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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台灣／澳門文學關係史：台灣文學對澳門作家的影響研究（1949-2010）」 

結案報告 

 

 

 

一、前言 

 

「澳門文學」的被「發現」是八０年代以後的事。這或許與澳門經濟的飛躍

發展，教育文化的明顯提昇，大量新移民的湧入，以及九九回歸的政治效應等因

素有關。對澳門這個面積只有二十多平方公里、人口四十餘萬的小城市而言，自

八０年代以來，由於上述諸多因素的聚合推衍，其最直接、也最重要的影響，是

家園意識的增強，本土認同的擴大。當「過客」心態逐漸被拋棄，「草根性」力

量逐漸抬頭之後，文化心理的自主性，乃至於文學地位的主體性，才因此成為可

能。大陸學者楊匡漢說：「當一個地區、一座城市找到自己文化格局的時候，就

意味著找到了自身的生命定位和精神品格，也就有了令人尊敬的理由。」從這個

角度來看，歷經三十年「新文學運動」的澳門文學界，其累積的成果，展現的活

力，特別是在澳門文學形象的建立與主體性格的成功塑造方面，我們已有充分的

理由認為：澳門不是文化沙漠，不是文化碼頭，也不只是文化橋樑，而是擁有自

己獨立地位、自主面貌且形象日益鮮明的豐饒之島，文化之城。對澳門文學的表

現，要不要尊敬是個人的自由，但值不值得尊敬卻不是「自由」可以任意打發的。

不論從文學作品的審美判斷，還是文藝思潮的軌跡追索，文學運動的多元觀察，

筆者認為，時至今日，對澳門文學有意或無意的忽視，都是不公平的，而且可能

會是自身文學開展、格局與視界的一種損失。 

 

二、研究目的 

 

筆者自九○年代起開始蒐集有關澳門文學的資料，二十年來可說大致完備，

對澳門文學進行較深入研究則是從 2002年起，2006年曾提出一年期研究計畫〈邊

緣發聲—澳門華文文學作家作品的歷史考察與文學評價〉，獲得通過。經一年時

間的深入蒐集資料、閱讀及整理，並曾到澳門採訪林中英、廖子馨、馮傾城、林

玉鳳等代表性作家後，知道這是一個龐大的計畫，實在需要更多的時間，更多的

學術人力投入。2011年以「台灣／澳門文學關係史」的整體思路下的一個子議

題（台灣文學對澳門作家的影響研究）獲得二年期研究計畫，筆者相信經過系統

深入的研究，台灣／澳門之間的區域文學「關係史」或「交流史」將能得到進一

步的釐清與提升，對兩地文學研究的深化也會有一定的貢獻。經過兩年的投入

後，更加深了筆者對此議題的信心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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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澳門在經濟、教育、交通、旅遊上關係密切，但文學卻是長期被忽視

的一環。一個有趣的事實是，曾經在台灣的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長期任

教的李德超博士，他生於澳門，就讀澳門德明中學，1973年在香港的珠海學院

中國文學研究所以《中國文學在澳門之發展》獲得碩士學位，這應該是有關澳門

文學的第一部學位論文。1982年他以《澳門三巴寺研究》獲得珠海學院中國歷

史研究所博士學位。他先在香港理工大學任教，然後到韓國全北大學客座，最終

來台灣中國文化大學任教，出版了多部研究專著，並指導了許多文化大學的研究

生。儘管他後來研究的主力是古典詩歌，但他對澳門文學歷史的研究卻並未中止。 

對於這位澳門文學的先行研究者，我們的關注實在遠遠不夠。當然，像李德

超這樣的例子並不多，他受到台灣文學的影響也遠不及中國文學的影響。然而，

事實上，不論中年一代還是新生代澳門作家，都曾直接間接地受到台灣文學的影

響與啟發。自 1949年以來，許多澳門僑生來台升學，返回澳門後擔任中學教師，

推廣文學教育，其中必然有許多關於台灣文學的介紹，影響了一代青年作家對台

灣文學的接受與喜愛，進而模仿、轉化、創作，寫出屬於澳門自身的文學。這樣

的長期交流關係，卻沒有受到應有的關注與研究。本議題的探討，對於兩地區域

文學研究的深化應有其深刻意義。 

據筆者目前已經完成的 30位澳門作家的問卷調查與訪談紀錄，有許多具體

的文本互涉、模仿、轉化的實例，完全可以支持這方面的論述，而且可以更充分

地證明兩地文學關係的交流與接受現象。有關這方面的論述至今未見，澳門作家

朋友們非常支持這個學術構想，筆者也擬將運用這些資料進行更為細膩、深入的

研究。 

 

