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見台文女作家：台語小說的女性書寫 

 

1. 尋找台語女作家：研究問題 

台語即使有早有文字，但是「只有台語，沒有文學」的說法在過去很常見。1999

年以台語「雅歌」著名的路寒袖在得獎受訪時也曾談到此現象1。若把台文創作置於當

時1990年代的脈絡來看，並不難理解，一來華語創作在台灣的發展讓台文書寫的必要

性備受質疑，二來台語因過去的語言政策長期被視為二等語言，不適合文學創作，第

三個原因是當時少量的台文作品確實無法建立起所謂的台文美學2。但是經過了二十多

年的發展，台語文學化的工程持續向前邁進。舉例來說，過去1980年代的台文創作多

以詩為主，其中有一大原因是礙於作者對於台語文字的態度以及書寫的能力，許多創

作者選擇用較少的文字來創作，使得過去台語詩的數量遠多於散文和小說。經由台語

振興運動的努力， 隨著台語書寫的標準化以及台語文學體制化的發展，能夠掌握台文

書寫的人數增加，文字較多的台語小說也逐漸增加，品質也越來越好。在戰後台語文

學的發展過程中，女性作家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在這樣的背景脈絡下她們如何找到自

己的位置？這個問題至今並沒有人探索過。 

這幾年在政策的推動下台語出版品逐漸增加，但是除了兒童繪本的女性作者較常

見之外，其他台語文學出版品中，女作家的作品並不多見。女作家的缺席不僅限於早

期的台語文學，更延伸至今天。 

如同在華語或其他語文出版的環境一樣，台語女性作家較男性少，常處於邊緣位

置。女性雖然長期是男作家視角下獨立堅強的賢妻良母，但是女作家一直未能夠成為

與男作家勢均力敵的群體。就像邱貴芬指出在（華語）台灣文學史的主要論述中（以

葉石濤和彭瑞金為代表）女性作家並沒有獲得關注，那在台語台灣文學史上女作家似

乎就更難被看見。但是台語文學中並非完全沒有女性作品，只不過女作家與其作品並

沒有被發現。 

在台灣台語創作領域裡，性別不均的現象比其他母語創作更為嚴重。資深台文作

家林央敏就曾指出，雖然文學創作上男多於女的現象一直存在，但是在台語文學界這

個現象卻更為明顯。3相較於客語文學裡的女性作家杜潘芳格、利玉芳、張芳慈，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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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女作家達德拉凡.伊苞、利格拉樂.阿女烏或者里慕伊.阿紀等人，台文女性作家

們在父權文化濃厚的台灣台語界裡的能見度遠低於其他母語的女性創作者。從百年前

開始的台語書寫與出版直到今天，台語文學的發展經歷不同階段的打壓，在破碎斷裂

的歷史中，女性書寫一直沒有被發掘。在台語文學界中討論女性創作的文章相當稀少。

綜合性的介紹僅有一篇，陳金順在《台灣文學館通訊》中以六頁的篇幅簡短介紹 15 位

台語女性作家。除此之外個別作家和作品的分析討論也是個位數。4 

這個計畫選擇探索女性的台語小說創作，主要原因是台語文學中，小說的創作量

遠低於新詩或散文，原因也不難理解，長篇的文章相較於新詩，需要構思安排，花費

更多時間和精力才能完成，所以篇數也比其他文類較少。台語女性小說的發展的相關

研究與討論並不多，主因是數量不多。目前僅有兩本台語小說選集，一本是1998年宋

澤萊編選的《台語小說精選卷》，這本收集了九篇作品，裡頭僅有王貞文一位女作家

的作品。5二十多年後，呂美親編選的《現代台語小說選》，十四篇入選作品中，除了

王貞文的小說之外，多了一篇女性作家林美麗的小說。6這並非兩位編輯的性別偏見造

成的結果，更可能是女性作家寫的小說數量較少，從文學審美的角度來挑選作品時，

更難找出適合介紹給讀者的作品。 

但是女性作家所寫的台語小說作品真的不多？但是到底有多少？到底有多少女性

在寫台語小說？其實大家對於這些問題的答案只有一個很模糊的印象，至於女性寫的

台語作品到底都在寫什麼就更少人知道了。這個研究試圖透過資料和文本分析，更具

體的回答這些問題，探討在台語書寫特殊的脈絡下，女性作家與其作品的發展以及所

代表的意義。 

探討台語書寫時，其特殊的發展脈絡也必須受到關注。台文寫作與出版在國民政

府來台後，為了推行「國語」運動，進入了一段相當長時間的空白期。直到解嚴台灣

各種社會改革運動的興起，也帶動了母語復振運動。這波本土化風潮中的台語文運動，

正代表這原本在台灣多數人的語言已經變成僅有少數人能流利使用，具有聽說能力的

人數逐漸下滑，大多數人是無法閱讀和書寫台語。就在語言學者和運動人士積極透過

政治遊說、推廣活動以及資源組織來協助社會大眾找回自己的母語，多位作家也開始

重新探索和建構台文書寫的方式，並且共同創造更多的台文發表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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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特殊的背景下女性的台語書寫如何發展？女性台語小說又如何產生？在民間

