸對台灣文學研究，分為

「2011年『專書』補遺」、「專書」、「期

刊論文」和「研討會論文集」四大類。「期

刊論文」大致分為：（一）近代及日治時

期；（二）戰後綜合評述；（三）小說；

（四）詩；（五）散文、評論；（六）戲劇

及電影。專書以自行購買為主，研討會論文

集由河南鄭州大學文學院樊洛平教授提供。

期刊論文主要利用「中國期刊網」為蒐尋對

象，所有文章皆列印，再排比、分類，剔除

台灣及海外學者撰寫的論文，並詳細比對

《華文文學》、《世界華文文學論壇》、

《台灣研究集刊》2012年總目錄，作地毯式

蒐尋。撰稿前並參考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

朱雙一教授為《文訊》撰寫的「大陸有關華

文文學研究動態」專欄，以避免遺漏。中

國大陸專書出版資訊掌握不易，遺漏在所難

免，本年度特別增加「專書補遺」，盡量求

全，以免遺珠之憾。

二、2011年 「專書」補遺

每一年在撰寫研究概述稿期間，總會

在書店不經意買到前一年度出版的專書，若

不作補遺實有虧職責。葉舒憲、陳器文（台

灣）主編《寶島諸神—台灣的神話歷史

古層》（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1年8

月），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中華文明探源

的神話學研究」項目，2009年又列為廣東省

文化強者項目，計畫出版「神話歷史叢書」

20卷。本書是葉舒憲來台擔任中興大學中文

系客座教授期間，師生共同的創作，宗旨在

「發掘—台灣文化錯綜複雜交織的古層，

引導—深度體認寶島的知識讀本。」全書

21章，不是按照編年順序而寫的「歷史」，

而是「通過一些重要的歷史片段的橫截面來

展示台灣文化史的複雜層次性和台灣人精神

和世界多元化的學術讀本。」

福建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蕭成《寶島臉

譜—台灣文學論稿》（香港：天馬圖書公

司，2011年11月）全書分為「綜論」20篇、

「作家論」15篇、「書事與學人」5篇。「綜

論」內容包括論述台灣日據（治）時期小說

研究現狀、「現代性怨恨」、「知識人的言

說」、台灣左翼文學中的「革命+戀愛」小

說、養女的血淚世界、「神道謎信」、台灣

現代主義文學向鄉土文學的回歸、鄉土小

說中女性形象的嬗變、1980以後台灣文學發

展、台灣新女性主義文學、鄉土小說中的自

然景觀、「性政治」等。「作家論」包括楊

逵、呂赫若、吳濁流、黃春明、余光中、施

叔青等。徐州師範大學方忠主編《多元文

化與台灣當代文學》（北京：文化藝術出

版社，2011年12月）此書除「緒論」和「後

記」外，共分8章，分別論述儒家文化、佛教

文化、五四新文化、現代主義文化、後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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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文化、後殖民文化、大眾文化與台灣當

代文學的關係，由多位學者合力撰寫而成。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嚴如平、賀

淵合著《陳儀全傳》（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年12月），記述陳儀富有傳奇色彩的一

生。抗戰勝利後陳儀受命接管台灣，擔任台

灣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期間發生震驚中

外的二二八事變。本書第8章「接管台灣」、

第9章「二二八案」、第13章「血薦軒轅」等

均與台灣有關。後有附錄「陳儀生平大事紀

年」、「陳儀家族簡表」等，書中並收二十

多幀照片及書函。   

王鼎鈞研究會編，王曉凌、王彥鋒主編

《散文鼎公—第2屆王鼎鈞文學創作國際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華僑出版

社，2011年5月）。2009年，首屆「王鼎鈞文

學創作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海口舉行。2011

年11月1日至5日，第2屆「王鼎鈞文學創作國

際學術研討會」在王鼎鈞的家鄉山東蒼山舉

辦。會上並成立王鼎鈞文學研究中心（研究

會）。研討會共收到海外學者、作家百餘篇

論文。編者選擇36篇收入論文集，分為「王

鼎鈞散文的藝術特點」14篇，「王鼎鈞作品

的創作與影響」6篇，「王鼎鈞作品的家國情

懷與史學價值」8篇，「王鼎鈞生平與作品研

究」8篇。另有「附錄」分為「賀電」、「致

辭」、「文訊」、「組織機構」。中國作協

名譽副主席、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張炯

在研討會上的致辭評價王鼎鈞的散文「廣泛

地反映了20世紀中國的歷史風雲，又深含著

中華文化的厚實意蘊。他能用淺近的語言表

達深遠的寄託，寫法靈巧、形式活潑、激情

洋溢、富含哲理，他並且常常將抒情、敘

事、評論和傳說、神話糅為一體，使散文的

寫法有很大的突破。」

三、專書

福建武夷學院廖斌《台灣當代文藝傳媒

《文訊》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1月），是在著者的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修

改而成，曾陸續在各種期刊上發表。本書計

分：總緒論及下列5章：「台灣文藝期刊譜

系與台灣文學場域」、「《文訊》的文學史

料保存與文學史構建」、「《文訊》的文學

研究規劃與專題策劃」、「《文訊》的文學

批評與文學資訊」、「《文訊》的品牌鑄造

和文藝倫理構建」。著者提出「文訊現象」

這個名詞，指出：「《文訊》作為台灣文學

的一個重鎮、一個關鍵的衡量指標，它的超

常態的發展，在台灣文學史、文化史、出版

史、傳播史、學術史和地方史工作等方面，

是一個重要的現象。」並具體闡述《文訊》

是「台灣當代文學史的見證和紀錄者」、

「文學出版史的親歷者」、「當代台灣文學

傳媒變遷史的推動者」、 「學術研究的弄

潮兒、文化課題的設置者」、「地方文史工

作的先行者、掘進者」、「文化建設的鼓吹

者、踐行者」。傳媒人李懷寧《知識人—

台灣文化十六家》（桂林：漓江出版社，1

月），2009年夏天，作者赴台訪問拜訪十多

位文化名人，訪談稿結集成書，訪問對象

有：白先勇、余光中、李亦園、黃進興、王

汎森、陳弱水、張廣達、韋政通、何懷碩、

瘂弦、鄭愁予、南方朔、錢永祥、林戴爵、

蔡文甫、隱地。本書的旨趣重在歷史與文

化，指出受訪者的親身經歷與胸襟見識早已

融入了世界的海洋。

上海大學中文系黃景春主編，王麗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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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佳蒙編選《大陸學者論台灣鄉土文學》

