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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两年前，经由贺照田等朋友的努力，三联书店愿意为我出版一本台湾文学的批评文集，我为此应该感
到高兴。
但实际上我一直迟疑不决，提不起劲来编这样一本书。
我怀疑大陆读者是否需要这一本书，怀疑大陆读者是否能理解我所讲的话。
我觉得，如果一本书不是真的“必要”出版，还是不出较好。
我不是怀疑大陆读者的理解力，我是怀疑我的文章所具有的明显的时间、空间因素（二十世纪最后二
十年的台湾）是否能引发大陆读者的兴趣。
我在写这些文章时，所预设的对象只限于当时的台湾读者，它在流通上的不利之处是非常明显的。
因此，在这篇序里，我想谈一下本书的写作背景与写作动机，以便让大陆读者了解他面对的是怎样一
本书。
我希望大陆读者先读这篇序，再决定要不要买（或看）这本书。
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喜欢读书的书呆子，是台湾联考制度下的“好学生”。
我唯一的反叛姿态是，在考大学时选择了文史，当时的好学生很少人这样做（他们选择理工或医科）
。
我大学读的是中文系，并立志要当一个古典学者。
从大学到博士，我读了十三年。
我跟一般中文系训练出来的人有一个差别，我还私下读当代文学、西方文学和中国现代史等等杂书（
台湾一般中文系出身的人大半只读古籍及相关著作）。
我读大学的时候，台湾还处于国民党体制下的戒严时期，像我这样不问世事，只知道读书的人都知道
，不要谈政治，因为你会不小心触到禁区，不小心被打报告（你不知同学之中的哪个人是这一个人）
，不小心被捕、送到绿岛（政治犯关押地）。
我大二时就听说，我喜欢的一个小说家陈映真被捕了，任何人都不知道他哪一年才能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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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考察了战后六十年来台湾的各种文学思潮——现代主义、乡土文学、“台湾文学论”、后现代主
义——的发生发展及其社会与政治文化背景；以文学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对陈映真、白先勇、李昂、朱
天心等代表性作家及作品进行了细致而中肯的分析与解读；更重要的，作者还与战后台湾的各种文学
与社会思潮展开对话与论战，如国民党的“现代中国史观”、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无根性和
对西方的依附，及台独派的文学论，从而以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述了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联及台湾
文学观念自身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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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正惠，一九四八年生，台湾嘉义人。
先后任台湾清华大学与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专治唐诗与台湾现代文学。
台湾文学的论文选集《战后台湾文学经验》北京三联书店即将出版。
除了看杂书，主要的嗜好是听西洋古典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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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辑一  现代主义在台湾——从文艺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  五十年代的现代诗运动  青春期的压抑与“自
我”的挫伤——六十年代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反思  七八十年代台湾乡土文学的源流与变迁——政治
、社会及思想背景的探讨  七八十年代台湾现实主义文学的道路  八十年代台湾小说的主流  乡土文学中
的“乡土”  世纪末期台湾后现代思潮种种面相  台湾文学的语言问题——方言和普通话的辩证关系辑
二  方思初探——其渊源及其诗中的“自我”  黄舂明的困境——乡下人到城市以后怎么办？
  王文兴的悲剧——生错了地方，还是受错了教育？
  台北人“传奇”  从山村小镇到华盛顿大楼——陈映真的历程及其矛盾  附陈映真与鲁迅  荒谬的滑稽
戏——王祯和的人生图像  自卑、自怜与自负——七等生“现象”  吴晟诗中的自我与乡土  论四位外省
籍小说家：白先勇、刘大任、张大春与朱天心辑三  五十年代的林海音  八十年代台湾闺秀文学的社会