三、文獻探討 

 

對於澳門文學，台灣關心的人很少。對澳門文學直接、整體研究的專書也至

今未見。不過，至少已經有了一篇由澳門僑生余少君撰寫的碩士論文《八 0年代

以降澳門後現代詩研究：以葦鳴與懿靈詩為例》（2007年東華大學中文研究所，

須文蔚指導）。須文蔚也發表了一篇〈澳門詩人葦鳴跨區域文學傳播研究〉（《東

華中文學報》第 17期，2010年 7月）。能有新的研究人力加入，實在是令人欣

慰的發展。詩人向明曾經參與澳門的文學獎評審工作，也零星寫了一些評論澳門

詩人作品的文章，如〈回聲不會喑啞──讀姚風的《遠方之歌》〉（《人間福報》，

2007 年 4月 7日，第 15版）等。林明德教授曾於 1997年在台灣出版《澳門的

匾聯文化》（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一書，主要是介紹古蹟、文化、風俗等方面，

算是早期的澳門研究成果。單篇論文方面，據查台灣國家圖書館的期刊文章索

引，雖有澳門現代文學方面相關文章 17筆，但除了新增須文蔚、余少君及筆者

三篇論文，其他收錄的正是筆者為《文訊》雜誌所策劃的五篇文章，除了筆者，

撰文者均為澳門作家或學者。另外還有幾筆資料，但不在台灣發表。整體來說，

這樣的研究人力與成果只能用「冷清」來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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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上因 1999年回歸熱潮而做出了一些成果，但熱潮一過，又恢復先前的

冷淡與平靜。「台港澳文學」常常變成「台港文學」，澳門文學成了尷尬的缺席者。

至於澳門學者，多為業餘的批評者，而且少有主力置於澳門文學，導致澳門文學

的研究缺乏系統性與完整性。澳門大學的中文系課程或通識課程也不把「澳門文

學」視為學科加以討論或介紹，似乎澳門文學的創作成果至今仍未獲當地學者在

學術上的肯定和接納，其中牽涉的主客觀原因很複雜，但筆者相信，一如香港的

大學對香港本地文學、文化、歷史的重視並開設相關多種課程，澳門文學的學科

化只是遲早的事。至於澳門大學的「澳門研究中心」主要研究的是歷史、政治、

社會等方面，對文學的關注度還是不夠，未來澳門文學館成立並運用後，相信對

澳門文學的蒐集、整理、研究與推廣，將會提升到更高、更完善的層次。 

在大陸，據查中國期刊網的資料，對澳門現代文學的研究文章自 2000年至

2013 年僅有 60篇左右，雖然仍屬少數，但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當然，相關研究的重心還是在澳門。已經結集出版的關於澳門現代文學的評

論書籍有： 

 

《澳門文學論集》，蘆荻、李成俊等著，澳門文化學會、澳門日報出版社，1988

年。 

《澳門現代藝術和現代詩評論》，黃曉峰，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 

《逆聲擊節集》，陶里，澳門五月詩社，1993年。 

《論澳門現代女性文學》，廖子馨，澳門日報出版社，1994年。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澳門文學評論集》，莊文永編，澳門五月詩社，1994 年。 

《濠江文譚》，李鵬翥，澳門日報出版社，1994年。 

《從作品談澳門作家》，陶里，澳門基金會，1995 年。 

《邊鼓集》，李觀鼎，澳門基金會，1996年。 

《澳門華文文學研究資料初編》，鄧駿捷編，澳門基金會，1996年。 

《澳門文學評論選》，李觀鼎編，澳門基金會，1998年。 

《澳門文學研討集》，澳門日報出版社，1998年。 

《濠江文譚新編》，李鵬翥，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年。 

《論澳門現代文學批評》，李觀鼎，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年。 

《千禧澳門文學研討集》，澳門日報出版社，2002年。 

《澳門敘事》，湯梅笑，澳門日報出版社，2004年。 

《字裡行間》，黃文輝，澳門日報出版社，2006年。 

《邊緣的解讀：澳門文學論稿》，饒芃子等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 

《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文學卷》，李觀鼎主編，澳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9年。 

