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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外省作家的台灣書寫--尹雪曼《小城風味》探析 * 

顧敏耀  

關於作家尹雪曼（1918～2008），讓人們印象最為深刻的有兩件事：其 一

是因為他的筆名比較特別，曾讓一位中國學者

誤會成女性 1；其二是他曾經主編《中華民國文

藝史》（台北：正中書局，1975），裡面有不少

章節其實便是「台灣文學史」的範疇，雖然採

用 官 方 視 角 作 為 論 述 之 架 構 以 及 評 價 之 標

準，不過迄今仍然極具參考價值 2。  

尹雪曼畢生著作量頗多，根據《2007 台灣

作家作品目錄》所整理，共有論述 10 部、散

文 17 部、小說 12 部、傳記 2 部以及合集 2 部

3。他早在中國時期就開始創作，曾於 1943 年

由重慶的商務印書館出版其第一部著作《戰爭

與 春 天 》（ 散 文 與 小 說 合 集 ）， 至 於 第 二 部 著

作，則是他來台之後出版的第一本書《小城風

味》（高雄：新創作出版社，1953），目前似乎

未見有相關之論述，其實書中頗有值得深入分析探討之內容。  

來台第一部作品集  

關 於 戰 後 台 灣 文 壇 創 作 風 氣 的 主 要 變 化 ， 鍾 肇 政 曾 經 一 針 見 血 的 指 出 其

中一項是「散文大行其道」 4，尹雪曼在《小城風味》之中所收錄的便都是散

                                                 
* 感謝本刊匿名外審委員提供諸多寶貴意見，深感受益良多。若仍有疏漏之處，責在筆

者。此外，本文初稿撰寫於任職臺灣文學館期間，運用許多館內典藏之文獻資料，

謹致謝忱。 
中央大學中文博士 
1 古繼堂亦曾提及此事，見〈我的老鄉尹雪曼〉，《人民日報海外版》，2003 年 3 月 3 日，

第 7 版。 
2 相關研究論文如：李知灝，〈「被嫁接」的臺灣古典詩壇--《中華民國文藝史》中官方

古典詩史觀的建構〉，《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5 期，2007 年 10 月，頁 187-216；黃

怡菁，〈文學史的書寫形態與權力政治--以《中華民國文藝史》為觀察對象〉，《臺灣

學誌》，第 1 期，2010 年 4 月，頁 75-97。 
3 封德屏主編，《2007 台灣作家作品目錄 1》（台南：台灣文學館，2008），頁 33-34。 
4 鍾肇政，《台灣文學十講》（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頁 195-196。 

尹雪曼《小城風味》（高雄：新創

作出版社，1953）封面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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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作品，共有 18 篇 5，書末則有一篇〈後記〉，先講述他在中國時期的創作與

