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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日
治
時
期
台
灣
文
學
雜
誌
為
觀
察
場
域

文
學
雜
誌
作
為
文
學
傳
播
的
主
要
媒
介
，

在
日
治
時
期
台
灣
新
文
學
的
發
展
過
程
中
，

扮
演
著
作
為
文
學
創
作
發
表
園
地
、

文
化
思
潮
的
鼓
吹
者
、

文
學
社
群
與
運
動
基
地
、

政
治
與
意
識
形
態
的
傳
聲
機
器
等
特
殊
角
色
。

1
文
學
發
展
與
文
學
媒
介
的
關
係
，
是
不
可
也
無
法
分
割
的
。
法
國
文
學

社
會
學
家
埃
斯
卡
皮
︵R

o
b
ert

E
scarp

it

︶
在
他
的
︽
文
學
社
會
學
︾
一

書
中
，
起
筆
就
說
：
﹁
所
有
文
學
活
動
都
是
以
作
家
、
書
籍
及
讀
者
三
方

面
的
參
與
為
前
提
。
﹂
換
句
話
說
，
作
為
一
種
社
會
學
的
領
域
，
文
學
脫

離
不
開
作
家
、
媒
介
以
及
讀
者
三
方
的
互
動
。
探
究
一
個
國
家
的
文
學
發

展
，
無
法
忽
略
作
家
、
作
品
，
以
及
前
述
兩
者
對
於
社
會
所
起
的
影
響
與

意
義
。
從
文
學
的
視
角
來
看
，
社
會
是
由
文
學
反
映
出
來
的
；
歷
史
是
由

文
學
書
寫
出
來
的—

—

介
於
社
會
的
橫
切
面
和
歷
史
的
縱
切
面
之
間
，
文

學
通
過
媒
介
︵
手
稿
、
書
籍
、
雜
誌
、
報
紙
副
刊
、
網
路
︶
方
才
彰
顯
了

它
對
當
代
與
後
代
讀
者
的
影
響
，
從
而
再
現
︵rep

resen
tatio

n

︶
了
歷
史

與
社
會
的
形
貌
。

從
這
個
角
度
切
入
文
學
發
展
歷
程
，
我
們
就
不
能
不
密
切
注
意
文
學
傳

播
媒
介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與
功
能
。
一
般
來
說
，
文
學
媒
介
基
本
上
具
有
五

