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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臺灣文學閱讀風景：貼近生活、深度挖掘

風風雨雨中走過 2015年的臺灣，有著復興航空墜入基隆河、高雄大寮監獄挾持人質、阿帕

契觀光團、小二女童遭割頸、八仙塵爆、食安問題等重大事件，事件及其後續的延燒，皆翻挖

出臺灣各方面的制度問題。在社會事件之外，臺灣的經濟狀況亦如溜滑梯，出口衰退、內需不

振、實施無薪假的企業悄悄增加等，臺灣籠罩在某種灰冷的狀態中。整體社會、經濟如此，文

學出版呢？

根據博客來 2015年度報告，文學類出版總品項自 2012年開始逐年下滑，至 2015在博客來

寄售的品項更減少了一千三百餘種。無獨有偶的，文學類的「進榜數」也同樣是跌幅最深。雖

然文學類的出版看似「淒涼」，然而觀看作家臉書或粉絲頁文章的按讚數常在千次以上，或許

可以如此推知，由於閱讀載體與閱讀習慣的改變，讀者對作家的喜愛與支持，不再是僅僅透過

購買、閱讀文學作品的方式展現，而是能透過作家所經營的「自媒體」管道，進行日常生活的

互動。這或許也是支持許多優秀作家持續創作不輟的原因之一。

* 貼近生活軌跡的創作活力

雖然文學類小說出版品減少的品項數量佔總減量的五成，然綜觀創作主題，有許多精采的

作品是以臺灣的時空為背景進行創作。陳金順的臺語文短篇小說集《彩虹春風》（島鄉臺文工

作室），貼近現實生活以臺語文文字書寫國道收費員、臨時演員的心聲；也寫莫拉克颱風後屏

東林邊重建、軍中服役冤案中的情感故事，十篇小說精細的人物刻畫與情節的鋪陳，皆展現對

生活與鄉土的關懷。朱宥勳長篇小說《暗影》（寶瓶文化）取材自臺灣職棒簽賭事件，細膩深

刻描繪臺灣棒球的黑暗面，書中充滿棒球知識與術語，也有球迷耳熟能詳的臺、日、英語，閱

讀故事的同時，也讓讀者增加了看棒球的「內行」知識。平路長篇小說《黑水》取材於 2013年

發生於八里的雙屍命案，作者以虛實相間的筆法引領讀者接近案發現場，進入故事主人翁的內

心世界，探索兩個女人在愛慾與罪行間的心路轉折。

沉潛 20年的資深作家蕭颯復出推出長篇小說《逆光的臺北》（九歌），以「房子」為故事

發展與衝突的主角，寫實的筆法描繪發生在臺北的都會愛情與矛盾、貧富差距與衝突，故事場

景橫跨臺北民生社區、信義區、石牌、天母、內湖、大安區、新北市新店、淡水等地，呈現大

臺北近二十年城市的發展與改變。王湘琦長篇小說《骨董狂想曲》（聯合文學）以被關進療養

院的主角孫行家為主軸，老院長詳實記錄他所經歷的過程。孫行家是流浪教師，為生活向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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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祈求徵選上代課教師一職。真如他所願，在榮鎮高中擔任放牛班的數學老師，之後主角一遇

到不順心的事，便向鬼神祈求；妄想以買賣骨董發財，卻損失了大筆金錢。作者以魔幻寫實的

筆法，呈現臺灣的社會與道德面貌、世態人情以及政治狀況。

廖鴻基短篇小說集《大島小島》（有鹿文化）以一個烏托邦島嶼為背景，敘述 30個故事，

皆隱指臺灣現實卻荒謬的社會與政治現象。以〈微〉為例，主角登島旅遊，在小吃店點了一道

招牌菜「微」辣的「紅燒淇鰍魚」，卻引發小店與主角對「微」辣認定的爭議。這個故事便是

喻指了臺灣教育「課綱微調」的爭議。秀赫長篇小說《嬰兒整形》（聯合文學）針對近年來在

臺灣愈漸流行的整形議題，自父親、母親、剛出生的女兒及整形醫生四個角度，假設剛出世嬰

兒就進行整形手術之後，牽扯進入的人與家庭會遭遇的狀況、對社會的影響。作者巧妙利用藝

術的論點延伸至醫美探討「整形是不是一種藝術？」、「醫學是否能創造美？」，同時呈現不

同領域的人對「美」所抱持的觀點。

Neo長篇小說《億萬副作用》，主人翁在研究所學業即將畢業之際，中了樂透史上最高的

獎金 20億新臺幣，在思索與嘗試如何使用這筆高額的意外之財過程中，他踏上了尋找自己的旅

程，也幫助許多有夢想、有創意的計劃付諸實際行動。甘耀明長篇小說《邦查女孩》（寶瓶文

化）以七 0年代花蓮、臺南及中央山脈的林場為背景，敘述一位擁有阿美族與黑人的混血血統、

居住在花蓮的女子古阿霞，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與具有「索馬師仔」身分的神祕男子帕吉魯

