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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总的看来，陈映真的作品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五年是一个时期。
在这个时期里头，他显得忧悒、感伤、苍白而且苦闷。
这种惨绿的色调，在他投稿于《笔汇》月刊的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间最为浓重。
一九六一年迄一九六五年，他寄稿于《现代文学》的时期，还相当程度地保留了这种青苍的色调，但
同时也表现出这个时期底趋向终结以及另一个时期的开始。
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八年他暂时息笔，是另一个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他的感伤主义的结束，而呈现出一种比较明快的、理智的和嘲讽的色彩。
　　基本上，陈映真是市镇小知识分子的作家。
　　在现代社会的层级结构中，一个市镇小知识分子是处于一种中间的地位。
当景气良好，出路很多的时候，这些小知识分子很容易向上爬升，从社会的上层得到不薄的利益。
但是当社会的景气阻滞，出路很少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向着社会的下层沦落。
于是当其升进之路顺畅，则意气昂扬，神采飞舞；而当其向下沦落，则又往往显得沮丧、悲愤和彷徨
。
陈映真的早期作品，便表现出这种闷局中市镇小知识分子的浓重的感伤的情绪。
他的父亲一代出身于农村的败落的家庭，因着刻苦自修，成为知识分子而向市镇游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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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映真的作品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五年是一个时期。
在这个时期里头，他显得忧悒、感伤、苍白而且苦闷。
这种惨绿的色调，在他投稿于《笔汇》月刊的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间最为浓重。
一九六一年迄一九六五年，他寄稿于《现代文学》的时期，还相当程度地保留了这种青苍的色调，但
同时也表现出这个时期底趋向终结以及另一个时期的开始。
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八年他暂时息笔，是另一个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他的感伤主义的结束，而呈现出一种比较明快的、理智的和嘲讽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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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映真，本名陈永善，笔名许南村，台北县莺歌镇人。
一九三七年生于台湾竹南，淡江文理学院英文系毕业。
曾担任中学英文教师和跨国公司职员。

    一九五九年发表第一篇小说《面摊》，其后发表了《我的弟弟康雄》、《故乡》等小说，在文坛脱
颖而出并独树一帜。
一九六八年因”组
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等罪名被捕并移送绿岛，一九七五年获特赦
。
入狱期间“对自己走过的道路进行了认真的反省，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开始由一个市镇小
知识分子走向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的知识分子”。

    一九七七年参与乡土文学论战。
一九八三年赴美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
曾获”吴浊流文学奖”及中国时报“小说推荐奖”。
一九八五年创办《人间》杂志，以其社会责任感和倡导社会公平正义的左翼立场影响了一代年轻人。
一九八八年参与成立中国统一联盟，担任创盟主席，为促进两岸和平统一而不懈地工作。

    一九八八年人间出版社出版《陈映真作品集》十五卷。
二○○一年洪范书店出版《陈映真小说集》六卷。
陈映真的重要文集还有《陈
映真散文集》，评论集《知识人的偏见》、《孤儿的历史、历史的孤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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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辑  关于陈映真　试论陈映真  ——《第一件差事》、《将军族》自序　关于陈映真　后街  ——陈
映真的创作历程　鲁迅与我  ——在日本《文明浅说》班的讲话　我的文学创作与思想　祖祠　父亲
　生死　现代主义底再开发  ——演出《等待果陀》底随想　期待一个丰收的季节　最牢固的磐石　
知识人的偏执　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　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　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回