（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3月）。本書計

分：「總論」5篇、「史論」5篇、「作家

論」5篇、「作品論」8篇、「比較論」5篇。

選入的論文主要創作於1980年代到當前，時

間跨度長達30年之久，討論的問題涉及台灣

鄉土文學各層面，有部分論文對兩岸鄉土文

學進行深入細致的比較研究。書前有台灣師

範大學鍾宗憲〈「鄉土」其實是一種認同〉

作為代序。台灣日治時期「左翼」文學譜系

與台灣共產黨有密切的關連，中南財經政法

大學宋幫強《日據時期台灣共產黨研究》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3月），或

可供台灣文史學界參考。本書以台灣總督府

警務局編寫的《台灣社會運動史》歷史檔案

資料為依托，對日治時期的台灣共產黨作

研究。全書除「緒論」外，分為6章，依次

闡述台灣共產黨誕生的歷史背景、成立的來

龍去脈、政治大綱中的「台灣民族」、「台

灣獨立」問題、失敗的原因、與日本、中國

共產黨、共產國際的關係、對台灣社會運動

的影響。另有附錄：「林木順留學蘇聯學校

考」、「台灣共產黨大事年表」、「台灣共

產黨相關圖片」，計收59幀珍貴照片。中南

財經政法大學古遠清《當代台灣文學概論》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3月），計分8

章，論述台灣作家六、七十位。

廈門大學方環海、沈玲《詩意的視界》

（上海：學林出版社，5月）。全書分為14

章，論述周夢蝶、洛夫、余光中、商禽、瘂

弦、鄭愁予、隱地（兩篇）、林煥彰、蕭

蕭、白靈（兩篇）、向陽的詩歌及唐文標的

詩論。何綿山《閩台文學論》（北京：海洋

出版社，7月），列入謝必震主編「閩台區

域研究論叢」。全書分為上、下兩篇，上

篇「閩台士人文學」共11章，其中後五章論

述清代閩籍赴台詩人、明鄭時期、清代康熙

至乾隆時期、嘉慶至鴉片戰爭時期的台灣

詩歌，及《全台賦》的思想內容與藝術特

色。下篇「閩台民間文學」共9章，其中，

第15章至第20章，分別是台灣民間故事、民

間歌謠、民間諺語、以及閩台民間故事、民

間歌謠、民間諺語源流。著者在「前言」中

提到研究和探討閩台文學的意義：（一）是

有利於進一步豐富中國文學的研究；（二）

有利於深入研究閩台作家作品；（三）是

有利於認識閩台歷史上的社會現象和自然風

情；（四）是有利於知曉閩台的人文特點；

（五）是有利於廓清閩台文學之間的根源關

係。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朱立立、福建社會

科學院劉小新著《近20年台灣文學創作與文

藝思潮》（鎮江：江蘇大學出版社，9月），

列入南帆主編「當代台灣文化研究新視野叢

書」，並獲准列入「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

出版規劃項目，本書堪稱2012年中國大陸對

台灣文學研究最豐碩的成果。全書分上、下

編，上編「近20年台灣的文學創作」，共6

章，論述王文興、郭松棻、李渝、朱天心、

朱天文、李永平、李昂、林燿德、張大春、

王幼華的創作。下編「近20年台灣的文藝思

潮」，共9章，探討解嚴以來台灣文藝思潮

的面相、台灣本土論文學的產生、發展與演

變、1990年代以來左翼文學思潮的發生與分

化、後現代與後殖民思潮、殖民主義、現代

性與「殖民現代性」、批判的文化研究與闡

述台灣的多元視域、女性主義、同志論述與

「性別政治」、多元文化主義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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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遠清《從陸台港到世界華文文學》

