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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書寫

九○年代中後期，地方縣市文化局競相投入地方文化的建設相當程度地改

變了台灣文學的地景。解嚴後台灣社會文化的丕變催化台灣內部對自身歷史文

化的重新認識評估，在縣市政府的資助下，許多在地的文學、語言、風俗、歷

史人物與事件的文獻資料大量出土，以口述、影音或書面的方式建檔或出版。

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文史工作者踴躍形塑其區域特色，不但舉辦各類活動或慶

典，還透過區域文化的爬梳出版以及文學獎項的設立，提高地方的能見度進而

凝聚地方的認同。《台中縣文學發展史》、《台中市文學史初編》、《彰化縣文學發

展史》、《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苗栗縣文學發展史》等縣市之文學發展

史亦相繼問世。地方學的興起除了固有其文化歷史保存的效果，亦有將共構出

的原鄉特質轉變為文化資本，促進觀光、活絡產業，甚至成為吸引國際交流的

基礎。在資金、資訊快速交換流動的全球化趨勢中，地方學不僅保留本土記憶、

建構文化身分及原鄉與外地的時空差異，同時可能將此種差異轉變為同質化全

球語境裡的顯著標地，文學書寫的參與在建構地方性的過程中扮演了一定的重

要性。

在地區文學史相繼付梓、地方書寫風起雲湧之際，我們不免要懷疑，在幅

員相對狹小、交通便利且人口流動往來頻繁的台灣，區域景觀及特徵是否鮮明

可辨？書寫地方，不管是都會或鄉村，是否能夠寫出獨特的當地景物、地誌、

風俗歷史以及最重要的人文特色？ 地理環境因素及政經開發的不同，是否讓台

灣文學發展出不同特質或不同關注的區域文學？這些龐大而絲縷牽纏的問題不

僅僅牽涉到文學的走向，更攸關文化政策、區域發展以及認同政治等層面之於

文本的交互作用力。由於地方書寫的作品太過龐雜，本文勢必得放大地方的定

義範圍，無法就每一縣市作品獨立考量。因此我權宜地將解嚴後的台灣小說分

成南、北、東三區，檢視西部區域裏不成文卻眾說紛紜的區域文化差異是否見

諸於文學創作之中。



南北差距、南北對立，是近年來在各種公共領域或非正式談話中常常被提

及的詞彙，「南部」，通常指台灣、傳統、本省、鄉下的文化，「北部」則氾指以

台北市為代表的區域透露著外來、現代、外省、都會的思維。所謂的北部，究

竟涵蓋那些地理區塊？就一般不行文的說法，濁水溪似乎意味兩種區域的楚河

漢界。但從地理位置來看，濁水溪貫穿南投縣、彰化縣與雲林縣，同一縣份似

乎無法以溪水兩側而分屬涇渭分明的陣營，何況若將濁水溪的三大支流流域一

併加入考慮版圖更難切割。若就氣候的屬性來談，台灣南北的分際線約以北迴

歸線劃分，以北屬副熱帶季風氣候華南型，以南屬熱帶季風；北迴歸線通過的

位置在嘉義市，如此一來，原本在濁水溪界限下區分為南部的雲林縣則將歸屬

北部。再則，就行政機構的區域劃分來看，中央山脈以東的花蓮、台東統括為

東部區域，中央山脈以西輒分為北、中、南三區，每一區域涵蓋的縣市亦常有

所調整。通常中部地區包括苗栗縣、台中縣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南

部區域」則與另一種通稱的「南部七縣市」雷同，包括嘉義縣市、台南縣市、

高雄縣市和屏東縣。北、中、南三區的區域生活圈劃分更讓人不知將界線劃在

何處。筆者在另篇論文中曾從小說的實際批評裡規納出，文學地理裡的南部包

括台中、彰投、雲嘉南、以迄高屏等地區，在這些文本再現裡，地方的景觀多

是以過去式的方式呈現，居民的經濟生產方式大部分為傳統農、漁產業，部分

的小額自營商業； 寬闊、炎熱的自然環境對比由矮窄陰暗（木板、磚泥）平房

及低層樓房雜錯組成的鄉鎮街坊或市集。而中央山脈以東的宜蘭花蓮台東以及

澎湖金門等離島另成一種地方敘述的模式，小說再現的地景和強調的地方優勢

與南部書寫大相逕庭。在這些小說裏，我們的確隱約可見地方敘事的某些雛型

大致浮現。本文接下來想探討的即是從描寫基隆、台北縣市、桃竹苗等北部區