出版歷程，繼而說道：  

現在，編在這本集子裡的文字，都是我在台灣的作品，時間從三十八

年秋天到現在，差不多每年都有幾篇。而這本書的編印，也是受了在

南台灣朋友的鼓勵和慫恿，特別是因為大夥推我出頭，登記辦理了這

個新創作出版社，自然更是非「幹」不可，但是正由於自己要印書了，

才曉得了今日出版界的苦況，和印書之難。 

不過書終究印成了，希望今後朋友們和我，都能再接再厲，為這個空

前的大時代，寫下瑰麗的篇章，印出輝煌的巨著。 

四二年六月 6 

由此可知該書是作者在 1949 年至 1953 年之間的散文作品集結。作者對於這

段 創 立 出 版 社 以 及 出 版 作 品 集 之 歷 程 ， 敘 述 較 為 簡 略 ， 其 文 友 王 書 川 晚 年 曾

有追記云：  

一九五三年五月馬各與當時任《台灣新生報》南部版的採訪主任老作

家尹雪曼先生，到我住的甘蔗板小屋裡，商議同組一個文藝出版社，

沒有資金，尹雪曼自告奮勇，負責籌措，並負責申請設立手續，名稱

還是馬各想出來的叫「新創作出版社」；地址就登記在雪曼的寓所登山

街，在緊鑼密鼓中，不到一年就出版了「創作叢刊」中的七部：馬各

的《提燈的人》（散文），尹雪曼的《小城風味》，王岩的《錘鍊》，邱

七七的《火腿繩子》，楊海宴的《心向》，潘壘的《葬曲》，王書川的《瑞

典之花》等。 

因為出版社資金短缺，出版費用都由作者負責，出版印刷廠之接洽與

校對，由馬各負責。他找了當時在台南師範任教的張麟書先生設計封

面，那時張教授是一九四○年代木刻家章西崖先生的嫡傳，細膩而雋

永，抗戰時期最受人稱道。7 

由此可知，《小城風味》之出版乃由尹雪曼自行出資，封面設計以及上面的版

                                                 
5 包括〈雨天的書〉、〈風雪懷鄉〉、〈腳踏車的威風〉、〈渴望〉、〈誤會〉、〈生活在台南〉、

〈如夢兒時海上雄風〉、〈老師們的故事：鄧瘋子〉、〈老師們的故事：賣紅薯的兒子〉、

〈無題〉、〈小城風味〉、〈舊居〉、〈家〉、〈高港情調〉、〈海上掃雷記〉、〈澎湖紀行〉、

〈綠屋書簡〉以及〈春歸〉。 
6 尹雪曼，《小城風味》（高雄：新創作出版社，1953），頁 92。 
7 王書川，〈憶馬各〉，《聯合報》，2005 年 10 月 11 日，E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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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則 出 自 當 時 寓 居 台 南 的 版 畫 家 張 麟 書 之 手 。 文 中 提 及 的 這 些 作 家 皆 為 外 省

籍，包括尹雪曼（河南籍）、王岩（山東籍）、邱七七（湖北籍，女）、楊海宴

（ 湖 南 籍 ）、 潘 壘 （ 廣 東 籍 ） 以 及 王 書 川 （ 山 東 籍 ）， 這幾 位 東 渡 入 台 的 外 省

作 家 們 ， 儼 然 在 臺 北 的 中 心 文 壇 之 外 ， 自 食 其 力 、 自 然 而 然 的 在 南 部 形 成 另

一個文學社群 8。  

《 小 城 風 味 》 當 中 有 些 篇 章 帶 有 反 共 ／ 戰 鬥 文 藝 之 官 方 色 彩 ， 例 如 〈 雨

天的書〉是在勸一位可能沒有一同來台的友人：「這個時代實在太可怕了，在

赤 色 侵 略 者 的 鐵 蹄 下 ， 有 多 多 少 少 的 人 在 挨 餓 呀 ！ 掙 扎 叫 號 呀 ！ 你 ， 你 還 能

坐 在 綠 蔭 覆 蓋 的 窗 前 安 心 彈 琴 嗎 ！ … … 來 吧 ， 這 兒 雖 然 多 雨 ， 但 進 步 卻 和 時

間是一樣的，慢慢的一步跟一步的向前走著。」9寫作時間記為 1950 年 6 月，

雖 然 當 時 的 中 國 人 民 確 實 面 臨 著 共 產 黨 的 荼 毒 ， 不 過 台 灣 人 民 也 處 在 白 色 恐

怖的極權統治之下，許多知識份子皆命喪於蔣政權特務鷹犬之羅織構陷 10，雙

方應該是半斤八兩，並沒有誰比較「進步」。  

另外有的篇章還帶有莫名的大中國民族主義色彩，譬如他在〈澎湖紀行〉

之 中 ， 描 寫 馬 公 的 保 安 宮 前 有 一 株 大 榕 樹 ， 盤 根 垂 枝 ， 綠 蔭 廣 闊 ， 令 人 嘖 嘖

稱奇，「這棵樹的生長壯大，以至於今天的覆蓋六百六十四平方公尺，在在都

說明了它的英勇不屈，與堅苦卓絕，而且歷三百餘年，仍舊如是的充滿活力，

欣欣向榮，尤是代表我們中華民族倔強奮鬥的精神。」 11生長在澎湖的大樹，

為何不是代表澎湖人或台灣人，卻是要代表「中華民族」，實在令人無言。  

到運河划船去  

                                                 
8 本刊匿名審查委員表示：「『外省作家的台灣書寫』，隨其在台灣的足跡所在，將有不

同的見解與呈現的內容，同時也可能產生不同的交遊圈，形塑出某區域的文學網

絡。……例如前些日子舉辦的『台中學』研討會，或在東海大學執教十餘年的孫克

寬、梁容若等，不乏此類的書寫，雖作品中夾帶思鄉情懷，且以身處學術殿堂，兼

顧學術研究，反不以作家為名。但其地域性的文學網絡實不容輕忽者，皆是也。」

洵然如是，可留待日後再深入探討。 
9 尹雪曼，《小城風味》，頁 5-6。 
10戒嚴時期臺灣總共出現了 29000 多件的政治獄，有 14 萬人受難，其中 3000～4000 人