（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7月）是作者繼

《古遠清文藝爭鳴集》後第2本在「秀威」以

BOD出版的著作。除〈自序〉外，分4章，只

有第2章「台灣文學」5篇文章，分別論述60

年的台灣文學，學院作家現象、中生代詩學

建構、台灣文學關鍵字、林明理的詩作與詩

評。

龍彼德《洛夫傳奇—詩魔的詩與生

活》（深圳：海天出版社，11月），是著者

繼《洛夫評傳》、《一代詩魔洛夫》之後，

第3部研究洛夫的專著。全書17章，每一章都

相對獨立，抽出來都可以成為一首「詩」，

而連起來則構成洛夫完整的一生。著者以洛

夫的人生追求為主線貫穿全書，並以傳、評

結合。洛夫的溫哥華時期佔7章，字數卻佔

全書二分之一。本書先在台北出正體字版，

簡體字版內容有所增補。本書有3個附錄：

「洛夫與中國現代詩」（龍彼德）、「洛夫

年譜」、「洛夫著譯書目」（龍彼德、楊樹

清）。王臣《今生就這樣開始—三毛傳》

（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1月）。全書分

為6個傾談：「愛到日照滄海時」、「愛到花

開傾城時」、「愛到風煙幻滅時」、「愛到

年華散盡時」、「愛到化身千百時」、「愛

到來生聚首時」。前有序言〈愛你就像愛生

命〉，後有附錄「與三毛有關」、「三毛相

關文錄」、「三毛年譜」。

四、期刊論文

（一）近代及日治時期

廈門大學中文系劉榮平〈從黃鶴齡《不

暇懶齋詩鈔》看道咸年間台灣社會之狀況〉

（《台灣研究集刊》第1期），論述廣東詩

人黃鶴齡，曾赴台灣襄幕十餘年。他的詩反

映道咸年間台灣航海、氣候、地震、風俗、

文化、古跡、民生、兵事等方面的情況。面

對當時台灣世風日下、民生凋敝的狀況，他

提出重教化、貴樹藝、勤桑麻的救世主張。

他的詩集應與劉家謀的《海音詩》、《觀海

集》並觀。漳州師範學院中文系徐紀陽〈台

灣新文學發生期的魯迅影響〉（《華文文

學》第3期），論述台灣新文學發生期以魯迅

的作品為語體和文體的典範。台灣社會啟蒙

與救亡的雙重歷史要求使得台灣新文學很容

易與魯迅的文學、思想發展內在關聯。

（二）戰後綜合評述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古遠清〈光復後台灣

文學運動掠影〉（《華文文學》第6期），

對戰後至本世紀的台灣文學運動，依時間逐

一掃描，從台灣文化再建構運動到文學上

的「去中國化」運動，共25則。作者另一篇

〈戰後台灣文學理論範疇的界定〉（《世界

文學評論》第2期），總結出「戰後台灣文學

理論是在中國台灣土地上成長壯大起來的文

學理論」的謬論。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蔣小波、林婷

〈啟蒙的困境— 20世紀50年代台港地區

「五四論爭」的形成〉（《台灣研究集刊》

第6期），論述1950年代，官方、現代新儒

家以及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圍繞「五四」新文

化的歷史評價與中國新文化的發展方向，展

開持續的論爭，三方構成頗具複調色彩的文

化論爭，並對當代台港思想界形成深遠的影

響。汕頭大學文學院燕世超〈台灣的殖民現

代性之我見〉（《世界華文文學論壇》第3

期）指出：計璧瑞〈文學書寫中的殖民現代

性表徵及其文化政治寓意〉一文，認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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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據台成為台灣接受現代性的開始」，低估

劉銘傳奠定的台灣現代化基礎。日本在台灣

進行大規模現代化建設比劉銘傳晚了約四分

之一世紀，是劉銘傳奠定台灣現代化的基

礎。

有4篇文章觸及地景書寫、家族書寫、女

性歷史書寫、少數民族書寫。廈門大學台灣

研究中心張羽〈台灣地景書寫與文化認同研

究〉（《台灣研究集刊》第3期），本文主要

選取與文化認同密切相關的地景書寫，以不

同歷史時期的文學作品為基礎，闡述地景變

遷對敘事者書寫的影響，敘事者的文化認同

所影響的台灣地景書寫變化的複雜路徑，近

二十年來地景書寫與台灣人的集體記憶和認

同變遷存在的關係等問題。福建社會科學院

文學所陳美霞〈台灣外省第二代家族書寫研

究〉（《台灣研究集刊》第1期），本文以台

灣外省第二代作家張大春、駱以軍、陳玉慧

等人近期小說中的家國想像與族群建構，同

時論述空間地景與文化記憶所彰顯的多音交

疊的差異性認同取向。

澳門科技大學肖寶鳳、浙江省文化藝

術研究院李琳〈論20世紀90年代以來台灣作

家的女性歷史書寫〉（《台灣研究集刊》第

1期），認為台灣女性歷史書寫多體現出追

求女性主體解放的歷史文化批判立場；這些

文本也嘗試將台灣被殖民經驗訴諸「陌生化

想像」，此種想像與打造新國族的論述融

合，形成一種不乏張力又隱含悖論的話語品

格。本文從女性歷史文本對「女性」、「歷

史」與「國族」三者關係的呈現，從「女

性意識」與「歷史眼光」兩方面檢視女性

歷史書寫的意義。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

朱雙一〈他者鏡像：漢族作家的台灣少數

民族書寫〉（《台灣研究集刊》第5期），

本文分3節：「吳鳳與莎秧：他者形象的多

色光譜」、「風中緋櫻：漢族作家的『霧社

事件』書寫」、「少數民族文化和現實題材

的書寫」，回溯探討明末清初以來的漢族文

人、作家的少數民族書寫。當代漢族作家這

類的書寫，大致分為：1.描寫以霧社起義為代

表的台灣少數民族的抗日鬥爭；2.觀察和呈現

以「自然世界觀」和謙和友善精神為核心的

台灣少數民族文化；3.關注和書寫台灣少數民

族的現實處境和面臨的種種困難和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所周翔〈文化

認同．代際轉換．文學生態—現代台灣少

數民族文學的動態發展歷程〉（《徐州師範

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8卷第5期，

9月）。台灣少數民族文學五十年來的發展

歷程走過萌芽誕生（1960-70年代），蟄伏沉

寂、繁榮興盛（1990年代至今）等階段。作

者以「文化認同」、「代際轉換」、「文學

生態」這些關鍵詞作為階段劃分參考的重要

標誌，其中文學生態和代際轉換是對各階段

台灣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現象描寫，文化認

同則是探尋這些現象背後原因的途徑。

朱雙一〈2011年台灣文壇的思想交鋒〉

（《世界華文文學論壇》第3期），本文為中

國大陸「教育部」人文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

大課題「台灣史與『台獨史觀』批判」項目

的研究成果之一。旨在批判陳芳明《台灣新

文學史》的「台獨史觀」、「台灣人非漢族

論」，針對「台語文」問題的爭辯、有關龍

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爭論及左派、

統派交出的成績單等方面，提出一己之見。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林強〈台灣文學研究所