《城變：澳門現場閱讀》，王凡、劉東平，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年 

《澳門文學研究》，張劍樺、鄧駿捷著，澳門語言學會， 2001年。 

《澳門新移民文學與文化散論》，朱壽桐主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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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澳門學引論：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郝雨凡等主編，北京：社

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澳門海洋文化的發展與影響》，黃鴻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澳門中文新詩發展史研究（1938-2008）》，呂志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2011年。 

《澳門文學史》，鄭煒明，濟南：齊魯書社，2012 年。 

 

以上這些文學評論的專書多半由澳門本地的學者作家執筆編選。在 1999年

澳門回歸的前夕，大陸學界掀起過一段短暫時間的澳門熱，介紹澳門現代文學創

作成果的叢書陸續出版，由大陸學者與澳門學者合作編寫的評論書籍則有兩本：

《澳門文學概觀》（劉登翰主編，福州：鷺江出版社，1998年）、《水湄文語》（李

鵬翥、楊匡漢編，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 年）。值得一提的，1997年 12月及 2000

年 12月分別舉辦了兩場全面研討澳門文學的學術性會議，會後分別出版了兩本

論文集：《澳門文學研討集》（澳門日報出版社，1998年）、《千禧澳門文學研討

集》（澳門日報出版社，2002年），這些論文有許多是大陸學者所寫，但終究成

為澳門文學研究能量的集中展示，和本地學者交流與交鋒的結果，對澳門文學研

究的提升已經產生良好正面的效果。 

隨著研究澳門歷史的學者提出「澳門學」的概念後，相關的討論成為近幾年

的一個熱點，《澳門學引論：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一書的出版即

是這些討論的成果展現，但在收錄的 40篇論文中僅有一篇談論澳門文學，比例

上的落差，使人不得不為澳門文學的研究現狀擔心。目前有幾位在澳門的學者對

澳門文學的關注與研究成果令人振奮，一是澳門大學的朱壽桐，他對澳門新移民

文學與文化的探討積極而有成，這或許與他本身就是新移民有關；年輕學者呂志

鵬，近幾年致力於新詩的研究，成果斐然，幾篇探討新詩的論文和《澳門中文新

詩發展史研究（1938-2008）》一書的出版，奠定了他在澳門學界的學術地位；資

深的澳門文學提倡者、研究者、書寫者鄭煒明（葦鳴），其博士論文在小幅修改

後終於正式出版，易名為《澳門文學史》，其中大量的資料均為他個人獨到的蒐

集與創見，值得參考。當然，這樣的成果並不能令人滿意，我們只能寄望更多的

年輕學者投入，全面挖掘澳門文學與文化的豐富面向，繳出更亮眼的成績。 

在期刊文章方面，從 2000年以來，澳門本地學者所發表的有關澳門現代文

學方面的論文僅十餘篇，令人難以置信，但事實如此。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有：呂

志鵬〈五十年代澳門中文新詩發展窺探〉（《澳門理工學報》第 38 期，2010 年）、

呂志鵬〈回顧 2000－2008年澳門詩壇發展及新詩創作特色〉（《中西詩歌》第 30

期，2009年 9月）、呂志鵬〈澳門新詩探源研究〉（《澳門文獻信息學刊》第 3 期，

2010 年 10月）、崔明芬〈澳門散文的「情采」與本土文化的「和諧」〉（《中西文

化研究》第 14期，2008年 12 月）、黃鴻釗〈淺談澳門文學〉（《中西文化研究》

第 9期，2006年 6月）、熊輝〈澳門新詩精神和藝術的一個側面──論高戈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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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生命體驗和藝術堅守〉（《中西詩歌》第 8期，2005年 4月）等。 

    坦率地說，這些既有的研究成果，對本計劃的進行雖有外緣參考價值，但對

本計畫要研究的內容與範圍並無直接與實質性的幫助，因此，在現有研究基礎

上，還必須多方閱讀、比較、分析文本，同時採訪多位具代表性作家，才能完成

這項具有開拓性的議題。 

 

四、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除了質性的文本分析閱讀外，還有量化的作家訪談與問卷調