運動以及國家政策的推動下，又累積了哪些成果？目前因作品數量尚未累積太多，還

能回朔以及搜尋得到女作家所寫的台語小說，所以爬梳整理她們的作品並且回顧女性

台語小說的發展歷史，將其記錄下來，是現階段必要的任務。 

作為台語女性小說的初步探索研究，在此僅針對以下幾項來描繪這些女性作品語

其發展脈絡的輪廓：一、女性台語書寫的歷史背景與發展階段；二、台語文學場域的

變化以及參與者使用台語寫作的原因；三、台語女性寫作主題的延續與轉變。除了找

出台語女性書寫的特色，在報告最後也會討論在撕裂的政治對立環境以及文學商業化

的情境下，台語女性書寫有什麼樣的象徵意義？ 

2. 台語女性小說在哪裡？資料來源和處理 

為了收集 2007-2022 年間女性作者所發表的小說，我先從台灣文學館每年出版的

《台灣文學年鑑》裡所收錄的台文作品清單著手。從 2007 年起出版的《台灣文學年

鑑》，每年都有一篇〈台語文學概述〉，專門介紹當年台語文的出版品，在最後也都

列出當年所有的出版品，算是紀錄最完整的台語出版資料來源。因為每位撰寫者對台

語文界的動態都相當熟悉，不僅收錄由雜誌或出版社發表出版的小說，也會記載由私

人基金會，甚至自費出版的台文書籍。我從每年的介紹收錄女性作家寫的台語小說。

因為光從作者姓名，不一定能夠確認作者的性別，我詢問資深台文作家以及台文運動

人士。 

整理出第一份清單後，我再和下列三個資料來源交叉比對，新增或刪減，確認

2007 年至 2002 年之間所出版的台語(短、中和長篇)女性小說清單。 

一、台語文學雜誌：一共挑選長期穩定出版的四本台語雜誌《台文通訊 BONG 報》

7 、《 海翁台語文學雜誌》8、《 台文戰線》9、《台江台語文學季刊》10。我在國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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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學營隊。雜誌發行的主旨是建立台灣文學的主體性，台灣語言文字化和文學化，推廣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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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這是第一版由政府單位發行的台語文學刊物，由台南市政府 2001 年開始發行。 



書館和師大圖書館搜尋這幾本雜誌，先查看每期目錄是否有清單中尚未紀錄的小說，

此外也拍照影印每篇作品。 

二、台語文學獎：這包括兩個獎項，教育部母語文學獎 (後來稱為閩客與文學獎)

以及台南文學獎。教育部於2008年起舉辦台語及客語文學獎，至今已經辦了八屆。所

有得獎作品都公布於網路上。每一屆比賽除了依文體（詩、散文和小說）分類，也將

參賽者分為學生、教師和社會三組。我從網路下載歷屆各組由女性撰寫的得獎小說。

另外也搜尋了台南文學獎（元府城文學獎、南瀛文學獎），因為這個地方文學獎在

2007 之前就已經開始徵收台語作品， 所以已經累積不少得獎的台語小說。台南文學

獎每年會將得獎作品集結成冊，所以我也將得獎的女性小說拍照影印。 

三、已出版的小說集或者中、長篇小說：在王貞文和清文的兩本小說之後，能夠

出版的台語女性作家並不多，大多由政府補助出版。 

這份清單理應包含了這段期間發表的大部分作品，但不否認也會有所遺漏。在收

集和整理時，我也排除下面幾種作品，雖然數量並不多： 

一、刊登於其他報刊雜誌的台語小說，有些是不再發行，很難找到的雜誌，或者

其他報紙、刊物所刊登的文章，因為很零散且數量不多就沒偶收集。其他地方文學獎

項也是，或許也有台語得獎作品，但就目前所知該極少，所以也沒有額外搜尋。 

二、在選定的雜誌中雖被歸類為小說，但卻明顯是兒童故事，像吳美臻發表於

《台文 BONG 報》的幾篇囡仔古11，內容簡短明顯是童話，被排除在外。 

在資料處理上，我將作者筆名統一紀錄。連續刊載的同篇作品合併為一筆資料。

不重複計算重複發表於不同雜誌的同一篇小說作品，但記錄不同出處，就如是否有得

獎也會記載。 

不只一位台語作家曾提醒我，台文雜誌為了鼓勵社會大眾投入台語書寫，所以會

刊登寫作新手的文章，雜誌編輯雖負責修編台語文字，但刊登的文章品質參差不齊。

對此，我並沒有針對作品的文學品質進行篩選，一個原因是過去備受讀者歡迎的女性

作品也曾被文壇視為無文學價值的通俗作品，所以文學美學常包括了一些主觀判斷，

能夠客觀篩選這些作品的標準難尋。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本研究是將所有女性所寫

的台語小說當成文本來分析，即使表現手法和字句的精鍊程度有落差，但都是女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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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出、被讀者接收的文本，裡面反映著作者的經驗和思想。從文本中可分析探討作者

是誰以及作品內容，至於作者文筆或者作品的文學價值，並非這個研究的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