課程分析與批評—以台灣大學、政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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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台灣清華大學等台灣文學研究所為例〉

（《華文文學》第1期），本文就三校台灣

文學所開設的課程和未來發展重點與方向進

行分析，指出當前台灣文學研究存在著過度

集中於某些領域和學科合法性危機依然存在

的一些問題；台灣文學中現當代文學研究廣

為流行，而古典文學、民間文學、原住民文

學、母語文學問津者寡。並分析游勝冠所持

的台灣文學與學院體制、台灣文學經典化以

及台灣文學學科邊界諸觀點，提出不同的台

灣文學學科知識系譜。

鹽城師範學院文學院孫曉東〈台灣的蔡

文甫研究〉（《世界華文學論壇》第3期），

本文對台灣的蔡文甫研究情況作系統整理與

評述，指出一些問題與不足：1.是不少研究

成果承襲知人論世傳統，難脫作品鑑賞的窠

臼，缺少學理上的提升；2.視角相對單一，比

較研究尚未開展；3.研究尚存薄弱環節，一些

研究區域尚存空白。

另有兩篇論述流行繪本藝術及台灣新電

影的論文。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李詮林〈具

象修辭、符號象徵與消費文化—1980年以

降台灣流行繪本藝術文體解析〉（《台灣研

究集刊》第4期）指出：台灣繪本文體具有借

助圖畫進行具象表達的文學修辭手段，其文

本通過線條、色彩與語言結合的符號系統和

技術手段實現意義象徵，其中的配圖文字具

有超逸於說明文字的文學功能。青島大學文

學院韓琛〈台灣新電影三十年：鄉土與本土

的糾結〉（《台灣研究集刊》第1期）指出：

鄉土與本土是重估台灣新電影的兩個重要概

念，它們分別代表兩種不同的思想類型、身

分認同及國族想像，二者在台灣新電影中的

對立糾結，也顯示「中國結」與「台灣結」

在當代台灣社會之差異互現的結構性在場。

（三）小說

福建教育學院賴一郎〈鍾肇政殖民現代

性書寫批判〉（《華文文學》第5期），指

出鍾肇政早期的殖民創傷書寫，在反抗日本

殖民統治下包裹著後殖民的另一面，「為日

本文化所蠱惑，把文化自卑化作一種審美趣

味，……並表現出全面的民族文化自卑。」

指控解嚴後創作的《怒濤》極力崇奉日本精

神，進行運用軍國主義思想，並歸咎於鍾肇

政接受過13年的殖民教育，殖民認同在其文

化人格建構中成為隱秘的存在。溫州大學人

文學院孫良好、李沛芳〈追憶．懷鄉．閨

怨—關於琦君的《橘子紅了》〉（《文藝

爭鳴》第11期），本文追尋琦君小說獨特的

魅力，諸多感人的情節，匠心獨運的寫法，

以及深深的懷舊性、濃厚的鄉土味、悲戚的

閨怨情，都可看作「《橘子紅了》走『紅』

的主導誘因」。廈門大學中文系王士瓊、廈

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朱雙一〈陳映真對鍾理

和的文學接受和思想超越—兼及1960年陳

映真提出「台灣的鄉土文學」之文學史意

義〉（《台灣研究集刊》第6期），本文從

陳映真一系列關於鍾理和的評論中，一窺陳

映真所受鍾理和的影響，並領略兩位不同代

鄉土文學作家息息相關又相通而又有所區別

的文學心靈。社會和文壇語境的變遷，決定

了陳映真在閱讀鍾理和時的一種新的理論眼

光。

南京曉莊學院人文學院楊學民〈台灣

《現代文學》雜誌小說的象徵形態〉（《世

界華文文學論壇》第2期）指出，《現代文

學》小說明顯地表現出象徵化審美取向，推

進小說象徵藝術的發展。其象徵形態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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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基本類型：整體象徵又可分為寫實象徵