查方式。過去兩年，筆者已經完成專訪一些作家，如新詩的黃文輝、懿靈、林玉

鳳、葦鳴、袁紹珊、呂志鵬、鄧駿捷、馮傾城；散文的林中英、水月、鄧思平、

谷雨、李展鵬；小說的寂然、龔剛、梁淑淇、廖子馨；文學評論的李觀鼎等。以

這些訪談的紀錄為基礎，對這些澳門作家作品與台灣作家作品進行對讀比較，實

事求是地從中梳理出兩者之間的關係，不做過度解讀或推測，而以具說服力的材

料與論證為撰寫報告的依據。 

    除了當面訪談，筆者也設計了調查問卷，寄給澳門作家填寫，回填的件數共

有 30份，儘管有詳有略，但都是珍貴的材料，使筆者對本議題的研究有了更充

分的信心。以下即筆者設計的問卷： 

 

問卷調查表【範本】 

 

先生： 

    您好！ 

    首先感謝您於百忙中抽空閱讀此信，更感激您願意協助填寫這份問卷，您的

幫忙，將對澳門文學的深化研究有實質性的助益，身為澳門作家，您的經驗與看

法，在相關澳門文學的研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非常盼望您能撥冗填寫，

惠賜高見。作為台灣學者，研究澳門文學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不僅缺少同

行的切磋，資源亦相對不足，但出於對澳門文學的喜愛、尊敬與使命感，自 2000

年以來，我就開始關心澳門文學的發展，參與了一些澳門文學的活動，也做了一

些粗淺的研究，現在希望能將研究工作再往前推進，盼望能得到您的協助與支

持！若有機會，當親自面謝。謹此，敬祝 

 

文安 

 

                                                         張堂錡敬上 

                                                          

 

■填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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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這是本人為執行台灣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台灣／澳門文學關係史（一）－－ 

台灣文學對澳門作家的影響研究〉所設計的問卷，目的是想了解澳門作家在知 

識養成、寫作過程中是否受到來自台灣文學的啟發或影響。內容分兩大部分： 

一是個人資料；二是意見看法。 

2.本問卷內容有關個人資料將不會外流，意見看法則作為專題研究計畫之用，請 

直接填寫於問題之後，若有不便亦不勉強作答，但仍拜託盡量填寫。 

3.煩請於□年□月□日前 email回寄，叨擾之處，還請見諒！對您的耐心， 

也表示由衷的感激！ 

 

一、個人資料 

 

    姓名： 

    筆名： 

    性別： 

    出生地： 

    出生年： 

學歷（請從高中寫起）： 

    現職（如不只一個，請盡量填寫）： 

    社團兼職（目前） 

    經歷（包括工作與社團經歷）： 

    email： 

    已出版書目（書名、出版社、出版時間、文體性質）： 

 

二、意見看法 

 

  1.請問在文學啟蒙和寫作過程中曾經受到那些台灣文學作家的影響？（不限一

位，請盡量填寫） 

  2.這些台灣作家對自身寫作上產生何種具體影響？（例如題材、風格、語言或

技巧等，請擇一、二位做較詳細的說明） 

  3.請問在寫作過程中曾經受到那些台灣文學作品的影響？（不限一本，請盡量

填寫） 

  4.這些台灣文學作品對自身的寫作產生何種具體的影響？（請擇一、二本做較

詳細的說明） 

  5.是否能舉例說明自己的某篇作品受到台灣文學中某篇作品的啟發或影響，以

作為進一步詳細比較之用？如無，亦不勉強。 

  6.是否曾經在台灣受過教育或是任職？（如有，請說明時間、校系，或工作單

位、性質） 

  7.是否曾經到台灣參加文藝活動或會議？（請說明時間、性質；旅遊觀光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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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是否曾經在台灣報刊雜誌發表過作品？（如有，請說明時間、篇名、刊物名

稱；作品被轉載收錄亦可） 

 

可以說，當面訪談與問卷調查，是本計畫最重要的兩種研究方法，交叉運用比對，

不論是量化的統計觀察，還是質化的研究分析，都是直接而有效的策略。 

在研究範圍上，本計劃以澳門現代文學創作的作家為研究對象，並不涉及古

典文學與「土生文學」作家。所謂「土生」是指進入東方的歐洲葡萄牙人與馬六

甲、印度、日本和中國女人通婚而定居澳門的後裔，他們未必都能寫出完美的葡

文，但卻通曉澳門方言（粵語），他們是澳門人，但不是澳門的華人，也不是在

澳門的歐洲葡萄牙人，他們的文學創作，獨立於華文文學之外，但已成為澳門文

學特殊複雜內涵的一部分。本計劃對這類「土生文學」將排除，因為與台灣文學

無涉。此外，澳門文學的組成中也有大量的古典文學，特別是古典詩詞的創作、

發表與結社，在澳門十分活躍，為免計畫過於分散失焦，古典文學部分也不予討

論；至於戲劇的成果十分有限，好劇本不多，也暫不論。因此主要以現代小說、

詩歌與散文作家為範圍。 

 