大
功
能
：
一
是
反
映
文
學
與
當
代
社
會
的
互
動
，
二
是
推
湧
文
學
思
潮
與

活
動
，
三
是
凝
聚
文
學
社
群
與
文
化
認
同
，
四
是
提
供
作
家
發
表
園
地
與

培
育
新
人
，
五
是
提
供
讀
者
教
養
與
娛
樂
。
而
這
不
僅
是
文
學
的
，
也
是

文
化
史
意
義
的
彰
顯
。
沒
有
一
個
作
家
、
沒
有
一
種
文
本
，
能
夠
脫
離
媒

介
而
獨
自
生
存
，
或
者
傳
播
開
來
、
流
傳
下
去—

—

這
說
明
了
沒
有
媒

介
，
也
就
沒
有
文
學
的
道
理
。

在
包
含
文
本
、
書
籍
、
雜
誌
、
報
紙
副
刊
與
網
路
等
諸
多
不
同
形
式
的



文
學
傳
媒
之
間
，
能
統
合
前
述
媒
介
四
大
功
能
的
，
又
以
文
學
雜
誌
為

最
。
手
稿
與
書
籍
，
通
常
是
作
家
個
體
創
作
的
展
現
，
難
以
見
出
凝
聚
文

學
社
群
與
認
同
的
力
量
；
報
紙
副
刊
雖
然
集
結
不
同
作
家
的
創
作
與
論

述
，
但
因
為
作
為
大
眾
傳
播
媒
介
的
﹁
大
眾
﹂
定
位
與
特
質
，
也
通
常
必

須
迴
避
特
定
一
文
學
社
群
及
思
潮
或
作
品
風
格
的
過
度
強
調
或
集
中
；
至

於
初
興
的
網
路
媒
介
，
則
以
其
﹁
個
體
性
﹂
特
質
，
截
至
目
前
為
止
尚
難

看
出
社
群
與
文
化
認
同
的
彰
顯
。
只
有
文
學
雜
誌
，
尤
其
以
純
文
學
雜
誌

來
看
，
在
台
灣
新
文
學
發
展
過
程
中
一
直
表
現
出
強
烈
的
社
群
特
質
，
它

們
在
凝
聚
文
學
社
群
與
文
化
認
同
、
推
湧
文
學
思
潮
與
活
動
的
兩
個
主
要

功
能
上
，
扮
演
了
主
要
的
角
色
，
具
有
對
台
灣
新
文
學
發
展
舉
足
輕
重
的

關
鍵
性
影
響
力
。

2
我
們
當
然
不
能
說
，
沒
有
文
學
雜
誌
就
沒
有
台
灣
文
學
；
但
我
們
可
以

這
樣
說
，
沒
有
文
學
雜
誌
，
則
台
灣
新
文
學
史
勢
必
缺
掉
一
角
。
從
一
九

二
○
年
台
灣
學
生
在
日
本
東
京
創
辦
︽
台
灣
青
年
︾
雜
誌
以
來
，
迄
今
的

台
灣
新
文
學
發
展
都
與
文
學
雜
誌
發
表
作
品
、
傳
佈
思
潮
、
結
盟
成
派
，

乃
至
於
與
社
會
、
歷
史
產
生
互
動
，
進
而
累
積
為
台
灣
文
化
史
的
一
部

分
，
都
可
見
其
密
切
關
聯
。

由
於
台
灣
新
文
學
運
動
發
展
迄
今
已
有
八
十
餘
年
，
此
期
間
跨
越
兩
個

不
同
的
統
治
年
代
，
文
學
雜
誌
屢
仆
屢
起
，
家
數
繁
多
，
這
篇
小
文
不
可

能
完
全
處
理
。
因
此
以
下
將
僅
以
日
治
時
期
台
灣
文
學
雜
誌
為
觀
察
場

域
，
藉
以
釐
清
台
灣
文
學
雜
誌
與
台
灣
新
文
學
發
展
的
關
聯
，
提
供
讀
者

參
考
；
至
於
戰
後
台
灣
文
學
雜
誌
的
變
遷
與
台
灣
文
學
發
展
之
關
係
，
則

有
待
另
文
探
討
。

台
灣
新
文
學
的
開
始
，
通
說
以
由
︽
台
灣
青
年
︾
而
︽
台
灣
︾
到
︽
台

灣
民
報
︾、
︽
台
灣
新
民
報
︾
的
﹁
台
灣
民
報
系
﹂
為
首
要
媒
介
。
一
九
二

○
年
，
台
灣
留
日
學
生
在
東
京
創
辦
︽
台
灣
青
年
︾
雜
誌
，
初
期
的
台
灣

新
文
學
發
展
，
正
是
依
賴
著
以
︽
台
灣
青
年
︾
為
首
的
﹁
台
灣
民
報
系
﹂

的
鼓
吹
與
刺
激
而
展
開
。

其
中
較
關
鍵
者
是
反
映
文
學
與
當
代
社
會
的
互
動
、
推
湧
文
學
思
潮
、

以
及
凝
聚
文
化
認
同
的
部
分
。
如
︽
台
灣
青
年
︾
刊
佈
陳
端
明
所
寫
︿
日

用
文
鼓
吹
論
﹀
，
強
調
以
簡
便
的
日
用
文
︵
白
話
︶
改
革
文
學
，
啟
迪
民

智
；
其
後
更
名
的
︽
台
灣
︾
刊
出
黃
呈
聰
︿
論
普
及
白
話
文
的
使
命
﹀、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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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一：導言

