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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庫介紹 

「世界華文文學」網站瀏覽記 

許芳滋 * 

還記得前一陣子電視播出的一個廣告，廣告內容是：一位陷入熱戀的

金髮碧眼青年，為了表達對女友濃濃的愛意，他決定刺青。刺青師傅聽了

青年的告白之後，覺得「中文字」應該能夠表達他對女友的愛與承諾，而

且這將會是很有型的、獨一無二且時髦的刺青。有趣的是，廣告最後，師

傅在他的手臂上大大地刺下了：「買櫻花，送油網」 1 六個字，還說：「在

臺灣，這些字代表永恆的承諾。」這當然只是廠商為了宣傳的廣告創意，

任何懂中文的人都知道，就字面上來說，這些字絕對跟永恆的承諾一點關

係也沒有，不過不懂中文呢？那就只好像廣告中的可愛青年一樣，任人宰

割了！  

近一、二十年歐美國家興起學習華語的熱潮，從許多西方電影、影集、

小說的內容中也可以感受到外國人對華人世界的高度興趣，紛紛在作品中

置入或結合，甚至以華人文化為主題，例如《花木蘭》、《功夫熊貓》等即

是。「華文熱」、「漢語熱」已風行數年，所以像前面提到的，運用外國人

喜愛漢字，卻對漢字一知半解的廣告創意，已不是創新的宣傳手法。想要

戲弄外國人不懂中文？或許要擔心的是，現在可有許多外國人懂得讀中

文、說中文了。  

由於華文的崛起，相對地華語文的學習需求亦與日俱增。除了華文教

育之外，中文本來即是書寫歷史悠久，使用人口眾多的文字，從古至今早

已累積了不少以華文撰寫的文學作品。除了港、臺、大陸之外，於日、韓、

馬來西亞、泰國等國家亦保存、流傳著許多華語文學作品以及持續不斷的

創作。因此，對華文文學的保存整理與研究，也是華文學界相當關注的重

點項目。在網路上，只要輸入關鍵詞：「世界華文文學」，隨即得到的相關

網站資訊多不勝數，令人眼花撩亂，綜觀這些網站的主題主要涵蓋以下項

目：世界華文作家協會、泰華文學、馬華文學、華文資料庫、華文相關文

學獎、華文文學研究網站、研討會、高峰會議、論壇、教育學會、研習、

                                                 
* 國立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1 臺灣櫻花廠牌除油煙機的廣告，該廠牌一直都有「永久免費送油網」的售後服務，

已經持續超過 3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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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測驗、課程、出版、期刊等，繁如星斗，由此可見世界對華語文的

重視，以及當今華文文學的流行。  

由於有關華文文學的網站眾多，茲選錄 10 個重要網站，逐一介紹。  

1. 世界華文文學資料庫  http://ocl.shu.edu.tw/ 

 

該網站由世新大學中文系「世界華文文學資料典藏中心」設立，網站

資料來源以「世界華文作家協會」捐贈資料為基礎，並擴大蒐集世界各地

華文作家作品等相關資料。重要目錄有：華文文壇消息、資料庫查詢、華

文文學社團、相關文學網站、全球華人文學獎、作家訪談。  

其中「資料庫查詢」為一整合性華文文學檢索系統，檢索方式分為「作

家、作品、評論、傳記、社團」5 種資料類型。若以「作家」進行查詢，

於查詢結果頁面還可同時連結該名作家的相關評論、傳記、翻譯資料等，

其他檢索方式則僅顯示單一檢索結果。然較為可惜的是，此資料庫並無詳

細說明所輯資料的數量、起訖年代、地區範圍，新近作家作品亦少收錄。 

除華文資料查詢功能之外，網站的「作家訪談」則收錄了約 74 位作

家的訪談全文稿，如楊牧、紀弦、白先勇等，這些文稿有助於紀錄保存華

文作家的創作過程實況。  



資料庫介紹 

 65

2. 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網站  http://www.fgu.edu.tw/~wclrc/default.htm 

