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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夷之變：黃錦樹的 

「民國經驗」與馬共文學書寫

● 張斯翔

摘要：本文從「僑」之身份所引發的「華夷之變」視角切入，在民國—台灣與馬華族

群之於馬來西亞歷史的背景中，試圖解讀黃錦樹在台、馬文學場域中後移民／夷民

的兩屬／兩不屬身份——黃錦樹從馬來西亞華人移民第三代，變成台灣新住民第一

代，從一種「外國人」（對台灣而言是留台的馬來西亞人）變成另一種「外國人」（對

馬來西亞而言是已入籍台灣的馬華作家）；並從黃錦樹小說的互文關係，進一步探

究其馬共書寫的「民國經驗」內涵。本文指出，「移動」作為馬華文學不可迴避的歷

史現實，已產生了極其重要的、不在馬來西亞的另類混成文學底蘊。黃錦樹介入民

國的方式，不只帶有馬來西亞立場，同時也帶有民國—台灣如何形成的歷史背景， 

兩者又是與現實生命情境相互勾聯融合、建構又同時消解的華夷之變過程。華夷間

在移動的風潮下早已產生邊界模糊的間距，而以虛構的文本介入，讓我們看到華夷

間距的增加、混搭，曾經被想像建構的、被以為原有的華夷邊界正逐步減退。

關鍵詞：華夷之變　僑生　黃錦樹　「民國經驗」　馬共

一　前言

《廣韻．平聲．宵韻》中有言：「僑，寄也，客也。」從中華民國1949年遷

台後的早年立場來說，海外華裔都是中華民族客寄於國土之外者；但從作家

黃錦樹這類已經入籍的馬來西亞華人（馬華）來看，其實也可以理解為客寄於

民國的外邦人1。黃錦樹祖籍福建，在馬來西亞已是土生土長的華人移民第

三代。然而本土大專教育對獨中生（華文獨立中學學生）的排擠，加上家有

十四個兄弟姊妹（黃錦樹排行第十）的背景，民國的僑生教育成為黃錦樹重要

的生命經歷。1986年黃錦樹到台灣求學，他曾在文中提到：「我來台來得勉

強，然而如果不走，在馬來西亞也許一點機會也沒有。」2故如黃錦樹這樣的

馬來西亞僑生，天生就帶着一種出走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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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的討論中，「僑」可被歸於異地／夷地出身者，且因處異地而帶有 

「夷」質。當移民之後，華人有了移民身份，其後代面對本土主義者對其祖先族

裔血統上的本質性認定，則無可奈何承繼着完而不了的後移民身份。這裏我們

可以簡單地將「移民後」認定為第一代移民所面對的處境，而「後移民」則是移

民第二、三代土生土長者仍被動賦予移民屬性的困境。本文借助王德威提出的

「華夷之變」新視角及其「包括在外」的「間距」概念3，以探究馬來亞共產黨在

馬來西亞歷史中被「包括在外」的境遇，如何造就一代代馬華的游離境況。而

黃錦樹在2007年入籍台灣之後，他面對的是華夷之變中，台灣與馬來西亞之間

兩屬／兩不屬的身份處境。這一個身份處境或正符合了王德威所提出的間距能

量，使黃錦樹的小說從中得到一種生發動能。此外，民國—馬華—馬來人及

其種族主義的互動與何者為「夷」的變動也是極重要的着眼點。1949年兩岸分

治，國民黨治下的台灣常以中華正統自居。民國在台灣長時間塑造自身為海外

華人可資想像的文化根源與中心，以此為前提積極推展海外華僑教育，讓散

布世界各地的華裔子弟有機會到「祖國」接受教育。正因如此，像黃錦樹這種僑

生，在台灣本土主義興起之後的民國—台灣時期4，其所認同的「華」與自身的 

「夷」使其處境更複雜且尷尬——「『僑生』的結構位置和外省人一樣，不是台灣

的僑生，而是民國的僑生。我們一開始就被卡在台灣／民國的夾縫裏」5。

當我們閱讀黃錦樹於民國—台灣所創作的馬共小說時，從其第一篇〈大卷

宗〉始，即可見其運用作為歷史債務的馬共遺事，在後世的馬華族群身上不斷

索取利息的寫作意識6。本文提到的「債務」，其意義在於馬共歷史已告一段

落，後來者不過是於馬共之後的時間軸中持續着的「延長賽」。馬共的存在

（1930-1989）作為真實歷史受到馬來西亞官方隱蔽，甚至在新生代記憶中或已

缺席。但它曾經存在、並在一段頗長時期其成員以華人為主的事實，卻成了

馬華族群面對種族主義困局時隱藏其後的構成因素之一。筆者認為，黃錦樹

不同時期的身份屬性：後移民的馬來西亞本土第三代、移民後的民國第一

代、僑生，乃至於在台外僑時期的游離、後馬共時代的馬華族群境遇，這些

華夷之變累加並滋養出其文學底蘊。馬共在黃錦樹筆下是「延長賽」，而民國

對其而言是傷停時間。馬共的存在成為其中一把種族主義排他性的刀刃，而

在台灣本土主義的興起中，民國也在某程度上成為了其中的異質。我們甚至

可以說，從民國到台灣，僑生政策及僑生身份的認知面對不需以中華中心自

居的台灣本土意識，也是另類尷尬的「延長賽」。

民國—台灣文學相較於馬國本土寫作環境及題材的鬆綁，使馬共書寫成

為可能，而黃錦樹復以馬共書寫回應了自身的「民國經驗」。學界就黃錦樹文

學書寫的研究，近年較集中討論者有高嘉謙、顏健富、黃祖恩等對其小說中

意象、寓言與「憂族」書寫的論述；劉淑貞就其文學語言探究其中文現代主

義；高嘉謙將其作為個案置入離散馬華文學史框架中進行論述；黃錦樹馬共

小說的研究，則有蘇穎欣及筆者的文章可供參酌。劉淑貞提到「黃錦樹的文

論、批評、小說寫作甚至及其自身所具有的文化身份，其實是一組倫理與美

學不可分的整體結構」，並指出黃錦樹文學作品中的「破中文」，「不一定在回

應一個精準意義下的『中國性』，但它必然在回應一個『不在』的『中國性』，卻

弔詭地因為這個否定性的『不在』而暴露其內部缺席的『中國性』，並且在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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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術論文 的意義上以美學贖回一種補償的『中國性』」。這兩點對本文「以黃錦樹論黃錦

