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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計畫英文摘要

十八、 研究計畫之背景及目的

台灣文學五十年來發展日趨蓬勃，箇中女性作家之貢獻不容忽視。觀乎詩、

散文、小說三大文類，尤以散文之中女性作家表現最為突出。因之，考察女性作

家散文創作現象，窺其發展脈絡之離合變化，究其題材、風格之豐繁樣貌，不啻

研究台灣散文史之最佳基準；而準此觀點切入，適能彰顯女性散文創作之文學史

意義，置入台灣文學之宏觀衍進流程。

爬梳戰後五十年來散文女作家之創作現象，大致可分為三期：

第一期（1950-1969）  重要作家如：徐鍾佩、艾雯、鍾梅音、林海音、羅

蘭、張秀亞、琦君、季薇⋯⋯等等，此中雖存在著個別差異，如徐鍾佩遊記體裁

獨樹一幟，季薇書寫風格中滲透著濃厚詩意；然整體而言，此一時期之女作家散

文仍以相當程度之類似性凝塑如下共相：她們普遍以婉約娟秀的語言風格獲致好

評，下筆偏好親情、遊記、兒時回憶、生活感思等軟性素材，無論文章所呈現之



2

關懷面相、價值思考或語言風格，皆烘托出一種大家閨秀溫柔敦厚之風範。此種

共同性幾可視為一特殊文學現象，然文學史上始終沒有嚴肅面對，劉心皇《當代

中國文學大系》即嘲諷：「可惜的是，她們所寫的差不多是身邊瑣事。讀她們的

作品，彷彿不知道是在這樣驚心動魄的大時代裡。」以題材評斷作品優劣未免落

入主題陷阱，50、60 年代女作家的創作於閨秀標籤之外，猶待更細膩的分析及

適當評價。

第二期（1970-1985）  重要作家如：琦君、張曉風、三毛、陳幸蕙、席慕

蓉、杏林子、林文月、馬以工⋯⋯等等。此一時期女作家的成績從數量上來說不

若前期耀眼，可是卻出現幾位舉足輕重的作家，茲以琦君、張曉風、三毛為代表，

三人皆廣受讀者喜愛，巧合的是她們不僅在風格上分屬三種典型，而且在承先啟

後上分別扣合台灣女性散文的不同傳統。琦君早在 1954 即已出版第一本文集《琴

心》，然其作品的大量普及乃 70 年代之事，她承前期閨秀風格而來，懷舊題材中

尤擅經營人物小品。至於張曉風，早期《步下紅毯之後》仍不脫清麗之風，之後

她以「可叵」筆名涉足「雜文」這個宛如男性專利之領域，散文中也翻騰著國家

民族大我之愛，余光中形容為「勃然不磨的英偉之氣」；其雜文的深刻度或許不

足，對題材、境界的開拓則居功厥偉。三毛作品往往介乎小說與散文之間，70

年代末期至 80 年代初期，《撒哈拉的故事》系列作品風靡一時，三毛個人充滿浪

漫傳奇的色彩，她遠走沙漠，嘗試不同的生命體驗，對當時女性的自我追尋深具

啟蒙意義與示範作用。過去關於此一時期之女性散文作家研究，多措意於個別作

家、作品之分析，本計畫則追前貫後，冀以揭明歷時性的傳承、變遷與突破。

    第三期（1986-1999）  重要作家如：簡媜、洪素麗、龍應臺、平路、陳文

茜、吳淡如、鍾怡雯、師瓊瑜、張惠菁⋯⋯等等。此一時期創作現象乍觀複雜迷

離，女作家在各類題材皆嶄露頭角，如都市文學不能不談簡媜《胭脂盆地》，自

然寫作也無法略過洪素麗《尋找一隻鳥的名字》系列作品，旅行文學更是女作家

新秀輩出；至若技巧之推陳出新、書寫風格之多變更讓人瞠乎其後，舉凡新聞寫

作、陰性書寫、戲謔體⋯⋯等美學風格概念不斷試驗，故此期輪廓遠不如前二期

鮮明。然鉤玄提要，百變不離其中，此一時期大體仍延續女性散文的三個傳統，

惟予以深化或轉變。首先是女性作家對各種議題的積極參與，龍應臺《野火》燒

遍全臺，女性走出狹隘的個人生活，參與政治、社會議題的辯論；延伸至 90 年

代則有平路《女人權力》、成英姝《女流之輩》從性別角度思考文化問題。其次，

女性對自我生命的反省更加深刻，如簡媜藉寫作落實個人生命的觀照、追尋，從

《水問》記錄少女夢幻，透過《月娘照眠床》回顧成長的斯土斯人，直至《紅嬰

仔》刻劃女性一路行來的深刻體悟。這兩年陳玉慧《我的靈魂感到巨大的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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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子音《另一種清醒》則赤裸裸地把自己身心困境編織成斑斑印記的血錦。其三，

女作家再度在數量上成績驚人，如年輕一輩的鍾怡雯、徐世怡、郝譽翔、師瓊瑜、

張惠菁⋯⋯等，她們是不是性別意識興起之後另一種不同定義的「新閨秀群」呢？

上述現象，觸及問題層面極廣，由前文已足知其重要性，以下僅舉其犖犖大

者予以補充說明。首先，為何散文之中女性作家表現最為突出？推測其由，當與

散文之文類特性相關，然而「散文」之何種特性導致如此？藉此正足以檢視散文

之敘事性、私密性等特質。其次，女作家鍾情或缺席於哪些題材？而一般題材中

男女作家表現可有異同？透過比較分析，將能觀照各種次文類的內在精神並考察

台灣文學史的價值評斷是否存在題材偏頗。其三，女性作家開創了哪些獨特的美

學風格？50、60 年代之閨秀作家只是用詞美麗而已嗎？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陰