台
灣
新
文
學
的
開
始
，
以
︽
台
灣
青
年
︾
至
︽
台
灣
︾、
︽
台
灣
民
報
︾
為
首
要
媒

介
。



朝
琴
︿
漢
文
改
革
論
﹀，
到
再
更
名
的
︽
台
灣
民
報
︾
刊
載
張
我
軍
一
系
列

主
張
建
立
以
白
話
文
為
書
寫
工
具
的
論
述
。
通
過
這
些
論
述
，
起
步
中
的

台
灣
新
文
學
界
獲
得
了
與
當
時
世
界
思
潮
同
步
的
啟
發
，
白
話
文
作
為
文

學
書
寫
工
具
的
正
當
性
得
以
確
定
。

其
次
，
使
用
白
話
寫
作
的
作
家
與
作
品
也
通
過
雜
誌
和
社
會
產
生
對

話
，
要
者
如
追
風
︵
謝
春
木
︶
的
︿
她
往
何
處
去—

—

致
苦
惱
的
年
輕
姊

妹
﹀︵
日
文
︶、
無
知
的
︿
神
秘
的
自
制
島
﹀
等
。
雖
然
，
台
灣
民
報
系
在

雜
誌
階
段
仍
非
純
文
學
雜
誌
，
但
直
到
一
九
三
二
年
︽
台
灣
新
民
報
︾
改

為
日
報
發
行
之
前
的
十
二
年
間
，
它
的
文
學
／
文
化
雜
誌
性
格
則
相
當
濃

烈
，
成
為
一
如
葉
石
濤
所
說
的
﹁
台
灣
新
文
學
運
動
的
根
據
地
和
大
本

營
﹂，
因
此
在
台
灣
新
文
學
發
軔
期
間
，
﹁
台
灣
民
報
系
﹂
實
則
也
扮
演
了

文
學
雜
誌
的
角
色
。

台
灣
最
早
出
現
的
新
文
學
雜
誌
是
一
九
二
五
年
由
楊
雲
萍
和
江
夢
筆
創

刊
的
︽
人
人
︾，
不
過
只
出
兩
期
，
具
有
歷
史
意
義
，
實
際
影
響
力
則
弱
。

真
正
開
始
發
揮
文
學
媒
介
力
量
的
雜
誌
，
是
一
九
三
二
年
創
刊
的
︽
南
音
︾

︵
其
背
後
是
一
九
三
一
年
成
立
的
﹁
南
音
社
﹂
社
群
︶、
一
九
三
三
年
在
東

京
發
行
的
︽
福
爾
摩
沙
︾︵
其
主
力
是
東
京
台
灣
學
生
組
成
的
﹁
台
灣
藝
術

研
究
會
﹂︶。
這
兩
份
雜
誌
有
其
異
同
之
處
：
就
相
同
部
分
來
看
，
︽
南
音
︾

推
動
台
灣
話
文
運
動
，
相
當
積
極
，
主
要
角
色
是
三
○
年
代
與
黃
石
輝
一

起
點
燃
台
灣
話
文
運
動
與
論
戰
的
要
角
之
一
郭
秋
生
，
他
在
該
刊
開
闢

﹁
台
灣
話
文
嘗
試
欄
﹂，
奠
定
了
台
語
文
學
的
初
基
；
︽
福
爾
摩
沙
︾
雜
誌

則
引
進
西
方
近
代
文
學
技
巧
，
以
日
文
作
為
