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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是馬華新文學最早誕生的一種文體，它曾以戰鬥的姿態

出現１。王潤華認為：「社會意識很強，不過技巧很差」２，以強

調「馬華化」的愛國主義標準，和深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影

響的方修、趙戎主編的大系散文卷，其經典意義在一九九○年代

以來一再受到質疑和挑戰。在二○○○年編選的《馬華文學讀本

Ｉ：赤道形聲》，以及二○○八年編選的《馬華散文史讀本 1957-

 
１ 方修：《馬華新文學大系•散文•序》，新加坡：世界書局，1971年，第 1

頁。 

２ 王潤華：《從新華文學到世界華文文學》，新加坡：潮州八邑會館，1994年，

第 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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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三卷本）這兩種代表性的涉及一九九○年代散文創作與

研究新成果的讀本中，主編陳大為和鍾怡雯分別為這兩本書作

〈序：沉澱〉和〈序：流傳〉，從序言的命名就可以洞察兩位作

者、學者兼編者將一九九○年代以來的散文典律化，「重寫馬華

散文史」的學術企圖，而不是僅僅滿足於修正和補充。新生代的

自信不是沒有道理的，「不管從各大報刊的發表量，或各大文學

獎的得獎量來體檢，六字輩作家無疑是九○年代的中堅分子」，

「散文卷的情況最為明顯，十八位入選者當中，六字輩占了十二

位，這個比例是否忠實反映了十年來的散文創作概況？」３更為令

人矚目的是，一九九○年代前後五屆的星洲日報「花蹤」文學獎

散文推薦獎得主全是六字輩作家――禤素萊、寒黎、林幸謙、鍾

怡雯、陳大為。  

這樣的編選比例是否忠實反映了十年來的散文創作概況？一

九九○年代的文學創作環境出現什麼新質，給予作家什麼樣的影

響？在大眾消費文化的浪潮中，作品生產的經典性以及遴選的有

效性如何？最務實的做法是回到文學現場，考察一九九○年代散

文發表的場域，由此溯及遴選範圍與遴選的標準。於是以《南洋

商報》文藝副刊《南洋文藝》與《星洲日報》文藝副刊《文藝春

秋》為主，兼及兩大報的其它副刊進入了考察視野。 

 

 
３ 陳大為：〈序：沉澱〉，收入陳大為、鍾怡雯編：《馬華文學讀本Ｉ：赤道形

聲》，台北：萬卷樓出版社，2000年，第Ⅴ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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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刊作為考察文學作品場域的合法性問題 

    由於華人以及華文教育在馬來西亞的特殊處境，馬華文壇比

較缺少專門性的文藝期刊，以及出版文藝作品的文化機構，馬華

文學長期以在野的民間形式發展。深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並

且隨中國現代文學思潮漲落的馬華文學，一直在論爭中發展，形

成了以文藝副刊為陣地的發展模式。「在馬華文學史上，《星洲

日報》的文藝副刊一直是推動文運不可或缺的角色，文化運動的

興衰漲落，與文藝副刊的發展息息相關，為馬華僑民文學的誕生

和發展提供了環境和空間」４。彭偉步的研究結論主要是針對《星

洲日報》的文藝副刊，也適用於馬來西亞其他華文報紙文藝副刊。

馬華文壇的歷次論爭，文藝副刊往往都是發起論爭的始作俑者、

推波助瀾者、總結陳詞者，而且無役不與。從論爭發起的正當性，

論爭過程的焦點辯駁，論爭意義的嚴肅追問中推進了馬華文學進

入新的發展階段。 

    文化傳承的使命感決定了馬華文藝副刊的嚴肅性。一九二六

年《新國民日報》的《南風》副刊，《叻報》的《星光》副刊，以

僑民文藝的姿態，介紹國內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推廣白話文。

從南洋色彩的書寫到在戰爭中不斷高漲的本土意識，馬華文藝界

在二戰結束後，掀起了關於馬華文學是否要走馬華文學獨特性的

 
４ 彭偉步：《「星洲日報」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 1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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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道路的論爭。一九七五年，《南洋商報》副刊《讀者文藝》