顾乡土文学论战　向内战·冷战意识形态挑战  ——七十年代文学论争在台湾文艺思潮史上划时代的
意义　七十年代黄春明小说中的新殖民主义批判意识  ——以《莎哟娜啦·再见》、《小寡妇》和《
我爱玛莉》为中心第三辑  分离主义的盲点　“乡土文学”的盲点　原乡的失落  ——试评《夹竹桃》
　台湾长老教会的歧路　追究“台湾一千八百万人”论　西川满与台湾文学　美国统治下的台湾  —
—天下没有白喝的美国奶　从台湾都市青少年崇日风尚说起　从一部日片谈起  ——论《联合舰队》
　台湾内部的日本  ——再论日本战争电影《联合舰队》　“台湾”分离主义“知识分子的盲点”　
精神的荒废  ——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评　被出卖的“皇军”　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  —
—批评陈芳明先生的《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　论“文学台独”　警戒第二轮台湾“皇民文学
”运动的图谋  ——读藤井省三《百年来的台湾文学》：批评的笔记第四辑  消费社会和文学问题　色
情企业的政治经济学基盘　大众消费社会和当前台湾文学的诸问题　大众消费时代的文学家和文学　
《人间》杂志发刊辞　新种族　大众传播和民众传播第五辑　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　中国文学和第三
世界文学之比较　反讽的反讽  ——评《第三世界文学的联想》　“鬼影子知识分子”和“转向症候
群”  ——评渔父的发展理论　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　同一个民族，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斗争  ——台
湾新文学运动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联系　天高地厚  ——读高行健先生受奖辞的随想　中华文化
和台湾文学　对我而言的“第三世界”　从台湾看《那儿》编后记（薛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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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同学们，晚上好！
为了使你们听得清楚，我说话慢一点。
有同学不用说得慢。
那好！
　　语言是彼此互相了解的很重要的工具。
中日两个民族在历史上有过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曾经有过非常好的关系，也曾经有过非常不幸的关
系。
而如果中日两国人民能够理解彼此的语言，通过语言来增进彼此的理解、彼此的友谊和彼此的团结，
那么我们便能够使这两个伟大的民族携手并进，为两国的和平、东亚的和平和世界的和平作出贡献。
所以看到你们这么认真地学习汉语，我心情充满了喜悦。
因为你们可能是将来我们两个民族和平与友好的最尖端的战士。
　　刚才横地先生要我介绍我读鲁迅的经过。
不必我介绍，鲁迅是中国非常了不起的文学家和思想家。
可是在旧中国，鲁迅被反动的、专制的国民政府看成是危险的作家。
他的书不能自由地流通，不能自由地贩卖。
这种情形到了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以后更加严重，很多人仅仅因为书架上有鲁迅的书，就可能被抓走
，判刑坐牢。
　　我接触鲁迅是在我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
为什么那个时候能接触到鲁迅呢？
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光复以后，因为台湾曾受到日本统治，所以很多知识分子不能读汉语，也不
能说汉语，可是他们有一种很大的愿望和喜悦，要学习祖国的语言。
过去，是日本人统治的时候，汉语被强迫地夺走了，被强迫去学习日语，现在台湾解放了，光复了，
大家都很高兴。
可是因为几十年没有学过汉语，所以大家很热心学习汉语。
　　这个时候，台湾有一个著名的作家叫做杨逵。
他是台湾的一个进步作家，在日据时代他不但写小说，也参加了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运动，特别
是农民运动。
台湾解放以后，也就是说光复以后，为了要使台湾的知识分子能够很快地学习汉语，他出版了鲁迅的
《阿Q正传》。
我还记得那本书，是这样长形的，每页上栏是汉语吧，下栏是日语，这样地，知识分子能够读日语，
也能够对照起来，跟汉语互相对照，用这样的方式，去认识汉语、学习汉语。
　　我的父亲也非常热心学汉语，所以他买了很多这样的书。
可是到了一九五。
年的时候，国民政府开始镇压在台湾的地下的共产党，镇压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所以从一九五。
年到一九五二年发动了国家的暴力（白色恐怖），抓走了很多的知识分子，很多的年轻人。
大约有四千到五千人被枪毙，大概有八千到一万两千人被判徒刑。
在那样的时代，很多人被抓走了，很多像《阿Q正传》的书被没收了，很多没有被抓去的人，凡是家
里有鲁迅或者其他进步作家的书的人，都偷偷地把许多书烧掉了。
　　我的父亲也一样。
他烧了很多很多书。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把《阿Q正传》这个小小的本子烧掉。
他还有一本鲁迅的《呐喊》，你们知道这个小说集吧？
我父亲把《呐喊》压在书架上成排的其他书本的背后。