和超驗性象徵；局部象徵的象徵媒介物既可

以是人物形象，又可以是情節、場景、意象

等。象徵不只是一種藝術表現手法，它變成

一種把握世界的思維方式、一種文學創作方

法和美學原則，象徵形象更加多樣化。楊學

民〈論台灣《現代文學》雜誌小說的反諷修

辭〉（《華文文學》第1期），探討《現代

文學》致力於藝術形式的試驗和創新，對小

說敘事進行多層面的探討。不但創造言語反

諷、情節反諷、複調反諷和互文反諷等，並

拓展小說的意義空間，使小說文體呈現出新

風貌。楊學民〈時間與空間：呈現荒誕的兩

個維度—論台灣《現代文學》小說的荒誕

意識》（《文藝爭鳴》第9期），指出《現代

文學》小說深受西方現代派文學的濡染，但

其對荒誕內容的把握呈現荒誕的維度和方式

卻是根植於作家自身的生命體驗和感情，具

有時代特色和地方風格。

東北師範大學文學院羅臻〈關於白先

勇創作中敘事藝術研究綜述〉（《名作欣

賞》第30期，10月），本文為一短論，分三

部分「尋求皈依的孽子」、「何處是精神家

園」、「生或死是個問題」。中山大學中文

系施暢〈失控的身體—白先勇小說的身體

詩學〉（《華文文學》第4期），白先勇筆下

的身體是豐滿的，多面向的，它一直抗拒著

向簡化表面的滑行。「失控的身體」是白先

勇小說中一個意味深長的形象，可以藉此作

為觀察其身體詩學的一個起點。舉止失措、

疼痛失常、體型失衡、暴虐失控，均為身體

失控的表徵，分別引發記憶、暗示命運、象

徵欲望、造成恐怖。白先勇對於諸多「失控

身體」的命運設計，隱含深深的悲憫情懷。

柳雯雯〈永遠的青春夢，不老的思鄉情—

白先勇《台北人》中《永遠的尹雪豔》試

析〉（《群文天地》第11期下），存目。內蒙

古集寧師範學院黨政辦公室孫登高〈再論白

先勇《遊園驚夢》中平行寫作技巧與終極主

題表達之關係〉，本文受歐陽子的啟發，對

白先勇小說寫作的平行技巧與最終主題表達

的關係進行拓展式與深入式的分析和論述。

平行寫作成就小說的雙重線索的結構模式，

從而更好地表現人物的性格、思想，加強情

感的衝擊力度和主題內涵的表達；小說的最

終主題是「人生如夢」。河南大學文學院

沈紅芳〈白先勇〈國葬〉中的人物形象與國

家認同〉（《名作欣賞》第30期，10月），

論述歐陽子評〈國葬〉沒有充分注意到「國

葬」這個題目本身所具有的國家政治寓意。

白先勇對於《國葬》中的人物情節的處理，

打上自己獨特的精神印記，並展示儀式與情

感、個人與國家、英雄凡人、輝煌與落寞之

間內在張力，並體現複雜的國家認同。

廣東金融學院財經傳媒系陳敏虹〈苦

難、性與迷失的身份—白先勇《芝加哥之

死》與郁達夫《沉淪》之比較〉（《讀者欣

賞》第6期），本文從精神性的苦難、性的

文化認同和迷失的身份三方面比較兩篇小說

文本，探究在不同的社會政治環境、同樣的

文化背景下，文學創作上呈現出的相似卻又

各異的風貌。河南商丘師範學院文學院谷宇

〈張愛玲、白先勇小說藝術之比較〉（《蘭

州學刊》第6期），指出張愛玲、白先勇在

小說創作上有許多相同之處，如擅長人物描

寫，通過景物、衣飾、生活用具來設置時代

背景、表現人物身份、地位以及個性特點，

都繼承中國傳統小說藝術，受《紅樓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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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很大。上海大學文學院鄧金明〈海派文學

與上海時間—以張愛玲、白先勇及王安憶

為對象〉（《社會科學論壇》第9期），本文

係上海市高等教育內涵建設「085」工程「都

市社會發展與智慧城市建設」項目成果之

一。主要以「文學上海」高度反思並重建上

海與文學的關係，並將時間以及時間基礎上

產生的記憶問題，當成「文學上海」的永恆

主題，並以張愛玲、白先勇、王安憶筆下呈

現的「文學上海」異中有同，在城市與文學

的關係中，描畫出上海這座現代城市在歷史

時間及文化記憶中的諸種面相。安徽巢湖學

院外語系黃燕芸、景西亞〈從白先勇自譯歷

程看自譯的獨立性劃分〉（《海外英語》第

18期，9月），根據白先勇的自譯歷程解析自

立獨立性的劃分及其優劣。

鄭州師範學院文學院楊烜〈冷眼看

繁華：施叔青香港題材小說的敘事立場〉

（《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

期），以女性特有的視角演繹香港百年滄桑

史，以女性的經驗消解歷史、以女性的視角

探討兩性關係，注重民間立場與貴族精神構

成作品獨特的敘事方式。馬鞍山職業技術學

院陳磊〈百年殖民歷史的追憶與想像—

讀施叔青《香港三部曲》〉（《綿陽師範學

院學報》第31卷第7期，7月），論述施叔青

的「香港三部曲」藉著反殖民、顛覆殖民論

述的議題，展現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支配與被

支配的糾纏關係。陳磊〈消費社會主體價值

的異化與失落—讀施叔青《微醺彩妝》〉

（《衡水學院學報》第14卷第6期，12月），

本文結合波德里亞消費社會的理論，力圖多

角度地探究文本中所折射出的消費社會主體

價值的異化與失落，以及認同危機。欽州學

院中文與傳媒學院姚錦蓮〈精神家園的失落

與追尋— 李昂長篇小說《迷園》主題的另

一種解讀〉（《廣西社會科學》第7期），本

文通過文本中三個主要人物和主要活動空間

「菡園」所具有的文化內涵和精神意義，從

文化的角度論述現代家園的失落與追尋。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李娜〈庶民信

仰與鄉土文學的精神流轉—以《拾骨》為

中心的考察〉（《華文文學》第6期），本

文藉由舞鶴的《拾骨》，探討在台灣戰後現

代化歷程的正史論述之外，如何建構從一個

庶民立場出發的現代化野史；黑色、幽默的

批判的現代性話語，與西方精神資源、台灣

鄉土文學的關係；以庶民信仰為載體，向內

展開的書寫者知識者對其「身份」的反思和

反動。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朱雲霞

〈試論台灣酷兒小說的身體敘事及跨文類實

踐—以紀大偉、陳雪、洪凌的酷兒文本為

例〉（《台灣研究集刊》第2期），本文探

討酷兒書寫對情慾、身體的認知，進一步考

察酷兒小說的性別觀念及其對性別身份的思

考；並考察酷兒小說如何以跨文類的跨界書

寫展現酷兒的性別理念，以此嘗試梳理酷兒

小說在台灣語境中的特徵及其性別論述方

式。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潘德寶

〈張大春《城邦暴力團》的傳統敘事因素〉

（《台灣研究集刊》第4期），指出張大春的

小說文本挖掘出多種中國傳統敘事因素，如

傳統書場敘事中偏離主題的「跑野馬」、為

大歷史提供另類知識的稗類、中國特色的筆

記小說、隨意散落在文本中的論贊詩，都顯

示該小說對中國傳統敘事的繼承。

南京大學文學院朱琳〈想像的鄉野，多

義的鬼—論甘耀明小說《殺鬼》中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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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華文文學論壇》第3期），指出《殺

