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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笔者为研究生开设台湾文学思潮课程已有十来年，其间曾两度到台湾高校为其研究生授课，深感一本
简繁适中的教材之必需。
本书即以长期积累的教案为基础，揉入本人近年来的一些最新研究心得，希望它既可作为一本相对简
明的台湾文学思潮发展史著作来读，也可当做研究生和本科生高年级相关课程的教材来使用。
2007年春，笔者于彰化师大国文学系客座，在接受一电视公益频道专访时，曾夸下“海口”：假如能
够将资料收集得较为齐全，各种个案的研究也相对较为深入了，那在一二十年后，或能尝试独立撰写
一部《台湾文学史》，为我这一生从事台湾文学研究做一个总结，并提供一位大陆学者个人的对台湾
文学的整体、系统的看法。
这一说法当时曾引起一些台湾同行的关注，笔者也一直将此当做自己努力的方向。
本书如果能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一次“热身”，一个初步尝试或一项阶段性成果，吾愿已足！
本书的写作参考了两岸学者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是黄美娥、许俊雅、廖振富、曾健民、江宝钗
、吕兴昌、翁圣峰、羊子乔、张瑞芬、林丽如、蔡源煌、施懿琳、施淑、吕正惠、南方朔、陈信元、
黄锦树、陈健一、张瑞和等众多台湾学者的成果，从他们的著作中，获得了一些我在大陆很难搜集到
、却又是一部应求相对全面的文学史类著作所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或重要线索，乃至一些角度、观点
的借鉴和引用，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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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思潮之为“文学”的思潮，并不仅仅是文学理论的思潮，它固然有一定的社会思潮、哲学思潮作
基础，有一定的文学理论批评思想在起指导作用，但这些最终必须是经过一大批创作方法、艺术风格
、美学追求相近的文学作品来加以体现；一部文学史主要是作品的历史，而一个时代的思潮也是更生
动更丰富地体现在作家的创作中。
本书书名即以“文学创作思潮”这一概念来涵盖书中将理论思潮和创作思潮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论述内
容。
     本书力图依靠翔实的资料客观呈现数百年来台湾文学创作的发展、演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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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双一，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台湾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为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福建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著有《彼岸的缪斯—一台湾诗歌论》（与刘登翰合作）、《近二十年台湾文学流脉》（台湾版改题《
战后台湾新世代文学论》）、《闽台文学的文化亲缘》、《台湾文学思潮与渊源》、《海峡两岸新文
学思潮的渊源和比较》（与张羽合作），《台一湾文学与中华地域文化》、《百年台湾文学散点透视
》，参与编撰《台湾文学史》、《台湾新文学概观》、《台港澳文学教程》、《扬子江和阿里山的对
话》、《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文化亲缘与两岸关系》、《台湾百部小说大展》等书，并在海
内外报刊发表学术论文或文学评论文章二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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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章  古代台湾的乡土描绘和抗敌抒写  第一节  古代台湾文学的乡土描绘    一、中华故事圈中的
台湾少数民族口传文学    二、古代台湾相关诗文和乡愁文学的滥觞    三、发现台湾：清初风土杂咏诗
风    四、儒学教化对粗陋民风的纠正    五、家族文学的兴起和意义  第二节  古代台湾的抗敌诗文    一、
明代东南沿海抗倭诗文    二、郑成功《复台》诗及明郑时期抗清诗文    三、有关台湾战略地位的思考  
第三节  乙未割台前后的诗文创作    一、近代反侵略的“主战”文学    二、歌咏郑成功和两岸相眺望    
三、延斯文一线于不坠的传统诗文第二章  台湾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第一节  台湾文学现代性的起源    
一、台湾文学现代性起源语境及多源性特征    二、台湾文人从祖国接受“现代”观念    三、赴台祖国
文人带人“现代”思想    四、晚清文学改良运动的波及    五、文学社会功能的认知和强调    六、五四
新思潮的熏染和影响  第二节  “新”与“旧”的折冲和过渡    一、徘徊于“新恩”与“旧义”之间    
二、瀛社：从“现代”到“本土”的演化轨迹    三、梁启超与栎社诗人对殖民现代性的认知    四、日
据初期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    五、台湾文社：折冲于“现代”与“传统”之间    六、崇文社：犹疑于