揭開關於「馬華文學前途」問題討論的序幕，不久《星洲日報》

副刊《文藝春秋》也參與了論戰。經過持久的交鋒達成新的共識：

向下深入現實生活，發掘南洋華人的複雜心理。以博大的胸襟，

學習國內外新興的文學創作技法，向馬華社會推薦優秀作品，推

動馬華文學的發展，推廣中華文化。否定刊登中國作品與民族文

化政治認同之間的必然關係，不以華文報紙的銷量作為反映文學

興衰的尺度。 

一九九○年代後，新生代作家在邊緣書寫中，逐步確認馬華

文學主體性的追求，形成華文「兩個中心」論。並且認為馬華文

學發展至今已經具備獨立的形態，它不是中華文化的補充和延伸，

而是屬於自己的華文形態。與文學論爭同步，文藝副刊上刊登的

文學作品在不同時期也呈現出相應的不同的色彩：新文學以來的

僑民意識，一九五○、六○年代的現實主義本土化以及現代主義

思潮，一九七○年代的鄉土與現實相結合，一九八○年代的後現

代主義思潮，一九九○年代以來，在歷史反思中回歸傳統，尋找

突破現實主義的新途徑。 

    另一方面，作為純文藝副刊，如何保證文學的純正性，可供

檢驗的是副刊的文藝態度，包括報紙高層以及副刊主編的思考。

以《星洲日報》社長張曉卿為例，實業家出身的張曉卿尊重文化

人，秉持文化理念，用心打造文藝推廣活動。「不管歷史如何轉

變，我們都應該選擇和信任自己的文化，讓文化成為我們生活的

實踐，成為我們思考的活水源頭，成為每一個人處理危機、渡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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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關的一種憑藉和依據」５，「在複雜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在當地

種族把政的政治背景下，使中華文化得以與當地多種族文化及西

方文化並存於馬來西亞」６。長期主編《星雲》和《南洋文藝》的

張永修將副刊本土化實踐作為辦刊宗旨。「本土化需要以一些具

體的行動，把處在邊緣的馬華文學（相對於居於中心的中國文學

而言）拉到聚光燈下，自我審視――只有經過審視，才能坦然面

對外界的一切肯定與否定。我開始籌劃《南洋文藝》的『大製

作』：『馬華文學倒數』系列」７，一九九一年借禤素萊〈開庭審

訊〉有意識組織討論馬華文學的定位，開設「文學的激蕩」欄目，

黃錦樹〈馬華文學「經典缺席」〉一文引發「經典缺席」的論戰，

餘波蕩漾，十年不息。 

    新生代散文既秉承了馬華散文的嚴肅傳統，又以其較高的藝

術修養將散文創作提高到形式自覺的高度。從邊緣書寫的悲愴出

發的馬華散文作家，不斷調整寫作姿態，尋找生命的座標。反映

在新生代散文作家筆下是主題比較集中，寫作方式具有團隊作戰

的性質，由此形成整體風潮，在文學邊緣化的商業社會中保持話

語的強度。 

 
５ 彭偉步：《新馬華文報文化、族群和國家認同比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

出版社，2009年，第 117頁。 

６ 此為一九二九年《星洲日報》創辦人胡文虎的創報宣言，轉引自彭偉步：

《新馬華文報文化、族群和國家認同比較研究》，第 121頁。 

７ 張永修：〈副刊本土化之實踐――以我編的《星雲》及《南洋文藝》為例〉，

《人文雜誌》2002年第 17期，第 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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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代散文創作的主題主要有，惜逝傷懷老屋、擁抱南洋新

