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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5年的年度出版散文延續了2014年的

百態千妍，在今年更點滴涓流成一顆晶瑩剔

透的多面晶體，不僅映照出當代台灣散文創

作者的內心殊異風景，同時也折射出外在台

灣現實環境的變貌。散文作為一種題材廣

泛、筆法自由的文類，既曖昧卻又蘊含各種

可能性。除了過去美文、小品文的抒情傳統

外，近年來更不斷地跨界混雜，在虛構與真

實之間，在遮蔽與揭露之間，在內省與批判

之間，在生活與出走之間，開展出一幅幅

「新世紀散文」的繁盛圖景。九歌出版社

自1981年出版第一部年度散文選至今，主編

《一百年散文選》的鍾怡雯曾說「年度散文

是時代的切片，敘述了時間刻度念此時此地

的生活，人們的所思所感，不論多麼抒情個

人多麼微小，它都具有時代意義」。散文從

來就跟時代有密切關係，隱地也說過多元

化的社會，產生多元化的散文家。今年的

散文呈現的便是這樣一個多元多彩，緊緊鑲

嵌於時代脈流上的多面結晶。從日常生活的

紋理，到旅行的出走，乃至土地的皺褶與傷

痕，到小歷史與大歷史之間，以及書寫與行

動之間的扣合，還有結合電影、紀錄片或繪

本等多元媒材的嘗試，都有相當精彩的作品

在今年出版。雖然在散文文體的越界遊走之

際，要把握這些充滿各式稜角的切面已經越

來越不容易，但以下仍究嘗試從幾個切面來

觀察本年度的散文出版重點。

二、日常的漣漪與生活的紋理　

在2012年獲得國家文藝獎的林良，一手

寫散文，一手寫兒童文學。曾說過生活裡有

散文的林良，擅長以淺語藝術描繪生活，平

淡中又見細緻。今年麥田出版公司為織錦一

甲子的林良出版「經典紀念珍藏版」的作品

集共8冊，包含了《小太陽》、《月光下織

錦》、《小方舟》等經典作品。而其代表作

《小太陽》也在今年搬上了音樂劇舞台。

而面對日常的姿態，陳雨航的《日子的

風景》（台北：馬可孛羅），則收錄了他10

年來對於生活滋味的書寫。比日常再多那麼

一點點期待的特意，是他看待生活的一種心

意。對他而言，日常，也非尋常，才能「遇

見」生活的真滋味。隨著歲月推移，成為心

中的風景。在他筆下，不管是尋常日子，或

是看似脫離日常的旅行時光，都是自己人生

之流的迴流。徐國能的《寫在課本留白處》

（台北：九歌），則認為熟悉的日常遠觀如

一頁頁急忙翻過的書，近看才知道每一頁原

來寫的都是不同的文字，寄託了迥異的情

懷。他認為所謂的寫作，便是將當年遺落的

細節與斷解殘篇重新找尋書寫下來。除了書

寫一種對童年時代的思鄉病，他也希望為正

在經歷青少年階段的讀者，書寫一本更加單

純、樸拙、清澈的作品，分享對生活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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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對世界的觀察。

