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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學在韓國學界一直被納在中國文

學研究的範疇裡，許多研究觸及台灣文學的

學者亦隸屬中國研究的領域。直到近幾年開

始有較具規模的台灣文學研究引介進入韓文

出版與學術領域，韓國外國語大學亦於2011

年成立台灣研究中心，過去幾年與台灣的大

學機構相互就兩地的文學電影研究也逐年增

加交流。本文將由介紹2013及2014年的幾套台

灣文學研究專著及文學作品在南韓的翻譯出

版出發，接著介紹2014、2015年在韓國學術

期刊發表的台灣文學研究論文狀況，將特別

仔細討論2015年於韓國外國語大學成立台灣

研究中心的林大根（임대금），其所著的專

文〈韓國的台灣文學研究〉，並在文末提供

幾點台灣文學在韓國學界未來發展方向的觀

察。

2013年在韓國出版的幾套台灣文學研究

專書皆十分重要，為韓國的台灣文學研究發

展帶來十分重要的影響。首先是學者崔末順

（政治大學）煞費苦心編輯出版了一套三

輯的《台灣近代文學：運動‧制度‧殖民

性》。此套專輯的翻譯出版源自台灣教育部

支援的「台灣文史藝術國際交流計畫」，自

2007年起，歷經5年的計畫執行成果。此專輯

系統性地翻譯了台灣在地重要的文學研究者

的標誌性研究論文，包含陳芳明、施叔、黃

美娥、陳建忠、朱惠足、柳書琴等學者的專

文。編者在出版說明中指出「希冀韓國讀者

能通過此書理解台灣文學的歷史性。特別希

望台韓兩地學者能藉此注意到台灣文學研究

與韓國近代文學研究相互串連的可能性。」

這套論文集聚焦殖民時期的台灣文學、政

治、文化研究，對同一時期受到日本殖民的

韓國（時稱朝鮮，1910-1945）來說，在政

治、文學史的發展上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勢

必能引起韓國學者研究發展上的共鳴。同年

4月則更進一步出版了台日韓學者的論文集

《東亞細亞文學的實像與虛像：韓國親日文

學與台灣皇民文學的對話》。此書由高麗大

學鄭炳浩主編，緣自2010年韓國高麗大學日

本研究中心主辦的「日本帝國的移動與東亞

細亞殖民文學」專題研討會、以及隔年11月

與台灣政治大學台文所共同主辦與論文集同

名的研討會、由台灣各相關領域學者參與討

論對話後的成果。我認為此書的出版對於韓

國近代文學研究界來說有一定的開拓性，除

了台日韓各地學者的共襄盛舉、密切對話的

可貴處之外，「日語文學」或「親日文學」

在韓國研究界一直是個爭議性的話題。相對

於台灣文學與研究界的多元狀況，「日語文

學」或「親日文學」是否屬於「韓國文學」

於韓國社會各方爭執不下，殖民時期許多重

量級作家的日語作品也經常被忽略不談、或

遲至1980年代末期才有韓文翻譯。此論文及

收錄的台灣日語／皇民文學研究則展現殖民

性與現代性運作之下、語言政治的複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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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殊異於韓國文學研究的主流觀點。除