書
寫
工
具
，
懷
抱
創
作
﹁
台

灣
人
的
文
藝
﹂
的
雄
心—

—

台
灣
新
文
學
發
展
過
程
中
，
具
有
文
學
社
群

特
質
，
而
又
以
推
動
特
定
思
潮
和
運
動
為
目
標
的
文
學
雜
誌
模
式
，
由
此

開
始
；
就
其
異
者
而
言
，
︽
南
音
︾
靠
近
本
土
，
以
台
灣
話
文
書
寫
和
運

動
為
目
標
，
︽
福
爾
摩
沙
︾
則
強
調
藝
術
性
，
企
圖
在
殖
民
文
化
的
籠
罩

下
，
以
殖
民
者
的
語
言
建
立
獨
自
的
文
化—

—

兩
者
在
藝
術
傾
向
和
美
學

企
圖
上
一
傾
向
現
實
主
義
、
一
傾
向
浪
漫
主
義
。
而
這
也
肇
啟
了
此
後
台

灣
文
學
雜
誌
與
文
學
發
展
過
程
中
的
兩
大
思
潮
傾
向
。

一
九
三
三
年
十
月
，
台
灣
本
土
的
第
一
個
文
學
社
團
﹁
台
灣
文
藝
協
會
﹂

︵
主
力
郭
秋
生
、
廖
漢
臣
、
黃
得
時
等
︶
在
台
北
成
立
，
揭
櫫
﹁
以
自
由
主

義
為
精
神
，
以
圖
謀
台
灣
文
藝
健
全
發
達
為
目
的
﹂
的
文
學
運
動
路
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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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治
時
期
，
文
學
雜
誌
不
僅
是
作
品
發
表
園
地
，
還
是
文
化
思
潮
的
鼓
吹
者
。



次
年
創
刊
︽
先
發
部
隊
︾，
後
改
為
︽
第
一
線
︾，
雖
只
出
版
兩
期
，
不
過

︽
先
發
部
隊
︾
創
刊
號
推
出
﹁
台
灣
新
文
學
出
路
的
探
究
﹂
專
輯
，
邀
集
黃

石
輝
、
周
定
山
、
賴
慶
、
守
愚
、
君
玉
、
點
人
、
毓
文
、
秋
生
等
八
位
作

家
就
台
灣
新
文
學
的
發
展
提
出
論
點
；
︽
第
一
線
︾
推
出
﹁
台
灣
民
間
故

事
特
輯
﹂︵
收
十
一
篇
作
品
︶，
則
首
開
台
灣
文
學
雜
誌
製
作
﹁
特
輯
﹂
的

先
例
，
同
時
也
強
化
了
文
學
傳
媒
作
為
公
共
論
壇
的
特
色
；
另
外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這
份
雜
誌
除
了
與
前
述
兩
刊
同
文
學
社
群
的
色
彩
之
外
，
同
時