土、傾吐流散經驗。文化散文、地誌散文的興盛，是所有嚴肅命

題經由理性檢驗思索後的重新出發。遙遠的家園想像變成寫實的

地誌，成為靈魂寄居的實體。「大馬風情話」系列是一九九○年

六月新開的專欄，邀約南馬、北馬、東馬及東海岸的作者介紹大

馬特有的風土人情，因為涉及本地現實問題，相當受到讀者的重

視，吸引了一些新生代作家參與其中。如：毅修〈赤腳踩在板橋

上〉、〈純樸三角〉、〈涉過哀樂〉、〈總該有個延續〉；楊善勇

〈小小的鎮，大大的橋〉、〈回鄉偶書――卸妝和化妝以後的昔

加末〉、〈南城驛站〉、〈河海之間有城立起〉、〈交通燈前〉；

禤素萊〈吉山河水去無聲〉。還有林金城的「十口足責」專欄：

〈月亮照在我的家〉、〈鍾情交趾燒〉、〈雨中穿過一片荷蘭紅〉、

〈三代成峇〉。 

這些文化散文將經常被抽象化處理的主題落實到具體的事物

上，並由此建立真正的在地化思考向度，在傳統文化存廢的問題

上突顯大馬華人社會的文化心態。林金城報導文學的精簡筆觸，

以前瞻敏銳的視角，寫下對本土文化和傳統建築與文物的關懷，

對大馬華人移民史的關注，對馬來西亞這片土地的熱愛：「三代

成峇，對於傳統文化，民族根源絕不能像閩南語中對『峇』的語

音解釋一般，變得麻木不仁；但實際的融入這片蕉風椰雨，反而

成為同樣重要的步驟。當我們維護傳統的同時，不妨放開胸懷，

真切的關心發生在一片土地上的一切，做個實實在在的第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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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峇峇』。」８ 

「南北大道」專欄由艾斯、高秀、梁志慶、靜華、何乃健、

林春美、蘇清強、莊魂等八位作家組成，該專欄是典型的地誌書

寫。隨著南北大道的開通，包括了新生代林春美在內的作家，帶

領讀者由南到北，一覽大城小鎮的風土人情。專欄的集體書寫表

明一種態度：關注新鄉土的現代化進程，書寫本身就是對鄉土最

崇高的禮敬！體驗腳下實在的變化中的土地，思考未來的可能，

跨代際（新生代或非新生代）、跨背景（旅台或本土），跨地域

（東馬或西馬）的馬華散文作家在這一題材領域採取了一致的見

證立場。 

在同一態度下，新生代作家在藝術的形式創造上要面對更嚴

格的挑戰。散文拒絕虛構，直面人生，在眾多的文類中似乎最不

需要技巧，但是要達到不求工而自工卻是非常難。「散文是生命

經驗的折射，……生命經驗的厚度和思考的深度是構成好散文

的重要因素。……馬華散文最缺乏的是這類探索情感深度的散

文」９，鍾怡雯在總結馬華散文創作的局限的同時指出了新生代散

文作家創作的整體方向。散文「沒有主義」，往往是主義討論的

旁觀者，但馬華文學史上，恰恰是散文對各種主義與論戰介入最

深。鍾怡雯否定了特定時代散文的「非散文」特徵，建立散文的

 
８  鍾怡雯、陳大為編：《馬華散文史讀本（卷二）》，台北：萬卷樓出版社，

2007年，第 277頁。 

９ 鍾怡雯：〈序•流傳〉，收入鍾怡雯、陳大為編：《馬華散文史讀本（卷一）》，

台北：萬卷樓出版社，2007年，第 IV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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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王國只能仰仗創作本身的突破。「語言的極限就是思想的極

限，這類氾濫的抽象形容最終導致的是閱讀的彈性疲乏」１０，對

溫瑞安、林幸謙「失控的、磅礴的」抒情方式的批評，是要探尋

新的感性理性兼具的書寫方式。余光中說鍾怡雯的語言像貓：貓

愛獨自打盹，呼嚕誦經，喉中念念有詞。她的獨白喃喃，也有「腹

語」的味道。從龍吟虎嘯到溫言貓語的轉換，是時代變化使然，

也是個人寫作風格的選擇。陳大為就自陳編選宗旨：「選稿分別

從創造力、文學視野、思維深度、意象運用、敘述手法、感情表

現方式等方面進行，接著回到語言本身，進行最後篩選。……我

們非常重視作者的語言能力，那是一篇文字之所以成為文學之依

據。」１１ 

 

