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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詩萍，臺大政治系、所畢業，曾任《聯合

晚報》總主筆，身為四年級後段班的他，雖是外

省人第二代，但從小在客、閩、眷村交錯的環境

下成長，造就其對族群議題的敏銳觀察力。在沒

有太多物質享受的成長年代，公共閱讀資源成為

他最理所當然的休閒，一直到國、高中才開始有

意識的閱讀，從陳映真、黃春明、王文興、余光

中……，到當時作品被列為禁書的魯迅等，蔡詩

萍特別在講座上與聽眾分享在青少年時期深刻影

響他的書籍。

余光中、王文興的影響與震撼

身為余光中書迷，蔡詩萍說，余光中對他最

大的影響，在於散文文字的雕琢，不論是對長句

的喜愛、句法的堆疊、重視文學行文時的朗讀

感，皆深受影響，尤其是《聽聽那冷雨》，至今

仍珍藏著。而王文興《家變》書中描寫兒子與父

親的關係與衝擊，為當時念高一的蔡詩萍帶來強

烈震撼；白先勇的《臺北人》，讓他彷彿看見父

執輩的故事，然而要能真正理解即使漂零世代仍

有著階級之分，則是到1980年後，在黃凡的《賴

索》、《傷心城》、《反對者》等作品裡找到共

鳴。黃春明的《兒子的大玩偶》、《鑼》、《看

海的日子》作品，呈現小人物的悲涼與繼續努力

活著的掙扎。七等生的《沙河悲歌》、《我愛黑

眼珠》，則填補了他內心世界對幽暗、對自我、

對反抗別人強加諸在自己的期待與要求的虛無反

抗。蔡詩萍認為，臺灣文學存在著某一些完全不

在意外界看法，只為文學的純粹而寫，為內心的

偏執而論述，單純為生命留下紀錄的作家，七等

生正是其中代表。到了1980年代，蔡詩萍陸續接

觸楊逵、呂赫若、張大春、黃凡、莫言、三毛等

作家作品。

蔡詩萍表示，70年代，某些文學作品受限於

從家國關注到個人 從悲壯之美到小巷渠弄之美

蔡詩萍：臺灣文學 無所不在 
文、圖／王慈霞

國立臺灣文學館 2012年府城講壇邀請蔡詩萍擔任首場主講人，談論「我所認識的臺灣文學，她的意義，
她的挑戰」，並由館長李瑞騰擔任引言人。這位青春期讀文學，學歷攻政治的文學愛好者，依其個人閱讀

歷程，與聽眾分享他對文學的體會與觀察。

 蔡詩萍認為閱讀是件有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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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身影

政治氛圍成為禁書，即使當時並不了解每位作家

背後的特定歷史與創作訊息，但約略感受得到作

者意圖與美學風格的差異。對高中時期的他來

說，被列為禁書的魯迅作品無疑充滿刺激、新鮮

感，無論《故鄉》裡的潤土、《祝福》裡的祥林

嫂、《在酒樓上》的呂緯甫……等卑微、現實生

活裡掙扎的小人物，都令人念念不忘。魯迅對時

代底下卑微人物努力於夾縫中求生存的深刻描

寫，直到日後仍可在其他作家身上看見其影響。

而王文興《家變》的問世，正值社會已開始出現

期待改革的聲浪與力量，因此不論是其標新立異

的文字風格，或是對傳統體制可能造成的衝擊

等，皆使《家書》引起廣泛討論。這本小說在當

時不僅是對叛逆階段的救贖，甚至是在整個社會

走向消費社會、資本主義、小家庭制的同時，對

父權體制致命的一擊。

文學應為弱勢發聲

70年代末期，余光中的詩作影響民歌盛世到

來，之後緊接著鄉土文學出現，進而引發鄉土文

學論戰。當時站在鄉土文學陣營的蔡詩萍認為，

文學應該為弱勢發聲，因此他不僅首度質疑心中

偶像余光中的地位，也第一次感受到文學背後的

社群區別與政治符號。鄉土論戰時期前後，正值

臺灣政治環境面臨巨大變動，此時的文學不只是

純文學，更涵蓋著思想，甚至社會氛圍，當時除

了相信文學的純粹性有益提昇個人靈性之外，另

一方面，社會也出現文學應起實際改革作用的聲

音。臺灣在整個80年代進入解嚴前的準備與解嚴

後的混亂，閱讀就蔡詩萍看來，也不復年輕時純

粹。

跨足作家、評論、主持領域，也曾涉入政治

範疇的蔡詩萍，一路走來發現閱讀是件有趣的

事，人根本無法得知年輕時的閱讀經驗，會為日

後帶來何種衝擊，特別是誤讀，誤讀不僅使文學

充滿能量，也可能美化對作家的想像。他說，日

後回過頭來才發現，年輕時所閱讀的臺灣文學並

非臺灣文學全貌，若要能真正了解，勢必有賴一

套史觀，然而，所謂的史觀即為正確解讀嗎？我

和他人所依據的史觀又是否相同？

關於臺灣文學「史」的意義，葉石濤於1987

年出版的《臺灣文學史綱》指出，臺灣文學在歷

史的流動中如何發展它強烈的自主意識，且鑄造

了它獨異的臺灣性格；2011年，陳芳明的《臺灣

新文學史》將葉石濤的說法表達得更完整：所謂

殖民地文學，是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權力消長，

價值壟斷到價值多元分殊，臺灣作家在威權支配

下的抵抗與批判。

臺灣文學多元並存

一般而言，臺灣文學以階段史、區域、地域

史劃分切入較為容易，然而提及如何與受其他作

者影響之部分作分割，卻不易著手。特別是站在

缺乏壓抑的年代，文學的力量又何在？是端看改

編作品量還是銷售量？閱讀，有限，史觀論也有

限，特別是90年代以來不但少了打壓困境，且臺

灣文學主體性也呈現多元並存狀態，因此，我們

需要新的概念來銜接臺灣文學的定義範疇。

蔡詩萍認為，從大論述到小論述，從家國關

注到個人情感，從悲壯之美到小巷渠弄之美，文

學價值多元分殊的必然發展，終究勢必出現相對

走勢。臺灣文學的未來是什麼？又在哪？他指

出，臺灣文學就在這一幅曾經波瀾壯闊的巨流

圖，臺灣文學就在這一頁輕舟已過萬重山的平野

緩流上，就在你、我每位讀者，在每個世代的讀

者之間交流傳遞的訊息裡。談到臺灣文學的主體

性，蔡詩萍並不擔心，因為只要作家在，只要多

元開放的環境在，只要我們的生活方式與美感體

驗還繼續著，臺灣文學就在那裡！亦即，臺灣

在，臺灣文學就在。只要找出過去脈絡所在，就

能知道養分從何而來，而這也正是形成臺灣的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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