相識相隨，並且為了建立一所山區學校，在「摩里沙卡」林場、「咒懺森林」所發生的悲傷又

蘊藏著希望的故事。巴代長篇小說《最後的女王》（印刻）敘述卑南社女王陳達達，為重振「彪

馬八社聯盟」的榮光，先是與漢人聯姻，後又與日本合作，率領部落精英遠赴關山鎮，參與阻

擋清軍殘部回攻臺東的戰役，贏得日本政權的信任，取得卑南平原的發聲權。作者曾強調，這

部小說經過充分的考證，故事主角、情節都真有其事，希望透過作品讓更多人看到卑南族的故

事。

* 對環境與歷史的尊重

報導文學被視為「一種服務於現實人生的良心作業」（高信疆語）。而報導文學也帶領讀

者在事件發生或社會新聞報導熱潮之後、漸被淡忘之際，或還原當時被隱埋、被扭曲的事實，

或長時期持續關懷後續的發展，以書寫對抗遺忘，以考證與紀錄表達對臺灣土地環境及臺灣歷

史的尊重。

胡慕情《黏土：灣寶，一段人與土地的簡史》（衛城），以苗栗後龍鎮灣寶里為主要場景，

從灣寶農民張木村的葬禮開始，一方面追溯先民墾植的經過，一方面聚焦在 1995 年到 2011 年

間，這個四百多戶的小村莊兩次成功對抗土地徵收的過程，十五萬字組成一幅灣寶地區臺灣農

民的奮鬥史。行人出版社的《討海魂：13種即將消失的捕魚技法，找尋人海共存之道》花費一



2727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民國 105 年 2月號第 206 期

2015年臺灣文學閱讀風景：貼近生活、深度挖掘

年的時間以臺灣海域地形為架構，至東海岸、西海岸、離島等地進行田野調查，拜訪在地文史

工作室及耆老，再視當地潮汐環境和漁汛期，挑選出傳統漁法及漁人。期能透過漁人與海共存

共榮、簡單而不過漁的傳統捕魚技法，呈現人與海的相處哲學，提供給同是海洋居民的讀者，

一條接近這塊土地與海洋的美麗途徑。

藍博洲《臺灣學運報告：1945-1949》（印刻）訪問當事人並且按事件時間排列，全面挖掘

這段被埋葬的 1945至 1949年間的臺灣學運真相──從日據時期的序曲到光復初期的臺灣學生

聯盟；從 228前夕的反美學運到 228期間的鬥爭與犧牲；從 228之後師院的學生運動到以麥浪

歌詠隊為代表的臺大學運；從 1949年 3月的學運高峰到鎮壓學運的四六風暴，期能如實重現

當時青年學子的青春之歌及所流下的熱血。《灣生回家》（遠流）是由一位學藝術的灣生後裔

女孩田中實加花費 12年的時間所記錄的故事。原本作者只是想將日本奶奶家的管家爺爺把骨灰

帶回臺灣花蓮，卻在尋找管家爺爺故里與身世的過程中，發現了一段又一段被時代湮沒的「灣

生」故事。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在花東一帶進行大規模的「移民政策」，陸續建立了十餘處

