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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的文學史建構： 

重探日治時期「臺灣文學史」書寫 

 林巾力
 

 

摘 要 

本文試圖從文學史的基本探問出發，藉此分析日治時期臺灣的文學史書寫如

何成為一門知識領域而被加以建構的過程。大抵說來，文學史作為一特殊文類，

其最普遍的形式是處理一國或一民族的文學歷史，而在「文學史」之前冠上「臺

灣」這種全稱的命名方式，便已預設了將「臺灣」作為一個民族或國家的單位。

在此前提下，如何書寫包含多種不同族群的殖民地文學史，斷然不是一項具有明

確概念或方法的工程。它所涉及的，不僅是殖民地的歷史，更是關連到文學的定

義，同時也必須仰賴文學批評的機制才得以成立。目前關於日治時期臺灣的文學

史書寫研究，多是從「臺灣主體性」──亦即有無將臺灣（以漢文寫作的）作家

納入文學史視野的角度展開。但是，所謂「臺灣主體性」在日治當時仍是一個持

續形成的概念，因此本文認為有必要將「臺灣的文學史主體」歷史化，並重新檢

視臺灣的文學史如何被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其中包含了怎樣的民族構成與時間

的安排，以及各個文學作品又是以怎樣的美學或批評標準被加以評價等問題。因

此，儘管關於日治時期文學史的研究目前已累積相當可觀的成果，但本文認為仍

有必要從不同的角度，亦即如上之問題意識，並藉此作為方法路徑，而對日治時

期的文學史書寫展開重新的探索與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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