也
表
現
出
具
備
特
定
意
識
形
態
︵
名
為
﹁
自
由
主
義
﹂，
實
為
以
本
土
普
羅

大
眾
為
基
調
的
﹁
社
會
主
義
﹂︶
的
強
烈
風
格
與
走
向
，
稱
之
為
運
動
型
文

學
雜
誌
亦
不
為
過
。

到
了
一
九
三
四
年
五
月
，
由
張
深
切
、
賴
明
弘
等
倡
議
，
集
結
全
台
作

家
的
﹁
全
島
文
藝
大
會
﹂
在
台
中
市
成
立
，
其
後
組
成
﹁
台
灣
文
藝
聯

盟
﹂，
並
於
同
年
十
一
月
創
辦
︽
台
灣
文
藝
︾
雜
誌
︵
漢
文
和
文
各
半
︶。

該
刊
雖
然
作
為
文
聯
的
機
關
刊
物
，
但
由
創
刊
號
︿
熱
語
﹀
強
調
﹁
我
們

以
其
有
偽
路
線
不
如
寧
無
路
線
﹂、
﹁
我
們
的
方
針
不
偏
不
黨
﹂、
﹁
把
台

灣
的
一
切
路
線
築
向
到
全
世
界
的
心
臟
去
﹂
等
標
語
來
看
，
這
份
雜
誌
並

不
強
調
主
義
、
主
張
或
路
線
，
因
此
得
以
結
合
全
島
作
家
，
共
同
創
作
，

這
是
台
灣
文
學
雜
誌
多
元
典
範
的
開
始
。
這
當
中
，
當
然
也
表
現
出
對
於

路
線
與
意
識
形
態
的
揚
棄
，
黃
得
時
認
為
﹁
台
灣
文
學
運
動
到
這
時
期
，

已
漸
漸
脫
去
政
治
上
的
聯
繫
，
而
走
向
文
學
獨
自
的
境
地
了
﹂。

︽
台
灣
文
藝
︾
的
多
元
主
義
走
向
，
其
後
引
發
堅
持
社
會
現
實
主
義
路
線

的
楊
逵
不
滿
。
一
九
三
五
年
，
楊
逵
與
葉
陶
在
台
中
另
起
爐
灶
，
成
立

﹁
台
灣
新
文
學
社
﹂，
創
刊
︽
台
灣
新
文
學
︾
雜
誌
，
強
調
﹁
為
了
台
灣
的

作
家
和
讀
者
，
我
們
迫
切
需
要
能
夠
反
映
台
灣
現
實
的
文
學
機
關
﹂，
因
此

︽
台
灣
新
文
學
︾
的
內
容
主
要
環
繞
在
社
會
現
實
主
義
的
闡
發
和
實
踐
之

上
，
該
刊
對
於
當
時
日
本
、
朝
鮮
左
翼
作
家
以
及
中
國
的
魯
迅
、
俄
國
高

爾
基
等
的
作
品
與
思
想
的
介
紹
不
遺
餘
力
，
表
現
了
寬
闊
的
左
翼
國
際
視

野
。
這
是
過
去
台
灣
新
文
學
雜
誌
比
較
欠
缺
的
部
分
，
從
多
元
主
義
走
向

國
際
主
義
，
是
︽
台
灣
新
文
學
︾
作
為
文
學
傳
媒
樹
立
的
又
一
個
典
範
。

而
台
灣
新
文
學
運
動
發
展
到
此
，
舞
台
也
逐
步
由
報
紙
副
刊
轉
移
到
文
學

雜
誌
發
展
。

一
九
三
七
年
中
日
戰
爭
爆
發
，
台
灣
新
文
學
發
展
進
入
﹁
戰
爭
期
﹂，
台

灣
總
督
府
開
始
禁
用
漢
文
，
所
有
傳
播
媒
介
均
受
到
箝
制
，
楊
逵
︽
台
灣

新
文
學
︾
雜
誌
因
此
廢
刊
。
一
九
三
九
年
，
日
本
作
家
西
川
滿
、
北
原
政

吉
等
成
立
﹁
台
灣
詩
人
協
會
﹂，
創
刊
︽
華
麗
島
︾
雜
誌
，
後
又
改
組
會
為

﹁
台
灣
文
藝
家
協
會
﹂，
納
入
台
日
作
家
六
十
二
人
，
於
一
九
四
○
年
創
辦

機
關
誌
︽
文
藝
台
灣
︾，
這
是
日
本
統
治
階
級
的
媒
介
，
也
是
首
次
由
日
本

人
主
導
、
台
灣
人
作
家
點
綴
其
中
的
文
學
雜
誌
，
葉
石
濤
說
它
﹁
代
表