樹」的論述方法影響甚大，且使筆者更着力關注黃錦樹小說中的「沒有」所形成

的書寫張力。高嘉謙梳理了黃錦樹文學史視域與小說視野可能存在的內在連

結，以回應黃錦樹離散敍事的生產結構7。如此論述及連結，啟發筆者開展

了黃錦樹的身份如何可能對應馬華族群的集體境遇的視野。

本文從「僑」之身份所引發的華夷之變視角切入，在民國—台灣與馬華族

群之於馬來西亞歷史的背景中，試圖解讀黃錦樹在台、馬文學場域中後移民／

夷民的兩屬／兩不屬身份，並從黃錦樹小說的互文關係，進一步探究其馬共書

寫所蘊含的「民國經驗」內涵。以下依次從黃錦樹小說中「慢船」的意象分析出

發，釐清其中所呈現的象徵系統和背後的意識形態及根源；並引入「遲來的移

民」觀點，讓華夷之變的間距能量顯形；進一步通過分析更多的黃錦樹馬共書

寫，建構以下脈絡的連結性：馬共歷史的「存有」及「沒有」在某程度上導致華

人在馬來西亞的特殊處境—離散作為尋找出路的可能—民國僑務的收納—民

國在台灣主體意識建構中逐漸遠去—離散的華人與華文文學在時差中第二次

經歷本土的離散性。這些時差或「不合時宜」都可以帶入到華夷之變的間距論

點中，並以此視角試圖尋找其應處的位置。

二　航向／離開民國的慢船：流亡與位置

黃錦樹的小說創作，從華人文化的餘骸開始，其後展開大量馬共書寫，

再回到籠罩在華人文化與冷戰格局的左右翼之爭裏自身所站的「民國位置」。

他於《民國的慢船》（2019）中大量調度了以往作品的人物、事件及空間，從書

寫策略上，這些小說的互文性，或正可回答部分論者對黃錦樹不寫長篇小說

的質疑8。黃錦樹各短篇小說間看似互文，但卻不止於互文，尚有高度相關

的同一時空前後故事的連結。《民國的慢船》乃作為一媒介，將《刻背》（2001，

2014）、《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2013）、《猶見扶餘》（2014）等小說集的馬

共／民國書寫串連起來，相互作用；並在其中運用後設的虛構手法，將原本作

為主體的小說內容本身，以虛構的小說文本身份出現，甚至將這些小說的作

者也虛構成亦真亦假的、虛空中的某人，或是虛構的「黃錦樹」。正如收錄在

《民國的慢船》的〈細雨微風〉中提到，〈最後的家土〉乃描寫一女孩懷孕後被始

亂終棄，跑到森林中居住土樓的故事，而這土樓聚落的形成與持續，又猶如

真正的「南洋人民共和國」。如〈細雨微風〉中小玉寫給二伯的信提到：「爸說，

您不喜歡電子產品，也不用電郵之類的，就像您年輕時的小說〈魚骸〉中的老

頭子，把自己關在自己用文字織成的蜘蛛網裏。」這位二伯還參與編輯了《膠

林深處》9——黃錦樹似乎有意將自己的作者身份抹除，或帶入到小說中，讓

作者黃錦樹的分身成為新小說裏其中一個角色。而對過往小說的不斷帶入，

使得閱讀黃錦樹成為了以書為單位來完成的行為bk：

母親看到您的小說〈最後的家土〉為甚麼會好幾天都睡不着覺，有時

還偷偷啜泣，然後把那些陳年舊信連同沒有蓋章的郵票，一封一封的親

手放到橡膠枯枝的火裏，燒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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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故事的核心，其實是她的故事吧。順便告訴您，您的每一部小說

她都有買，好像是交代檳城的書店有新書就直接給她寄，有時也會建議

我讀讀看。多年來，她一直維持着閱讀的習慣。最近她桌上擺的是您和

朋友合編的《膠林深處》，好多篇文章都用橡膠落葉當書籤隔開。落葉夾

多了，書也膨脹了，就好像落葉是另一種書頁。

黃錦樹小說不斷書寫前作的補遺，或正如他說的：歷史是破船，而書寫是修

補的形式bl，他不斷用新的小說去修補之前的小說。這讓讀者陷入了兩難局

面：黃錦樹若不停止寫作，讀者也許沒有一個看到全貌盡頭的機會；但若他

停止寫作，這些小說的、生命的「漏洞」（《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序標題〈關

於漏洞及其他（自序）〉）又有誰能來補？從這一點來說，《民國的慢船》在其小

說集中，階段性地扮演了樞紐角色。

在《民國的慢船》收錄的《南方人物周刊》訪問中，黃錦樹談到出生於馬來

西亞婆羅洲的旅台作家李永平時說：「他找不到他的立足點了。在台灣，他不

可能是先天政治正確的台灣人（編者註：李永平在1987年入籍中華民國）。

1949年後的民國遺民被稱做外省人，我們這些更晚的移民就是比外省人更外

的外省人。所以你的立足點在哪裏？寫台灣，你不如當地人政治正確（不夠

『草根』），寫婆羅洲，你又離開太久並且也沒有再去了解過，所以就非常被

動。」bm這裏「比外省人更外的外省人」、且政治不夠正確的無所依歸感，黃錦

樹說的雖是李永平個案，但何嘗不是以此自況？只是他認為自己「比他清醒，

也比他自覺」，也提到「我早已自覺承擔馬華文學那個『沉重的沒有』，也知道

該做的都是操之在我的事。操之在人的，就不必操心了」bn。他認同自身所背

負的「沒有」，且那個「沒有」所來自的地方也回不去了。

2019年4月《季風帶》雜誌有一位筆名「南洋客」的作者，發表了一首詩《那

年我不回馬來西亞》bo。這個題目馬上就能對應到留台馬華詩人陳強華的成名

作《那年我回到馬來西亞》，但同時也對應到黃錦樹的兩篇小說〈那年我回到馬

來亞〉bp及〈那年我回到馬來西亞〉bq。這首詩後來收入《民國的慢船》，但黃錦 

樹在雜誌上發表時特意使用了「南洋客」的筆名，筆者以為也應該將之看做內

容的一部分。這筆名暗藏了兩種視角的身份屬性——客自南洋來之於民國的

外人身份，但在「那年我不回馬來西亞」這個標題的襯托下，可同時視作早已

客於南洋的自況。黃錦樹從馬華移民第三代，變成台灣新住民第一代，從一種

「外國人」（對台灣而言是留台的馬來西亞人）變成另一種「外國人」（對馬來西亞 

而言是已入籍台灣的馬華作家），自然會容易對如是感歎產生共鳴：「一個異鄉

人，能在這艘擱淺的民國慢船上給自己找到位子，也是很不容易的事。」br

而《民國的慢船》小說集的〈跋〉更提到書名邏輯：「書名包含了去與來，

在去來之間，也可說是一種流亡的狀態，沒有位置的位置。」bs黃錦樹對「位

置」似乎念茲在茲，但卻認清自我及在台馬華文學都只能擁有一個流亡的、沒

有位置的位置。而這一點，或可視為一種移動的華夷變態動能，讓這些同時

被台灣文學及本土馬華文學「包括在外」的馬華文學寫作者，繼續書寫那個馬

華文學的「沒有」bt。只是在造就這一支文學脈絡的曾經的沃土上，「民國」從

正當性到認同感，都已面臨百年來所未有的極大變動。作者特意讓〈論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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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學術論文 （搞定遺孀）〉中的人物N「吭亮」地說出「擱淺的民國慢船」ck——「擱淺」不同 