王美霞的《南方六帖—王美霞的裡

台南生命書寫》（台北：麥田）則從坐落在

台南這個城市空間上的日常生活開始，從府

城裡那些孜孜矻矻溫溫純純過日子的常民生

活開始，從圍繞台南日常的髮、衣、木、

茶、書、樓切入，細緻描繪他們在生活裡積

累的文化底蘊，以及在日常當中醞釀的安靜

力量。藉著書寫這些在裡台南生活的庶民哲

學家，王美霞同時也回過頭來觀看自己過往

台南生活中曾經綻放的生命花朵，尋找那些

個日子裡關於家族的、母親的生命記憶。透

過作者一雙透視生活的慧詰之眼，在其筆下

結合了個人生命史、台南常民生活與人文地

景，在台南這個具體的地理空間裡，勾勒出

層層疊疊的日常生活紋理。

劉克襄的《兩天半的麵店》（台北：遠

流）同樣也是從「日常見微」，生活對於他

而言，是從腳下展開的，不只是大山大水，

在日常瑣碎中處處皆能捕捉到靈光。從江蕙

到一星期只營業兩天半的麵店，賣麵包的年

輕人，做果醬的女孩等，這本書裡描寫他在

日常的島嶼散策中邂逅到的各種小人物小故

事，寫的是台灣市井小民的日常小調與生活

美學。 

三、資深世代作家重返記憶邊界

懷舊書寫除了記事懷人之外，同時也為

曾經走過的時代留下印記。今年是爾雅出版

社創社40周年，隱地從38歲創辦爾雅，到78歲

仍舊編書、寫書，《清晨的人—爾雅40周

年回顧散章》便是隱地重返記憶邊界，回首

文學來時路曾經偕行作伴的作家與作品們。

在一個紙本書漸漸式微的數位化時代裡，隱

地持續堅持在有限的生命裡種一棵無限的文

學樹。

楊照的《誰說青春留不住》（台北：

時報），則延續了2012年的《尋路青春》以

文字摸索著回到青春當時對於人生的種種摸

索，描繪了屬於他也屬於那個時代的記憶地

圖。這次則是由於看到2014年春天爆發的太

陽花學運，喚起了他對於青春時代裡曾經面

對困惑、發散叛逆的熱情。本書收錄的50篇

文章記錄了楊照在三十歲出頭青春剛逝時，

曾經追尋過思考過批判過的思想顯影。在太

陽花學運青年的青春反叛中，楊照與自己曾

經面對現實叩問的青春時代疊合了。回頭找

出曾經留存在文字裡的青春，將1997年《Café 

Monday》重編重新出版，除了是回顧自己青

春時代的困惑與堅決，更希望可以將自己曾

經的青春延續在年輕人被這些文字挑起的熱

情中。

舒國治的《台北游藝》（台北：皇冠）

則是回到舒國治成長的五○年代到七○年

代，回首那個時代的老台北，從文藝氣氛到

世代記憶，還有曾經在台北文藝地標擦身而

過的同個世代的文藝青年們。這本書既書寫

七○年代熟悉的台北地景與文藝青年的遊藝

地圖，也回顧那個雖然社會上還有很多限

制，但也出現很多新的空間，是一段悲與

苦、樂與趣相互映照的時代。

林文義近年以《遺事八帖》的大散文架

構為台灣百年史留下紀錄，接連得到台灣文

學獎圖書類散文金典獎以及吳三連文學獎的

肯定。今年出版的《30年半人馬—散文自

選集1980-2010》（台北：九歌）則是林文義

的記憶之書，也是他生命的時序圖卷。收錄

了七○年代的風花雪月，八○年代的鄉土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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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到九○年代的民主運動的涉入與抽離，