问题  性与现代社会——李昂小说中的“性”主题  诞迷园》的两性关系与台湾企业主的真貌  不由自主
的小说家——评朱天心的两本小说集  三毛之死——台湾女性问题省思的一个起点辑四  国民党与五四
新文化传统  中国新文学传统与现代台湾文学  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台湾文学“主体性”平议  台湾
文学观念的发展  战后台湾社会与台湾文学附录  我的“接近中国”之路——三十年后反思“乡土文学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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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种情形更容易引发青年男女对爱情产生种种幻想，除非他们已到了不得不接受“介绍”的年龄，他
们通常热切企盼着爱情的到来。
高中、大学阶段的年轻人还非常纯真，他们不会了解到社会因素和自由恋爱多少还有一点矛盾。
当他们进到大学里，日日地期盼爱情的来到，而爱情总还不来时，他们会日渐相信“缘分未到”。
“缘分”是他们的解毒剂，也是他们的希望。
在两性之中，女孩子对“缘分”的依赖要比男孩子来得强烈，甚至可以说，“缘分”几乎是女孩子的
爱情哲学。
一般而言，女孩子“受害”于自由恋爱的程度要比男孩子大得多。
在传统社会里，男女虽然不平等，但婚姻同是经由父母指定，男女双方自主的机会也就大致相等。
但到了自由恋爱的阶段就不一样了。
在现代社会里，不管表面上多么提倡男女平等，会主动去追男孩子的女孩子相信还是微乎其微。
在这种情况下，女孩子几乎只有被动拒绝的权利，而没有主动选择的机会。
现代的女孩子，既没有父母保护、没有父母代为择婿，又必须暴露在自由恋爱的“市场”上，把自己
大半的命运交给男孩子去掌握，除了认命地接受“缘分”哲学，又能给她们什么安慰呢？
日积月累，多少“纯情”的少女日夜盼望爱情的来到。
对于这些人，社会既无法伸出援手，似乎只好以“纯情”的小说来暂时缓和她们热切的心。
有一个梦，至少总比没有梦好，这或许是现代闺秀文学所以值得存在的理由吧。
以上是从爱情的“难得”来分析，当代闺秀文学所以成为爱情的“代替品”的原因。
这是‘隋”的层次。
其次还有“性”的层次。
在这个层次上，闺秀文学以视而不见的方式把问题轻轻扫开。
步入青春期的男女，对性的兴趣决不下于对情的关怀。
然而，在我们的社会里，性的禁忌还是非常的大，不但很少有人愿意正面去谈，甚至很少有人愿意正
面去想。
还好，传统社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既简单又有效。
只要男子到了二十岁左右，女子到了十八岁左右，就让他们结婚。
问题逼到眼前，立刻去办，这是最正确的处理方式，这是古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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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应该说，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台湾知识分子完全置大陆于度外时，我花了近二十年时间完成了对
自己的改造——我从“中华民国”的一个小知识分子转换身份成为一个全中国的小知识分子。
这一点我有点自豪，并为此感到幸福。
　　——吕正惠，《我的“接近中国”之路》因为历史的原因，当代大陆知识界（特别是文艺界）一
直往文学（或学术）和政治脱钩的方向前进，不少人甚至认为应该完全斩断两者的关系。
大陆学者多半向往某种“主体性”和“独立性”，我完全可以理解这种心情。
但我觉得，让文学或学术不要和某种政治趋向紧密结合，并不等于文学或学术可以不用“关心”现实
，可以完全“纯化”。
这两者之间应该有所区别。
大陆研究台湾文学的学者我大半认识，好几位还有深交。
但一般而言，我和他们的关怀点似乎总有一些距离。
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密切交流，但我总有一种淡淡的寂寞感。
我热爱大陆，交了许许多多的大陆朋友，可我还是有一种边缘人的感觉，不是地域上的，而是见解上
的不像在台湾那么苦涩，但有时候还是觉得似乎我是站在近距离旁观我的朋友们在谈他们的看法。
　　——吕正惠，本书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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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战后台湾文学经验》：现代主义在台湾七八十年代台湾乡土文学的源流与变迁世纪末台湾后现代思
潮种种面相台北人“传奇”荒谬的滑稽戏性与现代社会不由自主的小说家国民党与五四新文化传统战
后台湾社会与台湾文学我的“接近中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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