於觸礁或沉沒，後者都有碰到阻礙或下沉的意象，而擱淺卻更可能是因為承載 

這艘民國慢船的水域太淺、太小，擱淺後的慢船仍舊存在，但卻無法繼續航

行，只能成為這塊淺灘上另類的擺設，或是黃錦樹曾用過的意象：盆栽。黃

錦樹曾以盆栽境遇形容馬華文學及馬共處境：受困於一個窄小的牆內，像罐

頭裏的沙丁魚。如果要突圍，必須超出馬華文學的視野來思考馬華文學⋯⋯

馬華文學單憑蕉風椰雨、方言土語、熱帶故事是不足以讓它在現代中文文學的

戰場裏找到位置的，它必須更激進、更全面地調動世界文學的資源，甚至開展

出完全不一樣的敍事形式cl。這裏的盆栽就成了另一種在固有受限的空間內有

限發展的隱喻，展現了黃錦樹對民國或者在民國之中的馬華文學的感受。

同樣是在〈論寫作（搞定遺孀）〉中，黃錦樹提到出於文學史的目的編撰的

《台灣島民國時期的華文小說1945-2010》cm。這本書當然是作者杜撰，但書名

卻取得如此有趣。我們從這個命名中可以看到的邏輯，乃是將台灣島作為承

載文學與歷史的主體容器，承載了諸如福爾摩沙時期、明鄭時期、清領時期、 

日治時期、民國時期等；但我們還可注意到後面所綴的年代「1945-2010」。

1945年的台灣光復無疑是台灣島民國時期的開始，但卻停止在國民黨馬英九

執政的民國九十九年（2010）。民國在未滿百年的存活中，在這本選集裏卻已

走到了盡頭。黃錦樹為此虛構的選集杜撰此書名，讓讀者有兩種詮釋的可

能。首先對黃錦樹來說，這一土地的保存期是比任何架設其上的「時期」更長

久的。不同群體在不同時期來到這個島上，歷經各種變遷；最終不變的、「最

後的家土」必然是標題中最前緣的「台灣島」。而另一點可從《聯合文學》的訪

問中看到，黃錦樹呼應《民國的慢船》主題提到：「無論是以統還是獨，這個

『民國』總有一天會結束，我們就在這個傷停時間中。就像足球比賽，因為受

傷暫停而延長了一點點時間，台灣就在這樣的時延裏面倖存，如此弱而渺

小，面對着強大的威脅。傷停時間裏一旦裁判的哨聲響起，一切就會結束，

那是個人不能有異議的。那也可說是沒有時間的時間。我們在這樣的時刻裏

生活、寫作很可貴，維持目前的現況很困難，而且這個現況非常不容易。」cn

對黃錦樹來說，民國的「結束」是不可避免的，下一個「時期」可能是中共的

「統」，抑或是台灣的「獨」，其實並不會改變此結果。

而在民國—台灣書寫馬華文學對黃錦樹來說，一直是一種從「僑」到「客」

的身份，在民國這個特殊的「中華中心」短暫開啟的集散力量。如黃錦樹的僑

生，到民國要找的除了出路之外，或許也是自己心中以華文為認同中心的故

鄉之感。在〈他說他見過魯迅〉中，自新加坡到台灣留學而從此定居的周先生

說道co：

兩年後我中學畢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三反五反」，令我父親非常

擔憂。恰好在台灣蔣介石政府向南洋招收僑生，我就搭上航向民國的慢

船。不料就此走上不歸路。那之後，我就一直留在這曾經自稱是民國、

越來越不被當做民國的島上，不知不覺也過了大半生了。

周先生還提到，他在新加坡念書那些年，華僑中學、南洋女中附

近，多的是華文書店，那盛況，可能一直延續到七〇年代，當華小、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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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被英文化之後，華文的讀者銳減。他來台灣後，偶然走過牯嶺街的

舊書攤，讓他油然生起故鄉之感。

這是一艘緩慢航向民國的船，還是從民國漸行漸遠的慢船？周先生在牯嶺街感

受到的鄉愁，並非積累五千年的中華文化鄉愁，而是那移植到新加坡之後，發 

育不良卻曾經興盛一時的華人與華文文化。這鄉愁無疑是來自華夷交融後的

新加坡——不是那種貼近於溯源的「華」，也不是後來靠向非華的「夷」。故鄉

在小說中已逝於歷史時空的夾縫之中，周先生也成了存活於民國之中的那個新

加坡的遺民。然而對於民國，他曾是化外夷民，後來成了這塊土地上的移民，

但在民國漸離之後的台灣島上，又再次成為了民國的遺民、台灣的夷民。

從本文的角度來看，民國乃作為華文文學的進出口貿易平台，同時也是

華文文學集體需要抗衡收編的中心力量。但華文文學之外存在另一個更大的

漩渦中心——中國文學。台灣雖也作為華語語系文學各系統之一，但卻能串

起各地華語語系系統，使之在出版、流通、閱讀過程中，與中國文學的大陸

中心分庭抗禮。然而黃錦樹所擔憂的，或正是這一股串連進出口的力量，若

為純粹的本土論者所建構的、只狹隘認同自身的唯本土中心是尚的觀點所束

縛，則民國文學在這島上所成就的華文文學複系統可貴的繁花盛景，就無法

維持下去了cp。《民國的慢船》中一篇小說的標題〈慢船到民國〉，特別強調了

船的慢；人們到民國總是有去無回，船票也總只是買單程。搭上這艘船，最

後是回不去還是不回去，是黃錦樹這一類到民國者必然面對的課題。而此書

其中一個最大的核心問題是：民國不是台灣，或說台灣不是民國。民國在台

灣主體建構的過程中，也在逐步削弱。慢船到民國，但民國也在搭着慢船前

往不知終點的終點。

三　遲來的移民與馬華、台灣的兩屬／兩不屬

1986年9月28日中秋節，黃錦樹離開馬來西亞來到台灣，開始了居留以

至生根於此的日子。散文集《火笑了》最後一篇收錄的〈幾個愚蠢問題〉，基本

整理了作者本人在數年來的受訪經驗中，訪問者提出的「愚蠢問題」大集合。

雖然黃錦樹說明這篇短文「取這題目純粹是為了節目效果」cq，但這些問題總

糾纏不休也是實情。問題集榜首即是「為甚麼不寫作你的台灣經驗」cr。對

此，黃錦樹標準的回答是：「我的寫作就是我的台灣經驗。我是來台後才開始

寫作，以最優秀的台灣文學為參照，我的文學經驗就是我的台灣經驗。」cs當

國民黨政權轉道台灣，進而持續着一個太平洋上的、屬於海上的中國時，台

灣文學（台灣島民國時期文學）作為「中國文學」的正統聲音，給這些華語語系

地區的年輕作者所指引的，是一條接續了中國現代文學傳統的路。黃錦樹不

似早慧且來台之前即已開始寫作並已聲名傍身的溫瑞安、李永平等人，他的

文學摸索之路是從台灣大學男生宿舍的書桌上開始，在各大舊書攤之間逐漸

羅織而成的：「陳大為、〔張〕錦忠和我都不同程度的提過，我們充分吸收台灣

的資源，在這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裏，寫一些非台非馬的東西。」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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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術論文 黃錦樹自馬來西亞的離散始於留學台灣，正是馬來西亞教育體制下的一