 

該網站由楊松年教授所主持，成立宗旨為針對所有對華文文學研究有

興趣者，提供一個學術流通和分享的平台，目前已登錄網站的學者共有 123

人，收錄文章件數共計 316 篇，所收的文章以學術研究性質為主，不收錄

文學創作，所有篇目可於「學者專區」或「論文總目錄」搜尋之。除此之

外，網站主目錄中尚有「主題館」，主要依 6 個主題：「專題研討區」、「魯

迅館」、「陳瑞獻館」、「戲劇館」、「兒童文學館」、「文學史館」，分別收錄

相關文章，如「專題研討區」的討論，即涉及對「世界華文文學」一概念

的義界與指涉的論爭。目前該網站所收編的文章最後更新日期為 2007 年 3

月，網站營運似已停擺，甚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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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港及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心  http://hwwx.stu.edu.cn/ 

 
該網站由廣州汕頭大學「臺港及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心」於 2010 年

成立。該中心成立於 1984 年，主要從事臺灣文學、香港文學、海外華文

文學的研究，並編輯出版《華文文學》雜誌 (1984 年創刊 )，為一專門提供

發表臺港及海外華文文學作品及評論的刊物，後於 2000 年改為純學術期

刊。  

該網站重要的目錄為學術動態、華文文學、資料下載，其中「華文文

學」與「資料下載」皆是關於中心出版的《華文文學》期刊資料，惟期刊

僅收錄目錄，實在有些可惜，若提供全文下載應更可將研究成果擴散出

去，目前提供下載的期刊年度為 2002~201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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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世界華文文學創作與研究  http://www.worldhwyj.com/index.asp 

 
該網站由紹興文理學院世界華文文學研究所建置，網頁主要目錄有：

學術研究、作家作品、文壇動態、新作力薦、學術爭鳴。「學術研究」目

前有 39 篇學術論文分享，探討的文學主題如馬華詩歌、馬華散文、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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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小說、新移民小說等，可於線上瀏覽全文，是該網站較值得參考的資

源收藏，可惜網站底圖為暗色花紋，而文章字體為黑色，使閱讀變得相當

吃力，為美中不足之處。「作家作品」則是文學創作收集，收錄數量頗少，

僅 10 篇關於詩歌及小說的作品，有待擴充。  

5. 華文文學資訊平臺  http://163.29.37.206/System/index.php 

 

該網站由臺北市文化局建置，旨在蒐集臺灣現代文學作家及文學作品

的目錄、照片、手稿資料等。資料收錄年限分為兩階段，第一階段主要對

象為 1895～1938 年的臺灣暨海外華文地區新文學作家，第二階段則擴及至

1938～1950 年。  

平台的重要目錄有：文學資料庫、文學圖像、文學網站、文人散步。

其中「文學資料庫」即為一整合性華文資料查詢系統，檢索方式分成：華

文文學動態、作家小傳、作品目錄、照片、手稿、文學年表、文學獎。若

以作家姓名輸入查詢，可同時瀏覽其他結果，甚為方便，並有詳細的作家

年表記事，對研究或了解作家生平與寫作歷程，頗有助益。「文學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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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收錄的作家照片及手稿則為網站另一珍貴資源，如有席慕蓉、顏崑陽、

龍瑛宗等人手稿。「文學網站」則主要羅列 30 位作家的個人網站以及臺灣

文學相關資料庫等連結。  

6. 國家圖書館華文知識入口網

http://search.ncl.edu.tw/LISP/hypage.cgi?HYPAGE=./home.htm 

 

該網站是由國家圖書館所建置的國家級網站，其建置目標在整合國內

外華文網路知識資源，提供使用者單一介面整合查詢系統。整合查詢資料

庫的範圍包括：國家圖書館自建的資料庫系統、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各

個大學 /公共圖書館的館藏目錄系統、網路書店與出版商出版資訊等上百個

資料庫，其豐富的資料庫整合功能，相當適合研究者蒐集華文相關文獻、

書目資訊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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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全球華文網  http://huayuworld.net/ 