“迎新”与“守旧”之际  第三节  新旧文学之争与台湾新文学的诞生    一、五四火种与台湾新文学运
动的前奏    二、从形式到内容：文学革命的台湾演绎    三、台湾“旧文学”阵营的延续、壮大及其原
因    四、《台湾民报》对五四新文学的介绍及其影响第三章  日据时期台湾文学运动和创作主题  第一
节  日据时期台湾乡土文学运动    一、乡土文学的提倡和“台湾话文”论争    二、台湾文学杂志与台湾
文艺联盟    三、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乡土民俗主题    四、旅行文学：从小乡土到大乡土  第二节  抗议
与隐忍：殊途同归的文学主题    一、日据下台湾现代化的文学证伪    二、台湾诗人的抗议与隐忍    三
、左翼文学：民族观点和阶级观点的结合    四、另一种隐忍：现代主义的一线延绵  第三节  皇民化和
“中国性”的冲突和纠葛    一、殖民侵略的自供、掩饰和美化：在台日人创作    二、“皇民”和“孤
儿”：皇民化压力下的民族认同    三、日据时期通俗文学的演变和发展    四、东亚视野中的台湾文学
第四章  左翼文学的仆倒和“反共文学”的泛起  第一节  光复初期两岸文化汇流    一、文化振兴和两岸
文化汇流    二、大陆文化人和台湾地方文化精英的合作    三、光复初期台湾的“鲁迅风潮”    四、“
桥”副刊上的台湾新文学论议    五、台湾文学的性质和定位  第二节  反对官僚统治的时代主题    一、
光复文学：台湾民众心态演变轨迹    二、两岸社会同构化和反官僚的时代主题    三、“左翼文学”的
仆倒  第三节  极端政治化的“反共文艺”    一、“戡乱文艺”：“反共文艺”的前身    二、“三民主
义文艺”的扭曲和变形    三、“反共文艺”的虚假性和公式化弊端    四、“三民主义文艺”的新妆    
五、“三民主义文艺”的落幕    六、乡野传奇：台湾文学的多元地域文化色泽第五章  “自由派”、现
代主义文学的兴衰和特点  第一节  自由人文主义的突围    一、“自由的文学”：对反共八股文艺的反
拨    二、“人的文学”：文学描写人性观念的确立    三、《文学杂志》：连接“自由派”与现代主义   
四、描写人性观念，形塑台湾文学特殊风貌    五、台湾“自由派”文学的中国新文学渊源  第二节  当
代台湾现代主义诗潮    一、台湾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文化背景    二、20世纪50年代三大诗社与“现代
”文学观念的确立    三、台湾现代派诗的创作实绩    四、台湾现代诗的两个“根球”  第三节  现代主
义文学高潮及其特征    一、《现代文学》创立和现代主义的高涨    二、弗洛伊德心理学和现代派文学
的内向性特征    三、存在主义与现代派文学的抽象化特征    四、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实验性特征  第四
节  现代主义的自我调整及其成因和意义    一、现代派的自我调整和延绵    二、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成
因及意义    三、武侠、言情和历史小说：通俗文学的现代品格第六章  回归传统和现实关切：乡土文学
再出发  第一节  台湾乡土文学的传承和当代再出发    一、当代台湾乡土文学的四种类型及其渊源    二
、《台湾文艺》和《笠》：台湾乡土文学的再出发    三、《文季》系列刊物与“左翼乡土文学”的形
成    四、台湾内外环境遮变和社会改革运动的兴起    五、对于现代主义的普遍反省运动    六、“媒体
革命”与乡土文学思潮的高涨  第二节  20世纪70年代乡土文学的创作主题和实绩    一、关怀小人物和
社会变迁、价值碰撞的主题    二、批判“新殖民主义”和揭露社会黑暗面    三、台湾历史“大河小说
”的创作    四、留学生文学的演变  第三节  “乡土文学论战”的焦点和“盲点”    一、乡土文学论战
的经过    二、乡土文学论战的两大焦点    三、乡土文学的“盲点”及对它的正确认识第七章  20世纪80
年代以来乡土文学的延续和演变  第一节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文坛的“统”、“独”论争    一、“
第三世界文学论”与“台湾本土文学论”的对峙    二、“台湾民族”论的泛起及其批驳    三、“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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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合理论”及否认战争罪责行径的批判    四、“战后再殖民论”及其新文学史观揭谬    五、《人间
》：解严前后的左翼旗帜    六、“二二八”小说和“50年代白色恐怖史”作品  第二节  20世纪80年代
以来台湾文学的文化视角    一、乡土和传统根性的维系    二、报导文学和环保生态文学的发展    三、
文化视野的再开拓    四、文学的社会、历史、文化学阐释  第三节  族群议题的文学介入    一、台湾少
数民族的文化扎根    二、从老兵悲歌到眷村史乘    三、家族书写与中华文化底蕴    四、旅外作家和侨
生作家的创作第八章  都市化与后现代语境下的台湾文学  第一节  都市文学的崛起和现代主义的再兴    
一、文学焦点的转移和都市文学的审美特质    二、都市的全景俯视和现代人心理病变的揭示    三、女
性文学：现代社会的女性处境和心态    四、现代主义的隔代遗传和新变    五、“三三”与年轻世代的
新人文倾向  第二节  后工业文明与后现代文学    一、后工业文明及其文学表现    二、资讯时代的媒体