種被離散及自主選擇的綜合結果。幾乎可說離散與移動dk，開啟了黃錦樹作

為作家與學者的養成之路。然而這樣的離散除了自主選擇外，仍舊帶有華

文、華校畢業生乃至於華人在馬來人至上的政權治理下，華人使用特定語

言、繼承特定文化的狀態下，不斷被當權的馬來政治力量離散的特徵。自主

選擇是生命自己尋找的出路，而被馬來政權離散卻是基於血緣天生的困境。

無論是被離散起點的馬來西亞還是離散終點的台灣，黃錦樹對台灣來說太過

馬華，但對馬華來說卻早已屬台灣，這無疑是黃錦樹所代表的離散自馬來西

亞的華人第一代（從僑生到入籍這段時間的身份），於台灣面對的實際情況。

駱以軍就在和黃錦樹的對談中提到如此的移民第一代開始想像落籍於此的，

「一種難以言喻的（對後代可能直面認同暴力的）不安和悲傷。老實說，我個人

覺得這一系列的作品，不該再被（或只被）又放在『馬華小說』的脈絡窠臼中去

談了」dl。也是留台後入籍的張錦忠為黃錦樹散文集《焚燒》所寫的序裏提到：

「對我們這些在貧瘠世代活過半輩子的離散族群而言，老家那些永遠失去祖國

的長輩凋零南方，意味着一個時代的結束，或與家鄉故園聯繫的斷裂。」dm對

於離家在外的遊子，故鄉的時間在離開當下似即停止不再前進，而只存在於

夢中。但文學的寫作者卻正是將故鄉存於夢中，不斷通過書寫夢中的時間進

而記憶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時空。就如黃錦樹在〈散戲〉中寫道：「漫長如二三十

年，我們離鄉日子的總和，壓縮。卻又好像十九歲時做了個離家的夢，醒來

時青春已逝，父母俱亡。」dn

若讀者質疑黃錦樹不書寫台灣經驗，那自然是不公允的片面觀察。黃錦

樹在與駱以軍對談時曾提到：「這十八年都是成年以後的生活，十八年來親歷

旁觀台灣的戒嚴解嚴，日日讀報看新聞讀這裏各式各樣的出版品，不知不覺

也和台灣人重疊了部分集體記憶。雖然我的活動空間相對的窄，大都在校園

內，城市。但從台北到淡水，從新竹到台中、埔里，倒也走過半個台灣。當

然，我有我的台灣經驗。」do黃錦樹夫婦原國籍皆為馬來西亞，雖然來台時身

份屬於「僑生」，但《中華民國國籍法》採血統認定，故祖上未有中華民國國籍

的黃錦樹夫婦在身份上即屬於「外籍」。按《國籍法》規定，二人子女雖於台灣

出生、成長，接受「國民」教育，但在黃錦樹夫婦未入籍台灣前仍歸於外籍身

份。而迄今留台三十多年所共同承擔的集體記憶，早已不比1987年解嚴後出

生的台灣住民少。當黃錦樹這一類遲來的移民面對台灣轉型正義中積極建構

本土民族論述的當下，又能如何加入到這個以出生地為依據，但同時又講究

祖輩血緣與此地連結時間長短的論述結構中去？

同樣在與駱以軍的對談中，黃錦樹提到：「台灣正值民族國家建國運動的

熱潮上，這些年一直在獨立戰爭或統一戰爭的陰影裏。本土論者也快速的展

開他們的排外論述，本省／外省的切分，對我而言，不過是重演了大馬種族政

治土著／非土著的切分。後者是前者的未來，差別僅在於尚未結構化。對我而

言，這是晚到的移民的悲哀，而且同樣的問題一再的發生。」dp這個問題的結

構與馬華歷史和處境有其對應的可比性，而馬華族群在長久的種族論述中，

根本的困境即是與馬來種族主義者對於「誰是馬來西亞人」、「如何才算馬來西

亞人」兩個問題背後的種族平等議題，存在着無法解決的分歧。黃錦樹從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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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新住民，再從新住民到台灣人的身份「被認同」路上，台灣記憶與經驗似乎

