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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台湾文学为中国文学的一个分支，同时又具有其特殊性为基本判定，叙述了台湾文学上自远古
、下至1990年代的发展变迁。
按照台湾文学的历史分期，本书共分四编。
第一编为古代文学时期，描述远古到1840年台湾文学的发展；第二编为近代文学时期，描述1840年
至1920年代初期，台湾文学在传统文化、本土文化和“日据”等多种矛盾下的复杂内涵；第三编为现
代文学时期，描述1920年代初至1945年台湾回归祖国的文学发展状况，重点介绍台湾新文学的发展与
繁盛；第四编为当代文学，描述1945年至1990年代台湾文学日渐多元化的发展趋向。
四编之外，另有总论，重点介绍了台湾文学发展中的一些普遍性问题。
本书版本采用现代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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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登翰（1937～ ），福建厦门人，当代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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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清治前期的台湾文学第一节 清政府统一台湾和文学主题的拓展公元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
朝政府派施琅出兵海上，一举攻克澎湖，台湾郑克壤具表归顺清朝，结束明末清初的分裂局面，实现
了国家统一。
“舆图归一统”后的第二年，清政府即决定在台湾设府，委蒋毓英为首任知府，隶属于福建管辖，下
置台湾、诸罗、凤山三县，由沈朝聘、季麒光、杨芳声分任知县，掌管全岛政务。
同年，清政府又向台湾派驻台湾镇总兵官，掌管台、澎军务；还设置分巡台、厦兵备道(后改为分巡台
厦道，分巡台湾道)，分巡台湾兵备道，加强对台、澎、金、厦的管理。
从此，清政府委派的行政、军事官员纷纷去台任职，闭塞了二十多年的台湾海峡声气顿通，文人学士
、平民百姓来往日多，海峡两岸从此打成一片。
这一时期政治形势的变化，带动了文学的发展，其主要标志之一是文学主题的拓展。
首先引起作家、诗人关切的，是统一给海峡两岸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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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台湾文学史(文学类)(共3册)》由现代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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