功能质疑    三、多媒体诗和后现代小剧场    四、新人类：文学的更新世代    五、台湾文学的边缘战斗  
第三节  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思潮    一、融汇中西文化思潮的文学理论批评    二、台湾小说中的
后殖民叙事    三、台湾后殖民批评的得与失    四、台湾文学“现代性”的研究    五、台湾文学引入“
文化研究”  第四节  60年来两岸文坛关系的演变    一、前30年：传统延续和地下阅读    二、后30年：从
“解冻”到阅读对方的热潮    三、文学研究的取长补短和出版交流的新趋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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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神话、传说、故事、歌谣等，往往是某一民族早期生产生活和历史文化的现实反映。
通过世代相传的民间口传文学，可以进一步证明台湾少数民族与祖国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密切的文化联
系。
无论是“人用杵把天撑高”的开天辟地神话或是石生、树生、竹生、蛇生、卵生、粪生、虫生等人类
始祖神话，以及感风而生或触沉木而孕的神话感生母题，都可在西南少数民族那里找到类似或相近的
说法。
创世神话中的洪水传说本为全世界人类所共有，但在古代越、濮民族裔传区域的中国东南、西南以及
东南亚地区，却广泛流传着兄妹（或姐弟）结婚的同胞配偶型洪水传说，为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特殊形
式。
这种类型的洪水传说几乎遍布所有台湾少数民族地区。
从同胞配偶延伸的相似母题还有黥面文身、隔着中间挖洞的羊皮（或其他物品）交媾等等。
值得指出的，日本也有载于“记纪神话”的兄妹二神创世过程中的同胞配偶母题。
但中国神话的含蓄不露、有所掩饰和日本神话的宣泄情感、自然模仿截然不同①，从中也显露了台湾
少数民族洪水神话的中国属性。
台湾各少数民族大多有射日神话。
泰雅人的射日神话甚至有着几代人愚公移山式接续努力的情节——壮士背着婴孩出发射日，沿途种下
蜜柑作为回程之粮，其间壮士老去，其子长大继续完成其使命，而最后返回部落时也已成驼背老人。
中国大陆除了古代的夸父逐日、羿射九日以及嫦娥奔月等传说外，西南的少数民族也大都有其射日神
话。
印度、菲律宾的对等神话为太阳用陷机或掷灰等手段杀月，非洲至澳洲、南美洲则可见以民捕日神话
。
台湾少数民族射日神话的表现形态不同于外国的对等神话，却和中国古代和西南少数民族的射日神话
一致，其民族渊源的亲疏归属和来龙去脉，一目了然。
除了神话外，台湾少数民族和大陆各民族的民间传说及故事，同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女人国、人误以鲸背为小岛、人变鸟的故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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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笔者为研究生开设台湾文学思潮课程已有十来年，其间曾两度到台湾高校为其研究生授课，深感一本
简繁适中的教材之必需。
本书即以长期积累的教案为基础，揉入本人近年来的一些最新研究心得，希望它既可作为一本相对简
明的台湾文学思潮发展史著作来读，也可当做研究生和本科生高年级相关课程的教材来使用。
2007年春，笔者于彰化师大国文学系客座，在接受一电视公益频道专访时，曾夸下“海口”：假如能
够将资料收集得较为齐全，各种个案的研究也相对较为深入了，那在一二十年后，或能尝试独立撰写
一部《台湾文学史》，为我这一生从事台湾文学研究做一个总结，并提供一位大陆学者个人的对台湾
文学的整体、系统的看法。
这一说法当时曾引起一些台湾同行的关注，笔者也一直将此当做自己努力的方向。
本书如果能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一次“热身”，一个初步尝试或一项阶段性成果，吾愿已足！
本书的写作参考了两岸学者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是黄美娥、许俊雅、廖振富、曾健民、江宝钗
、吕兴昌、翁圣峰、羊子乔、张瑞芬、林丽如、蔡源煌、施懿琳、施淑、吕正惠、南方朔、陈信元、
黄锦树、陈健一、张瑞和等众多台湾学者的成果，从他们的著作中，获得了一些我在大陆很难搜集到
、却又是一部应求相对全面的文学史类著作所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或重要线索，乃至一些角度、观点
的借鉴和引用，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也感谢我的工作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台湾研究院的领导和同事，以及九州出版社的领导
和编审们，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本书的出版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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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台湾文学创作思潮简史》是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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