二、副刊散文的「報學」特點 

副刊屬於報學與文學的交叉現象，對於副刊興盛的原因，馮

並做了精到的分析：「首要因素是民族文化傳統，我國是散文文

學傳統的國家，散文無所不包，體例多樣，手法靈活多變，適應

力極強，使它和諧於報紙的『雜』」，並且由於「現代報紙還在

雛形階段，大量佔據版面，產生於新聞混合編制的副刊性文字」，

如筆記文直接影響新聞報導，「嗣後，新聞文體與文學有了明確

 
１０ 鍾怡雯：〈論馬華散文的「浪漫」傳統〉，收入《馬華散文史讀本（卷二）》，

第 366頁。 

１１ 陳大為：〈序：沉澱〉，收入《赤道形聲》，第 VII頁。 



一九九○年代馬華散文的新勢力與副刊現象考察 - 89 

的分野，卻沒有削弱散文文學的地位。它的傳統生命力使它尋求

合理的出路，終於演化出副刊。」１２ 

副刊這種傳播載體對馬華新生代散文創作影響深遠。新生代

散文固然代表了一九九○年代馬華散文創作的趨向與藝術水準，

但這些作品大多數最初的發表形態是副刊散文，而不是以個人著

述的方式出現，因此有必要就兩個方面進行深入分析。第一，新

生代的散文在整個副刊散文中所占的比例；第二，作為副刊散文，

新生代的創作多大程度上受到副刊形式的影響。 

文學現場重建：《文藝春秋》一九九○～一九九九年的散文

創作的總量 987篇，新生代作家的創作總量 215篇，佔散文創作

總量 22%。《南洋文藝》一九九○～一九九九年的情況是：71比

360，比率是 20%，情況大抵相當。這個比率不可謂不高，但不能

代表副刊散文創作的全部。只有經過選本的經典化過程，才能代

表一個時代的散文創作所企及的高度。 

副刊「散」且「雜」，豐富性、多元包容性是其強項。作為

公共空間，副刊在紛紜蕪雜中歷經社會、時代的變遷，在眾聲喧

嘩中不乏獨立的理性。記錄時代又反思求變，副刊趣味與嚴肅兩

種取向並非完全對立。「我覺得報紙的『副刊』是值得深入研究

的，它非但代表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獨特傳統，而且也提供了一個

『媒體』的理論」１３，「自由談」中的遊戲文章，風趣戲謔的筆

 
１２ 馮並：《中國文藝副刊史》，北京：華文出版社，2001年，第 97, 98頁。 

１３ 李歐梵：〈「批評空間」的開創――從《申報》『自由談』談起〉，《中國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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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最能代表晚晴民初的文化批評，是邊緣型的批評模式。「遊

戲文章的長處正在於此，它既是一種過渡時期的文體，也和這個

時期的媒體――報紙――關係密切」１４，牽涉到媒體理論中的「讀

者」和「流行」的問題。報紙讀者的閱讀興趣，經由媒體的文體

遊戲而帶動，讀者越多，報紙越流行。而流行的功用，不僅是商

業上的利益，也可以在文化層次上轉移社會風氣。「文字不是槍

桿，它的功用在於營造一群人可以共通的想像，從而逐漸在文化

上產生『潛移默化』的效果。」１５ 

副刊還具有私人性。「私人性，則是副刊主編及其作家班底

得以掌握文化霸權、形塑社會價值的源頭，也是副刊能在面貌模

糊、以記錄社會現象為己任的新聞媒介之內發出『唯一的高音』，

掀動時潮、獨樹風格的動力」１６，《文藝春秋》和《南洋文藝》

自創刊以來就明確自己的文學追求，但翻譯、創作並重，剪稿轉

載的編輯方式難以凸顯馬華文學自身的創作成就。一九九○年

代，尤其是王祖安與張永修分別入主《文藝春秋》和《南洋文藝》

後，這種局面被扭轉了。他們主動設定並創造議題，引領文學創

作的風潮，改傳統靜態的編輯方式為動態的編輯方式，這兩個副

刊成為了一九九○年代馬華最重要的文學園地，每週出版兩期，

 

代文學與現代性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 129頁。 

１４ 李歐梵：〈「批評空間」的開創――從《申報》『自由談』談起〉，第 133頁。 

１５ 李歐梵：〈「批評空間」的開創――從《申報》『自由談』談起〉，第 146頁。 

１６ 林淇瀁（向陽）：《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台北：麥田出

版社，2001年，第 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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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詩歌、散文、小說、評論、翻譯和文壇資訊，且在「本土化」、

「介入現實」的編輯導向下，刊發大量馬華作家作品。「南北大

道」和「大馬風情畫」就是張永修精心策劃創辦的兩個完全本土

化的專欄。《文藝春秋》以嚴肅高雅為號召，一九九○年代形成

以副刊為中心的群聚現象，可以說將馬華文壇的重要作家和批評

家一網打盡，散文領域包括林幸謙、鍾怡雯、陳大為、邡眉、鄭

秋霞等。張永修主編《星雲》期間，不斷為六字輩開設專欄，或

者邀請六字輩加盟集體性專欄，給他們提供固定的發表園地。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日，《南洋文藝》推出張永修接手之後