遭到處決。見李筱峰《臺灣史 100 件大事‧下‧戰後篇》（台北：玉山社，1999），

頁 40。1949 年宣佈戒嚴之後，至 1954 年之間，正是蔣政權在台灣的白色恐怖統治

最為血腥暴力、雷厲風行之時期，重大案例包括「中共中央社會部臺灣工作站」案

（逮捕百餘人）、「蘇俄國家政治保安部潛台間諜」案以及「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組織」

案，數千知識份子、農民、工人等，包括外省人以及本省的福佬、客家、原住民，

都因此喪失寶貴的生命或無價的青春，見藍博洲《白色恐怖》（台北：揚智文化，1993）。 
11尹雪曼，《小城風味》，頁 78。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26 期 

20 

除 去 那 些 些 受 到 時 代 氛 圍 與 黨 國 意 識 型 態 影 響 的 內 容 ， 其 實 瑕 不 掩 瑜 ，

有更多對於當時台灣風土的珍貴描寫。例如，〈生活在台南〉不僅描寫了當地

生 活 氛 圍 的 閒 適 自 在 ， 也 在 比 較 了 上 海 飛 騰 的 物 價 之 後 ， 覺 得 台 南 物 價 尚 稱

平穩 12。至於當作書名的〈小城風味〉中，則以類似清明上河圖的筆法，細膩

刻畫台南街區的悠然情致：  

這裡，有一條整潔而平坦的大街，雖然也偶有十輪卡 13，以排山倒海之

勢，在這條街上衝過來，但大半時間，是有餘裕可以讓你放心的蹓躂。

尤其是傍晚，當太陽迤西，萬家燈火閃亮之時，你可以著短褲，拖木

履，搖紙扇，在這條街上儘情欣賞。看五步一家，十步一店的珠寶店，

抹得粉白黛綠，光著兩條黑而有疤的腿腳的酒家女郎，看林立櫛比的

小食攤，看熙熙攘攘的行人來往。再不然，到一家電影院去坐坐吧，

一次門票可以連看兩場，雖然裡面人多，吵雜，空氣不好，座位也不

舒服，甚至不免有怪聲叫好，小兒啼哭，但如果你願意，坦胸露臂，

吞雲吐霧，卻也沒人干涉，否則到運河去划船，也頗愜意，那裡的情

調好，入夜，河面靜靜的，岸上的樹枝在搖，涼風在吹，遠遠近近，

罩著一抹淡烟，要是一對情人，在這麼樣一條河上，靜靜的談，慢慢

的划，真是神仙一樣呢。 14 

作 者 由 傍 晚 而 夜 間 ， 由 街 道 而 運 河 ， 由 電 影 院 的 擁 擠 雜 遝 到 船 隻 上 的 兩 人 世

界 ； 有 遠 鏡 頭 的 夕 陽 斜 照 以 及 萬 家 燈 火 閃 亮 ， 更 有 特 寫 鏡 頭 的 酒 家 女 郎 的 光

腿 。 寫 景 視 角 十 分 多 元 ， 筆 觸 更 是 細 膩 有 味 ， 描 寫 美 好 景 色 之 際 ， 也 不 避 言

其 他 負 面 事 物 ， 具 有 新 聞 記 者 中 立 報 導 的 特 色 。 此 外 ， 吾 人 由 文 中 敘 述 亦 可

獲知在 1950 年代之時，台南的運河仍與日治時期相似，景色優美，水質良好，

適合划船悠遊，與蔣政權統治多年之後而變成的臭水溝大不相同 15。  

得天獨厚的高雄  

作者後來從台南再往南，搬到高雄居住 16，因此在 1950 年 9 月也寫了一

                                                 
12尹雪曼，《小城風味》，頁 27。 
13疑似遺漏「車」字。 
14尹雪曼，《小城風味》，頁 48-49。 
15近十餘年台南市政府透過汙水下水道建設等方式進行整治，台南運河的水質才逐漸改