殖

民
者
的
意
識
形
態
﹂，
這
類
雜
誌
，
在
台
灣
文
學
發
展
過
程
中
，
也
形
成
另

一
種
典
型
與
模
式
。
文
學
媒
介
在
意
識
形
態
國
家
機
器
的
指
揮
下
，
配
合

國
家
或
統
治
者
的
需
要
，
進
行
媒
介
內
容
的
傳
佈
，
如
該
刊
在
皇
民
化
運

動
過
程
中
強
調
﹁
文
藝
報
國
使
命
﹂，
其
後
在
一
九
四
三
年
﹁
台
灣
決
戰
文

學
會
議
﹂
中
由
西
川
滿
提
議
﹁
撤
廢
結
社
﹂，
導
致
所
有
文
學
雜
誌
的
廢
刊

等
都
是
明
證
。
這
在
其
後
的
台
灣
文
學
發
展
中
也
仍
多
有
出
現
。

與
︽
文
藝
台
灣
︾
抗
衡
的
，
是
一
九
四
一
年
張
文
環
組
成
的
﹁
啟
文

社
﹂，
及
其
創
辦
的
︽
台
灣
文
學
︾
雜
誌
。
根
據
張
文
環
自
述
，
這
本
雜
誌

基
本
上
是
對
抗
西
川
滿
及
其
︽
文
藝
台
灣
︾
的
個
人
趣
味
以
及
缺
乏
人
道

主
義
走
向
而
出
，
因
此
該
刊
大
體
上
繼
承
了
台
灣
新
文
學
運
動
的
主
脈
，

即
寫
實
主
義
傳
統
路
線
，
在
愈
來
愈
嚴
酷
的
皇
民
化
政
策
下
進
行
抵
抗
，

其
中
作
品
如
張
文
環
的
︿
夜
猿
﹀、
︿
閹
雞
﹀，
呂
赫
若
的
︿
財
子
壽
﹀
與

楊
逵
的
︿
無
醫
村
﹀
等
，
都
是
流
傳
至
今
的
佳
構
。
作
為
與
統
治
者
意
識

形
態
機
器
相
互
抗
衡
的
文
學
媒
介
，
︽
台
灣
文
學
︾
樹
立
的
是
一
種
通
過

作
品
表
現
潛
藏
主
張
和
抵
抗
意
識
的
媒
介
形
態—

—

表
面
上
，
在
雜
誌
的

論
述
部
分
，
格
於
統
治
者
政
策
，
該
刊
也
強
調
支
持
﹁
大
東
亞
戰
爭
﹂
的

﹁
文
藝
使
命
﹂
；
骨
子
裡
，
則
是
透
過
台
灣
人
作
家
的
作
品
﹁
推
進
本
島
文

化
﹂，
其
中
流
露
出
的
被
殖
民
者
的
無
奈
與
傷
痕
。

一
九
四
三
年
︽
文
藝
台
灣
︾
與
︽
台
灣
文
學
︾
同
時
遭
到
總
督
府
廢
刊

之
後
，
由
﹁
台
灣
文
學
奉
公
會
﹂
刊
行
的
︽
台
灣
文
藝
︾
成
為
戰
爭
末
期

台
灣
唯
一
的
文
學
雜
誌
。
這
是
前
述
﹁
台
灣
文
學
決
戰
會
議
﹂
的
成
果
，

展
現
了
殖
民
統
治
者
統
一
文
學
的
意
志
和
權
力
，
這
份
雜
誌
的
編
委
六

人
，
只
有
張
文
環
為
台
籍
作
家
，
其
他
五
人
包
括
西
川
滿
皆
為
日
人
作

家
；
加
上
總
計
八
期
內
容
中
，
如
﹁
擊
滅
驕
敵
之
神
機
已
到
﹂、
﹁
因
應
戰

果
之
道
﹂
專
輯
等
作
品
的
推
出
，
以
及
﹁
決
戰
文
學
﹂
小
說
的
刊
登
，
都

說
明
了
文
學
雜
誌
受
到
政
治
干
擾
與
指
揮
的
不
堪
，
台
灣
新
文
學
發
展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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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中
有
﹁
戰
鬥
文
學
﹂
之
稱
的
年
代
，
一
般
通
識
是
五
○
年
代
的
﹁
反
共