了上述兩套針對殖民時期的台灣文學研究出

版之外，同年10月份時，金尚浩（修平科技

大學）在2003年引介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

綱》到韓國學界後，相隔10年再度翻譯出版

了葉石濤的重要著作《台灣文學史》，更進

一步向韓國讀者補充了台灣文學研究的經典

書單。

進入2014年後的台灣文學翻譯出版品

則各具多元性，有翻譯平路（《玉米田之

死》）、施叔青（《她名叫蝴蝶》）等小說

家個人作品與小說集，亦有《跨世紀風華：

當代小說20家》的韓譯本出版。在此需特別

介紹 2014年9月出版的《文學＠台灣》。此

書乃翻譯自須文蔚（東華大學）主編、國立

台灣文學館出版的同名專書，此書以數位多

媒體教材為目標，涵蓋台灣文學各階段的發

展脈絡，亦有「小說」、「散文」、「新

詩」、「戲劇」、「報導文學」及「數位文

學」等文類現況，是理解台灣文學的極佳入

門專書。特別的是，在韓文版書前書末各增

編了〈《文學＠台灣》的出版之際〉（『문

학@타이왕』을 내놓으면서）以及〈必須閱

讀台灣文學史的理由〉（타이완 문학사를 읽

어야 하는 이유）兩篇編者專文。這兩篇編

者「前言」與「後語」為韓國讀者提點了台

灣文化的特別之處，如不同於南韓企求南北

統一的政治生態、與本土語言的多元混雜，

並認為此書及提供了瞭解台灣文學與社會文

化現實。「後語」更強調了台灣文學的特殊

性，如第一章討論的原住民文學對於思考台

灣國家主體與獨立性提供了重要的觀點；而

從這樣的在地文學史出發，編者認為此書讓

韓國讀者「不只是從政治視角，而是透過文

學看到台灣人的聲音、氣味、呼吸。」此段

呼應了「前言」文末一段十分令人動容的文

字：「謹記並告慰那些因為世越號船難而受

苦的人們，並向那些沉沒在大海之下無法回

家的亡者表示哀悼。除此，也祈禱台灣因地

震地形而受難之靈魂得以安息。」雖然是一

本翻譯學術專書，韓國編者試圖在文學與情

感上將韓國台灣連接在一起。

上述台灣文學研究專書，雖然並非由

韓國學界主導出版的學術專書，但對於觀察

台灣文學研究在韓國的發展狀況有一定的指

標性。搜尋幾個韓國重要的學術期刊入口網

站（如KCI、RISS、DBPIA等）後，可以發

現2014、2015年的韓國學術期刊登載有關台

灣文學研究的論文約有20篇；其中8篇論文

以殖民時期的文學與文化研究為命題，8篇

中又有6篇為台韓比較，特別是與文化審查

制度與普羅文學（以楊逵為代表）有關的主

題。戰後台灣文學、文化的研究論文則極少

以台韓比較為主軸，而是以單一台灣作家

（如陳映真、李昂、鍾肇政、馬森的戲劇、

王童的電影）或族群文學（原住民文學代表

性作家夏曼‧藍波安、利格拉樂‧阿 等）

進行文本分析。金尚浩在韓國發表的〈台灣

文學韓文翻譯與台灣研究在韓國〉則仔細整

理了戰後至2015年在韓國翻譯出版的台灣文

學作品（以小說、詩集為主），更悉心羅列

了近五十年來韓國學者發表的台灣文學研究

論文，可以從此文觀察台灣文學研究在韓國

這五十多年來的演變。2015年發表的相關論

文裡，特別的是申正浩（全南大學）延續其

2005年的研究論文〈台灣文學之韓國認識：

二十世紀前半期東亞文學的一風景〉，十年

後（2015）進一步寫就了〈戰後台灣文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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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認識〉。2015年的論文分析戰後至1980