比血緣所開出來的路，更加遙遠也更加崎嶇。而這條歧路，在本土論者要求

遲來的移民停止離散的同時，也不斷在讓他們繼續受此意識形態的「被離散」：

「在台灣生活了七年〔時為1993年〕，腳下這塊『蕃薯』不知不覺的已快要變成

了第二故鄉。然而在綠色的本土論述和灰黃的大中華沙文主義論述的雙重搓

揉之下，國籍（譬如大馬）、族籍（華裔——華僑？）、祖籍（譬如福建）⋯⋯有

意無意的被簡化成『外籍』，那是異鄉的標誌。在異鄉人的腳下存在的也只可

能是異鄉罷了。」dq

雖然黃錦樹早已是國籍上的台灣人，但其新住民身份卻不斷在文字中訴

說着國族主義建構下，新與舊的不斷被區分。新台灣人與原來的馬華身份無

法分割，也使身份不夠純粹或「純正」。新住民的身份讓如黃錦樹般的後移民／

夷民持續被離散，但同時之於馬華族群也已有着異鄉人的自覺，如前所述，

讓黃錦樹從「外國人」變成「外國人」，其筆下把懷鄉作為回不去了的抒懷。其

文學論述中亦提到：「這種狀態可能讓我們的寫作兩屬（台灣／馬華），但更可

能兩不屬，因為兩地都有各自的地方主義的本土派。」dr生活三十多年的時

空，與台灣共享的集體記憶，實際在時間上已長於故鄉，而曾在馬來西亞的

生活空間早已煙滅。此時身屬民國，而心的兩屬（或會被視為不選擇之下的兩

不屬）正豐富了華語語系文學的多元歸屬、抵抗一元中心來自華夷之變的力

量：「然而雙鄉是事實，一如日據時代台灣留日或『回歸祖國』的青年，也像東

南亞諸國獨立前南渡或北往的中國知識青年；這應該是資源而不是認同或忠

誠的選項。但畢竟兩鄉之間，是條荊棘之路，也許必然同時開闢兩個戰場。

符號的調動，往往也造成理解的困難。」ds

在華語語系的生成與流變的討論之外，黃錦樹的文學系譜似處於一個個

已成形的華語語系系統之間，有其變異混成的可能性。當比較台灣文學與馬

華文學時，讀者很快能發現後者的「華語」及前者的「國語」（及其他台灣境內

語言的混雜）有着文字混搭排列組合根本上的分別。與李永平、張貴興等在台

馬華作家特意使用綺麗純正的高雅中文不同，黃錦樹的文學語言中帶有的複

雜性更能展示其有別於台灣文學語言的多元混雜。他提到自己寫作時的用字

習慣，「很多用法，甚至（可能犯錯的讀音），都從數十年前的華小教育沿襲而

來，有點像是身上童年時的老疤了」dt。不同世代的教育體制在華文的建置上

皆有其相異之處。從語言上看，「破中文」是否可以是好華文？黃錦樹「始終是

不確定——身為華人，記憶裏交響着華語，一下筆就難免是『華文』，那是故

鄉的情味，卻不免是大中華高雅美學憎恨的『美學雜質』」ek。可正是此「雜

質」，使讀者得以找到華夷之變的立基點。華語語系文學系譜之間的移動，在

寫作與出版資源移動便利無遠弗屆的當下，將會成為更重要的文學資源。離

散的被動性與移動的主動性，都將讓華語語系文學打開更繁複的局面。「民國

經驗」的兩屬／兩不屬，正成了馬共與其歷史，夾纏在馬來（西）亞建國前後的

身份定位屬性，以及最終只能在馬來西亞與泰國邊境包夾的和平村中安度餘

年的處境，在小說中成為一種盆栽境遇的另一個對話體系。從這裏，可以繼

續討論黃錦樹在民國—台灣生產馬共小說的內涵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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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術論文 四　在民國—台灣生產馬共小說的內涵及意義

（一）馬共的餘年

馬共歷史具有的神秘性以及在馬來西亞官方歷史的被刻意隱匿，對作家可

謂極好的小說素材，而馬共總書記陳平（原名王文華）在黃錦樹小說中佔據極

其有趣的象徵位置。1989年馬共結束武裝鬥爭、走出森林之後，陳平即移居泰

國，上世紀90年代後陳平持續申請返回馬來西亞，但不斷被馬國高等法院以

各種理由駁回。2013年陳平於曼谷逝世，馬來西亞政府甚至在邊防設下重重關

卡，嚴防陳平的骨灰被偷運入境el。現實中的陳平，其抗爭的生命在馬共走出

森林之後其實已經結束，1989到2013年的二十四年，其實正是黃錦樹筆下這

位馬共最後總書記在等待與失望中的餘年。馬共一直以反殖民作為主要訴求，

但其在森林中的武裝抗爭卻一直延續到馬來西亞成立三十年後於1989年簽署

《合艾和平協議》才正式解除。黃錦樹對這一點有透徹看法：「馬來西亞建國後

它〔馬共〕其實就失去為『大義』武裝戰鬥的理由了，他們被英國人和東姑〔馬來

西亞國父東姑阿都拉曼〕擺了一道，被置入歷史的無意義的時間剩餘。他們的

歷史任務結束了，可是他們無法單方面的結束那場戰役。他們不知道（或許知

道但也沒辦法），馬來西亞政府其實需要他們。他們沒有威脅的威脅讓政府獲

利，內安法令和近五百個華人新村的存在，不就是最直接的證據嗎？」em

馬共實際的抗爭其實很早即已結束，但它卻不得不「存在」，使馬國政府

以馬共為名義，整頓他們想要整頓的人事物。當我們正視這一點時，會發現

民國的「存在」與台灣島建立自我主體性之間的關係，雖然有着此消彼長的過

程，但同時必須承認民國的「存在」對台灣主體建構的重要性。當下正流行的

轉型正義作為對「民國歷史」的意識形態修正，也正是台灣主體生成的重要一

環。從黃錦樹的文學創作中，或可見馬共之於馬來西亞和民國之於台灣的高

度重合處。1957年馬來亞獨立，乃至1963年馬來西亞成立，後馬共的零餘價

值乃其「被危險化」的虛構存在。「延長賽是尷尬的」en，馬共的抗爭不過是消

耗着這些曾滿懷夢想的左翼青年僅剩的尊嚴和餘年，也正因此，黃錦樹在〈雨

紛紛〉中虛構了陳平想盡辦法返鄉，進而為他寫了一場潛行祭祖的失蹤記：

「為了革命，為了同志的安危，他只好狠心斬斷一切。但在那一切一切都過去

之後，深覺來日無多，身體髮膚日益衰朽（因攝護腺腫大而排尿困難，頻尿，

腸蠕動差而嚴重便秘，皮膚過敏，齒牙動搖，心室肥大，膽固醇過高，糖尿

病，牙周病，灰指甲，香港腳，陽痿），父母的思念重重敲擊着他的心，那促

使他在最後的餘年一心想回鄉掃墓，到他們墳前叩頭告罪。」eo這是陳平的餘

年，但何嘗不是被放逐的馬共的餘年？作者給陳平冠上了所有最隱晦卻又最

腌臢的病體，這是馬共剩下的殘軀、逐步衰亡的必然。

在〈猴屁股，火，及危險事物〉（以下簡稱〈猴〉）中，黃錦樹提到兩位先後

成功着陸到全權代表所處荒島上的人——日本人山本五十一（或指涉飛機被擊

落的日本軍官山本五十六）及中國作家余秋雨ep。〈猴〉中並未告訴讀者山本

五十一和余秋雨是否離開了那座荒島，但在〈雨紛紛〉中通過莫名出現在荒島

的陳平眼中，看到假扮猿類的人變成了兩位。黃錦樹似乎為讀者接續往下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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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猴〉並未結束、或他自己意猶未盡的故事。陳平到了小島後被全權代表要