戰
鬥
文
學
﹂
；
實
則
早
在
四
○
年
代
日
本
統
治
下
的
台
灣
已
經
存
在
名
異

實
同
的
﹁
決
戰
文
學
﹂，
這
個
階
段
︽
台
灣
文
藝
︾
正
是
此
一
決
戰
文
學
傳

播
的
唯
一
機
關
。

3
由
以
上
關
於
日
治
時
期
台
灣
文
學
雜
誌
變
遷
的
過
程
來
看
，
基
本
上
我

們
可
以
發
現
，
作
為
文
學
傳
播
的
主
要
媒
介
之
一
，
文
學
雜
誌
在
日
治
時

期
台
灣
新
文
學
的
發
展
過
程
中
，
除
了
扮
演
文
學
創
作
發
表
園
地
的
基
本

角
色
之
外
，
最
少
還
表
現
了
三
種
特
殊
角
色
：

一
是
作
為
文
化
思
潮
的
鼓
吹
者
的
角
色
，
這
可
由
﹁
台
灣
民
報
系
﹂
雜

誌
時
期
不
斷
通
過
論
述
與
文
學
創
作
，
傳
揚
﹁
重
見
台
灣
獨
得
的
文
化
／

文
學
﹂
的
聲
音
和
內
容
印
證
；
其
後
﹁
台
灣
文
藝
協
會
﹂
創
刊
︽
先
發
部

隊
︾
、
︽
第
一
線
︾
，
強
調
自
由
主
義
的
闡
揚
，
以
及
楊
逵
退
出
台
灣
文

聯
，
自
創
︽
台
灣
新
文
學
︾
強
調
社
會
主
義
論
述
與
作
品
實
踐
等
兩
個
例

子
，
也
足
可
驗
證
。

二
是
作
為
文
學
社
群
與
運
動
基
地
的
角
色
，
整
個
日
治
年
代
的
文
學
雜

誌
，
其
背
後
多
為
文
學
結
社
，
無
論
官
方
或
民
間
，
無
論
大
團
體
或
少
數

作
家
，
翻
開
此
一
階
段
的
文
學
雜
誌
，
總
是
先
有
社
群
︵
如
﹁
台
灣
藝
術

研
究
會
﹂
之
與
︽
福
爾
摩
沙
︾
、
﹁
台
灣
文
藝
聯
盟
﹂
之
與
︽
台
灣
文

藝
︾，
乃
至
於
戰
爭
期
間
﹁
台
灣
文
學
奉
公
會
﹂
之
與
︽
台
灣
文
藝
︾︶，
其

中
透
露
出
文
學
雜
誌
的
運
動
性
格
，
以
及
台
灣
新
文
學
家
的
社
群
性
格
。

三
是
作
為
政
治
與
意
識
形
態
的
傳
聲
機
器
的
角
色
，
尤
其
是
在
外
來
統

治
者
全
面
管
控
意
識
形
態
、
介
入
文
學
傳
播
領
域
之
際
，
殘
弱
的
文
學
生

態
體
系
便
易
遭
破
壞
，
文
學
論
述
與
文
本
書
寫
，
乃
至
文
學
社
群
，
都
勢

必
淪
為
統
治
者
傳
揚
其
政
策
、
粉
飾
其
政
績
的
工
具
，
﹁
台
灣
文
學
奉
公

會
﹂
之
下
的
︽
台
灣
文
藝
︾，
以
及
太
平
洋
戰
爭
期
間
台
灣
作
家
之
被
迫
／

或
志
願
參
與
﹁
大
東
亞
文
學
者
大
會
﹂，
發
表
﹁
決
戰
文
學
﹂
作
品
等
，
都

為
顯
例
。

對
照
本
文
第
一
節
所
提
文
學
媒
介
的
五
大
功
能
來
看
，
日
治
年
代
的
文

學
雜
誌
在
功
能
一
﹁
反
映
文
學
與
當
代
社
會
互
動
﹂
的
部
分
，
的
確
隨
著

日
本
治
台
不
同
年
代
的
內
外
局
勢
而
有
所
改
變
，
以
文
字
語