善，見〈運河一改汙臭印象？市民訝異看得見魚兒、海鳥〉，《聯合報》，2002 年 5 月

17 日，第 18 版。 
16尹雪曼會居住在台南的原因，是他當時擔任中國航空公司總公司聯誼課編輯，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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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 高 港 情 調 〉， 文 章起 首 便 是 ：「 很 多 人 都不 喜 歡 高 雄 ， 說 它 多 灰 ， 多 風 ，

多熱。我呢，最初，也是不喜歡它的一個。」17先預留伏筆。繼而敘述自己已

經 來 高 雄 住 了 將 近 一 個 月 了 ， 原 本 在 心 中 的 印 象 頗 有 改 觀 ， 甚 至 忍 不 住 為 高

雄提出辯白：  

但老實說，高雄市的弱點只是後天的，人謀的不臧，而非先天的不足。

因為就在那 18麼一個大城裡，它不僅擁有一個樹木蓊叢，形勢險要的壽

山，一個烟波浩瀚，港灣遼闊的海港，還擁有一條平靜如鏡，名實俱

雅的愛河，和一個理想的海濱浴場，風景勝地的西子灣。這麼多的好

地方，數一數，在寶島，又是那一個城市具有的呢？  

至於街道的整齊，市區的遼闊，工商業的繁盛，似乎也都不比寶島上

那一個城市差。商業情況雖不如台北，但捨台北而外，怕也沒有什麼

地方可與相比了，而工業的鼎盛，卻非台北或任何別的城市所可望其

項背。……  

高雄不僅是寶島上唯一的重工業大城，也是寶島唯一具有優良海港的

大都市，而這個海港，不祇是個形勢險要的軍港，還是一個可以吞吐

萬噸以上巨輪的商港，也是寶島唯一的，大有發展的漁港。就這麼一

個城市，如果祇由於它多灰，多風，多熱，而被人唾棄，被人冷置，

被人漠視，那該是多麼不公平的一件事呢。 19 

作 者 簡 要 幾 筆 就 指 出 了 高 雄 在 自 然 地 理 方 面 的 四 項 得 天 獨 厚 之 處 ： 壽 山 、 海

港、愛河以及西子灣，在經濟方面則有繁榮的工商業，足以與台北並駕齊驅，

再 來 則 回 應 了 開 頭 所 提 及 的 一 般 人 對 高 雄 的 刻 板 印 象 ， 並 且 為 這 個 城 市 打 抱

不平。敘述井然有序，娓娓道來，頗有說服力。至於文中所謂「人謀的不臧」，

或許是意有所指——當局對於這個城市並沒有妥善管理與長遠規劃。口吻顯得

十分含糊而婉曲，這也是身處於言論動輒得咎的環境下而不得不然。  

                                                                                                                              
在 1949 年遷移來台，落腳台南，員工眷屬亦隨之居住當地；他在翌年則轉任高雄《新

生報》南版採訪記者，因而再遷居高雄。見張俐璇〈外省作家在台南〉，許素蘭主編，

《經眼‧辨析‧苦行--臺灣文學史料集刊  第三輯》（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

頁 143-144。 
17尹雪曼，《小城風味》，頁 56。 
18「那」在原文誤植為「都」。 
19尹雪曼，《小城風味》，頁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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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除 了 有 較 為 宏 觀 而 理 性 的 觀 察 與 論 述 之 外 ， 同 時 也 運 用 了 細 膩 、 浪

