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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一、林燿德著作 

（一）短篇小說集  

林燿德：《惡地形》（台北：希代，1988年 10月）。  

林燿德、陳璐茜合著：《慾望夾心——雙色小小說》（台北：皇冠，1995年 05

月）。  

林燿德：《大東區》（台北：聯合文學，1995年 06月）。  

林燿德：《非常的日常》（台北：聯合文學，1999年 12月）。  

（二）長篇小說  

林燿德、黃凡合著：《解謎人》（台北：希代，1989年 09月）。  

林燿德：《一九四七高砂百合》（台北：聯合文學，1990年 12月）。  

林燿德：《大日如來》（台北：希代，1993年 05月）。  

林燿德：《時間龍》（台北：時報文化，1994年 08月）。  

（三）詩集  

林燿德：《銀碗盛雪》（台北：洪範，1987年 01月）。  

林燿德：《都市終端機》（台北：書林，1988年 01月）。  

林燿德：《妳不瞭解我的哀愁是怎樣一回事》（台北：光復，1988年 04月）。  

林燿德：《都市之甍》（台北：漢光，1989年 06月）。  

林燿德：《一九九○》（台北：尚書，1990年 07月）。  

林燿德：《不要驚動不要喚醒我所親愛》（台北：文鶴，1996年 01月）。  

林燿德等人：《日出金色——四度空間五人集》（台北：文鏡，1986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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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散文集  

林燿德：《一座城市的身世》（台北：時報文化，1987年 08月）。  

林燿德：《迷宮零件》（台北：聯合文學，1993年 06月）。  

林燿德：《鋼鐵蝴蝶》（台北：聯合文學，1997年 02月）。  

（五）評論集  

林燿德：《一九四九以後——台灣新世代詩人初探》（台北：爾雅，1986年 12

月）。  

林燿德：《不安海域——台灣新世代詩人新探》（台北：師大書苑，1988年 05

月）。  

林燿德：《羅門論》（台北：師大書苑，1991年 01月）。  

林燿德：《重組的星空》（台北：業強，1991年 06月）。  

林燿德：《期待的視野——林燿德文學短論選》（台北：幼獅，1993年 02月）。  

林燿德：《世紀末現代詩論集》（台北：羚傑企業有限公司，1995年 12月）。  

林燿德：《敏感地帶——探索小說的意識真象》（台北：駱駝，1996年 09月）。  

（六）訪談錄  

林燿德：《觀念對話》（台北：漢光，1989年 08月）。  

（七）電影、舞台劇本．漫畫及其他  

林燿德、于記偉合著：《大東區》（台北：行政院新聞局，1991年）。  

林燿德、徐煬合著：《夢的都市導遊》（台北：竹友軒，1992年 04月）。  

林燿德、林政德合著《鬥陣》（台北：大然，1992年 08月）。(漫畫)。  

林燿德、戴晴衣合著：《和死神約會的一○○種方法》（台北：晴衣工作室，1994

年 06月）。（舞台劇本）  

林燿德：《淫魔列傳》（台北：羚傑，1995年 0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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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燿德、陳璐茜合著：《塔羅牌靈測遊戲》（台北：遠流，1997年 04月）。(塔

羅牌介紹)  

（八）主編選集  

林燿德編：《中國現代海洋文學選》共三冊（台北：號角，1987年 07月）。  

林燿德、鄭明娳合編：《現代散文精選系列：有情四卷》（台北：正中書局，1989

年 12月）。  

林燿德、鄭明娳合編：《現代散文精選系列：人生五題》（台北：正中書局，1990

年 5-8月）。 

林燿德、鄭明娳合編：《現代散文精選系列：智慧三品》（台北：正中書局，1991

年 07月）。 

林燿德、鄭明娳合編：《現代散文精選系列：乾坤雙壁》（台北：正中書局，1991

年 09月）。 

林燿德、黃凡合編：《新世代小說大系》共十二冊（台北：希代，1989年 05月）。  

林燿德編：《甜蜜買賣——台灣都市小說選》（台北：業強，1989年 08月）。  

林燿德編：《水晶圖騰——面對新人類小說》（高雄：派色，1990年 07月）。  

林燿德、簡政珍合編：《台灣新世代詩人大系》共二冊（台北：書林出版公司，

1990年 10月）。  

林燿德編：《浪跡都市——台灣都市散文選》（台北：業強，1990年 08月）。  

林燿德、孟樊合編：《世紀末偏航——八○年代台灣文學論》（台北：時報文化，

1990 年 12月）。  

林燿德、鄭明娳合編：《時代之風——當代文學入門》（台北：幼獅，1991年）。  

林燿德、孟樊合編：《流行天下——當代台灣通俗文學論》（台北：時報文化，

1992年 01月）。  

林燿德編：《當代台灣文學評論大系．文學現象卷》（台北：正中，1993年 0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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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燿德編：《幼獅文藝四十年大系．小說卷Ⅰ：最後的麒麟》（台北：幼獅，1994