 

「全球華文網」為一華語文數位學習與學習資源交流的平臺，由中華

民國僑務委員會所建置，網站主目錄分成：教師部落格、網路學校、教學

資源、華文精品、華文論壇。網站內容包羅萬象，包括華文教材教案分享、

網路教學資源推薦、華語文測驗、相關華文數位學習工具、相關華文出版

品介紹、臺灣華語 (文 )中心、華文相關文教機構、臺灣現有華語文及相關

系所等。  

如對華文教學 /學習有興趣者，該網站提供相當豐富的學習資源推介，

像是各類華語文教材書單，如《快樂學華語》、《一千字說華語》等，以及

來自各地華語教師上傳分享的教案，如「復活節的中文課」、「中秋節的故

事」等。網站裡也有許多有趣的數位學習資源，例如網站主頁播放的「每

日 e 字」，每天提供一個漢字書寫教學，但多數數位學習資源進一步使用

則須購買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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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華文字句搜尋網  http://www.cbooks.org/main.asp 

 

該網站由香港九龍華仁書院畢業生張偉光和蘇廷弼所架設，目的希望

透過簡易的零星字句查詢，可以幫助學生們快速找到原文欣賞或閱讀，不

必花大量時間翻書，提高學習興趣。  

以私人架設的資料查詢系統來說，「華文字句搜尋網」資料庫還算豐

富，資料層級主要以中學程度為主，類別分有人物傳記、儒家思想 /哲學、

古典名著、外國名著等 14 種。資料庫內容可點「閱讀」介面逐一點選瀏

覽全文，網站主要功能則為「字句查詢」系統，但十分可惜的是，輸入字

句的同時，需要選擇資料庫類別，如果沒有選擇到正確的類別書目來源，

則不會搜尋到該字句的原文出處，此應加以改良，方可擴大使用效能。  

    該網站最有意思的為「統計工具」，選擇某一文本某一章節，利用統

計工具即可計算出該文章文字、符號等相關數據，例如選擇《紅樓夢》第

一回，統計工具即可計算出第一回的文字數、各標點符號使用數、平均句

長以及句子字數長度比例表，由比例表可知，《紅樓夢》第一回四字句比

例最高 (佔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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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  

http://www.wcla.org.tw/front/bin/home.phtml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為一民間組織，成立於 1972 年，以推廣海內外

華語文教育及學術研究為設立宗旨。該學會設有華語文師資班，主辦的學

術活動包括「世界華語文學術研討會」 (迄今第 10 屆 )、「兩岸華文教師論

壇」(首屆 )、「專題講座」等。出版成果豐碩，主要類別有：中華文化、華

語文教學、會議論文集、臺灣鄉土教材等。期刊方面，學會編輯的《華語

文教學研究》每年於 4 月、8 月及 12 月發行，由華文世界雜誌社出版，為

國際標準期刊。另有《華文世界》期刊作為華文教育分享交流之平臺。  



資料庫介紹 

 73

10. 世界華文作家協會  http://wacw.weebly.com/index.html 

 

「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為目前世界規模最大的華文作家組織，於 1992

年成立，前身為「亞洲華文作家協會」，目前作家成員約 3,000 名，全球遍

佈近百個地區分會，如加拿大華文作家協會、澳洲中文作家協會、非洲華

文作家協會等。 

該協會主要活動有兩年一次的會員代表大會，以交換寫作經驗，聯誼

華文作家文友感情為主，並預計於 2011 年 11 月舉辦首屆「世界華文文學

研討會」。網站中並詳列世界華文作家協會各地區分會以及全球華文報社

名稱，「會員出版作品」部分則收錄 1997~2008 年間協會會員所出版的創

作。該網站可供了解華文作家組織、分布擴散及相關文學活動的概況。  

以上的網站分別是選擇有關華文資料庫、華文文學研究、華文教育、

華文作家者作介紹，網站內容具是該類別中資料較為豐富者，另外當然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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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很 多 華 文 相 關 網 站 ， 如 「 馬 華 文 學 數 位 典 藏 系 統 」