以及千禧年後行旅路上的反思，可以看到

三十年間林文義如何以文學做為人生修行的

方式，並透過散文形塑他對於生命的自我探

問。

從《擊壤歌》開始就擅長書寫記憶的

老靈魂朱天心，則在今年推出《三十三年

夢》（新北：印刻），以京都為舞台折射其

33年間的時間與記憶地圖。從「三三」開始

的《三十三年夢》，書寫在三十多年的時間

裡對於親人朋友，導師胡蘭成以及文壇文友

們的「我記得」，也可以看作是《古都》的

延伸以及註腳。這本書像是一塊巨大的礁

石，覆滿著龐雜又充滿細節的關於記憶的藤

壺，在時間之流的沖刷下依舊不輕易動搖、

忘卻。（楊照認為紀錄了朱天心如何忠實、

忠誠地穿過多變的時代，穿過不變的京都

地景，尋找並看守自我靈魂「自由」的過

程。）

顧燕翎自1970年代開始投身婦女運動，

也是台灣第一位女性主義政務官，在卸下公

職後重拾文學夢，並於2009年獲梁實秋文學

獎（散文創作類評審獎）。今年出版的《都

是陌生旅程的起點》（台北：九歌）便是她

以一個女性主義者的角度切入，用文學的筆

追溯過往生命歷程裡的履痕。從投入婦女運

動的生命轉折，公部門生涯的冷暖點滴，到

女性主義者的實踐，40年間的人生風景都在

其筆下躍然紙上。

四、旅行的內外風景

關於旅行的書寫一直都是散文的主要

類型之一，如同散文作者都有各自不同的獨

特腔調，旅人在行旅路上的內外風景，也鎔

鑄了每個旅人不同的性格與視線。詹宏志在

2006年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人生一瞬》，

後半部收錄了在旅程中的吉光片羽，讀來明

朗簡練。自稱是書呆子的他，在今年出版

《旅行與讀書》（台北：新經典圖文傳播公

司），用一種散漫隨興的說書人的風格，叨

絮著並重新思索關於旅行以及閱讀。曾經編

選過「探險與旅行經典文庫」書系，總是從

書啟動旅行，然後再以旅行驗證想像與真

實，在閱讀、旅行、書寫這之間的循環辯證

是詹宏志的人生實踐與旅行哲學。詹宏志認

為旅行書寫必須涉及創造以及意義的追求，

當「地表上被踏勘完成，接下來就是往心裡

走，那就是文學這條路」。

陳芳明在主編《九十三年散文選》時曾

指出陳玉慧和鍾文音的散文技藝，都是在異

鄉旅行中體悟女性的身分認同，今年兩位相

繼出版關於旅行的散文新作。而近年來在散

文書寫上筆耕不歇、質量俱佳的周芬伶，也

在今年寫下她的北印度之旅。陳玉慧的《此

刻有誰在世上某處走》（新北：遠足），以

日記體的形式記錄了一趟歷時近百日，橫跨

歐洲、非洲、澳洲、美洲、亞洲的環球之

旅。陳玉慧說所有的旅途都只是為了明白自

身，本書是她從外在世界回溯捕捉內面風景

的一趟行旅，是她從內心抽絲剝繭地梳理出

來的一卷卷靈魂地圖，是關於愛、自由、孤

獨與家的自我詰問。而鍾文音的《最後的情

人：莒哈絲海岸》（台北：大田）則是她追

溯法國傳奇作家莒哈絲的人生軌跡而開始的

旅行，從1993年到2014年，從西貢、河內、巴

黎、特魯微爾、印度的一路追尋。這一趟近

二十年的旅程完成的是一封給文學情人莒哈

絲的書簡，透過作家之眼描摹曾經在莒哈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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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的人生風景與寫作現場，一位與她同樣