五、結果與討論 

 

1.完成的工作項目 

 

（1）作家問卷調查：在目前已完成 30位作家的問卷調查基礎上，未來除了持

續進行，使問卷調查的樣本及有效性更為加強之外，也將在這樣的基礎

上，對相關文本進行更為細膩的比較工作。 

（2）作家專訪：這兩年已完成 30位作家的訪談和問卷調查，包括林中英、廖

子馨、寂然、林玉鳳、懿靈、黃文輝、太皮、龔剛、馮傾城、水月、谷雨、

呂志鵬、袁紹珊、鄧駿捷、鄭煒明、鄧思平、李展鵬、梁淑淇、周桐等。

雖然計畫已經結束，但這樣的訪談和調查仍將持續進行，筆者相信這樣的

訪談是未來研究澳門現代文學的基礎。 

（3）撰寫論文：這兩年間共發表三篇與澳門文學相關的論文，分別為： 

      1. 2012.12，〈試論澳門女性散文的抒情傳統與批判意識〉，《徐州師大學 

報》2012年第 6期。論文摘要如下： 

 

本文探討澳門女性散文長久以來所形成的抒情傳統，前行代作家如林蕙、

林中英、沈尚青等人，以充滿溫情色彩、關注日常生活的風格，建構了此

一抒情傳統，即使是新生代的女作家如懿靈、廖子馨、林玉鳳、胡悅等人

已經在作品中流露出對生活、社會較為強烈的批判意識，但整體仍不脫委

婉敦厚的主流寫作傳統。探究此一現象的形成原因，有以下幾個可能：一、

中國傳統倫理教化的精神薰陶；二、小城密切的人情網絡；三、文學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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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無力感；四、報刊專欄的框框局限。筆者以為，如果在抒情傳統之外，

能自覺性地強化批判意識的寫作，則澳門女性散文的創作格局與藝術成就

將更為寬廣。 

 

    2. 2013.06，〈台灣／澳門文學關係史研究體系的建構與思考〉，澳門《文

化雜誌》中文版第 86期。論文摘要如下： 

 

台灣與澳門在經濟、教育、交通、旅遊上關係密切，但文學卻是長期被 

忽視的一環。事實上，在澳門作家文學啟蒙與養成教育中，台灣作家的 

作品對他們有很大的啟發、模仿與借鑑作用，特別是新詩與小說，如余 

光中、鄭愁予、洛夫、瓊瑤、郭良蕙、張大春、駱以軍等，還有如三毛、 

張曉風、龍應台等人的散文，也都是澳門青年作家成長的文學養分。然 

而有關這方面的交流、影響、轉化與對話，卻一直沒有得到學術界有系 

統的整理與研究。本議題的提出，對於兩地區域文學研究的深化應有其 

深刻意義。 

儘管這種交流與影響是一種「不對等的關係」，亦即台灣文學受澳門的 

影響幾乎沒有，但台灣文學對澳門卻有明顯的「輸出」。即使如此，如 

果有系統地將澳門具代表性作家的文學養成與台灣文學的關係聯繫起 

來，使台灣／澳門之間的區域文學「關係史」或「交流史」研究得到進 

一步的釐清與提升，相信不論對建立台灣／澳門文學關係史研究的學術 

體系、對台灣文學研究視野的開拓，還是對世界華文文學的多元探討， 

都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3.2013.10，〈澳門小說「道德教化」敘事傳統的形成與型態 〉，發表於台

灣施大國文系主辦之第三屆敘事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並已審

查通過將刊登於 2014年 1月號的《澳門研究》【澳門大學主辦】。論文

摘要如下： 

 

        考察澳門新文學自 1930年代萌芽、1980年代覺醒起飛至今的歷史發

展，寫實敘事無疑已成為澳門文壇主要的書寫傳統。而在寫實敘事的主

潮中，以「道德教化」為題材基礎或思想主軸的作品，又匯聚成為其中

最鮮明、豐富且具影響力的一道支流。這個敘事傳統的形成，源於澳門

的特殊語境，尤其是澳門特殊文化背景的制約作用。本文試圖從小說入

手，分析此一傳統形成的原因及其所呈現的主要型態。 

        按筆者的考察，此一敘事傳統的形成原因至少有三點：1.中華文化傳統

道德倫理的內化；2.五四新文學寫實傳統的影響；3.小城人情網絡的密

切互動。至於表現的型態，從題材和主題來劃分，可以分成四種：1.