年 03月）。  

林燿德編：《幼獅文藝四十年大系．小說卷Ⅱ：天邊的大麥》（台北：幼獅，1994

年）。  

林燿德編：《羅門創作大系》共十卷（台北：文史哲，1995年 04月）。  

林燿德、林水福合編：《蕾絲與鞭子的交歡——當代台灣情色文學論》（台北：

時報文化，1997年）。  

 

 

 

二、專書論著  

(一) 文學理論相關論著  

Perry Anderson著，王晶譯：《後現代性的起源》（台北：聯經，1999年 12月）。 

Steven Best,Doglas Kellner等著，朱元鴻譯：《後現代理論——批判的質疑》（台

北：巨流，1994年 08月）。 

Terry．Eagleton著、華明譯：《後現代主義的幻象》（北京：商務，2000年 10

月）。 

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台北：麥田，1996年）。 

柳鳴九主編：《未來主義．超現實主義．魔幻現實主義》（台北：淑馨，1990年

05月）。 

委勒克、華倫著，王夢鷗、許國衡譯：《文學論——文學研究方法論》，（台北：

志文，1996年 11月再版）。 

高宣揚：《後現代論》（台北：五南，1999年 10月）。 

盛寧：《人文困惑與反思——西方後現代主義思潮批判》（北京：三聯，1997年

0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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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1993年 01月）。 

路況：《後／現代及其不滿》（台北：唐山，1992年 05月）。 

詹明信著，張旭東編：《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香港：牛津，1996年）。 

詹明信著，唐小兵譯：《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台北：合志文化，2001年 05

月，三版）。 

葉維廉：《解讀現代．後現代：生活空間與文化空間的思索》（台北：東大，1992

年）。 

廖炳蕙：《回顧現代——後現代與後殖民論文集》（台北：麥田，1994年 09月）。 

羅青：《什麼是後現代主義》（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9年 10月）。 

羅蘭‧巴特著，汪耀進、武佩榮譯：《戀人絮語》（台北：桂冠，2002年 01月，

二版）。 

 

(二) 其他論著  

Aldo Rossi著，施植明譯：《城市建築》（台北：田園城市，1990年）。  

Jean．Baudrillard著，洪凌譯：《擬仿物與擬像》（台北：時報，1998年 06月）。  

John．Strok編，渠東、李康、李猛譯：《結構主義以來》（遼寧：遼寧教育， 1998

年 03月）。  

Kuhn著，程樹德等譯：《科學革命的結構》（台北：遠流，1989年）。  

Rimbaud著，莫渝譯：《韓波詩文集》（台北：桂冠，1994年 09月）。  

Roland Barthes著，李幼蒸譯：《寫作的零度》（台北：桂冠，1998年 02月）。  

Sigmund Freud 著，滕守堯譯：《性愛與文明》（台北：國際文化，1988年）。  

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著，王志弘譯：《看不見的城市》（台北：時報文化，

1993年 11月）。 

王小章、郭本禹：《潛意識的詮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98年 02月）。  

王志弘：《性別化流動的政治與詩學》（台北：田園城市，2000年 0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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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鈞：《左心房漩渦》（台北：爾雅出版社，1988年 05月）。 

王溢嘉：《性．文明與荒謬》（台北：野鵝，1990年 04月）。  

王溢嘉：《精神分析與文學》（台北：野鵝，1991年 04月）。  

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台北：麥田，1998年 10月）。 

杜十三：《新世界的零件》（台北：台明，2003年 11月）。 

余光中：《記憶像鐵軌一樣長》，（台北：洪範書店，1987年）。 

余光中：《逍遙遊》，（台北：九歌出版社，2000年 06月）。 

李洁非：《城市像框》（山西：山西教育，1999年 03月）。  

李歐梵：《上海的狐步舞—新感覺派小說選》（台北：允晨，2001年 08月）。  

孟樊：《台灣文學輕批評》（台北：揚智，1994年 09月）。  

孟樊：《當代台灣新詩理論》（台北：揚智，1998年 05月）。  

林彧：《戀愛遊戲規則》，（台北：皇冠，1988年 01月初版）。 

林水福編：《林燿德與新世代作家文學論》（台北：文建會，1997年 06月）。  

林淇瀁：《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台北：麥田，2001年 10月）。 

林嘉誠：《社會變遷與社會運動》，（台北：黎明文化，1992年 08月）。 

河合俊雄著，趙金貴譯：《榮格——靈魂的現實性》（河北：河北教育，2001年

11月）。  

胡民祥編，《台灣文學入門文選》，（台北：前衛，1998年 10月）。 

柯律治（Coleridge）著，楊德豫譯：《神秘詩！怪誕詩！柯爾律治的三篇代表作》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新華發行，1992年）。 

侯吉諒：《臺灣散文》（台北：未來書城，2003年）。 

洛夫：《石室之死亡：及相關重要評論》（台北：漢光，1988年）。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友聯，1979年）。 