頗具規模的移民村。1945年二次大戰日本戰敗，在臺四十多萬的日本人遭到遣返的命運。而「灣

生」，指的就是在 1895年到 1946年間在臺灣出生的日本人，因為戰敗的無奈被迫離開，但在

這些人心中，臺灣才是故鄉。作者拜訪了 200多位日本灣生，也幫百位灣生找到出生的家。本

書於 2012年由遠流初版，2015年紀錄片上映，引發了許多的迴響，也填補了這段在臺、日都疏

漏的歷史片段。

在報導文學之外，作家也以散文書寫自身所經驗的歷史，從國家、部落、眷村到家族的歷

史，字裡行間充滿作者想傳達的「溫度」。廖為民《我的黨外青春：黨外雜誌的故事》從 1975

年 8月《臺灣政論》創刊號起，作者歷數所收藏的《夏朝》、《這一代》、《富堡之聲》、《長

橋》、《八十年代》、《美麗島》，「美麗島事件」後的《進步》、《深耕》系列、《關懷》、

《政治家》系列、《千秋評論》、《前進》、《自由時代》系列、《新潮流》等黨外雜誌的論點，

展現當時國家社會的氛圍，及臺灣所走過的民主歷程。楊渡的《島嶼的另一種凝視》（遠見天

下文化）以散文體書寫自身所感受的臺灣歷史──消失的凱達格蘭族，帶著小提琴的革命家簡

吉，在大時代中飄盪的簡娥、湯德章，年頭日本徵兵年尾國軍來臨的 1945年，228事件中沉默

的母親林江邁等歷史。作者以大歷史的悲憫回望過往，以寬容與理解作為全書的主調，以溫情

與敬意探視臺灣的歷史。

出生於屏東霧台舊好茶的奧崴尼．卡勒盛《消失的國度》（麥田），以細膩又具批判的筆法，

書寫親身所經驗魯凱族好茶部落經歷天災、因為人禍從遷移到消失的過程。而有心重建回鄉路

的族人，尋找各種奧援，扛著一磚一石、用血汗一步步打造讓後代子孫可以回鄉的道路。郭漢

辰走訪受到八八風災重創的高雄小林村、那瑪夏區、甲仙、寶來、荖農溪，寫下《揹山的人》（九

歌），紀錄在面對這場百年災難的打擊，居民如何收拾家園毀滅、失去至親的悲傷，並且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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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家園、學校的過程中，透過成立農場和各種工作坊，找回生活的新動力，並思考守護山林、

守護家園的方法。

袁瓊瓊《滄桑備忘錄》（九歌）書寫記憶中那個雖窮乏卻有充滿著趣味的眷村生活。吳妮

民《暮至臺北車停未》（有鹿文化）以來自臺東池上的父親與出生於臺南新營的母親為主角，

分別敘述生長歷程、離鄉背井，直至在臺北遇合、成家育子的生命歷程；同時呈現 1970年代以

來的臺北、臺南與臺東的都市發展、市民生活景況。羅智強以其身為大陳義胞第二代的身分，

費時三年記錄父母的口述寫下《靠岸：舞浪的說書人》（九歌），以父母的生命故事為主軸，

開展漂浪離散的家族史，呈現那個年代的動盪與民族的流亡遷徙歷史。

* 書寫／閱讀生活中的小確幸

在為滋養生存而努力的忙亂生活中，若能從身邊的人事物體會到幸福感，這種小確幸安慰

了我們因忙碌而日漸空虛的心智。對筆者而言，「閱讀」便是能製造小確幸最有效的方式。尤

其在流於「窮忙」的生活節奏下，不一定能有悠閒的心思、充足的準備去體會臺灣各地眾物的

景色或味道，透過閱讀，由作家的筆帶領徜徉其地、猜想其味；透過作家的視角，看見不一樣

的景色、體會不一樣的味道。

黃婉玲《府城世家尋味之旅：記憶中的家族食記》（健行文化）自飲食角度探討母親的家

族「南瀛第一世家」柳營劉家望族後代的家族故事及文化習俗，帶領讀者品味臺南府城的飲食，

並且回味百年臺南的人文點滴。呂政達《散步去吃西米露：飲食兒女的光陰之味》（健行文化）

以特別的視角、簡潔的的文筆，書寫伴隨著一顆西瓜、一杯咖啡、一道食物所出現一個又一個

的生命故事，一道又一道的溫柔口感，一塊又一塊的飲膳地誌，感受飲食與生活交融的況味。

焦桐《味道福爾摩莎》（二魚文化）收錄作者二十餘年來研究臺灣各地飲食文化的精華，

以三十萬字敘述臺灣的飲食味道，兼論及飲食教育和食品安全等宏闊觀點，思索臺灣的飲食生

態。王浩一《著時：南方．美時．美食》（有鹿文化）作者自詡為臺灣「農產品促銷員」，隨

著二十四節氣的腳步，走訪濁水溪以南的蔬食作物，細膩敘述生長環境、作物特色、加工與食

用方法等，在果蔬鮮食之外，兼及產地的歷史與風光、市集與人情。

舒國治《宜蘭一瞥》（聯經）、一青妙《我的臺南：青妙的府城紀行》（聯經）、王美霞《南

方六帖：王美霞的「裡臺南」生命書寫》（麥田）、鄭栗兒、鄭順聰《基隆的氣味》（有鹿文化），

各以一地的生活、人文與歷史為對象，以各自的角度，投射自身對此地的情感，挖掘或微小或

不為眾知的美好。辛永勝、楊朝景著繪《老屋顏：走訪全臺老房子，從老屋歷史、建築裝飾與

時代故事，尋訪臺灣人的生活足跡》，收錄作者走訪全臺灣不同年代的老房子，整理老屋的歷

史，並且紀錄老屋再生後的風貌，完整呈現臺灣庶民建築的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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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渾沌中淬取而出