重視家庭親情倫理；2.對博彩現象的批判；3.愛鄉愛國意識的張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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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人生愛與善的追求。以上四種共構出澳門小說以道德教化為敘事主

體的寫作型態，並因此形成澳門小說鮮明的敘事傳統與特殊的文化品

格。 

 

（4）對助理的訓練：本計畫透過協助搜尋澳門文學相關資料、聯繫作家、錄

音整理、編寫作家及作品目錄等方式，訓練研究助理的學術研究方法與態

度，培養其學術視野的開拓。如果能夠培養並訓練這方面新的研究人力，

對此一亟待耕耘的學術領域將有所助益。本計畫在兩年中共有二位助理參

與，其中就讀碩士班二年級的施怡華對台灣文學頗感興趣，由她來擔任助

理工作，頗能勝任。透過本計畫的落實執行與訓練，兩位助理對台灣與澳

門文學已有不同以往的學術啟發與思考。這對她們學術視野的拓寬應該說

有相當的助益。 

 

（5）完成結案報告。 

 

2.研究成果與討論 

 

據筆者的整理，台灣文學對澳門作家的影響十分明顯，如李敖對凌稜的影 

響；余光中、楊牧對陶里的啟發；林中英、廖子馨、水月、黃文輝、谷雨對三毛

的喜愛；周桐受瓊瑤、郭良蕙的影響；洛夫對馮傾城、呂志鵬、袁紹珊的影響；

張大春、駱以軍對寂然的影響；台灣後現代詩對懿靈的影響；夏宇、鯨向海對袁

紹珊的影響；管管、羅門對呂志鵬的影響；白先勇對林中英、寂然的影響；瓊瑤、

成英姝對梁淑淇的影響等等。這些影響或從風格、題材，或從語言、形式，只要

透過文本的比對，將可以看出澳門作家對台灣文學的接受與轉化。 

    以散文作家水月為例，她曾說：「還沒開始文學創作的時候（九十年代中末 

期），朋友借了三毛的《鬧學記》給我看，著實感動了我，然後幾乎看遍她的作 

品。她文學語言的簡樸清淡，和描寫生活瑣事的動人情感，以及流浪天涯那份灑 

脫，不但打動了我，更是促使我寫作的催化劑。或者可以說，三毛的作品啟迪了 

我在散文題材上的選擇，並不是刻意要模仿她，而是覺得彼此心靈接近，所以或 

許不經意地會有一些影子。」詩人呂志鵬則明白指出，他的一篇散文〈哲學之路〉 

是受到舒國治散文的影響：「我是刻意去模仿那種氣氛，那種自由行的感覺。」 

他的新詩〈囚〉受到陳黎《戰爭交響曲》的啟發，另一首〈說一部秋冬收脂後無 

疤無節上等梨木乾隆版木刻大藏經的閑話〉則是受到管管影響：「明顯有抄襲管 

管的特徵」，在他的詩〈追打〉中更是「其中不少句子便有模仿洛夫情況」。 

還有年輕詩人袁紹珊，她也不諱言洛夫對她的創作啟蒙：「洛夫魔幻、超現 

實的寫作風格和技巧都起著啟蒙作用」，「一些技法（特別是誇飾、暗隱、明隱的

運用）上也對我有影響」。此外，夏宇的語詞句法，對她也有著極大的吸引力，

她說：「這對我的創作中的題材選擇（更日常生活、更細碎的思緒）、快速的場景



10 
 

轉換節奏、意象和上下文的跳躍跨度等都有很大影響。」受到夏宇的影響，她甚

至想朝填詞發展。至於受到許多澳門年輕詩人追捧的鯨向海，她也自陳：「他對

我最大的影響是趣味性（黑色幽默、佻皮）、可讀性（意象不能太艱澀，考慮讀