性書寫」這種由女性開創出來的美學風格，在 90 年代卻出現在男性作家的作品

中，例如蔣勳、張啟疆、紀大偉等，足證女性對台灣文學史的影響力，也再次突

顯以文學史角度考察台灣女性散文創作饒富意義。其四，探討女性散文家及其作

品之社會意義。初步觀察，發現女作家對於台灣社會之變化感受相當敏銳，且讓

人為之動容者乃其付諸行動的實踐勇氣。如杏林子以過人的意志力超越身體障

礙，破除女子終要以結婚為歸宿的舊有觀念，獻身社會改革，成立伊甸基金會，

對一般民眾觀念、意識之潛移默化，當不容小覷。文學不必然擔負社會使命，然

而置身轉型社會，文學作品也不該只有藝術性；而散文之於台灣文學與社會的互

動關係，重要性其實超過小說與詩。故本計畫所欲解決者，乃環繞女性散文創作

現象之種種文學史問題。

十九、研究方法

本人近年致力於台灣散文之研究，除 1997-1999 完成「台灣散文體式變化之

研究— — 以八○、九○年代為對象的考察」專題計畫外，目前亦接受國科會補助，

進行「現代散文抒情傳統形成與轉變之研究」，專注於現代散文史上繽蔚多彩的

抒情作品，分析其內涵、探索其語言風格，並與其他文類的抒情性質並比觀察。

於研究過程中，不得不承認，戰後臺灣散文一度以女性作家為重要作者群，一致

表現出閨閣中秀麗溫婉的母性特質，論抒情傳統，勢必討論當時女性散文作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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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色成就。然而此後抒情傳統持續轉變，女性作家在其中亦具備種種轉折變遷

之姿態，至於目前，女性散文作家之數量與其累積創作成果，仍有過於女性小說

家、詩人。故本研究乃承續「現代散文抒情傳統形成與轉變之研究」，企圖自抒

情傳統中曾為大宗的女性作家切入，藉由對其創作成果的整理爬梳，補充「抒情

傳統」，同時更重視其於文學史之意義。

近十數年來，女性議題蔚為顯學，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儼然女性文學之當然解

讀進路，其方法論自有獨到之處，如周蕾《婦女與中國現代性：東西方之間閱讀

記》從「細節描述」分析張愛玲小說，指出瑣瑣碎碎裡的荒涼史觀，論證十分精

彩。然不容否認的是，女性主義理論偏好採取與文學史對立的架式，強調「據瑣

碎以反霸權論述」，孤立於文學史之外，另立價值座標，如此固能彰顯女性文學

細微之長處，惜未能呈現女性散文置諸現代文學洪流中毫不遜色的傑出表現。故

本計畫捨炙手可熱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方法，而由文學史之考察切入，冀能得其

全貌。

  是以本研究擬就時間先後，分析遷台以來女性作家如林海音、徐鍾珮、張秀

亞、琦君等第一期，至張曉風、三毛、龍應台等第二期，乃及於九十年代以後的

新生代作者群，做歷時性的觀察，研究其作品內涵、主題、形式、表現手法。同

時對照作品與時代思潮、風尚，試圖呈顯在同一時間裡作品與作品、作品與社會、

作者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以此發掘女性散文作家以其獨特的女性特質介入社

會、觀照人生的角度。

  另外，文學史上每有文類之間彼此跨越、融合、影響之現象，此一現象置諸

現代散文，亦頗有值得深思之處。故本研究亦將就能力所及，觀察女性作家於小

說、詩歌等其他文類中的表現，藉此映照「散文」此一文類的特殊之處。若能因

此證明散文實為抒發自我最靈活多變、婉然多姿之文類，宜乎掌握個人生命與時

代風貌間之深切關聯，則於文學史上各文類之性質的探索，亦可有釐清澄定之功。

二十、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及具體成果

一、工作項目

    本計畫擬以一年的時間進行，工作項目表列如下：

1. 女性散文文本一 蒐集資料
2. 現代散文史、台灣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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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性別研究之史料、論述
（以供觀察比較）

4. 相關散文作品，如遷臺以前女性散文或男
性作家代表性作品

1. 閱讀資料
2. 分析歸納文本特色

二 研讀資料

3. 歸納判別論述觀點
1. 問題整理三 問題整理及討論
2. 思考討論

四 田野調查及採訪 1. 進行必要之文學人物訪談
1. 各助理提出觀察報告五 撰寫研究報告
2. 主持人撰寫研究報告

二、具體成果

    本研究之具體成果即完成之研究報告，將可解決前述之重大問題，以

下稍作分說：

1.釐清女性散文發展歷程之輪廓，奠定文學史及散文相關研究之重要基礎。

2.女性文學廣受重視，本研究之完成可補足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偏重瑣碎細

節之闕漏，從宏觀角度定位女性散文作品，有利女性文學整體研究之提

升。

3.學院之文學研究通常偏重高藝術性的經典作品，本計畫則於美學考量之

外，亦不偏廢通俗文學與雜文，探討其社會影響力，使文學之研究更為

周密深刻。

4.使參與本計畫之研究生，透過蒐集資料、研讀資料、問題討論而得到良

好之訓練，培養散文研究之新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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