鬼》中鬼的形象具有多重意義，既是無處歸

依的記憶，是身分認同的困境，也是被「正

統」排斥的異物；鬼又是現代性追尋秩序的

過程中產生的異物，與現代性共存共生。作

者通過鬼，書寫出台灣歷史際遇的複雜與心

酸，最終在想像的鄉野上為鬼招魂。蘇州大

學文學院蔣一之〈朱天文研究在大陸：1995 - 

2012〉（《華文文學》第5期》），指出大陸

的朱天文研究始於1990年代，至今已在女性

主義、同性戀主題、《巫言》研究、張派小

說傳承、眷村主題有所開展。大陸在研究思

路和視野、研究水準、研究空白等方面仍有

不足。

（四）詩

南開大學文學院柴高潔〈永遠出發，

永無抵達—洛夫詩歷程考察〉（《世界華

文文學論壇》第2期），本文縱觀詩人詩歌

歷程，大概分為擁抱現代主義、對傳統或古

典的重估與反思，以及晚年大中國詩觀的提

出與生命向晚的「天涯美學」三個階段。廣

東技術師範學院陳純潔〈記憶的詩學—

論瘂弦詩歌時空記憶的藝術張力〉（《華文

文學》第2期），本文分析瘂弦詩歌創作中

表現出來的特點，以及特定歷史空間對中國

大陸新詩發展產生的對照作用，探討記憶的

詩學轉換成記憶知識在連接與超越新詩傳統

的意義。西南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蔣登

科〈《賦格》的詩學價值與文學史意義〉

（《華文文學》第2期），本文作者曾在美

國跟隨葉維廉研修一年，在考察《賦格》的

產生、命運、特色和影響，認為此詩寫20世

紀50、60年代詩人文化異化的茫然，對生存

現狀的失落，對未來生活的尋思，具有獨特

的藝術特徵和豐富的情感內涵，具有獨特詩

學意義和文學史價值。中國現代文學館北

塔〈通過翻譯：為中國現代主義詩歌鼓與

呼—論葉維廉對中國現代主義新詩的英

譯〉（《華文文學》第5期），葉維廉在台灣

現代詩歌的英文譯詩方面的研究寥寥無幾，

本文用理論聯繫實際客觀地評論葉譯台灣現

代詩歌的若干問題。

（五）散文、評論

江蘇師範大學文學院張春豔〈梁實秋

散文的儒家文化烙印〉（《世界華文文學論

壇》第4期），指出梁實秋散文在思想內容上

鑴刻著濃厚的儒家文化烙印，維護以「禮」

為核心的儒家倫理觀，在創作方法上，以理

智節制情感，但也對儒家文化持眷戀與批判

雙重態度。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姚敏嬌

〈少年敘述與「棄婦」形象的重塑—以

琦君作品為研究個案〉（《華文文學》第6

期），論述琦君以少年世界的懵懂來洞察成

人世界的荒謬，卻又避免居高臨下的啟蒙姿

態以及空洞的價值判斷。琦君對於「棄婦」

形象的重塑，有力地回擊了女性主義代言衝

動與「五四」知識精英啟蒙衝動的暗中合

謀，還原那些為啟蒙理性與精英主義所遮蔽

的鮮活的、實存的個體生命與情感經歷。

江蘇師範大學文學院王志彬〈重構山

海大地的生態倫理—論台灣原住民作家的

生態寫作〉（《民族文學研究》第4期），

探討台灣原住民對生態失衡的憂慮以及對生

態倫理的重構，延續了台灣生態文學的創作

精神。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李娜〈少數民族報

道與《人間》的理想主義實踐—以湯英伸

案為例〉（《華文文學》第3期）〉，指出

《人間》雜誌對少數民族少年湯英伸案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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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體現《人間》追求公義的理想主義如