信奉寫作與生活，同樣在河岸邊書寫戀愛的

女作家。

周芬伶的《北印度書簡》（台北：九

歌）則是在母親過世、兩個妹妹罹癌後，面

對生老病死的人生考驗而啟程的北印度之

旅。這趟拉達克朝聖之旅，從喜馬拉雅連綿

無際的雪山到藏人佛教文化的洗禮，這段旅

程為她開啟了新世界也帶來文字新書寫。這

本散文集前部是北印度經驗，後部則回到生

活的蕪雜之中寫日常，因為周芬伶寫作和修

行一樣，最後終歸還是得回到自己。

五、小歷史與大歷史

同樣也是散文類型大宗的家族書寫，

是以書寫探問自己生命的系譜，其內裡就是

生命書寫，而同時外在又是鑲嵌在具體的時

代歷史脈絡中。可以說既是個人生命的小歷

史，同時也是大歷史的一面縮影。2015年不

管是資深世代抑或是新一代的寫作者，都不

約而同娓娓敘說起家族故事來。

郭強生的《何不認真來悲傷》（台北：

遠見天下）榮獲本年度開卷好書獎‧年度好

書的肯定，這本書是他在母親、哥哥已經癌

逝，只剩下他獨力照顧九十多歲失智父親

的人生困境下的書寫，既是與現實的衝撞

也是與過去的和解之書。這本散文集緣起

於2014年到2015年間在《中國時報‧人間副

刊》「三少四壯集」的專欄，是一本家族記

憶之書。郭強生在文字裡細細追索、層層剝

開那些關於父、母、兄、情人、自己的記憶

過往，藉由書寫直面自己的生命，將悲傷化

為記憶的光，讓自己好好傷逝然後繼續走下

去。他認為作家之所以書寫，是為了處理對

自己生命有意義的問題。

羅智強的《靠岸：舞浪的說書人》（台

北：九歌）則是一部關於流亡離散的家族遷

移史，藉由與父母的口述對話，寫下父母60

年前從大陳島隨著國軍撤退來台，輾轉流離

台灣各地直到落腳基隆開枝散葉的家族故

事。羅智強以落在大河上的一片落葉來形容

其書寫視角，希望藉用父母的眼睛，去看一

個大時代的故事，同是也是書寫從微觀故事

出發的大陳歷史。藉由將家族記憶的寫下，

曾經的離散漂流也終於下錨靠岸。

袁瓊瓊的《滄桑備忘錄》（台北：九

歌）則書寫童年眷村記憶，同是也是一個關

於離散遷移的大歷史敘事。眷村之於她是充

滿孺慕與親切感的，在作家靈動明快的筆

下，當年眷村生活的苦與甜一幕幕輪番上

演。作者認為眷村是人類史上最獨特的移民

村，希望以人類學的角度，觀察這群人在60

年間經歷了什麼又共同感受了什麼。面對逐

漸消逝的眷村，這本書既是袁瓊瓊的個人成

長史，也是台灣眷村文化史。是排灣族也

是外省二代的利格拉樂‧阿 在今年出版的

《祖靈遺忘的孩子》（台北：前衛），除了

精選過去的散文作品外，加上近年新作結集

而成。本書中她的眷村童年，經歷的則是

難以被理解的歧視與傷害。在外省父親去

世後，走回母親、外婆與祖靈部落的她，又

面對了另一次身分認同的擺盪與重新拾回。

這本書既是她的生命史、也是家族史與部落

史，記錄了一條她從流離到回返母系部落的

崎嶇道路，也是一首走過性別、族群與殖民

創傷的原住民女性所吟唱的生命之歌。

新世代的醫師作家吳妮民在醫事散文集

《私房藥》之後，選擇走進家族的時光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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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追溯父母一東一西在島嶼內部的家族遷