的第一個文學專輯：「精緻的鼎：馬華作家散文展」系列，每年

定期推出，影響廣泛。新加坡作家淡瑩，對馬華散文給予很高的

評價，認為「大馬將是中國以外的散文重鎮」１７。新生代散文家，

尤其是旅台散文家經由副刊主編的大力扶持，積極融入大馬的文

化語境，參與到文化、地誌書寫的行列，提升了馬華散文的整體

品質。與在地作家的書寫相比，他們具有更宏闊的比較視野，文

化省思的意蘊，以及對生命存在性的思考，因而更具超越性。 

副刊以及專欄的寫作方式還具有無形的優勢：寫作訓練的常

規化以及長期持續的表達和反省。在規定的字數和時間內完整而

精煉地表達思想見解，是一種文字操練。同時，副刊作為開放的

公共空間，可以廣泛接觸讀者，從而刺激作家思維保持緊張狀態，

與社會保持對話的姿態。《文藝春秋》上發表作品較多，且持續

 

１７ 此為專輯推介文字，《南洋商報•南洋文藝》，1995年 11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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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較長的著名散文作家有鍾怡雯、陳大為、林幸謙等。鍾怡雯

每年發表的數量：一九九○年［6篇］、一九九一年［1篇］、一

九九二年［7篇］、一九九三年［5篇］、一九九四年［7篇］、

一九九五年［1篇］、一九九六年［3篇］、一九九七年［3篇］、

一九九八年［11篇］、一九九九年［3篇］，是在《文藝春秋》

上發表散文最多的作家。能夠保持持久寫作能力，固然主要取決

於作家的才情與藝術追求，但是不可諱言的是，副刊專欄的寫作

使作家保持了寫作熱情和高水準。馬華副刊中從事散文寫作的作

者分佈廣，寫作是偶爾的生活觸發，有不少是生活流的敘述，如

果是文學雜誌，許多作品恐怕難以入選。但正是這些貌似隨性的

記錄提供了馬華文學散文真實的文學現場，在宏大的生活流敘述

中展示馬華一九九○年代散文發展的脈絡，從而淬煉出作家思考

時代的高度。 

 

三、消費時代的副刊散文 

隨著大眾消費時代的到來，副刊的發展與媒體經營之間出現

了某種程度的緊張關係。台灣前《自立晚報》副刊主編、學者林

淇瀁對副刊的發展語多消極，他認為「從早期的『綜合副刊』到

中期的『文學副刊』、『文化副刊』乃至進入一九九○年代的『大

眾副刊』模式，固然與不同年代的社會變遷有關，更與報紙的大

眾媒介本質有關。……副刊的大眾化，已經成為副刊編輯人員不

得不面對的嚴重課題，『不改變，就取消』，成為報業經營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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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副刊存廢的基本邏輯」１８，是副刊文學面對消費社會的兩難，

這種兩難的平衡與選擇考驗著副刊主編。消費時代的到來是現代

社會經濟發展，物質充分發達的必然，與消費時代伴隨而至的有

消費主義，也有消費文化。「消費主義代表了一種意義的空虛狀

態以及不斷膨脹的欲望和消費激情」１９。所謂消費文化，「就是

伴隨消費活動而來的，表達某種意義或傳承某種價值系統的符號

系統。這種符號系統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滿足需求的自然性、功

能性消費行為，它是一種符號體系，表達、體現或隱含了某種意

義、價值或規範」２０。消費時代並不拒絕文學，消費時代的文學

的身分特徵往往是隱性的，它常常被消費文化擠壓而有所變形，

但它本身就是消費文化的一部分。消費時代與歷史上的任何一個

時代一樣，需要文學去抽象它的精神內質，即使形式上常常體現

為拒絕被表達、被抽象，這就是文學與社會發展的悖論。 

適應消費文化，承擔文學的歷史性責任，副刊文學處在社會

轉型、時代思潮碰撞衝突的第一線，要置身其中再現文學發展的

新貌，也要超乎其外洞察文學的永恆價值。面臨大眾化的壓力，

呼應悲觀的論調沒有建設性意義，進入大眾消費時代，文學觀念

在改變，文學讀者在改變，文學傳播的方式在改變，它們集體被

裹挾到大眾消費的文化生產當中。「副刊的重要，來自它具有除

 