求唯一一件事eq：

那人手一揮，兩隻猴子把一面異味很重的旗遞給他。撲鼻的陳年尿

騷味很嗆。像流浪漢的衣服。他不敢不接。輕觸，百納被似的拼貼，摸

到很粗的針腳，上頭彷彿有字，餘火中依稀可見亂針繡成的「南洋人民共

和国」七個像喇蚜的腳那樣筆劃長而怪，醜〔到〕不行的毛體大字。

国是繡在褲襠上的，大大的簡體字。繡得整塊布不規則的厚厚鼓起， 

像是裏頭埋了副風乾的陳年老陰莖睾丸。那人且遞給他一支摸起來濕濕

軟軟還帶着溫度的筆（像身體的一部分），要他在很臭的「国」字旁簽名。

「簽⋯⋯大家都知道那個名字？」

那人蛇吐信似的「嘶」的一聲，張口作勢要咬他。

他只好馬上從那支軟軟的筆擠出白色汁液簽下「陳平」，在斯大林、

毛澤東、胡志明這些擠成一團的小字下方。

作者將〈猴〉的內容帶入到〈雨紛紛〉戴

鴨舌帽男子（陳平）的夢中，讓這位馬

共總書記在夢中的孤島上，為被放逐

的「南洋人民共和國」背書。國旗曾在

〈猴〉中出現，被余秋雨質疑「國旗？國

家就這麼一座鳥不生蛋的石頭島？」，

山本五十一只回應「對神經病來講其實

都一樣」er。而此處黃錦樹提醒國旗上

「南洋人民共和国」的字體，乃如其小

說集《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封面上

的標題毛體字，以封面形式讓讀者回

顧前作，以理解小說中旗幟上那「醜

〔到〕不行的毛體大字」。行文中使用中

共於1956年通行的簡體字，讓陳平簽

名的工具還貌似被閹割下仍能擠出精

液的陽具。「南洋人民共和國」在如此

落魄醜陋的狀態下被瘋狂地呈現，但卻承載着共產主義重要領袖或真實或夢

幻的簽名背書。

（二）「南洋人民共和國」敍事

綜觀黃錦樹小說中的「南洋人民共和國」敍事，大部分乃存在於筆記或夢

境中，否則就是瘋狂的臆想。但收錄於《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的〈那年我回

到馬來亞〉（以下簡稱〈那〉），其人民共和國才真正在情節敍述中存在。小說

中的馬來亞已被共產主義「解放」，馬來貴族及平民因勞改與大遷徙計劃遠走

他方，進行屬於馬來人的、新的離散。這篇小說可看成是擴寫的〈馬來亞人民

《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封面上的標題毛體字（資料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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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術論文 共和國備忘錄〉——小說中回歸社會的老金不斷杜撰的共和國歷史筆記在這裏

成了真實es。但從《民國的慢船》的互文寫作手法來看，這裏的馬來亞或也可

能只是老金的筆記本上虛構的內容。所有老金在書寫時面對的難題，在〈那〉

的情節中都成真了，而這些可能的亡國記事卻又是小說中「我」的父親李鼎彝

（與李敖的父親同名）刻寫在棺材板內的預言et。這樣的高度互設、互涉的寫

作手法，讓某篇章作為虛構的記錄出現在其他篇章的真實情節，模糊了讀者

辨別小說情節的虛實邊界。各個情節成了黃錦樹小說不同維度的平行宇宙，

偶爾互滲，如真似幻。而作者的本心，也就藏在這平行宇宙萬花筒之後。當

讀者細心檢視〈那〉的故事情節：其時台灣已被中共收復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一省，「我」在馬來亞時期因參加共產黨活動被英國人遣返中國，到中國後

因馬來亞華僑的多元背景，後被調派到台灣主管少數民族事務。這裏可以看

到台灣作為中國一省時，已將民國數十年經營下作為自由中國的代表性取

消，使台灣的位置變成了可有可無的「沒有」。

在小說〈那〉的開端，「我」因父喪而再度回到已無馬來人，且高壓閉鎖的

馬來亞。隨着小說行進，「我」最後面對了父親早已預言過的馬來人的反撲，

馬來亞人民共和國岌岌可危。在〈馬來亞人民共和國備忘錄〉裏，老金的遺物

中發現的筆記本，以虛構的方式將戰死的戰友起死回生，建立了馬來亞人民

共和國（筆記中亦有稱之為「南洋人民共和國」）fk。雖然筆記中以類似小說的

虛構筆法可無限上綱地創造烏有史，但烏有史所立基其上的現實仍不斷以各

種雜訊浮現於各處，讓人民共和國在虛構中不免走向滅亡。馬來皇室的土地

權、教育、語言、宗教、種族一直都是馬來（西）亞種族之間面對的難題，社

會主義並無法在臆想中真正解決這些問題，故老金的筆記本最後只剩下「難

搞」兩個大字fl。而在〈那〉裏「我」父親的老友Dr Chong（鍾博士）作為總理，

將老金的遷徙計劃付諸實行：「『冷藏行動』把馬來土邦的皇族集體送到西伯利

亞去勞改，不到十年，倖存下來的是個位數。據說Dr Chong竟然還冷酷的

說：『沒想到馬來人這麼怕冷。』空下來的十數間皇宮和廣大的園林，都被規

劃來發展觀光。」fmDr Chong從君權入手，將佔據原生土地擁有權的皇室全體

驅離，以共產黨下鄉改造的名義，行充軍發配的實質懲罰。而「種族互換協

議」更是釜底抽薪，試圖以移動與遷徙作為手段，讓土地與種族的關係單純

化：「『大遷徙』把八成的馬來亞馬來人（四百多萬）強迫遷往印尼人民共和國

（其他兩成逃入大森林，與Orang asli混居，甚至冒充他們），以交換印尼境內

的五百萬華人（兩國簽署了『種族互換協議』）。過程長達數年，那些年馬六甲

海峽幾乎沒法讓商船通行，密密麻麻都是人口遷徙的船。」fn如此是將華語語

系打破國族、語言、文化單線必然關聯的反向操作。這裏將血統的承繼作為

最廣義的「華」的定義，將這些早已散落各地、成就不同華夷變態的華人聚集

起來，試圖建構一個唯華無夷的單元國度。然此做法無疑是將土地冠上種族

主義的內涵，也不過是將真實世界中現行馬來人的「土地之子」概念抽換符

指，以期達到皆有所「歸」的結果。從執行上的困難就能知道fo：

許多華人其實不願意離開印尼，他們的祖先有的是從明代就過去的。況

且那些華人富豪的大豪宅又搬不走。馬來人眷戀他們的甘榜〔馬來語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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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土地和牛。間中衝突不斷，反對搬遷者的激烈抗爭造成數萬人死