(http://da.lib.ntnu.edu.tw/mahua/ug-501.jsp) 、「 世 界 華 文 作 家 網 」

(http://www.worldchinesewriters.com/index.php)、「 世 界 中 文 小 小 說 作 家 總

會 」 (http://swcfw2010.net/) 、 「 華 文 網 網 路 書 店 」

(http://www.book4u.com.tw/index.asp)等。  

 
另外，為鼓勵華文創作、培養華文作家，許多國家也設有華文文學獎

項，如馬來西亞的「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該獎於 2001 年 12 月首次由

馬來西亞《星洲日報》舉辦，兩年評選一次，對象為全球華文作家，第 1

屆至第 6 屆得獎人分別是王安憶《長恨歌》、陳映真《忠孝公園》、西西《飛

氈》、楊牧《介殼蟲》、聶華苓、王文興。又如臺灣由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

育基金所籌辦的「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

(http://www.vmhytrust.org.tw/literature.aspx?)，獎項類別分為貢獻獎與創作

獎，創作獎類別有歷史小說、報導文學、人間佛教散文，凡海內外對文學

創作有興趣者，不限國籍、地域，以華文書寫者皆可申請。  

除了網站之外，坊間亦有許多華文文學相關書籍，如公仲主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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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文學概要》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年 2 月 )，該書為綜論性質，以中

國大陸以外的臺港澳文學以及海外華文文學為研究對象，述及世界華文文

學的定義、特點、發展概況，並分章介紹 50~90 年代的臺灣文學、港澳文

學、歐美澳華文文學以及東南亞華文文學，東南亞華文文學部分包括了新

加坡、馬來西亞、泰國、菲律賓、印尼、越南、日本、韓國等國。另外辛

廣偉《世界華文出版業》 (遠流出版事業公司，2010 年 4 月 )，這本書主要

是介紹世界各地區華文出版業的產業發展狀況，範圍涵蓋中國大陸、臺

灣、香港、新亞、北美幾個主要地區，並以較多篇幅詳細敘述中國大陸各

類華文出版的情況，如圖書出版業、雜誌出版業、音像數位出版業，以及

介紹大陸華文市場的銷售型態、中國與海外各國圖書版權貿易分析等。上

述這兩本書提供世界華文文學相關基礎知識，應優先閱讀，以便培養選擇

應用華文網站資料的能力。 2 

瀏覽了網路上這麼多的華文文學網站，不難發現：在臺灣，有許多有

心人士以自己的力量默默耕耘著華文教育 /文學這塊土地，抱持著將華人文

化推廣至全世界的願景，期望將華文發光發熱，而政府單位也以政治力量

成立了許多華文網站，進行華文文學作品的蒐羅典藏，提供一般民間資源

較難建置的強大資料庫查詢，足見臺灣民間與政府對華語文的重視，與對

世界趨勢及潮流的呼應。然亦可以發現，不少網站於建立之後，一開始時

常資料更新、投稿反應熱烈，後來卻多無以為繼，網站甚至有停擺的現象。

又如許多華文文學相關獎項，多半僅舉辦一屆即停辦，除馬華的花蹤文學

獎之外，許多獎項常難固定地持續舉行。這類現象是否反映華文作為一股

熱潮後的熱情消褪？又或者說明，表面上「華文熱」似乎為人盡皆知的口

號，但實際的參與需要你我更多的力量支持？不管如何，華文文學不應只

是一時的熱潮流行，而是淵遠流長具有普世價值的文化瑰寶，它是世界各

地共同使用華文人們的心靈故鄉，值得大家同心協力地熱心投入，無怨無

悔地耐心護持下去。  

 

                                                 
2 此兩書惠蒙國立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博士班「臺灣鄉土文化與文學」課程授課

教師吳福助教授給予補充建議，在此謹致誠摯的謝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