何與現實社會互動。山東大學文學院黃萬

華〈王鼎鈞和文學史上的境外魯籍作家〉

（《世界華文文學論壇》第1期），考察王鼎

鈞和境外魯籍作家在作品中呈現超越地域文

化的意義和價值。暨南大學文學院邱瑾〈細

讀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世界華文文學

論壇》第1期），探討王鼎鈞四部曲回憶錄是

一部以個人視角觀照下的大歷史，筆觸遍及

20世紀中國近半個地區，這裡有個人史、族

群史也有家國史，在文學和歷史學上都有著

極大的價值和意義。

蘇州大學文學院曹惠民〈評《台灣當

代散文藝術流變史》〉（《華文文學》第4

期），提出張清芳、陳愛強的這本專著，比

較全面梳理台灣當代各類散文的創作得失，

且從美學的角度作出自己的思考。南京大學

文學院劉俊〈評方忠《多元文化與台灣當代

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10

期），指出作者從「多元文化」的角度論述

台灣文學，比只從「中國傳統文化」角度來

探討台灣文學要來得更加全面。「文化」視

角就因「文化」概念本身的多樣性和豐富性

而使這個視角具有一種多元性和層疊性。江

蘇省社會科學院陳遼〈一部愛國的但被偏見

引入誤區的回憶錄—評齊邦媛的《巨流

河》〉（《世界華文文學論壇》第4期），以

政治偏見，批評《巨流河》「沒有對抗戰史

和國共內戰史作過具體細致的研究。……以

一己的感想、印象和道聽途說來的資料，用

小小的、少少的資訊，作出大大的、驚人的

言論。」

古遠清〈維護學術尊嚴—《台灣新

文學史》史料差錯糾謬〉（《世界華文文學

論壇》第4期），具體指出陳芳明《台灣新

文學史》史料的差錯，包括社團名稱、創辦

人和時間、著作權人的錯誤（如主編，誤以

為個人著作）、作家生平不準確之處、報刊

和作品定位的失誤、生卒年的空缺、大陸作

家名字的錯誤、書報名的錯誤、雜誌停刊的

時間、未採用初版本、文章發表或專書的出

版時間的錯誤等。都可提供作者在增訂版中

作修正。古遠清並未發現朱點人的卒年應在

1951年，而非1949年。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張曉婉〈想像王德

威的方法—試論王德威的「福柯式」歷史

觀〉，本文試圖以福柯「知識考古學」為解

讀進路，圍繞歷史的「非連續性」、空間座

標選取、話語符號的媒介性這三個議題，意

圖從王德威的歷史研究方法考察其「想像」

一詞的理論意涵，形構王德威的歷史觀的特

質，同時展開對其「想像」方法的理論資源

的梳理。

（六）戲劇及電影

曲阜師範大學文學院田廣文、山東大學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胡明華〈論賴聲川《如

影隨行》的佛法意蘊〉（《世界華文文學論

壇》第1期），論述賴聲川的戲劇創作《如

影隨行》以藏傳佛教的「中陰身」的視角，

講述一個現代家庭的悲劇故事，傳達現代人

應破除貪、嗔、痴的障蔽，找回慈悲之愛的

佛教意旨。宋洋〈異文化土壤下的戲劇奇

葩—台灣豫劇的人類學調查報告〉（《戲

劇文學》第7期），本文運用人類學參與觀

察、訪談調研等田野調查方法，以台灣豫劇

的歷史及現狀進行考察。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電影學專業賈斌

武〈後殖民語境與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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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論台灣電影中的美國顯影〉（《世界

華文文學論壇》第2期），探討9部直接顯影

美國形象的台灣電影涉及對不正常的台美關

係進行反思和全球化語境下中西文化碰撞與

對話，台灣被塑造為外在弱勢的一面的同

時，中國傳統文化也被顯影為一種與現代性

格格不入的文化，須借由西方文化才能煥然

新生。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李曉紅〈台灣新電

影的大小傳統與新世紀台灣電影〉（《當代

電影》第8期），本文是6月16日在廈門舉行

的「新世紀台灣電影態勢及其與大陸合作前

景論壇」的主題演講稿整理而成。強調台灣

電影應將小傳統與大傳統結合，以「小傳

統」電影鞏固台灣市場，以「大傳統」電影

拓展大陸和香港市場。

有關電影《賽德克．巴萊》的論文有5

篇：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顏浩〈《賽德克．

巴萊》：歷史題材電影的新高度〉（《創作

與評論》第10期）、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

院王弘揚〈電影《賽德克．巴萊》的敘事分

析〉（《電影評介》第20期，11月）、遼寧

大學楊逾涵〈且認故鄉為異鄉—後殖民

視角下解讀賽德克巴萊《賽德克．巴萊》

（《電影評介》第14期，7月）、周瀅劼〈讓

靈魂向彩虹飛奔—觀電影《賽德克．巴

萊》〉（《新世紀論壇》第5期，10月）、宋

法剛、李國馨〈《賽德克．巴萊》學術研討

會暨導演專家對話會綜述〉（《電影藝術》

總第345期），本文是北京大學影視戲劇研究

中心與《電影藝術》雜誌社於5月17日聯合舉

辦的電影「北大首映」之學術研討會，與導

演魏德聖與專家學者對話會的綜述。

特別推薦的重要論文是美國德州大學奧

斯汀校區亞洲研究系張頌聖〈現代主義與本

土對抗〉（《華文文學》第6期）指出：台

灣的現代派作家在吸納由西方資本主義社會

所孕育的文學理念的同時，也冀望達到轉化

意識形態的目的—亦即藉由個人主義、自

由主義及理性主義等資產階級社會價值，來

矯正當代承襲自傳統價值體系、具有壓迫性

的社會理論規範。台灣現代文學運動在本地

的中文創作及文化層面，產生了意義深遠的

影響，它在當代作家中激發新的動力，並且

重新鑄造他們的藝術表達模式。同期刊登美

國爾伯里學院中文系托馬斯．莫蘭（Thomas 

Moran）〈評張頌聖《現代主義與本土對

抗》〉，由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美國德州

大學亞洲研究院劉佳中譯，作者指出：張頌

聖對鄉土主義的辨析並非是首要任務，在大

多數情況下，她是借助本土派的立場來強調

和突出她所希望發展出的現代主義的某些特

質。莫蘭也指出張頌聖在書中根據自己中心

議題的需要給予了鄉土派相應的關注，但是

這本書標題中「本土對抗」的部分並未像有

些讀者期待的那樣得到非常徹底的討論。他

也批評基於對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服膺，

張頌聖在書中引入一種帶有決定論色彩的普

遍主義傾向，而這一傾向有些時候卻有可能

將台灣社會的文學歷史簡化成壓縮版的20世

紀西方文學歷程的重複。

五、研討會論文集

2012年是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成立10

週年，世界華文文學學科建設30週年，整年

開展一系列研討會活動。4月13日至15日，世

界華文文學學科建設研討會在上海召開。會

議結束後，與會代表赴蘇州大學、揚州大學

考察華文文學教學情況。6月7日至8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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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華文文學學會、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聯