１８ 林淇瀁：《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第 88-89頁。 

１９ 王寧：《消費社會學》，北京：中國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 145頁。 

２０ 王寧：《消費社會學》，第 1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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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提供新聞和資訊之外的傳播意義，它是華文報業『以傳播硬體

生產的軟體形式出現之文化的商品化』，一方面象徵著某種文化

認同，一方面又是文化價值的生產機器」，「在大眾傳播媒介的

功能上，它必須留意『大眾』的消費需求，一如馬奎爾所說，作

為文化產品（出之以形象、思想和符號的形式）在媒介市場中如

商品一樣地產銷；而在文學此一心智的創造中，它又屬於一種菁

英趣味，是作家或編者個人理念和文學品味對社會生活的總體呈

現，『不僅止於權力和交易……也包括審美經驗、宗教思想、個

人價值與感情以及知性觀點的分享』」，「這種介於大眾文化與

精緻文化之間的擺蕩，形成副刊在大眾傳播媒介傳播中最為獨特

的特色。」２１ 

這種擺蕩也是互補性共生雙贏的求生策略。「新聞招客，副

刊留客」，報紙包括副刊在內都是商業運作的一環。新聞只有一

天的生命，轟動的新聞效應招攬了主顧上門，如何穩定客源也需

要「獨家秘笈」。就報紙的新聞性而言，報導的方式可以千變萬

化，但每日的素材都是相近的，在完全排他性的競爭中，報紙在

技術運用窮盡一切可能的情況下，趨同化是顯而易見的。如何克

服報紙的「面目模糊」，凸顯自身的獨特風格是報業行內的集體

焦慮。而副刊作為一種文化商品，可塑性相對比較強，調整、應

變以形成報紙的風格化既是商業化經營的需要，也是保存副刊文

學的生存之道。 

 
２１ 林淇瀁：《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第 77-7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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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華副刊的應變求存之道首先體現在，馬華副刊在綜合性中

進行讀者區隔，它面對大眾讀者，不捨棄讀者的特殊閱讀需求，

爭取最大的讀者群。副刊之「副」有講求趣味的天然傾向，布林

迪厄在《區分：趣味判斷的社會批評》將文化趣味分為「三層」

模式：「合法」趣味、「中產階級品位的」趣味和「大眾」趣味。

「每一種趣味都聚集和分割著人群，趣味是與一個特定階級存在

條件相聯繫的規定性的產物，聚集著所有那些都是相同條件的產

物的人，並把他們與其他人區分開來」２２。趣味和格調成為了社

會身分的主要表示者，讀者在相應的副刊板塊中獲得某種認同。

綜合性副刊，《星雲》和《商餘》以刊登雜感小品為主，內容涉

及時事政治、歷史文化、商餘見聞等，題材涵蓋社會生活的方方

面面，不求精深但求博錄。小說副刊以《星洲日報•小說世界》、

《南洋商報•小說天地》為代表，這種留客方式沿襲了港台乃至

近現代以來中國報紙副刊長期有效的編輯策略。純文學副刊《文

藝春秋》與《南洋文藝》主要刊登散文、詩歌、評論、小說（以

短小篇幅為主，不連載）等內容。 

以副刊的形式傳播的馬華文學作品成為一九九○年代馬華文

壇的重要成果，並且由於花蹤文學獎的出現，經由主流媒體的強

力傳播，馬華文壇盛況空前，十年間（1990-1999），《星洲日報》

共舉辦五屆花蹤文學獎，獲獎作品大部分都在《星洲日報》的純

 
２２ 包亞明：《遊蕩者的權力：消費社會與都市文化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

學出版社，2004年，第 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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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副刊《文藝春秋》上刊登，隨後結集成《花蹤文匯 1-5》，成