詩人陳義芝曾言：「詩人在渾沌中窺見、記下那未曾被人解釋明白的」，以詩意面向生活

的本質、社會的真相、事件的精神。藍淑貞《網內夢外》（臺南市文化局）、王希成《詩影閃

熠：現此時星光烏陰日頭金熠熠》（高雄市文化局），皆以臺語詩文字書寫，呈現臺灣的人文

風情、影像美學。廖偉棠《半簿鬼語》（印刻）以詩文字代酒，敬流亡者、被囚禁者、失蹤者、

餓死者及枉死者。余秀華《月光落在左手上》（印刻）在詩文字中展現與貧乏的現實生活搏鬥

的生命力。鄭烱明《凝視》（春暉）以詩文字凝視生命、珍惜所擁有的愛情、對抗死亡的威脅。

渡也《諸羅記》（嘉義市文化局）書寫二十多年來嘉義人文與地理風景，並與之對話。翁翁《緩

慢與昨日：記憶的島，以及他方》一部分以家鄉金門為主題，書寫島嶼、戰爭、古厝、番仔樓、

海岸、港灣、村墎、鄉情乃至瀕臨絕種的海生物種「鱟」，另一部分則是珍藏在行旅途中的記憶。

* 餘韻不絕，沉澱回味

作家所創作的一部部文學作品，築構一代人的精神範式，也拼湊出臺灣文學史的精采樣貌，

時間大河流逝，帶不走的是這些優秀的作品。今藉此段文字，向辭世作家致敬。

施寄青（1947-2015.1）個性敢怒敢言、一生經歷大風大浪，早期寫作風格有強烈的女性意識

自覺、剖析社會對女性平權運動的看法、外遇與婚姻問題等。晚年轉向形而上、通靈研究。著

有《婚姻終結者》、《兒子看招》、《上帝也算命》、《女生愛男生》、《看神聽鬼》、《通

靈者說》、《當頭棒喝》、《夢迴南詔》等書；譯有《反敗為勝》、《印度之旅》、《紫色姊

妹花》等十餘部作品。

王宣一（1955-2015.2）曾任報刊編輯，創作文類以小說為主，兼及散文與兒童文學。擅長

以平實的筆法表述生命的平凡、通俗、重複與瑣碎；以飲食結合親情、童年記憶為素材，書寫

母親與家族故事，道盡人間世事，頗受好評。著有《家庭旅遊》、《國宴與家宴》，小說集《旅

行》、《少年之城》、《天色猶昏：島國之雨》，兒童文學《小鹿斑比》、《哪個錯找那個》、

《板橋三娘子》、《丹雅公主》等十餘部作品。

韓良露（1958-2015.3）書寫主題頗為廣泛，不論飲饌、電影、音樂、旅行、觀星卜相等皆

能發而為文，並且擅長跨界整合，例如由飲食觀旅行、由電影論飲食，每每激盪出全新感受與

議題。著有《浮生閒情》、《雙唇的旅行》、《微醺》、《韓良露全占星系列》、《臺北回味》、

《良露家之味》、《文化小露台》、《樂活在天地節奏中：過好日的二十四節氣生活美學》、《狗

日子．貓時間》等二十餘部作品。

楊念慈（1922-2015.5）與王鼎鈞、朱西甯、司馬中原等人同為軍中作家代表，曾獲中國文

藝協會第一屆小說類獎章、教育部文藝獎等獎項。早期創作以新詩、散文為主，後來以小說創

作為主，以「小說述史」傳達人生的哲理。著有散文《狂花滿樹》，小說《殘荷》、《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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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就是蜜蜂，攜帶著活力四射的花粉，從一個心靈飛到另一個心靈。
羅威爾

2015臺灣圖書出版回顧

ISBN

《陋巷之春》、《廢園舊事》、《黑牛與白蛇》、《少年十五二十時》、《大地蒼茫》等長短

篇近二十部。

羅蘭（1919-2015.8）創作文類有論述、散文、小說、劇本、和傳記，以廣播文集《羅蘭小語》

風靡兩岸。寫作風格具有白話曲折、哲理簡明、平和樂觀的特色，陪伴兩岸無數青年成長。著

有《羅蘭散文》、《飄雪的春天》、《綠色小屋》、《歌與春及花》、《濟公傳詩歌劇》、《給

青年們》、《彩繪日記》、《旅美散記》、《花晨集》等三十餘部作品。

生命之河無常變化，作者以書寫延長記憶、留住生命中某一個重要的瞬間。讀者則能透過

閱讀開展心靈的深廣度，轉化成自身的智慧與能量，以穩健的姿態行走在渾沌、混亂的年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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