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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集體記憶的民族化:

臺灣一九七O年代的戰後世代

與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

蕭阿勤**

摘要

本文分析臺灣一九七0年代對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重新探索與公共領域中抗

日集體記憶建構的關條?指出當時在回歸鄉土文化潮流中對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

熱烈回顧?主要是由戰後成長或出生的年輕世代成員所進行的 O這些戰後世代成員

憑藉一個中國民族主義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將這一段文學的往事「氏族化」為在

台灣的中國人抗日的氏族傳統 O當時戰後世代在政治社會情境變動中重新建構日據

下臺灣新文學的集體記憶，藉著探索過去以尋求當前與未來意識和行動的指引?其

集體自我與集體過去的建構是相互辯證的 O這種集體記憶重構的社會政治行動意

涵?別是體制內改良主義的，相應於這個時期戰後世代的社會政治變革主張 O對本

省籍戰後世代成員而言?這種集體記憶的重構?目的在使本省人的過去及其中國性

在公共領域獲得確認?進而使本省人的公氏身份被充分承認?獲得平等的公民權與

政治權 O本文最後也指出?反省自我與自我對歷史的理解如何受到特定主體位置的

影響?是恰當地理解過去的必要條件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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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國科會八十九學年度專題研究計畫部分研究成采(計畫編說: NSC 89-2412-H-001-023) ，初稿

曾發表於「第五回日臺青年臺灣史研究者交流會議J (2001 年8 月19-21 日 ， 宜 蘭礁溪) 。 研究助理孫鴻

業先生協助文獻資料的蒐集整理，謹此致謝O謝謝中研院社會所玉甫昌先生與臺史所籌備處劉翠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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