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文
藝
雜
誌
與
台
灣
文
學
的
發
展
密
切
相
關
。
使
用
﹁
文
藝
﹂
而
不
用

﹁
文
學
﹂
，
是
因
為
這
些
刊
物
雖
以
文
學
為
主
體
，
但
大
部
分
還
包
含
電

影
、
藝
術
、
音
樂
等
領
域
。
將
文
藝
雜
誌
學
科
化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
然
而

當
前
台
灣
並
不
重
視
這
類
知
識
體
系
的
建
構
，
過
去
，
我
曾
在
︽
文
訊
月

刊
︾
製
作
過
﹁
報
紙
副
刊
特
輯
﹂，
並
提
出
﹁
副
刊
學
﹂
的
名
稱
；
也
曾
企

畫
過
﹁
文
學
雜
誌
特
輯
﹂，
今
提
出
﹁
文
藝
雜
誌
學
﹂，
希
望
透
過
和
﹁
副

刊
學
﹂
的
對
照
，
更
能
深
化
當
代
文
學
與
傳
播
的
關
聯
性
研
究
。

副
刊
是
報
紙
的
一
個
版
面
，
雜
誌
是
書
刊
形
式
。
副
刊
每
天
見
報
，
但

淘
汰
快
速
，
承
載
量
少
，
以
目
前
的
︽
聯
合
報
‧
副
刊
︾
來
說
，
大
約
只

能
容
納
六
千
字
，
相
對
而
言
，
雜
誌
刊
期
間
隔
長
，
然
而
承
載
量
相
當
可

觀
，
能
多
達
數
百
頁
。
報
紙
屬
於
大
眾
性
傳
媒
，
無
法
大
膽
接
受
過
於
實

驗
性
、
學
術
性
的
作
品
，
雜
誌
卻
能
夠
負
荷
，
如
王
文
興
︽
背
海
的
人
︾

就
是
一
例
，
因
讀
者
抗
議
而
在
︽
中
國
時
報
‧
人
間
副
刊
︾
腰
斬
，
遂
轉

於
專
業
性
文
學
刊
物
︽
中
外
文
學
︾
重
新
連
載
。

文
藝
雜
誌
學
是
一
門
整
合
性
學
科
，
可
以
是
傳
播
學
的
分
支
，
進
行
的

是
類
型
雜
誌
研
究
；
也
可
以
是
文
學
的
分
支
，
進
行
的
是
文
學
的
傳
播
媒

介
研
究
，
若
以
大
陸
的
話
語
來
說
，
它
屬
於
邊
緣
性
學
科
，
似
乎
有
點
被

貶
斥
的
意
味
，
因
此
我
並
不
傾
向
使
用
﹁
邊
緣
﹂
一
詞
。
文
藝
是
一
個
領

域
，
雜
誌
亦
是
一
個
領
域
，
文
藝
與
雜
誌
各
自
成
學
，
二
者
的
結
合
點
，

就
在
於
文
藝
的
表
現
以
雜
誌
作
為
載
體
。
簡
言
之
，
文
藝
雜
誌
學
就
是
研

究
文
藝
在
雜
誌
上
的
表
現
，
當
文
藝
創
作
或
者
文
藝
報
導
、
評
論
，
以
雜

誌
作
為
載
體
時
，
勢
必
受
制
於
雜
誌
的
傳
媒
特
性
，
因
此
特
別
值
得
研

究
。雜

誌
作
為
一
個
傳
媒
，
有
其
生
產
、
製
作
、
發
行
等
過
程
，
其
中
有
屬

於
雜
誌
的
通
性
部
分
，
也
有
屬
於
文
藝
雜
誌
的
特
殊
性
部
分
。
通
性
部
分

屬
於
雜
誌
編
輯
學
、
雜
誌
經
營
學
；
文
藝
性
部
分
，
則
是
有
別
於
其
他
雜

誌
的
編
輯
考
量
，
著
重
其
促
進
文
藝
發
展
、
提
供
作
家
發
表
園
地
、
記
錄

作
家
動
態
等
，
並
因
應
時
代
變
化
，
對
文
藝
現
象
做
出
歷
史
性
的
分
析
和

評
價
。

2
我
們
要
如
何
看
待
這
樣
一
門
學
科
？
其
研
究
方
向
為
何
？
大
體
來
說
，

它
的
範
疇
可
以
分
成
三
大
項
：

一
、
理
論
：
文
藝
雜
誌
學
首
先
須
在
理
論
層
面
建
立
屬
於
自
己
的
學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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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藝
雜
誌
學
是
研
究
文
藝
在
雜
誌
上
的
表
現
，