移史。《暮至台北車停未》（台北：有鹿）

以介於散文和小說之間的敘事手法，架構出

一個大河小說的格局，回首年輕的父母一路

走來的過往與自己的童年，以及那一代的台

灣人是如何脫困走出自己的人生。阿盛說她

寫出一個世代，看似縮影，究實大觀。

而《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

年代失落的人》（台北：衛城），則是呂蒼

一、胡淑雯、陳宗延、楊美紅、羅毓嘉、林

易澄6位年輕的寫作者，以文學手法，實際

訪查白色恐怖受難家屬，試著用各自不同的

敘述方式，深入歷史霧霾去挖掘那個恐怖時

代裡散亂蒙塵的生命故事。透過文學性的書

寫，提升了我們對這一段不遠卻空白的歷史

記憶的認知與感情。這本書既是受難家屬對

於逝去親人的家族記憶，同時又呈現了一個

無言時代裡曾經被深深掩埋的傷悲。

六、土地與人

土地與人的關係是文學的恆常主題，

從抒情感懷的田園、山水文學，到描寫人與

自然互動的自然寫作，乃至在近代都市文明

發展下對土地的鄉愁，甚至是土地的傷痕地

景，都是圍繞在土地與人之間展開的文學書

寫。2015年，麥田出版社策劃了一個散文新

書系「Essay時代」，主編陳芳明強調以散文

的時代性作為編選原則，認為「作者的筆不

再只是停留於抒情傳統，而是進一步觀察當

代社會龐雜而多元的文化轉型」，期許文學

也可以朝向公民社會發出聲音，發揮新世紀

應有的文化力量。今年面向土地出發的散文

創作，便可以觀察到這樣豐沛的時代性與現

實批判力量。

作為一個海島國家，孕育了豐富的山海

文化。對於蘭嶼的達悟人而言，海洋既是生

存鬥爭的戰場，同時也是孕育餵養族人的土

地。夏本‧奇伯愛雅今年出版的《划向惡靈

島》（新竹：蘭嶼媒體與文化數位典藏），

便是以紀實的手法從個人生命經驗出發，描

寫了達悟人面對海洋的生活哲學。而另一位

討海人廖鴻基，則在今年推出了他的海島寓

言《大島小島》（台北：有鹿），立基於海

島之外的海洋視點，回望海島上人事浮沉。

捨棄了過往擅長的寫實筆力，嘗試在真假虛

實之間，以充滿故事性與對話的敘述語言，

迂迴嘲諷針貶海島國家中不合理的海洋現象

以及社會現實。

奧崴尼‧卡勒盛的《消失的國度》（台

北：麥田）則是細膩描寫了魯凱族好茶人被

迫離開祖靈的原鄉與山林的遷移史，這段遷

移失落的不只是故鄉地景，更是原住民文

化的傳承。2009年八八風災讓新好茶全村滅

頂，在禮納里永久屋魯凱族好茶人開始尋找

回家的路，一條重返雲豹故鄉的路。這本書

以既抒情又批判的語調，記錄好茶人重返舊

好茶尋根之路，透過找路、修築、重建回到

原鄉古茶布安之路的同時，也在重新想像未

來，尋找屬於原住民的土地正義。郭漢辰

《揹山的人》（台北：九歌）則同樣書寫在

八八風災當中消失的平埔族村落小林村等災

區，曾經擔任記者多年的作者親自踏查和訪

談，以文學的筆重新書寫那場生死苦難，以

及災難過後絕望又尋求希望的重建道路。並

以在島國揹山行走的人，來描繪這些失去山

林溪河、摯愛家人的人們，如何重新學習與

山林相處，背負山林守護山林朝向島國的未

來深遠處走去。兩本書都深刻地描寫人與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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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新舊傷痕，以及災後對於人與土地關係