漫而感性的描寫手法，勾勒高雄讓人著迷的一面：  

老實說，這是一個充滿詩意和羅曼蒂克意味的城，它濃郁的神秘感，

第一下就使你在那車站大廈中，深深的有所體會。此後，瞧吧，你要

到那裡去呢？ 

愛河邊上是個好去處。但那裡最適宜於一對初戀的人，特別是在月色

朦朧的夜晚。沿愛河的市體育場岸邊，有一排玉白色的路燈，遙遙望

去，燈光人影，別富情趣。當那些年輕男女戀人，一對對漫步河邊，

或是斜臥在綠茵似的草地上，情話喁喁的時候，想一想，又該羨煞多

少年輕的單身漢呢？ 20 

作 者 的 散 文 非 常 擅 長 第 二 人 稱 的 敘 述 方 式 （ 前 述 〈 生 活 在 台 南 〉 與 〈 小 城 風

味〉亦然），宛如好友閒話家常一般，頗能拉近與讀者之間的距離。緊接在這

段悠閒而輕柔的氛圍之後，筆調陡然一沉：「但也就在這麼一個富於浪漫情調

的愛河邊，曾種下前月一件可怕的，駭人的情殺案的種子……」，敘述了該案

之梗概，又再說：「不過這是不會妨礙一對比較正常的戀人，在愛河邊漫步和

散心的。而從愛河水門汀 21的行人道上，倦極歸去，街上還有不少燈紅酒綠的

咖啡館，在迎候著你們的光臨……」，重新回復到原先悠哉悠哉的情致。  

後文則藉由許多連接詞以表達語意之轉折：「祇是這裡的咖啡館，都並不

能 在 咖 啡 上 一 較 短 長 … … 」、「但 如果 一 個 單 身 漢 ， 卻 不 妨 到 朝 風 、 銀 河 、 或

者 麗 池 … … 」、「祇 是 不幸 的 是 ， 風 景 優 美 的 西 子 灣 ， 遭 到 和 淡 水 河 海 濱 浴 場

同 樣 的 命 運 ， 被 封 閉 了 … … 」、「但 這 也 無 庸 悲 哀 ， 因 為 好 去 處 ， 著 實 還 多 著

呢，祇要你有耐心去尋覓。」22此種抑揚頓挫、曲折起伏之法，作者運用起來

極為得心應手，而且具有扣人心弦、引人入勝之效果。至於最末兩段則是：  

沒有到過高雄的人，實在應該來這寶島的南方大港來看看。可是高雄

並不是一個可供走馬看花的去處，你必須耐心地去尋覓，去體會，去

認識，才可以找出它的偉大和不平凡。 

來吧，這兒的青山，綠水，風光怩麗的愛河，煙波浩瀚的海港，都在

                                                 
20尹雪曼，《小城風味》，頁 58-59。 
21「水門汀」即「水泥」，英語 cement 的譯音。 
22尹雪曼，《小城風味》，頁 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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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迎迓，歡迎你的光臨呢。 23 