域的小說中是否可以歸納出某種區域特色的書寫模式？

相較與南區和東部離島，基隆、台北縣市、桃竹苗等縣市的地理人文景觀

大相逕庭，區域開發的歷史階段落差很大、人口的組成身分分歧、經濟發展的



狀況懸殊，雖然地緣接近但整體而言是區域屬性頗為異質。有趣的是，相較於

其他縣市政府對於地方學的熱中， 如南瀛學 、彰化學、花蓮學等，北部的縣

市對於當地文化歷史的建構與推展顯得較不積極。南部四個縣市出版該區文學

史，北部只有苗栗縣有自己的文學史，台北縣則勉強有一部戰前的文學史，在

出版縣市作家作品的工作上台北縣也算是較為積極的地區。當然該縣市作家的

作品未必與地誌書寫有關，因此在大多數官方出版的當地作品中其實很難清楚

地閱讀到該縣市的地景與風土人情。此外，桃園縣和台北市的文學獎徵文辦法

中亦未加入能表現當地特色的要求，而基隆市的文學獎主旨則設定需以海洋為

題材。在這樣的外緣條件之下，北部縣市的文學創作的地方性不如南部與東部

來得明顯是不難預期的事。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從現階段由官方主導或作

家自發性創作的文學書寫裏看到某些不同於再現南部和東部的敘事趨勢，而且

北部縣市的書寫也不能逕以台北市的模式一概而論，抹煞了其他縣市的特殊

性。本文將先以集眾愛於一身的台北市書寫為起點， 接著再以鍾文音的《在河

左岸》、童偉格的《無傷時代》、莊華堂的《土地公廟》、《巴賽風雲》以及甘耀

明、 高翊峰、 謝曉均和北區各縣市文學獎得獎作品探討其地方特色， 綜論北

區六縣市的小說中的地方性。

一、京畿書寫

由日治時代以迄，文本台北似乎有某種原罪，承擔著負面台灣的特質，蘊含

作家對時代政治經濟或文化社會的批判。台北印象雖然隨著觀看主體的不同位置

在文本裡與時推移嬗變，作者對這個城市的敵意卻迭出不窮。但是台灣經過六、

七○年的工業化推動，城市的規模與城市人口的比重自八○年代以後大幅提高，

城鄉的界線已相當鬆動。都會生活所衍生的問題不再只是特殊性，而是台灣居民

的普遍經驗。在都市中工作或就學的作者群和讀者群難免高度關注都市的生活與

問題，八○年代文學的主要描寫空間也就從農村轉向了都市。台北書寫，一如既

往地代表了都市之惡，但另一方面卻有擺脫污名化的跡象，形塑了較為正面的首



善之都的形象，都會生態的呈現也與以往有所不同。隨著台灣與國際經貿的往來

越來越密切頻繁，各大國際銀行直接在台北設置辦事處，大眾消費市場裡到處可

見舶來品。甚至連速食店、量販店、百貨公司、超級市場或便利商店，從外觀、

擺設、經銷、販售、服務的模式就是外國資金、技術與文化的產品。隨著經濟的

進快速成長與國際化層面的擴大，訴求歐式高貴的造型建築和強調前衛新潮的後

現代建築如雨後春筍般在首善之都竄立，衝擊台北的都會景觀，外來文化的快速

引進與消化，固然造成知識分子的焦慮或抗拒，卻也讓他們對於台北的空間文如

何發展、如何被表述，產生興趣。

台北不僅僅是許多作家生活寫作的地方， 更是國家機器運轉和改裝的心

臟。八○年代以降，延續著上個世代對資本主義與文化帝國主義共犯結構的批

評，小說家更細膩精緻地探討國家機器、商業機制、地方勢力種種權力關係之於

台北的運作；另一方面，較為正面的新興都會形象逐漸浮現在台北書寫中。探討

台北如何從負面空間蛻變成更具包容力、協商性，轉化衝突的新興都會。台北的

都會經驗開始被納入台灣本土經驗的一環。儘管這個城市並不理想單純，卻有一

種內在自發的住民力量滋生，試圖調和島嶼內外部的勢力。都市豐富的生活型態

和景致除了提供小說家構思內容的藍本以外，還有小說形式上的翻新。解嚴以後

政治生態和經濟體質的大幅蛻變，使得長久處在保守壓抑狀態的台灣社會活力爆

發出來。各種對國家機器和主導文化的批評論述傾巢而出，女性、勞工、同志、

環保、原住民運動各以鮮明的旗幟以及強力的論述挑戰舊有體制價值，將原本單

一權威的意識形態轉向開放性的多元文化。台灣新階段的歷史幾乎在台北街頭拉

開一幕幕序幕，混亂的或溫馨的、 挑釁的或挑逗的，使得都會出現新興的活力，

文化意義上也呈現多元化與異質性，間接地促使台北文學在內容和形式上嶄新的

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