者的感受）、對節奏的關注、對日常生活的陌生化處理，以及強調畫面構圖和總

體意象。我的第一本詩集《太平盛世的形上流亡》中有好幾首詩都有被他影響的

明顯痕跡。」再如小說家寂然，他毫不掩飾對張大春的喜愛：「我早期的小說創

作大受張大春影響，希望有創新的方法，強烈希望展示說故事的能力，從他的小

說中感受到後設小說的趣味。」另一位小說家梁淑淇，則提到成英姝對他寫作的

啟發：「後來讀到成英姝《公主徹夜未眠》，驚訝地發現小說可以這樣大膽創新，

敘事不拘一格，影響到我往後對小說的創作。」她具體地指出：「我創作中篇小

說《我和我的……》時，一直以成英姝的《似笑那樣遠，如吻這樣近》作參考。

《我》的每一章也分為許多小節，節與節之間的跳躍比較大，而這亦是《似》的

風格。」 

即使是 1976年「文革」結束後才接觸台灣文學的散文、小說家林中英，她 

也深愛三毛、白先勇的作品，她說「三毛的清新、淺易、活潑、浪漫，帶給我另

一種文學閱讀的愉悅。」事實上，林中英的散文確實帶著一些三毛的影子；至於

白先勇，「我完全是被他的文學世界所吸引」，因此，如何學習白先勇的「文字精

緻，感情細膩，傳統與現代敘事技巧的結合」，便成為她很長一段時期摸索的重

心，學習的典範。 

    其實還有周夢蝶、席慕容、琦君、張曉風、李昂、林燿德、王文興等人，都 

對澳門文壇產生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從以上的敘述可以看出，台灣文學對澳門 

的「輸出」不是表面的印象、淺層的波瀾，而是潛質的移植、深層的激盪。只要 

透過文本的分析比較，我們將能具體、明確地論證「有何影響」，以及「如何影 

響」的文學現象與表現。 

 

3.本計畫對於學術研究的貢獻： 

 

過去兩年，在貴會的經費支持下，展開一系列對澳門作家的訪談工作，成果

累積迅速，必須強調的是，如此大規模的訪查，是過去澳門文壇所未有的嘗試。

目前澳門文學館正在籌備之中，負責的澳門文化局研究、調查暨刊物處處長黃文

輝即對本計畫的成果深感興趣，認為澳門文學館應該做的正是這類的工作，目前

也正在洽商未來合作事宜。 

其實大陸學界已經有愈來愈多的學者關注澳門文學，每年申請來澳門從事研

究的人數漸增，但受限於意識型態、理論基礎與過客心態，很少有持續多年在此

領域耕耘者，成果自然也不如預期。筆者十幾年來對澳門文學的發展多所留心，

持續關注，與澳門當地學者作家或保持聯繫或密切交流。自 2001年開始，筆者

已四度應邀擔任澳門最重要的文學獎項「澳門文學獎」的小說組評判，這個文學

獎兩年舉辦一次；還有三年舉辦一次的「澳門中篇小說獎」，目前舉辦兩屆，筆



11 
 

者都應邀擔任評審；文化局有學術專書撰寫計畫，鼓勵各地學者來澳門從事澳門

相關研究，筆者也擔任文學文化類的評審。在台北舉辦的 2012年國際書展上，

澳門第一次正式參與，筆者協助舉辦座談，同時也引見澳門文學館籌備處的成員

參觀文訊、紀州庵、台灣文學館等。透過這些活動的參與，我親身感受澳門文學

的氛圍，認識當地學者作家，發掘新生代的年輕寫手，也和主辦單位澳門基金會、

澳門日報、澳門筆會、澳門文化局建立了密切的關係，因此，在貴會的補助支持

下，此一計畫得以順利執行完成，而其成果也將具有以下幾個貢獻： 

 