文
藝
與
雜
誌
各
是
一
個
領
域
，

當
文
藝
的
表
現
以
雜
誌
作
為
載
體
時
，

勢
必
受
制
於
雜
誌
的
傳
媒
特
性
，

因
此
特
別
值
得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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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一：導言

性
質
與
功
能
，
以
解
決
不
同
的
生
產
、
製
作
、
發
行
問
題
。
以
文
藝
作
為

主
要
訴
求
的
文
藝
雜
誌
，
一
定
要
建
構
屬
於
自
己
的
理
論
，
譬
如
文
藝
雜

誌
編
輯
學
，
首
先
便
需
認
定
文
藝
雜
誌
的
編
輯
與
其
他
類
型
雜
誌
不
同
，

必
須
有
文
藝
的
關
懷
視
野
。

二
、
批
評
：
從
刊
載
內
容
到
包
裝
形
式
，
可
作
整
體
觀
察
，
或
針
對
局

部
表
現
進
行
批
評
，
立
刊
宗
旨
以
及
其
後
的
編
輯
行
為
是
否
契
合
？
品
質

如
何
？
號
召
名
家
寫
作
或
鼓
勵
新
人
？
對
應
社
會
現
實
與
文
學
發
展
的
程

度
如
何
？
包
裝
、
版
面
設
計
、
插
畫
，
這
些
都
可
加
以
批
評
。
文
藝
雜
誌

學
第
一
層
面
在
理
論
的
建
構
，
第
二
層
面
就
在
對
文
藝
雜
誌
的
具
體
表

現
，
提
出
詮
釋
和
分
析
，
甚
至
價
值
判
斷
。

三
、
歷
史
：
一
個
專
題
如
何
規
畫
是
理
論
問
題
，
站
在
理
論
的
基
礎

上
，
檢
驗
專
題
是
否
合
宜
？
是
否
扣
緊
現
實
發
展
？
作
為
一
個
批
評
者
必

須
找
出
其
中
的
關
聯
，
給
予
合
理
論
述
。
而
歷
史
研
究
要
處
理
的
第
一
個

問
題
，
是
一
個
時
代
的
刊
物
之
整
體
性
，
在
特
定
的
歷
史
時
期
，
整
個
文

化
領
域
，
不
論
是
一
個
國
家
、
一
個
社
會
、
一
個
省
分
、
一
個
特
定
獨
立

空
間
，
一
個
生
活
現
場
、
文
化
範
圍
，
透
過
觀
察
與
敘
述
，
可
以
將
整
個

文
藝
雜
誌
構
成
的
文
壇
呈
現
出
來
。

歷
史
可
以
斷
代
，
某
一
主
編
所
負
責
的
某
個
時
期
之
刊
物
，
其
表
現
與

他
者
之
間
的
關
聯
性
為
何
？
例
如
︽
中
外
文
學
︾
在
一
九
七
○
年
代
出

現
，
同
時
期
還
有
另
一
個
刊
物
︽
書
評
書
目
︾，
兩
者
相
同
的
地
方
是
作
為

報
導
跟
評
論
媒
介
，
但
是
︽
中
外
文
學
︾
的
學
術
性
強
，
而
︽
書
評
書
目
︾

面
對
的
是
圖
書
市
場
問
題
，
讀
者
的
閱
讀
以
及
作
家
的
創
作
，
所
以
它
的

報
導
性
比
︽
中
外
文
學
︾
強
，
學
術
性
較
淡
；
︽
中
外
文
學
︾
的
評
論
文

章
可
能
是
學
術
性
論
文
，
而
此
類
文
章
︽
書
評
書
目
︾
較
無
法
承
載
。
同

一
個
歷
史
時
期
，
可
以
將
多
個
刊
物
整
體
考
察
，
作
斷
代
的
整
體
論
述
。

第
二
個
問
題
是
個
別
雜
誌
的
歷
史
問
題
。
個
別
的
文
藝
雜
誌
，
形
成
自

己
的
歷
史
，
隨
著
年
代
遷
移
，
由
誰
負
責
編
輯
？
如
何
對
應
環
境
變
化
？

任
何
刊
物
都
可
拉
出
一
條
史
線
，
例
如
︽
現
代
文
學
︾，
至
少
可
以
分
成
兩

個
歷
史
時
期
，
一
是
同
仁
刊
物
階
段
，
一
是
遠
景
階
段
，
中
間
停
刊
了
一

段
時
間
，
而
後
來
︽
現
代
文
學