的反思與實踐。

胡慕情的《黏土：灣寶，一段人與土

地的簡史》（台北：衛城），則是深入農村

記錄了一場灣寶農民面對政府徵收的集體抗

爭。同時，回溯台灣農村百年史，寫下台灣

農民如何與時代、自然交戰的史詩。本書以

生動的文學筆觸，書寫灣寶農民對抗時代的

勇敢，以及土地把人黏起來的力量。作者認

為相較於報導文字，始終是文學性的書寫可

以引領視線，這十五萬字是為了召喚行動再

起。本書也突破台灣在地書寫，打破文學與

非文學的界限，藉由脈絡與故事的指引，讓

弱勢議題能夠被重新觀看。

作為麥田「Essay時代」新散文書系的第

一本出版，阿潑的《介入的旁觀者》同樣也

是跨越散文文類的邊界，體現這個書系對於

散文多元，能扣緊社會議題的「公民散文」

之主張。作者希望散文可以與「現世」對

話，若散文能從己身出出發，為何不能拉出

一個旁觀者的位置，讓這個社會的他者來說

話、紀錄。本書除了台灣問題的凝視之外，

更跨越國界，書寫紀錄近年來國際上發生的

公共議題。受過新聞與人類學訓練，作者認

為能書寫就已是改變，是介入關心、思索、

行動與改變的起點。

七、多媒材結合下的散文書寫

除了文類的越界之外，多媒材的越界

混搭，亦是新世紀散文的特色之一。田中實

加的《灣生回家》（台北：遠流），入選今

年金石堂年度出年度十大最具影響力的書之

一，並得到第39屆金鼎獎非文學圖書獎，結

合了田野調查、紀錄片與出版，花費12年採

訪、紀錄拍攝這個曾經被歷史遺忘的「灣

生」世代一條條血淚交織的人生路。本書收

錄22則關於灣生的生命故事，田中實加揀選

其中8名人物成為紀錄片主角，該片也在今年

入圍金馬獎的最佳紀錄片。藉由出版與紀錄

片放映的加乘，讓這個時代翻弄下遷徙流離

的灣生世代再度被認識。而《行雲紀：《刺

客聶隱娘》拍攝側錄》（新北：印刻）則是

由侯孝賢新作電影《聶隱娘》編劇之一的謝

海盟所撰寫，以側錄文字細膩地見證這部電

影從劇本討論、到拍攝過程乃至大螢幕上的

鏡頭內外，從劇本文字到電影影像的一段轉

譯過程。

而資深編輯傅月庵在睽違9年後推出他

的書人書話筆記《一心惟爾：生涯散蠹魚筆

記》（新北：印刻），筆致閒然自若，起筆

落筆間都是以「書」為圓心的各種挖掘探

勘。從編書、寫書到二手書收藏、書店經

營，始終致力於探索書籍的各種形式，以及

出版的各種可能。將編輯技藝視為匠人修行

的他，為了在數位時代保留紙本書最後風

華，創辦「掃葉工房」，投入他自喻為「小

農出版」手工書出版當中。今年這位造書人

為雷驤出版1套3冊的《人間自若》，集結了

雷驤47年文學生涯中豐沛的寫作與畫作。今

年76歲的雷驤，身兼作家、畫家跟電影紀錄

片工作者等多重身分，圖文並茂的隨筆式散

文一直是其獨特的文學風格。本書不依年代

排序，打破散文、小說分類，以「春明、夏

影、秋光、冬晴」為篇名，以表達雷驤文

學「越界」與「流轉」特色。兩個人都是在

緩慢的時光裡，在文學與出版的邊界上潛心

積累，悠然跨界緩步出自己獨特風格的創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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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小結

考察2015年台灣平面散文的出版概況，

可說是老幹挺拔新枝蔥籠，有所承繼亦有所

創新，交織出一片生機盎然。同時也可以看

到散文作為一種文類不斷跨界，持續衍異出

新的風貌。

在文學獎方面，自1981年起九歌已延續

25載的九歌年度散文選，主編阿盛認為相較

與小說，散文的發表量依舊最大，今年的散

文寫作確實稱的上豐收。九歌今年的年度散

文獎得主是葉國居的〈禾夕夕〉，透過他筆

下描繪的父親形象以及家族的移屋經驗，寫

出一個一輩子與土地打交代的老農世代。第

38屆吳三連獎，今年散文類得主是廖玉蕙，

擅長以文學筆觸，將親情、生活乃至社會觀

察與公共議題都化為生動的小故事，筆鋒細

膩有情，作品風格溫暖，充滿活力與良善。

對於她寫作已從早前與自己的遊戲，提升到

教育的傳承，以及社會影響力的發揮。今

年夏天，更舉辦了40場偏鄉義講，希望能為

教學資源缺乏的偏鄉灌溉語文教育之樹。

筆耕不輟的廖玉蕙在今年出版了《教授別

急！—廖玉蕙幽默散文選》（台北：九

歌）和《老花眼公主的青春花園》（台北：

遠見天下）兩本散文作品。

如果要以一個關鍵詞總結今年散文創作

的特色，「時代感」或許可以用以歸納。創

作者立足島嶼，以土地為稿紙，積極介入社

會議題與現世對話成為今年散文出版當中最

明亮的一顆結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