有一次，我偶然地发现了深压在群书背后的这一本《呐喊》，坐在那儿看。
那个时候我才小学五年级还是六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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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读不懂《呐喊》，可是我唯一印象深刻的就是阿Q，因为那个老头很有意思，很滑稽，所以我
记得阿Q。
　　后来我上中学，有一次就把父亲的《呐喊》偷偷地带走了。
后来，我差不多每年至少都要读一次。
随着我的年龄渐渐增大，我对阿Q、对鲁迅的理解也渐渐地多了。
阿Q或者鲁迅给我的影响很大。
作为一个文学家，作为一个思想家，我想鲁迅先生一定没有想到，他死了以后，在遥远的台湾，有一
个少年读了他的书，不知不觉地就走上创作与思想的道路。
　　后来，鲁迅的思想、鲁迅的文学，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使人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到旧书店去找别的鲁迅著作，他还有《彷徨》，还有《潮花夕拾》，还有一大堆，我去找。
当然，找不全，找不齐。
可是就在找的时候，我发现了别的作家，像茅盾，像巴金，使我在台湾与大陆已经分断的情况下，透
过鲁迅和别的三十年代的作家理解了中国，理解了中国的革命，理解了中国的道路。
　　可是这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我在一九六八年被国民党抓走了，因为我跟我的朋友一起看鲁迅的书，一起谈论鲁迅的文学。
他们判了我十年徒刑。
一九六八年我三十一岁，还没有讨老婆。
好在没有讨老婆，要不然就很麻烦，这样到了一九七五年，国民党办大赦，我才又回到社会。
　　所以一直到今天，有一些评论家认为：我的文学的语言比较特别。
我就想：如果我的语言，写的语言，果真有一点特点，大概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我受到以鲁迅为主的
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的影响。
它是我接触的最早的文学的语言。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我当时也在旧书店找到很多日文书，也是关于社会主义呀，比较进步的思想。
为了想要知道、认识、理解这些书，我拼命地查辞典。
所以我的语言有一点受到日语的影响。
日语跟中文之间有一个很有趣的关系，凡是从日语翻译过来的汉语，都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是吧？
我读了一点日语，也开始会用日语来思维、思想，所以它会影响我的语言，我的写作语言。
　　第三个原因，可能是我读大学的时候，读的是外国文学系，所以外文特别是英语，就是西欧的语
言，可能也对我的语言产生关系。
总而言之，一直到今天，我非常尊敬也很崇拜鲁迅，虽然他让我吃到苦头。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鲁迅的《狂人日记》。
在我看来，早在一九一八年，鲁迅就能以极为成熟的白话汉语写这么好的小说了。
文学的语言的成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总是从比较不那么流畅，不那么成熟的语言经过几代作家的
尝试，才逐渐变成成熟的优美的文学的语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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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陈映真是）海峡两岸第一人。
　　　　——徐复观　　　　映真不仅研究文学，也注意政治经济现象⋯⋯映真在文学上、思想上、
因而在政治上致力于批评台湾分离主义。
　　　　——胡秋原　　　　陈映真是台湾三十年来的作家之中最配得上“知识分子”称号的人。
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历程本身就值得我们重视。
　　　　——吕正惠　　　　在世变日亟，倒错、淆乱、残暴等充斥的这个时代，具有乌托邦信念的
人已成了空谷跫音。
陈映真在我们这个时代受人推崇，它的最真实的原因不是别的。
或者正是他源源不绝的信念给予人们的召唤吧！
　　　　——南方朔　　　　假如我没有遇到一个人，那么，很可。
能，在中国六陆经济改革之前，我就会预先成为一名物质主义者。
而这个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消费社会的抵抗力。
这个人，就是陈映真。
　　　　——王安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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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美国统治下的台湾，台湾内部的日本，被出卖
的“皇军”，“台湾”分离主义“知识分子的盲点”“鬼影子知识分子”和“转向症候群”，寻找一
个失去的视野，对我而言的“第三世界”，《人间》杂志发刊辞：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希望，我们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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