（1）建立台灣／澳門文學關係史研究的學術體系。 

    對於台灣文學與澳門文學交流、比較、影響等「關係史」的研究，是學界尚

未觸及的學術議題，本議題的提出將可以活絡及深化兩地文學的學術發展，如能

將此一學術體系建立起來，應該可以填補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某些隙縫與空白。這

個學術構想本身的提出，具有開創性與前瞻性，有其相當的學術價值。在一次學

術研討會上，澳門學者包括鄭煒明、黃文輝、李展鵬等人，都對本計畫表示高度

的肯定與期許，認為如果能系統研究，對兩地區域文學的關係研究將有極大貢獻。 

（2）對台灣文學研究視野的開拓具有一定的助益。 

近年來台灣文學研究重視「東亞視野」，過去與香港文學之間也有較多的互

動，但對澳門的認識卻十分有限，透過文學的中介，將可以打開學術視野，深度

認識澳門。透過認識澳門，反過來也可以更加認識自己。開放的台灣視野，是台

灣文學走向世界必備的條件之一。透過相關成果在澳門和台灣的發表，對兩地學

術視野的開拓都有正面的作用。事實上，台灣、澳門的歷史關係十分密切，孫中

山在澳門行醫、籌畫革命，澳門的國父紀念館至今仍是國民黨的產業，還有從殖

民性的角度看台灣與澳門，也是一個重要的學術議題。在台灣文學「走出去」的

當下，澳門應該是一個值得開發的重要場域。 

（3）對世界華文文學的探討可以提供一個生動的參照系。 

長期被忽略的澳門文學，其實擁有十分豐富多元的文化資源，作為東西文化

交會的橋樑，它保存了大量的中華文化與傳統習俗，同時又開放接受了外國不同

文化的洗禮，形成特殊的多元文化生態，和東南亞其他國家的華文文學有相近也

有相異之處，值得比較參照。特別是澳門與台灣長久以來在教育、經濟、旅遊、

文化等各方面的密切交流，產生了很多的影響與激盪，但卻長期被學界忽略，殊

為可惜。 

（4）對澳門當地文學（或文學評論）的發展將會產生刺激作用與推動力量。 

澳門文壇與學界，相對來說比較平靜，對於將澳門文學向外發聲的努力，常

感心有餘而力不足，因此不免有些保守，近幾年來，透過研討會與文學獎的舉行

逐漸顯現其活力，但對外的聯繫仍嫌不足。如果有台灣學者對澳門文學進行研

究，相信可以鼓舞或刺激當地學者正視自身文學的成就，進而更有規模、有計畫

地投入到這個領域的研究中。對於過去兩年筆者執行的計畫，《澳門日報副刊》

以及《澳門筆匯》雜誌已經表示合作意願，願意發表相關的文章，相信這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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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出，對澳門學者會有激勵的作用。未來澳門文學館正式成立，將會更為積極

地與台灣學者合作，與台灣文學擴大交流，這對兩地的文學和學術發展都是讓人

鼓舞的信息與方向。 

     

六、結論與建議 

 

澳門文學自八０年代起步至今，在世紀之交已經完成了自身命名與定位的文

學使命，不再是漂流的過客，而是家園的守護者。也許永遠只能在邊緣，但邊緣

發聲的力度與廣度與日俱增。在世界性與民族性的生存空隙中，澳門作家與研究

者，已經找到了回家的方向，家在腳下，家在心中，家在不斷書寫、上下求索的

筆端。他們過去的成果，使澳門文學成為世界華文文學家族的一支，而未來的努

力，相信能讓澳門文學這塊「新園地」的青青新苗，向小城之外開枝散葉。當然，

如果要嚴格地要求，澳門文學界的確尚未產生足以影響世界華文文壇的作品，對

澳門歷史文化的深厚內涵，風土人情的複雜景觀，多元共存的族群面貌，以及文

學藝術自身的轉化與範式的完成，都還有待澳門作家們以更寬遠的視野、更投入

的熱情、更嚴肅的態度來面對與耕耘。 

未來筆者將持續研究台灣文學對澳門作家具體的啟發與影響，從微觀的文本 

分析入手，展開這方面的系統論述。目前暫訂的研究主題有： 

1.澳門作家對洛夫詩歌的接受與轉化：從文本比較討論洛夫對呂志鵬、馮傾

城、袁紹珊的影響。 

2.澳門作家對三毛散文的接受與轉化：從文本比較討論三毛對林中英、水

月、谷雨的影響。 

3.從文本比較看澳門作家寂然對張大春小說的接受與轉化。 

4.從文本比較看澳門作家梁淑淇對成英姝小說的接受與轉化。 

 

筆者相信，在經過作家訪談與問卷調查之後，進一步從文本角度加以分析和

比較，最終對兩地文學關係史課題的開展也可以在此基礎上持續進行。這個有關

兩地文學交流關係史的學術構想，將不會只是一個夢想。 

    筆者願再次強調，對澳門及其文學不該再繼續忽視下去，事實上，只要不多

的經費支持，台灣對澳門文學的研究將可以有不錯的產能輸出，並因此對澳門文

壇產生影響力；只要不多的經費支持，台灣在澳門文學的研究上將可以超越大

陸，成為台灣學術研究的一個亮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