奚密：《現/當代詩文錄》（台北：聯合文學，1998年 11月）。  

若林正丈著，許佩賢、洪金珠譯：《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北：月旦出

版社，1994年 0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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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強生：《在文學徬徨的年代》（台北：立緒文化，2002年 06月）。 

陳文茜，〈運動就像劇場表演——陳文茜 vs.楊渡〉，楊澤主編：《狂飆八○——記

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台北：時報文化，1999年 11月初版）。 

陳大為：《存在的斷層掃瞄——羅門都市詩論》（台北：文史哲，1998年 06月）。 

陳大為：《亞洲中文現代詩的都市書寫》（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1年 01

月）。 

陳芳明：《鞭傷之島》（台北：自立晚報，1992年）。 

陳芳明：《典範的追求》（台北：聯合文學，1998年）。 

陳芳明：《後殖民台灣》（台北：麥田，2002年）。 

陳炳良編：《中國現當代文學探研》（香港：三聯，1992年 03月）。  

陳巍仁：《台灣現代散文詩新論》（台北：萬卷樓圖書，2001年 11月）。 

黃獻文：《論新感覺派》（湖北：武漢，2000年 03月）。  

張毅：《文學文體概說》（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 

張大春：《小說稗類》（台北：聯合文學，2000年，07月初版）。 

張光直編：《張我軍文集》，（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79年 08月再版）。 

張同道：《探險的風旗——論 20世紀中國現代主義詩潮》（安徽：安徽教育，1998

年 01月）。 

焦桐：《台灣文學的街頭運動》（台北：時報文化，1998年 11月）。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 40年》（台北：自立晚報，1991年 03月）。 

彭瑞金：《文學評論百問》（台北：聯合文學，1998年 08月）。 

楊雲萍：《台灣史上的人物》，（台北：成文出版社，1981年 05月）。 

楊宗翰：《文學經典與台灣文學》（永和：富春，2001年 01月）。 

楊宗翰主編：《林燿德佚文選》共五冊（台北：華文網，2001年 12月）。  

楊照：《文學社會與歷史想像——戰後文學史散論》（台北：聯合文學，1995年）。 

楊照：《夢與灰燼：戰後文學史散論二集》（台北：聯合文學，1998年）。 

楊澤主編：《狂飆八○——記錄一個集體發聲的時代》（台北：時報文化，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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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月）。 

趙知悌：《現代文學的考察》（台北：遠景出版社，1978年）。 

趙衛民：《散文啟蒙》（2003年）。 

葉石濤：《走向台灣文學》（台北：自立晚報，1980年 03月）。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台北：文學界，1996年 09月再版）。 

鄭明娳：《現代散文現象論》（台北：大安出版社，1992年初版）。 

鄭明娳：《現代散文縱橫論》（台北：大安出版社，1986年初版）。 

鄭明娳：《現代散文類型論》（台北：大安出版社，1987年初版）。 

鄭明娳：《現代散文構成論》（台北：大安出版社，1989年初版）。 

鄭明娳：《現代散文現象論》（台北：大安出版社，1992年 08月初版）。 

鄭明娳：《現代散文》（台北：三民書局，1999年，03月初版）。 

鄭明娳主編：《當代台灣都市文學論》（台北：時報文化，1995年 11月）。 

劉紀蕙：《孤兒．女神．負面書寫》（台北：立緒，2000年 05月）。 

劉紀蕙、周英雄編：《書寫台灣》（台北：麥田，2000年 04月）。  

劉登翰等主編：《台灣文學史》（福州：海峽文藝，1991-1993年）。 

蔡勇美、章英華主編：《台灣的都市社會》（台北：巨流，1997年）。  

蔡詩萍：《騷動島嶼的論述反抗》（台北：聯合文學，1995年 10月）。 

蕭蕭編選：《現代詩導讀——理論、史料、批評篇》（台北：故鄉，1982年 04

月）。  

薛絢：《空間地圖》（台北：商務，2000年 02月）。  

譚楚良：《中國現代派文學史論》（上海：學林，1997年 05月）。 

嚴家炎：《新感覺派小說選》（北京：人民，1985年）。  

Manuel Castells著，陳志梧譯：〈一個跨文化的都市社會變遷理論〉，《空間的文

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明文，1993年 03月）。  

Marco Diani、Catherine Ingraham著，王志弘譯：〈啟迪計畫——重構建築理論〉，

《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明文，1993年 0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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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and Barthes著，王志弘譯：〈符號學與都市〉，《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

讀本》（台北：明文，1993年 03月）。 

丁文林：〈魔幻現實主義與超現實主義〉，柳鳴九主編：《未來主義．超現實主義．

魔幻現實主義》（台北：淑馨，1990年 05月）。 

 

三、碩博士論文  

藍博堂：《台灣鄉土文學論戰及其餘波 1971-1987》，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碩士論文（1992年 06月）。 

林以青：《文學經驗中的都會情境轉化之探討》，東海建築碩士論文（1993年 06

月）。 

陳明柔：《典範的更替／消解與台灣八○年代小說的感覺結構》，東海大學中文

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年 0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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