言
工
具
為

例
，
二
○
年
代
初
期
，
漢
文
是
主
要
工
具
，
四
○
年
代
則
絕
大
多
數
已
為

日
文
書
寫
所
取
代
；
在
功
能
二
﹁
推
湧
文
學
思
潮
與
活
動
﹂
的
部
分
，
這

些
雜
誌
包
括
三
○
年
代
強
調
﹁
寧
無
路
線
﹂
的
︽
台
灣
文
藝
︾，
實
際
上
都

在
表
現
集
結
者
的
意
識
思
想
，
以
及
結
社
成
群
以
推
動
某
種
文
學
路
線
的

企
圖
；
在
功
能
三
﹁
凝
聚
文
學
社
群
與
文
化
認
同
﹂
部
分
，
儘
管
有
強
有

弱
，
但
是
就
台
灣
作
家
為
主
的
雜
誌
看
，
如
︽
南
音
︾，
其
中
洋
溢
的
民
族

主
義
認
同
、
台
灣
文
化
重
建
使
命
，
或
者
就
統
治
者
的
角
度
所
辦
雜
誌

看
，
如
四
○
年
代
︽
台
灣
文
藝
︾
濃
烈
的
日
本
認
同
、
大
東
亞
意
識
，
都

有
著
宣
揚
和
凝
聚
社
群
與
文
化
認
同
的
作
用
；
在
功
能
四
﹁
提
供
作
家
發

表
園
地
與
培
育
新
人
﹂
部
分
，
以
自
主
性
高
、
不
受
統
治
者
干
預
的
文
學

雜
誌
最
能
發
揮
此
一
功
效
，
三
○
年
代
台
灣
成
熟
作
家
輩
出
、
作
品
豐

收
、
新
人
出
頭
，
都
說
明
了
這
一
點
；
最
後
，
在
功
能
五
﹁
提
供
讀
者
教

養
與
娛
樂
﹂
部
分
，
雖
然
沒
有
任
何
統
計
數
據
或
文
獻
可
以
證
明
日
治
年

代
的
文
學
雜
誌
，
在
這
部
分
發
揮
了
多
大
的
效
用
，
但
是
我
們
若
由
日
治

年
代
值
得
注
意
的
現
象
來
看
，
可
以
看
到
台
灣
新
文
學
運
動
中
的
諸
多
重

要
作
家
多
半
與
雜
誌
發
生
關
聯
，
他
們
有
些
是
雜
誌
創
辦
者
、
編
輯
群
或

主
編
，
如
楊
雲
萍
、
郭
秋
生
、
廖
漢
臣
、
巫
永
福
、
王
白
淵
、
張
深
切
、

黃
得
時
、
賴
和
、
楊
逵
、
張
文
環
等
；
有
些
是
從
文
學
雜
誌
崛
起
的
作

家
，
如
朱
點
人
、
楊
華
、
王
詩
琅
、
呂
赫
若
、
龍
瑛
宗
、
吳
希
聖
、
翁

鬧
、
吳
濁
流
、
葉
石
濤
、
王
昶
雄
等
。
這
除
了
又
一
次
印
證
前
述
具
備
提

供
作
家
發
表
園
地
與
培
育
新
人
的
功
能
之
外
，
也
足
以
充
分
說
明
文
學
雜

誌
最
少
具
備
﹁
教
養
﹂
的
功
能
。

作
家
源
自
讀
者
，
書
寫
來
自
閱
讀
，
文
學
雜
誌
作
為
文
學
傳
播
媒
介
，

在
作
家
與
讀
者
之
間
，
扮
演
橋
樑
的
角
色
，
反
饋
到
文
學
發
展
史
上
，
亦

復
如
是—

—

文
學
雜
誌
再
現
了
文
學
發
展
的
相
貌
與
履
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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