傷。父親是這計劃最主要的反對者，認為那太過殘忍。指出半島上的馬

來人雖然有的從印尼過來不過三五年，數十年，但有的超過六七百年

了，怎麼可以把他們強行「遷回原居留地」？當時Dr Chong的反駁令他無

言以對：「你那在新加坡土生土長的兒子，還不是被英國佬遣送回中國？

他是第幾代移民？那些馬來人不也常吵着，要支那豬滾回支那嗎？」

經過數百年的移動及演變，南洋地區的種族混居產生各自與土地的連結， 

無論是本土還是他者，華夷變態早已發生，如何能在小說中回到純粹？黃錦樹

擅用火與土象徵華人在移動過程中的兩層重要聯繫：火作為中華文化、文字傳

承的接續意義；土作為在地化的夷質變遷。並不是所有華人都想「成為華人」，

小說中那五百萬印尼華人應有權利不離開印尼。這並非因為血統上是否為華人

這種本質性分類問題，而更多是由於這些華人早已落地生根且開花結果，已於

在地混成的本土成份。小說中Dr Chong以禁用馬來文的法令，試圖進一步將

土地與種族的關係更「純粹化」。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其極富啟發性

的《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揭示道：「民族就是用語言——而非血

緣——構想出來的。」fp故使用馬來文即變成擾亂民族建構的雜訊，不同的語

言聲腔乃成了顛覆種族單一國家的利器，唯有予以禁止。國家內部只能有一

種聲音，一個民族一個語言，這也是現實中馬來政權治理術的挪用：“Bahasa 

Jiwa Bangsa”（「語言是民族的靈魂」）fq。小說中母親作為單一語言的使用者，

在馬來亞禁止使用馬來語後，即喪失了話語權而暗啞無聲。黃錦樹為讀者揭

示了橫向移植純粹的華人及中華文化到他方的夷地，或反過來說是讓作為夷

質的「華」入侵這非華地區並試圖取而代之，其所遭遇的反抗並不易消解。文

化在歷史進程中是一個混搭、融合、相互消解乃至不斷變態的過程，若無法

認清這一點而力求那鐵板一塊的「結果」，則必然招致滅亡。父親李鼎彝在棺

材內以預言的方式寫下的馬來亞人民共和國亡國紀，或可視為對試圖以傳承

純粹中華文明作為民族終點的馬華族群的一記警鐘fr。

黃錦樹早在1997年寫成的〈中國性與表演性：論馬華文學與文化的限度〉

一文中就提到了時移勢易，馬來西亞獨立後華人與中國在政治意義上早已分

道揚鑣，中國是中國，華人是華人：「⋯⋯在情緒上又一再揚升至文化將亡的

集體悲哀，甚至把大馬華人的傳統文化將亡混淆為傳統中華文化將亡，在意

識上回到國家獨立前大馬華人與中國的一體感中去，其時華人的舉措確實對

將亡的中國之存亡有所影響，而此時中國是中國，華人是華人，影響所及不

過是大馬之內的華人傳統中華文化的『國中之國』（相對於政治上的『國中之

國』），甚至只是華人集體的『內在中國』，換言之，危及的是內在與『華人』定

義的中國性。」fs隱於此文背後的，是一再提醒馬華，所謂「傳統文化」或早已

在歷史的進程中不再等同「中華傳統文化」。經過土地的浸潤，這些「傳統文

化」早已是混融於斯土的、屬於馬華族群而非那想像的「中國人」了。行文至

此，筆者以為從黃錦樹的馬共書寫及其中的馬來亞人民共和國亡國紀，當可

得到華夷之變視角的啟發：純粹的「華」之移植乃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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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術論文 （三）馬共的歷史負債與馬華族群的游離

關於對馬共的念茲在茲，黃錦樹雖說「其實我並不是那麼自覺的在寫甚麼

馬共，看到統計數字自己也嚇一跳」，但隨後即補充「其實並不奇怪，⋯⋯我

的馬華文學一開始就和華人史的思考脫離不了干係」ft。對於馬共為馬華族群

留下的歷史負債，黃錦樹亦說到：「我們成長於（大馬）歷史終結之後：精鋼鐵

籠已造好了，此後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件，只有無力的掙扎與無用的感嘆。

吶喊過，徬徨過，接着以冷嘲。但又有甚麼用呢？」gk於其而言，馬華族群在

後馬共時代所承受的各種待遇，皆帶有無法改變的歷史遺迹。馬共在國家意

識形態下，逐步因那一代人的逝去而正式走入歷史，或將逐漸被淡忘；但因

馬共而留下的華人新村還遍布整個馬來半島，馬共為馬華族群留下的歷史及

其造就的國家意識形態，直至今日仍未散去。

黃錦樹離家前往民國—台灣，或說是一代代馬華青年的離家，部分原因

終究無法脫離種族主義的大環境使然。從馬來半島的馬華族群歷史語境順勢而

下，馬共的出現、存在、變奏、衰亡，每一項都參與了將馬華族群導向現階段

的處境，即黃錦樹筆下不斷檢討的民族、文字、文化等的貧弱狀態。如此馬華

處境，讓黃錦樹或其同路人不斷產生游離心境，將自身向國境之外漂流。黃錦

樹從馬華移民第三代，變成了台灣新住民第一代的生命軌迹，部分可說是承繼

自馬共所留下來的「歷史終結之後」那完而不了的債務。從以上的連結來看，黃

錦樹小說中念茲在茲的馬共，雖不曾真實出現在其經歷中，但卻從遠方協力造

成了將其涵括在內的、當下馬華族群生命在實質或心靈上的游離。馬共作為原

生債務讓馬華族群揮之不去，故黃錦樹小說中，常見到鬼魅、風乾的手，或附

身寫作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的祖先亡魂gl。馬共的陰魂不斷跨越時空，進行

各種不同的書寫，也象徵了其不曾逝去、對當下馬華族群處境的潛在影響力；

而全體馬華族群也無可奈何地只能參加這場「延長賽」。歷史進程中，華夷之變

帶來的已不是靈根自植或是落地生根，經過百年的移民史，後移民的第二、三

代甚至已到了第四代華人的境遇，或應自覺其交融與擴充的華夷之間「純粹」的

消解，已開花結果復又重新果落生根，甚至已自馬來西亞再移動／移民了。黃

錦樹的後移民／夷民身份，正展示了馬華作為源頭，在民國—台灣落地卻無法

簡單生根的新住民一代，如何見證此尚未及扎根，又將緩慢逝去的時間節點。

五　民國與馬共——大歷史與小歷史的敍述與連結

從黃錦樹的文字中，可見其從僑生到新住民身份的自夷入華發聲位置，並 

從中看到民國在台灣島及南洋華人的生命境遇中所產生的內爆動力。黃錦樹作

為小說家的同時，更以知識份子的論述模式從另一面向介入到民國內外，尋找

那一艘歷史的「破船」／「慢船」。黃錦樹從馬國及馬華族群身份進入民國，這個

背景成為了其文學內涵重要的歷史框架。當他為一群被歷史敍事逐漸抹去及遺

忘的零餘者——馬共寫作時，黃錦樹在台灣島上催生的「南洋人民共和國」，

乃於無中生有的寫作中，從「烏有」的寫作生出歷史最終的「沒有」。這些「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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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歷史中，顯現出歷史在偶然的境遇下走向冥冥中必然的結果。大歷史的敍