字 裡 行 間 流 露 出 對 於 高 雄 的 喜 愛 ， 不 吝 給 予 熱 情 的 讚 美 與 推 薦 。 結 尾 不 僅 使

用 了 呼 告 法 而 希 望 喚 起 讀 者 的 共 鳴 ， 也 結 合 了 擬 人 法 而 宛 然 有 「 我 見 青 山 多

嫵媚，料青山見我亦如是」之意。  

澎湖島上的飛沙走石  

作者在 1953 年的一、二月間曾隨著勞軍團前往澎湖。他在首段先描述自

己 是 「 生 長 在 多 風 多 沙 的 黃 河 北 岸 的 平 原 裡 ， 並 且 見 慣 了 那 種 吹 折 了 大 樹 ，

捲走了屋頂的狂風」，因此，當受邀要去澎湖之際，一般人或許會避之唯恐不

及，但是他卻說：「多年沒有在冷風飛沙中過日子，如今能偶然得到這個機會，

不亦叫人有點意外的歡喜嗎？於是我欣然就道。」24以此先行暖場，預作烘托。 

接 著 描 述 出 發 之 時 的 碧 空 如 洗 與 萬 里 無 雲 ， 但 是 這 卻 是 反 襯 之 筆 ， 因 為

到達馬公機場之後，「一股強有力的冷風，便迎面向我撲來，我因卒不及防，

立 刻 倒 抽 一 口 冷 氣 。 呵 哈 ！ 好 利 害 。 我 心 裡 想 ： 這 簡 直 像 回 到 黃 河 北 岸 的 故

鄉一樣了。」25到底冷風有多強呢？作者接著透過旅客們以及自己的的狼狽模

樣來呈顯：  

機場裡的人雖然疏疏落落並不多，但在冷風的吹襲下，卻似乎都在你

擠我，我擠你的儘向一塊兒靠攏著，至於那些不得不離群跑到別處去

的，就只見他滿頭頭髮翻飛，衣角高捲，雖是用背迎著風，走著，跑

著，但好像也有點難於招架。 

大概究竟是離開家鄉的年數太久了，因此使我在這樣強勁有力的冷風

吹襲下，也頗覺有點不慣，和難以抵抗。於是我只好把夾大衣 26的領子

豎起，勉強用它把脖子和嘴巴掩護著，以免冷風一股勁兒的只向肚子

裡面外面鑽。至於那冷風挾起來的小沙石，狂風漫舞的儘向臉上打，

由於無處可躲，無法可擋，也就只好由它了。 27 

看 似 已 經 寫 出 澎 湖 強 風 勁 道 之 驚 人 了 ， 然 而 讀 到 後 來 才 知 道 這 猶 然 只 是 在 鋪

墊而已，因為作者跟當地朋友訴苦說：「這兒好大的風啊！」朋友卻是「嘿嘿」

                                                 
23尹雪曼，《小城風味》，頁 60-61。 
24尹雪曼，《小城風味》，頁 69-70。 
25尹雪曼，《小城風味》，頁 70。 
26夾大衣，輕便的大衣。 
27尹雪曼，《小城風味》，頁 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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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 笑 一 聲 ：「 你 說 今 天有 風 嗎 ？ 」 讓 作 者 不 禁 愕 然 。 對 方 再 強 調 說 ：「 這 那 能

