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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墟台湾（香港台湾与海外华文文学》

作者简介

宋泽莱（1952—）小说家。原名廖伟竣，1952年出身于台湾省云林县。父亲在日据时代被迫参加太平
洋战争，战后回家务农，时有人生感叹，母亲操劳于家务和农事，家境的凄凉贫寒，给童年时代的宋
泽莱蒙上一层阴影，并直接影响了他早期的创作。 1973年考入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前夕开始从
事文学创作。是创作力旺盛的新生代作家。最早发表的作品是诗歌《丧葬之歌》。他的第一篇小说《
婴孩》发表于1974年《中外文学》1卷9期。此后还陆续发表了一些描写人物的心灵哀愁、畸恋生活和
变态心理的小说。后受现实的启迪及陈映真等作家的影响，逐步转向写实主义。作品多反映台湾社会
转型中的农村及市民生活。在广阔的背景上描写在竞争社会中台湾农民的劳苦和辛酸，以及他们在多
层的盘剥下的挣扎和奋斗；同情他们的处境，批评他们的迷信和愚昧。 1976年大学毕业后，他到台湾
彰化县福兴中学任教，投身于繁乱纷杂的社会，看到了人民的痛苦生活，同年发表小说《打牛湳村》
，获得文坛的好评，从此进入他创作的黄金时代。他写了许多能真正代表其创作风格的优秀作品，尤
其是《打牛湳村》系列小说。80年代初，宋泽莱从美国归来，潜心探索禅与文学之间的奥秘，从小说
创作走进禅学的虚境，对变革现实失去热情，对生命本身发生怀疑，1985年创作出版的长篇小说《废
墟的台湾》，显示了宋泽莱创作上的觉醒和奋起。宋泽莱的作品比较丰富。主要作品有中长篇小说《
废园》（1976年丰生出版社），《打牛湳村》（1978年远景出版社），《粜谷日记》（1979年远景出
版社）。短篇小说《骨城素描》（1979年远景出版社）、《变迁的牛眺湾》（1979年远景出版社）、
《红楼旧事》（1979年联经出版社）。诗集《福尔摩莎颂歌》（1983年前卫出版社），评论《禅与文
学体验》（1983年前卫出版社）等。 宋泽莱小说的三个分期： 一、现代主义时期：主要是指其在大学
时期以现代主义手法创作心理小说的阶段。时期约在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五年间，主要作品包括《审判
》、《李彻的哲学》、《婴孩》、《红楼旧事》、《恶灵》等。 一九七五年夏天宋泽莱大学毕业，从
一九七六年起，直到一九七八年创作出《打牛湳村——笙仔和贵仔的传奇》一作为止——此作应被视
为宋泽莱下一时期确立风格的作品，期间存在着可以划入现代主义时期的小说，如《黄巢杀人八百万
》及《虚妄的人》；然而也同时开始出现一些“转型”作品，如《娘子，回去未曾开垦的那片田》等
，其手法应可划入乡土写实时期，甚至包括《打牛湳村》系列小说中最早而主题不甚明确，表现技巧
稍嫌生涩的《花鼠仔立志的故事》在内。这段时间的创作可视为回归现实书写前的“转型期”，亦为
现代主义时期的尾声，本论文侧重的是此时作品中转化前一时期的问题（如父子关系），而表现出寻
找前行代历史的转变过程，因此拟将此时段作品置于现代主义时期末端来探讨。 二、乡土写实时期：
从《打牛湳村》系列农民小说以降，宋泽莱转而以台湾在现代化下的农村、市镇变迁为描写对象，尝
试将战后台湾市民社会的全景藉小说记录下来，这个时期是他奠定文坛成就的重要阶段。 这个时期约
在一九七八至一九八○年间，主要作品包括前卫版之《打牛湳村系列》、《等待灯笼花开时》、《蓬
莱志异》三册短篇合集、以及《变迁的牛眺湾》、《骨城素描》。 三、政治小说时期：主要指宋泽莱
在八○年代的作品而言，这个时期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而在诗歌、散文、政论文章上似乎投注更多
心力，主要作品包括《废墟台湾》、《抗暴的打猫市》等。在一九八七年写完《抗暴的打猫市》后，
宋泽莱的文学创作进入了“冰封期”，足足有七年时间没有出产一篇小说，直到一九九四年初又以《
变成盐柱的作家》重新复出，一九九六年出版长篇《血色蝙蝠降临的城市》。

Page 2



《废墟台湾（香港台湾与海外华文文学》

精彩短评

1、就是现在的大陆
2、中学时读过，影响还是很深的。。。
3、八十年代的作品放到当时来看，还是不错的环保文学。只是书中很多状况的想象，竟和如今的北
京如此之像。大量严重肺病患者上街示威的场景，联系现实，真心可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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