述與個人小歷史的連結無可分割，卻又無法以小撼大。這些「沒有」也代表了

中華正統的「沒有」，解構了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同版本的神話敍事。

黃錦樹小說中的人物在共做一個民國夢／人民共和國夢，但這個夢最後都歸於

無有，乃無所託的烏有之夢。黃錦樹在《民國的慢船》的〈跋〉曾寫道gm：

台灣的局勢令人生厭，民國的歷史顯然已進入傷停時間，因此書名最初

擬做《離開民國的慢船》；但大馬的環境看來也並不友善，因此書名一度

又擬為《航向民國的慢船》。然而，民國這艘船畢竟泰半都沉沒在過去

了，也許只有翹起的船尾一角還勉強是乾的。去除向量之後，在去來之

間，老舊的破船只剩下它自己，擱淺在赤道無風帶。《民國的慢船》這書

名是從「航向民國的慢船」及「離開民國的慢船」省略下來的（「航向民國的

慢船」／「離開民國的慢船」），箇中的「的」的所有格是假的。書名包含了

去與來，在去來之間，也可說是一種流亡的狀態，沒有位置的位置。

黃錦樹筆下擱淺的民國正走向變革的過程，未能停止。故這傷停時間裏，寫

作成了截取時間的一種手段。然在如此截取中，只能為其寫下可悲的宿命論。 

「南洋人民共和國」的亡國紀，是小說還沒開始前就注定好的。

小說作者自身的移動經驗及其筆下的人物視角間，所交織而成的華夷共

生結構值得讀者關注。黃錦樹1986年的啟程，乃作為僑生介入到台灣島民國

時期的歷史脈絡中，也正趕上了戒嚴時代的末尾。黃錦樹來台時，正遇上在

1980、90年代這個民國歷史的轉型期中，台灣本土性與民國所帶來的正統性

此消彼長的拉鋸。「僑」之身份是否應限縮到曾具民國身份者及其後代（而非如

黃錦樹此類與民國實際並無關聯的「外國華人」），甚至馬華不再傾向以「僑」

自居於民國—台灣，這些問題正讓黃錦樹得以重新思考馬華族群在土生土長、 

卻總被離散於外的「異地」馬來西亞，應如何正視及調整自己的立足點。可是

當他入籍台灣後，卻又一次複製了馬來西亞馬來人與華人間糾結的國民身份

結構——誰才是斯土更合理的住民，所爭者卻不過是先來後到的順序時長罷

了。其小說開展的內蘊是當代移動蔚為風潮的語境中，早已無法單以內外、

我他的華夷之辨做出分別的現實。黃錦樹成為其中一位離開故鄉的遊子，在

這移動中習得了寫作技能。父祖輩傳下來的薪火，就着他曾經生長的斯土，

成為了他寫作中最重要的兩個元素。

馬共與其他各種敏感題材於在地馬華文學中自帶一種無法放縱書寫的氛

圍，使相關寫作及出版受到各種內外機制的局限，但民國—台灣作為一個文

學的中繼站於二十世紀末扮演的重要樞紐角色，讓馬華文學在境外開出有別

於境內較壓抑的繁花勝景，在民國位置上加重了馬華文學敏感議題的書寫力

道。從研究者的角度來看，筆者以為「移動」作為馬華文學不可迴避的歷史現

實，已產生了極其重要的、不在馬來西亞的另類混成文學底蘊。黃錦樹筆下

大量馬共書寫，讓馬共的歷史走出國境，如同作者的身體、小說的出版都必

須離開斯土方能展開一般。在黃錦樹的移動中，馬共一再被召喚，馬共歷史

參與造就的馬國政策及意識形態，讓黃錦樹等數萬學子離開馬來（西）亞，走

向族群的二度離散。他說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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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術論文 我寫馬共題材的小說時，馬共的歷史基本上已經結束了。⋯⋯我們已沒

有那歷史的急迫性，那種現場感、那種介入的可能。⋯⋯那「此時此地的

現實」，已成過往雲煙。時間的距離讓我們的寫作必然是另一種寫作，但

也有相應的優勢——因為句點已經出來，各方的文獻也逐漸不再是秘

密。因而可以從更廣泛的視野看待那場革命，可以看到各方的觀點和態

度，而不為大馬官方，或馬共官方的視野所限。

黃錦樹提醒讀者要把其小說看作是另一種寫作，他所要說的故事並不限於那

鬥爭的四十年，可以是更長遠的故事；他要說的也不只是那些鬥爭的先賢，

卻更多是句點之後的那些承擔歷史遺贈或債務的、薪火相傳的一代代華人。

不管從作者自身或是小說世界來看，中國、民國、南洋、台灣其實都是

各自的中心、自身的「華」，都有着不斷涉入他者中的夷質。黃錦樹介入民國

的方式，當然不只帶有馬來西亞立場，而是同時帶有民國—台灣如何形成的

歷史背景；這二者又不是那個在自我建構中從來如此的結果，而是與這些現

實生命情境相互勾聯融合、建構又同時消解的華夷之變過程。故我們若定要

將這些作品粗略地置回華夷之辨的楚河漢界中，必將遇到各種單一視角及語

境無法解決的問題。華夷間在移動的風潮下早已產生邊界模糊的間距，以虛

構的文本介入，讓我們看到華夷間距的增加、混搭，而曾經被想像建構的、

被以為原有的華夷邊界正逐步減退。當馬共之於黃錦樹來說是不曾經歷的、

帶有時差的債務，則民國於他又是一種帶有時差的遺贈。這兩者不論是負債

抑或遺贈，都已在這開往消亡的慢船上，等待被一層新的集體記憶覆蓋。黃

錦樹身上所帶有的歷史的零餘，也持續在其文學創作中完而不了地顯現着。

黃錦樹無疑是後馬共時代的書寫者，卻同時看着民國的慢船漸行漸遠，自身

也或將成為那個中華意識形態正朔的「民國」在二十一世紀的「遺民」。馬共抑

或民國，如此梳理看來，其意義在黃錦樹的小說中其實並無二致。

註釋
1	 中華民國教育部《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中提到：「所稱僑生，指海外出

生連續居留迄今，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並取得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

證件回國就學之華裔學生。但就讀大學醫學、牙醫及中醫學系者，其連續居留年

限為八年以上。」故此處所稱僑生應為（曾）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身份者或其子女，

方有「回國就學」的事實。按照外國（非台灣）華人的定義，如黃錦樹這類先祖於中

華民國建國前，即移民海外延續至第三代的華人，多稱為「華裔」或「華人」。然而

法規中另有一條敍明「僑生身份認定，由僑務主管機關為之」，則政策上的認定，

乃可以中華民國中心輻輳而出，將他國華裔／華人全部涵括在內，成為語意模糊

的「僑生」。法規全文參見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s://edu.law.moe.gov.tw/

LawContent.aspx?id=FL009263。

2	 黃錦樹：〈非寫不可的理由（初版《烏暗暝》序）〉，載《烏暗暝》（台北：麥田出

版，2017），頁460。

3	 詳見王德威：〈華夷之變：華語語系研究的新視界〉，《中國現代文學》，第34

期（2018年12月），頁1-28。王德威於文中強調行動中的人間（vita	activa）與思

考中的人間（vita	contemplativa）之辯證對話：行動與語言創生的無限可能。且人

文學者應特別注重華夷風研究「言」與「文」與「變」	的聯動意義。這不僅因華夷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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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民國」作為族群中心的意識形態及其從建構至逐步減弱的全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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