年代台灣文學作品中的韓國再現，並認為有

助於韓國理解的自身社會的演變。在類似研

究的延續與傳承上，朴宰雨（韓國外國語大

學）曾於2005年撰寫了〈韓國的台灣文學研

究的歷史與特點〉一文，綜觀性的介紹了20

世紀中期至跨入21世紀後約半世紀間韓國對

於台灣文學的研究概況。無獨有偶地，林大

根則在10年後（2015年）延續前輩的研究、以

同一命題發表了〈韓國的台灣文學研究〉，

並提供了更深入的觀察與展望。

〈韓國的台灣文學研究〉一文副標題

為「主體位置的設定與台灣內部矛盾克服之

可能性」，預示了此文將觸及的研究主題。

這篇論文主要從1980年代開始梳理韓國學界

對於台灣文學的引介與研究方向，論文開頭

特別提及兩個關鍵事件：一是1992年由韓國

中國現代文學學會主辦的「台灣現代文學國

際學術大會」，二是2003年由金尚浩翻譯在

韓出版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1992年

乃是韓國與台灣斷交、與中國建交的歷史年

份，過往在韓國中國文學研究領域裡台灣文

學也長期被忽視。1992年10月份的國際會議

則是韓國學界首次以台灣文學為主題舉辦

的大會，也讓「台灣現代文學」這樣的學

術用語開始流通並讓韓國學者更加認識台

灣文學。而2003年翻譯出版葉石濤的《台灣

文學史綱》之所以被稱為「事件」，乃是

因為韓國學界對於台灣文學較系統性的研究

雖遲至2000年左右才開始，但斷斷續續已有

二十多年的研究累積，卻一直缺乏具完整

史觀的研究材料，葉石濤的著作作為第一部

「台灣文學史」被引介進入韓國學界有其研

究上的重要性。論文接著提出韓國的台灣文

學研究的4個關鍵詞：殖民、正體性（主體

認同）、女性與文類。如本文上述內容已提

供的線索，殖民時期的台灣文學一直是韓國

學者十分關注的主題；對於台灣文學如何反

映殖民壓迫、與韓國的異同之處皆是殖民研

究的常見主題。而正體性或台灣學界較常使

用的「認同」一詞，則是韓國學者研究1980

年代前後的台灣文學的主題；相關的詞彙如

「族群」、「國族」與「省籍」皆常見於台

灣文學研究裡。韓國女性主義批判研究則主

導了台灣文學研究中的女性主題；主要方向

如台灣社會、文學中的男性中心、父權史

觀是如何透過文學作品展現、被理解。文類

（genre）則被使用在「詩」的研究範疇；雖

然小說研究亦出現如「都市小說」的文類，

在詩的研究上經常出現以文類（如「新詩」

「鄉愁」）引介韓國較不熟悉的台灣詩人的

研究方式。重要的是，上述4個關鍵詞並非各

自獨立於特定研究時空，而是隨社會歷史變

化而消長。作者接著統整出以下7點韓國的台

灣文學研究發展特徵與重要性：（一）韓國

對於台灣文學系統性的研究始於21世紀（即

2000年之後）；（二）從研究內部的角度

來，作者提出的4個研究關鍵詞皆具有複雜的

組成並相互關聯；（三）韓國的台灣文學研

究主題與方法之間有緊密關係，台韓比較研

究方法凸顯的是韓國學者自身的主體位置、

以及對於研究主題選定的自覺；（四）韓國

的台灣文學研究十分強調社會歷史脈絡，這

展現了後殖民研究中對於弱勢主體的關注；

（五）要進一步發展台灣文學研究，不能只

侷限在小說與詩的研究，而是應該開始觸及

散文、戲劇與報導文學，以及後現代文學與

大眾文學等文類；（六）雖然韓國的台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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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研究已建立其特殊的主體性，重要問題在

於，大部分的台灣文學研究依舊被視為是現

代中國文學研究的一環或分支，研究者也大

多出自中國文學研究系所，因而尚未建立獨

立的研究計畫或制度；最後，台灣學者的研

究在各方面皆有益於韓國研究界，應該致力

於增加兩地學者的交流、以及引介台灣學者

的研究成果。文末則提出希望韓國外國語大

學台灣研究中心創立的《台灣研究》學術期

刊能在耕耘台灣文學研究之外，更進一步全

方位的介紹、研究台灣。

這份觀察文章寫就的此刻，韓國文壇

發生了幾件重要大事，如中生代作家韓江以

《素食者》一書獲頒2016年曼布克國際文學

獎（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是繼

2011年申京淑獲頒英仕曼亞洲文學獎（Man 

Asian Literary Prize）之後，再次有韓國作家獲

得重要國際文學獎的殊榮。而韓國內部的文

學獎，則發生了韓國作家協會計劃以殖民時

期重要的文人崔南善以及韓國現代文學之父

李光洙的名義設立文學獎，卻遭民間團體抗

議，原因在於這兩位奠定韓國現代文學發展

的作家在戰後被評價為親日分子、國家的背

叛者。若從這兩個事件出發來看韓國的台灣

文學研究，或許可以期待幾個相關的發展方

向，我試著在此提供幾個粗略的個人觀察為

本文作結。首先是殖民時期的台韓比較研究

將繼續深化。除了既有的楊逵、賴和代表的

普羅文學和民族文學研究外，現代主義作家

如巫永福、翁鬧等人作品、以及殖民時期的

女性作家研究仍有待發展。另外戰前戰後台

韓兩地與日本的複雜關係、以及台韓之間對

於日本（及日語作家）的不同態度將受到持

續研究關注。二是戰後台灣女性作家的研究

發展。近幾年韓國本地女性作家表現不俗，

如前面提到的申京淑、韓江即是最具代表性

的例子，這股本土女性作家的熱度或許也將

影響台灣文學研究者的研究對象。例如台灣

已具國際能見度的女性作家李昂與平路的作

品已有韓文翻譯，但在韓國學界還不算受到

足夠關注，日後應當能逐步累積研究。第三

個方向則是從第二點延伸而來，是有關政治

歷史事件主題小說的研究發展。前面提到的

韓江，最近發表的長篇小說《소년이 온다》

（暫譯為《少年來了》，2014）亦在韓國本

地受到高度關注。這本小說的主題背景為光

州事件（1980年5月18日在光州發生的民主

化運動），描寫同一時期台灣民主運動或政

治事件的小說（如施明正、陳映真、宋澤萊

等人的作品）或許將能引起韓國學者的研究

興趣。最後一點是對於「台灣文學史」的持

續建構。除了葉石濤之外，近年在台灣學界

亦有重要的台灣文學史著作出版，陳芳明的

《台灣新文學史》想必已受到韓國學界的關

注，近年若將翻譯成韓文出版，亦將再次帶

動韓國台灣文學史研究的發展。以上幾點觀

察希望能在韓國的台灣文學研究界落實發

展，讓台灣研究更加多元、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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