︾
合
訂
重
刊
並
不
包
含
後
者
，
遠
景
時
期

因
可
能
涉
及
版
權
問
題
而
無
法
再
印
。
另
外
如
︽
文
季
︾
雖
歷
經
更
名
，

仍
可
視
為
同
一
刊
物
的
不
同
時
期
來
看
待
。
更
進
一
步
說
明
，
一
個
刊
物

的
特
定
主
編
，
譬
如
︽
聯
合
文
學
︾
的
初
安
民
時
期
到
許
悔
之
時
期
，
中

間
的
轉
換
過
程
十
分
明
顯
，
許
悔
之
逐
漸
要
走
自
己
的
道
路
，
主
編
換
置

的
因
素
亦
是
研
究
者
重
要
的
關
注
角
度
。

3
理
論
、
批
評
、
歷
史
，
作
為
文
藝
雜
誌
研
究
的
三
個
範
疇
，
三
者
彼
此

之
間
交
相
影
響
、
滲
透
，
不
是
孤
立
的
現
象
。
在
做
歷
史
研
究
時
，
必
須

有
許
多
實
際
的
觀
察
和
批
評
為
基
礎
，
歷
史
敘
述
當
中
的
某
一
片
段
，
往

往
就
是
實
際
批
評
的
具
體
成
果
，
只
是
這
個
批
評
是
歷
史
的
批
評
，
還
是

借
用
其
他
批
評
家
的
意
見
，
則
視
處
理
現
象
的
方
式
而
異
。

文
藝
雜
誌
學
確
實
可
以
成
為
一
門
文
藝
學
科
，
又
帶
有
雜
誌
學
的
整
合

性
因
素
，
兩
者
合
併
討
論
時
，
我
們
要
面
對
的
是
文
藝
在
載
體
中
的
表
現

問
題
，
涉
及
文
藝
創
作
人
與
雜
誌
編
輯
者
之
間
的
關
聯
性
。
雜
誌
是
一
個

活
動
場
域
，
在
編
輯
者
的
管
理
之
下
，
可
以
進
入
場
域
中
的
創
作
者
，
須

與
編
輯
者
有
某
種
人
事
、
理
念
的
關
聯
存
在
，
文
學
觀
是
否
接
近
？
文
學

口
味
是
否
適
合
？
此
種
關
聯
性
的
建
立
十
分
重
要
，
因
此
常
有
編
輯
和
作

家
成
為
一
生
要
好
的
朋
友
，
如
同
伯
樂
和
千
里
馬
，
擁
有
實
際
權
力
的
編

輯
篩
選
出
某
些
作
家
的
作
品
，
其
地
位
和
電
影
的
導
演
十
分
相
似
，
決
定

舞
台
佈
景
、
燈
光
、
音
效
、
劇
本
、
演
員
，
通
過
這
些
組
成
分
子
的
綜
合

表
現
，
傳
達
導
演
對
於
政
治
、
經
濟
、
社
會
、
愛
情
、
人
生
的
看
法
。
另

有
製
作
人
一
職
，
例
如
傳
播
公
司
老
闆
，
提
供
資
金
、
有
效
管
理
，
就
如

同
雜
誌
社
的
社
長
，
或
其
背
後
的
基
金
會
，
如
此
便
涉
及
另
一
個
問
題
，

文
藝
雜
誌
在
理
論
建
構
中
，
可
能
因
為
其
背
後
組
織
系
統
不
同
，
而
形
成

不
同
的
刊
物
，
如
政
府
刊
物
、
政
黨
刊
物
、
軍
方
刊
物
、
民
營
企
業
刊
物

等
等
，
例
如
中
油
曾
經
有
過
很
棒
的
綜
合
性
文
藝
刊
物
︽
拾
穗
︾，
大
同
公

司
曾
經
辦
過
︽
大
同
雜
誌
︾，
五
○
年
代
的
重
要
刊
物
︽
野
風
︾，
雖
然
不

是
公
家
刊
物
，
裡
面
的
成
員
卻
全
都
是
台
糖
員
工
，
高
雄
煉
油
廠
的
一
群

寫
作
人
也
曾
組
織
文
藝
社
團
並
出
版
刊
物
。
背
後
提
供
資
金
、
創
辦
動
力

的
組
織
，
根
據
其
屬
性
的
不
同
，
也
會
影
響
到
刊
物
的
定
位
。
總
而
言

之
，
文
藝
雜
誌
可
以
研
究
的
地
方
非
常
多
，
有
理
論
建
構
、
實
際
批
評
、

歷
史
書
寫
等
三
大
範
疇
。
當
實
際
的
研
究
已
不
斷
展
開
之
際
，
學
科
化
是

一
定
得
推
動
的
事
。
︵
尹
子
玉
整
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