說 有 風 ！ 有 風 的 日 子 你 還 沒 有 見 過 ！ 」 作 者 一 聽 又 打 了 個 哆 嗦 ， 朋 友 描 述 真

正「有風」的情形是：  

街上飛沙走石，石頭子兒，個個都有蠶豆那麼大，一個勁兒的只朝臉

上打，打得你只好抱頭鼠竄，但這還算好，不對勁兒的時候，你在街

上站也站不住腳，風吹得你東倒西歪。 28 

作者忍不住張口結舌，許久才說：「阿彌陀佛，幸虧我們趕上個好天！」本文

在 這 段 對 於 澎 湖 冬 季 東 北 季 風 的 敘 述 中 ， 先 以 故 鄉 黃 河 北 岸 之 冷 風 飛 沙 為 比

較 之 基 準 ， 繼 而 說 當 天 澎 湖 之 強 風 與 之 彷 彿 ， 再 來 才 由 友 人 口 中 指 出 這 種 程

度卻是當地的「好天氣」，真正強風來的時候更為駭人。其描述之手法頗似劉

鶚《老殘遊記》對於王小玉說書之音調越轉越高而越轉越奇之譬喻：「初看傲

來 峰 削 壁 千 仞 ， 以 為 上 與 天 通 ， 及 至 翻 到 傲 來 峰 頂 ， 才 見 扇 子 崖 更 在 傲 來 峰

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見南天門更在扇子崖上」 29，同屬層層遞進之結構，

可見其匠心獨運之佈局經營。  

尹 雪 曼 對 於 澎 湖 強 風 之 描 述 ， 並 非 刻 意 鋪 張 揚 厲 、 誇 大 其 詞 ， 乃 是 當 地

特殊氣候之實情，滿清時期的方志就有記載：「惟澎湖風信不惟與內地不同，

亦 與 他 海 迥 異 。 周 歲 獨 春 夏 風 信 稍 平 ， 可 以 種 植 。 然 有 風 之 日 ， 已 十 居 其 五

矣。一交秋分，直至冬底，則無日無風。其不沸海覆舟，斯亦幸矣！」30日治

時期之文獻亦有：「澎湖本島，例年屆冬令時，每起狂風，夾旬不息。島人名

曰『戇風』。以其知來而不知去，一如愚人之投親戚家然」31，戰後更是如此，

澎湖縣政府甚至在 2010 年公布：「若澎湖地區東北季風達人事行政局規定颱

風假的十級以上風力，將納入停班停課標準」，成為全國唯一有「東北季風假」

的縣分 32，其威力之強大，由此可見一斑。  

立足臺灣，在地書寫  

除 了 針 對 特 定 城 鎮 進 行 描 述 之 外 ， 尹 雪 曼 也 細 膩 的 刻 畫 了 當 時 台 灣 社 會

                                                 
28尹雪曼，《小城風味》，頁 73。 
29劉鶚，《老殘遊記》（台北：桂冠圖書公司，2001），頁 20-21。 
30胡建偉，《澎湖紀略》（台北：大通書局，1987），頁 5。 
31〈澎湖近信‧狂風暴作〉，《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 年 12 月 7 日，第 3 版。 
32肇瑩如，〈全台唯一  東北季風逾 10 級  澎湖放假〉，《聯合報》，2010 年 10 月 28 日，

第 A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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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景象，譬如寫於 1951 年 5 月的〈腳踏車的威風〉便云：  

你可以在城鎮間的公路上，看見滿載竹筐羅斗，堆得像一座小山一樣

飛跑著的腳踏車，也可以看見前後各帶一頭重約二百斤大肥猪，奔馳

不停的「洋馬兒」。雖然在城市裡，警員們嚴厲地取締兩人共乘一部腳

踏車，但在鄉間城外的公路上，腳踏車仍是兒子們載送媽媽，年輕人

載送愛人，中年人載送老婆和孩子，最輕捷便當的工具。至於婦女們

上街買菜，鄉下佬運貨進城，小公務員準時上下班，學生們趕早赴校，

以及公差們到處送信，年輕男女小夥子郊遊，騎一乘腳踏車，也還是

最方便最寫意的玩意。 33 

作 者 先 運 用 誇 飾 法 ， 描 述 腳 踏 車 的 載 重 量 頗 為 驚 人 ， 繼 而 指 出 腳 踏 車 的 使 用

者非常多樣化，各種年齡層、各行各業都有，讓讀者腦海中浮現的意象非常多

采多姿而生動活潑，彷彿這些形形色色的人們就騎著腳踏車從眼前經過一般。  

一 般 人 對 於 台 灣 文 學 在 五 ○ 年 代 的 主 要 發 展 輪 廓 ， 刻 板 印 象 都 是 「 反 共

／戰鬥文學」以及「懷鄉／憶舊文學」蔚為主流 34，然而葉石濤對此二者早有

評 判 ：「 缺 乏 批 判 性 和 雄 厚 的 人 道 主 義 關 懷 ， 使 得 他 們 的 文 學 墮 為 政 策 的 附

庸，最後導致這些反共文學變成令人生厭的、劃一思想的、口號八股文學」、

「 一 個 作 家 的 根 脫 離 了 民 眾 日 常 生 活 的 悲 苦 和 歡 樂 ， 他 們 的 文 學 無 異 是 空 中

樓 閣 ， 只 是 夢 囈 和 嘔 吐 罷 了 。 實 際 上 他 們 生 活 的 根 還 留 在 大 陸 ， 在 夢 裡 縈 繞

的莫非是未被中共佔據前的那榮華富貴，快樂愜意的大陸底舒適生活」 35。  

其實，在此兩類文壇大宗之外，仍有許多如尹雪曼這樣的「外省」作家，

用 心 貼 近 臺 灣 的 大 地 與 人 民 ， 默 默 的 觀 察 與 紀 錄 ， 運 用 客 觀 而 記 實 的 筆 法 ，

栩 栩 如 生 的 呈 顯 了 當 時 所 見 所 聞 的 自 然 與 人 文 景 觀 ， 拋 棄 了 封 建 文 人 的 「 遺

民 」 心 態 ， 轉 化 為 健 康 開 朗 的 「 移 民 」 視 角 ， 完 成 了 像 《 小 城 風 味 》 這 樣 的

「在地書寫」，值得我們給予更多的關注與肯定。今年（2018）適逢尹雪曼百

歲冥壽，謹以此文紀念這位台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  

                                                 
33尹雪曼，《小城風味》，頁 15-16。 
34黃重添、莊明萱、闕豐齡、徐學、朱雙一，《臺灣新文學概觀》（台北：稻禾出版社，

1992），頁 67-71。 
35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出版社，1998），頁 88-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