績顯赫。然而副刊文學繁盛的背後有其尷尬的一面，《文藝春秋》

畢竟是作為「星洲」品牌效應下的文藝副刊。「如果說概念是現

代消費和生產者—消費者關係之中心的話，那麼對概念意義的控

制同樣也是該關係中權力分佈的中心……生產者試圖將意義商品

化，也就是說他們想把概念和符號變成可以買賣的東西。另一方

面，消費者試圖賦予買來的商品和服務以自己的、新的含義」２３。

在文化再生產的機器中，文化商品的消費是消費的範例模式，形

塑商品的文化標籤與實施文化品牌戰略殊途同歸。 

《星洲日報》與文藝副刊，以及花蹤文學獎的設立之間的商

業邏輯是顯而易見的，文藝副刊的品牌打造是《星洲日報》高層

文化人辦報的策略，是其媒體經營中一個重要的環節。打造一個

品牌，製造一個商標是一個意義編碼的過程。從主報到副刊，從

文學專欄到文學評獎，文藝超出其本身已經成為了「文學事件」。

在製造這一文學事件的過程中，媒體和企業以及作家是共謀，他

們形成默契，達成多贏的局面。在製造「花蹤」文壇明星的過程

中，作為「主謀」的《星洲日報》窮盡一切可能，製造聲勢浩大、

曠日持久的資訊轟炸，席捲全球華文市場。與此同時，《星洲日

報》成為有文化品位的、有社會責任的、有民族文化使命的高端

媒體。 

 
２３ 西莉亞•盧瑞，張萍譯：《消費文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

第 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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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副刊之於主報的「副」的地位，「花蹤」文學獎之於《星

洲日報》也只是處於「被動」的身分。在高調的宣傳與實際的文

學成就之間存在著的落差，主辦方不會太多關注，他們的目的已

經基本達成，反思的責任最終由文化人承擔。正如林春美所言：

「馬華文學的奧斯卡，在種種複雜的心理和意識交錯下形塑而出。

然而諷刺的是，馬華文學仰望奧斯卡，但在走向奧斯卡舞台的紅

地毯上耀眼的人物，始終都不是馬華作家，馬華作家以為他們整

體站到了聚光燈下，卻不料那只是光暈的邊緣」２４。儘管意識到

自己被符號化的尷尬，但作家無法拒絕。這是符號資本時代的遊

戲，要麼加入，要麼主動棄守。與其棄守不如加入，在悖論中行

進也是一種堅守，也是消費時代必然的文化姿態。更何況，作為

接受者的觀眾或讀者顯然也認可了這種製造出的「意義」，「由

於觀眾日漸成為媒介文化的一代，他們不是追求真理，而是有意

識地仿效媒體。」２５ 

    「『少數獨大』的『媒介工業』，副刊成為其中的『機器』

之一。在副刊論述彰顯的同時，它也控制了個人、群體、組織、

社會系統中的資源，並且透過再生產的方式，以求得其繼續擴充、

發展的利益。『文學』作為副刊之中『公共論壇』的一分子，當

然不可能再像過去一樣獨享發聲管道了。『多元化』使得文學傳

播的功能面對了透過報紙揚聲的不易，文學傳播的困境於焉產

 
２４ 林春美：《人文雜誌》第 24期，2004年 9月，第 81頁。 

２５ 西莉亞•盧瑞，張萍譯：《消費文化》，第 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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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２６，作為消費時代知識份子的權力，即使無法獨立發聲，或

易容或借殼上市是妥協也是策略，改變「有力的」傳播，「無力

的」文學的困境是必須長期的孤獨的堅守。在短暫的聚光燈下的

逗留，不是為了瞬間的繁華，而是持久的綻放。 

 

結 語 

本文出入於典律化的散文「選本」與副刊的文學發表「現場」

之間，往返於「小散文」與「大散文」之間，部分論述甚至超出

了散文論述的疆界，到達文學與消費時代的關係，似乎是打包處

理了，之所以不做精確的區分，也是副刊這個獨特的發表空間，

也是文學現場的模糊性。中肯地說，副刊這種形式更適合大散文，

因為篇幅較短，內容駁雜，可以保持自由隨性的創作，也凝聚世

代作家的集體的苦心經營，它們合力構成副刊的文學現場。花蹤

文學獎作為媒體參與、主導的文學事件，體現消費時代的商業與

文學結盟的可行性，儘管並非文學本身，但可以長時間支撐著副

刊文學的發表園地，並且在傳媒時代依然承擔著文學傳承的使命。

考察一九九○年代馬華文化副刊現象，是對馬華文壇階段性的回

望，既是總結，也是為延續至今的馬華文壇的動態研究提供方法

論上的可能。 

[ 原發表：2014；校訂：20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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