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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所谓“台湾文学”，是指在台湾地区产生和发展的中国文学之一种。
除日据时期殖民者废止汉文，台湾作家只好用日文写作外，台湾文学均以中文为书写工具。
 　　台湾文学自17世纪浙江宁波人沈光文在台湾播下第一颗文学种子算起，历经明郑、清代、日据时
期。
1945年光复后。
台湾文学迈进了另一个新时代。
 　　台湾文学不能自我设限为新文学的70年，而应上溯明郑的古典诗文以及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
从作家成份构成看，不应以省籍作界线.不论移民之先后、居台时间之短长以及土地认同之态度、族群
之分属乃至留学海外或在海外工作的作家，只要所写的作品关爱台湾、具有台湾特殊的历史景观，就
应视作台湾文学。
 　　台湾文学的称谓，早在日据时期就出现过，计有台湾新文学、台湾文学、文艺台湾、台湾文艺等
。
光复后国民政府采取彻底中国化的文化政策。
首先是把台湾“中国化”，然后把台湾人“中国人化”。
在文化上为了实现“中国化”这一目标，也为了遏制台独倾向，当局不许成立以“台湾”命名的文艺
团体，台湾文学的称谓从此被“中华民国文学”或“中华民国台湾省文学”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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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学术视野 “台湾文学”关键词 网络之城与幻魅想象——论九十年代中后期香港文学中的后现代城市
主题 关于纽约华文文学两则 比较之窗 华文文学与华人文学之辨——关于华文文学研究转向华人文学
的反思 领略庄严体认孤独——论陈映真对王安忆的影响 印尼华文文学中的异族叙事模式 文本解读 留
学生文学的新开拓——论郁秀《太阳鸟》的文化特质 “和而不同”的双音合奏——《千山外，水长流
》的文化构想 现代生存的母性观照——试论旅荷女作家林湄新作《天望》 论马华小说家商晚筠的本
土／家乡镜像书写 《支那崽》人物形象意义新探 从“爱”的角度诠释——欧阳子心理小说谈 汉家丹
青绘蓬瀛——旅日华人作家毛丹青散文随笔集《日本虫子?日本人》 探微 同情的真谛——解读白先勇
的《Danny Boy》 痛感与悲感的交响——论白先勇散文的伤悼美 颓废而绝望之美 ——浅谈白先勇笔下
的另类女子 汪洋洒落的旅程——庄伟杰其人其诗其文解读 我行我素我在我思——庄伟杰诗歌创作试
论 探魅与沉思：域外华文的真相——对《智性的舞蹈》文本的一种解读 理论阐释 文化身份：历史天
空下的异域之思： 文化现场、南洋想象与主体间性的介入——以朱崇科的马华文学“本土性”研究为
例 新华纪游文学的现代意义 中国经验与多重困境——论新时期东南亚华文诗歌的发展 史海钩沉 近年
印尼华文文学的两次文艺论争 “中国-南洋”双重关注下的早期新马华文小说 研究之研究 20世纪美洲
其他国家华文文学研究综述 马华“新生代”创作研究述评 对话与访谈 为诗歌寻找表达——网络时代
诗歌命运五人谈 写作是一种翱翔——访谈澳华诗人庄伟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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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实早在80年代中期，查建英在其中篇小说《丛林下的冰河》中对“边缘人”的文化现象就做了
形象的阐释。
在一封与友人的信中她又对“边缘人”的概念做了剖析：“这类人夹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间，经
验到了两种在某种意义上分别自圆其说的现实和思维方式，而又很难彻底融人其中任何一个或与之达
成较深刻的和谐。
”①这种矛盾与尴尬使他们成了一批“不三不四的怪物”。
小查的这种认识是早期留学生或新移民的普遍感受，他们对于这种现状通常感到失落、伤感乃至悲哀
。
在《北京人在纽约》中，作者曾经借阿春之口表达了自己对“边缘人”的认识：“移民就像断了肢体
的人再重新接起来一样，要骨骼对着骨骼、精神对着精神、皮肤连着皮肤，活生生地缝合起来，多么
痛苦又多么难熬啊，一些人就是对付着接了起来，你也会发现他的走路、他的动作、他的神态是那么
的不协调、那么难看。
”①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早期的留学生或新移民在文化移植之后产生的人格裂变与转型是十分被
动的，因而文化移植的过程是痛彻心肺的，因此他们对于自身的这种变化充满了悲剧性感受。
然而在90年代留学生心灵中，这一切感受都已经非常淡化了。
在刚刚面对异域文化时，他们普遍采取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势主动争取融人其中，即使像小磊一样意识
到自己不可能融入主流。
他们也不难过。
应该看到，在全球逐渐一体化的今天，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人们的关系也越来
越紧密。
“地球村”和“世界公民”的概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接受甚至实践。
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也不管是黑皮肤、黄皮肤、白皮肤，大家都在越来越多
的往自己身上增加着“世界公民”的属性。
90年代末这批留学生相比以前具有更加自觉的“世界公民”意识。
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他们就能够超越狭隘的民族、地域观念而更加从容、理性地因而也更加具有包
容性地看待和处理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如果两种文化通过交流、碰撞甚至厮杀能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融合，从而在某些方面或某些
部分达到统一、实现一体化那固然很好，而某些方面、某些部分难以达到统一或者完全不可能统一，
那就保持它的个性化，在多元文化之中互相理解、彼此尊重，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实际上这正是世界之所以丰富多彩的根源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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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第3辑）》由绍兴文理学院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所筹办，并计划每年出版一
至两辑。
第三辑的编排仍然延续了前两辑的体例，分设了“学术视野”、“比较之窗”、“史海钩沉”、“理
论阐释”、“文本解读”、“研究之研究”等栏目。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这一辑我们增设了“对话与访谈”栏目，替代了第二辑中的“学术争鸣”栏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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