合主辦「世界華文文學高層論壇」在陝西師

範大學舉行，會議主要議題有世界華文文學

學術前沿問題研究；華語、區域文化與中國

文化的繁榮和發展問題研究；世界華文文學

讀本及教材建設問題研究。

李詮林、劉小新主編《學術視野中的華

文文學—第17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

討會論文集》（10月，未正式出版），由中

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福建師範大學主辦。

論文集分為5個單元：「世界華文文學的源

流與學術軌迹」，收錄饒芃子、張炯等9篇

文章，其中包括福建省文聯楊際嵐〈三十而

立—福建省台港澳海外華文文學學術研究

概況與思考〉、台灣詩歌研究者謝米亮〈台

灣華文文學的源流與學術軌迹〉。「台灣

文學的歷史經驗與前沿話題」，收27篇論文

（其中2篇存目）。台灣論文僅有台灣師範大

學國文系許俊雅〈移植與摹仿—日治台灣

通俗小說與中國內地文學的關係〉，台北教

育大學台灣文化所翁聖峯〈日治時期台灣竹

枝詞創作的因襲與新變〉，及兩篇存目的論

文。以下列舉較具意義的論文：朱立立〈庶

民認同、民族敘事與知識分子烏托邦情緒的

反省—論楊逵日據時期文學創作和思想理

念〉、蕭成〈日據台灣「左翼」文學中的

「革命+戀愛」小說〉、李娜〈舞鶴的寫作意

識與台灣1970年代—以《微細的一線香》

為中心〉、陳美霞〈族群認同與現代性反

思—試論原住民大河小說《玉山魂》〉、

劉小新〈當代台灣文論的「後學」論爭與話

語轉換〉。

「區域華文文學比較研究」，收錄13

篇論文，涉及兩岸四地、東南亞華文文學、

北美華文文學的議題。與台灣文學相關的

論文有：陸卓寧〈兩岸當代少數民族文學

話語的存與溯〉、肖寶鳳〈1990年代以來的

台灣原住民文學研究〉、王瑞華〈兄弟文

學：海峽兩岸「紅」「白」敘事研究」—

以諸城王氏兄弟作品為例〉，以台灣反共文

學代表人物之一的姜貴（本名王意堅），與

大陸紅色經典小說的代表性人物王願堅、

王力、王希聖，具有家族血緣的堂兄弟在

兩岸「紅」、「白」敘事放在一起比較研

究。還有陳衛〈海峽兩岸現代詩準經典的整

合與探討〉等。「百年華文文學的經典化與

傳播」收錄15篇論文（其中，台灣大學台文

所黃美娥〈從「魯迅」到「于右任」：戰後

台灣文學典律與典範的形塑及其相關文學史

意義〉，存目），涉及台灣文學的論文有：

沈慶利〈溯夢「中國」與華文經典—論白

先勇《台北人》的經典性〉、袁勇麟〈《文

訊》：建構台灣文學長河的媒介〉、計璧瑞

〈文學現場與文學記憶—《我在我不在的

地方》之文化創意分析〉、周怡〈姜貴遺失

小說《白棺》前兩章的發現〉，探討1929年

完成的《白棺》在青島《青潮月刊》中重新

出土，並附錄前兩章的內容。「華文全球化

寫作的文化結構及理論性解讀」收錄18篇論

文，與台灣文學無直接關係。

暨南大學文學院王列耀（中國世界華文

文學會會長）《共享文學時空—世界華文

文學研討會論文選》《北京：中國文史出版

社， 10月》，是2011年11月22日至25日在廣

州暨南大學召開的研討會，由兩岸世界華文

文學學（協）會共同舉辦，有四百餘位華文

作家、學者參與，研討會由中國海外交流協

會、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和中國作家協會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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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支持任務。2011年11月先由北京的作家出

版社出版紀念性的文集。這本學術性的研討

會論文集是以「選萃」的方式編成，依主題

分為四編，並附錄「世界華文文學研討會部

分存目」。第一編「世界華文文學的整體研

究」收錄饒芃子、黃萬華、黎湘萍、劉俊、

曹惠民等14篇論文。第二編「跨文化與比較

詩學」收錄12篇論文。第三編「個案論析

與歷史建構」收錄12篇文章，有方忠、唐秋

〈進城與留守：轉型期農民的兩種文學生存

方式—以黃春明小說為例〉、白楊〈政治

創傷中的「文化記憶」—台灣現代詩人筆

下「中國形象」的歷史建構〉、樊洛平〈性

別、階級、國族視角下的女性言說—以20

世紀30年代的台灣女性小說創作為例〉、計

璧瑞〈矛盾與悖論—張道藩與國民黨文藝

政策〉等。第四編「創作主體的心靈歷程」

收錄論文9篇，包括朱雙一〈救亡．啟蒙．

革命—從《剖雲行日》、《嶺海微飆》看

丘逢甲、丘念台的人生主題〉、張重崗〈章

太炎旅台個案研究與台灣易代之際的文化政

治〉等。

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編《直掛雲帆濟

滄海—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三十年論文集》

（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10月），收錄

從1970年代末至2012年8月底已發表／出版

的論文77篇，見證從濫觴初期的「台港文

學」，到後來的「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

再到1990年代已降的「世界華文文學」概念

的確立，可以一窺台灣文學在不同階段的研

究重點。早期研究者的開創性也具侷限性的

文章不論，茲選列較具研究意義的論文：劉

俊〈論《現代文學》對台灣文學的貢獻和影

響〉、朱雙一《自由中國》與台灣自由人文

主義文學流脈〉、劉登翰〈分流與整合：20

世紀中國文學的整體視野〉、趙小琪〈藍星

詩社對西方象徵派詩美建構策略的化用〉、

曹惠民〈台灣同志書寫的性別想像〉、樊洛

平〈陳映真對戰後灣歷史的反思—以《故

鄉》、《夜霧》、《忠孝公園》為研究場

域〉、黎湘萍〈思想者的「孤獨」？—關

於陳映真的文學和思想與戰後東亞諸問題的

內在關聯〉、陸卓寧〈女性．民族．歷史敘

述—20世紀70年代台灣鄉土文學思潮與女

性文學的「占位」〉、方忠〈中國現代文學

史視野中的余光中散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