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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吳福助〈臺灣文學「跨學科」研究隨想錄〉讀記 

黃鈴棋*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退休教授吳福助先生最近完成〈臺灣文學「跨學科」研

究隨想錄〉論文，發表於《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11 期，2016 年 11 月 15 日。

此篇兩萬七千字長文提出多種文學「跨學科」研究的構想，筆者反覆細讀，深覺

鮮活有趣，收穫良多。吳老師長年對臺灣文學學術研究投注大量心力與熱忱，讓

學生深感佩服。以下針對內文提出幾項回應與討論，希望藉此能使這篇力作引起

更廣大的迴響。  

首先，文中提到的「不往行人行處行」，讓學生回憶碩士班時期，修讀吳老

師「《史記》傳記文學」課程的快樂時光。「不往行人行處行」，這個治學理念對

於初學的研究生來說，特別具有激發潛能，培養創造思維，養就寬闊胸襟氣度的

重大意義。吳老師懷抱著提攜後進的殷切期盼，擇善固執，在課堂上一再運用多

種題材，不厭其煩地強調這項治學理念。這對當年班上多位同學選擇學位論文題

目及方向，確實發揮相當的指導作用，省卻不少走彎路的摸索功夫。當年就有同

學非常贊同老師的看法，曾經這麼說：「創造是自我提升的原動力，促使我們攀

向一重又一重的高峰。」1如今回想起來，倍覺親切有味。尤其看到吳老師的理

念和初心，始終如一，不免要會心一笑。猶記得當年吳老師曾經引述福建社會科

學院亞太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鄭有國教授的回信說：「很欽佩您的開拓勇氣與性

格，這也是您的本性吧？太多的人，就守著已有的陣地，繼續謀吧！」鄭教授的

批評，可謂相當準確地指出吳老師長年堅持的這項治學理念，實際上是蘊含了他

個人的人格特質。 

其次，關於「跨學科」研究，這也是吳老師在課堂上一再倡導的治學理念。

這個理念當年也頗能引起同學的回應。例如許郁如說：「關於學習，我認為吳教

授很有自己的理念與想法，常常能在所學之中用新的角度，融入不同的方法看待

事物，儘量避開前人已經走過的道路，很勇敢地另闢蹊徑，從而去激發更強烈的

火花。」2洪婉湄說：「只在中文系領域鑽研而缺乏對其他學科的認識，那將是多

麼貧乏，多麼封閉。滿足於現狀是不夠的，我們應具備更開闊的胸襟，去汲取更

多元的知識。」3吳瀚章說：「文學被視為單一的專業學科，這是從西方分類概念

而來的。其實文學本身的構成成分非常複雜，要深入研究文學這門學科，必須進

                                                 
* 黃鈴棋，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1 陳美絲，中興大學中文系碩士生。 
2 許郁如，中興大學中文系碩士生。 
3 洪婉湄，中興大學中文系碩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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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多元學科的整合研究。在吳老師的教學課程中，不難發現文學與心理學、語言

學、歷史學、社會學、民族學……等等其他學科互相整合的趨勢。因此我認為研

究學術問題，不能只做單一學科的鑽研，必須多做跨學科的整合研究，如此才能

在學術圈中脫穎而出，創造優越的研究成果。」4李育華說：「優秀的文學作品彷

彿蒙上層層神秘的面紗，以不同學科的角度解讀，不過是掀起其中一個層面。作

品當中的底蘊，往往是探索不盡的。」5文學作品內容涉及的知識層面非常複雜

多元，強調從「跨學科」角度入手，這對初學研究生嶄新知識領域的開拓運用，

確實發揮相當重要的引導作用。 

再次，吳老師在文章中強調文學的重要，並談到文學在整個藝術體系中的地

位，讓學生連繫到席勒《美育書簡》中提到，審美教育的作用在於培養感覺與想

像，並且審美教育是要塑造完全的人，要擴展對人的理解及同理心的造就6。而

文學的作用，就正好可以培養感覺與想像，從文學作品中，可培養對人的觀察及

同理心，展現出人文科學中「理解」的特點，因而文學有其重要、不可或缺性。 

人文學科教育，除了致力培養純學術研究英才外，在現實生活中如何與社會

大眾作連結？吳老師在文章中特別提倡「書評」的撰寫。我認為「書評」的撰寫，

提供讀者切入閱讀的適當角度，可使讀者迅速掌握圖書的具體內容及其優缺點，

進而再決定是否選擇細讀。「書評」對於提高讀者的審美、批評、鑑別能力，可

謂頗具神效，「書評學」確實值得吾輩大大地加以倡導推行7。又除「書評」外，

「影評」、「劇評」也都是可以發揮的書寫領域，蔡英俊老師針對「八點檔」劇評

書寫指出： 

一個社會與文化的發展，當然取決於創作或創造活動的豐富性，但是更

重要的，所有的文學創作或文化創造，都必然要有相對應的評論、討論。

八點檔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我們理應積極參與討論，而不是單純喜歡或

不喜歡的感覺而已；表達自己的見解與傾聽不同的意見，都有助於社會

文化的發展，因此，我們做為文化的解讀者，就應該積極表達我們在專

業知識上的意見，這也是一種學習。8 

可見影視評論的書寫，既可使文學與藝術多元結合，也提供觀眾、影評人、作品、

                                                 
4 吳翰章，中興大學中文系碩士生。 
5 李育華，中興大學中文系碩專生。以上 6 位同學的心得記錄，均由吳福助老師提供。 
6 (德)席勒著、徐恒醇譯：《美育書簡》，台北：丹青圖書公司，1987 年。 
7 可參閱林慶彰、何淑蘋主編《書評寫作指引》，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4 年。 
8 蔡英俊，現任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人文社會學院院長。此段話為蔡老師於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所開設的中國文學史課程，與同學討論「八點檔」劇評書寫的意

見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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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等多向詮釋的空間。 

文學教育到底還能如何延伸，文章中吳老師提到「兒童讀經」，從課程內容、

教材，到師資培育等各方面，構想可謂新穎完整。只可惜台灣社會對於文學與文

化素養的培育，一向較為輕忽，因而無論是民間讀經班的經營，或是高等教育讀

經教學課程的開設、師資的培養，都是慘澹經營，機會不多，實在令人惋惜。 

目前台灣面臨的是高齡化社會的問題，吳老師當年在「《史記》傳記文學」

課堂中，曾提到文學課程如何融入老人長青教育的一些構想。筆者的想法是，中

國傳統文學遺產中，有相當豐富的結合醫學養生的文學作品，可利用社區大學開

設「養生文學」9與「生命文學」10的推廣課程。以終身學習概念為主的社區大學，

學員年齡通常較高，這種涉及養生及生命探討的文學作品鑑賞的實用課程，相信

會獲得普遍歡迎。 

文學「跨學科」研究的話題，是越談越豐富，永遠談不完的。例如宋世祥

〈「厚數據」，以人類學之眼洞悉人性，引領社會創新〉11，提出科技、人文二合

一：「大數據」時代裡的「厚數據」運用的觀點。該文將「大數據」與「厚數據」

列表比較： 

1.「厚數據」用「質性研究法」來闡釋現象，旨在揭示情感、故事和意義；

「大數據」用「定量研究法」來分析數據，依賴正常化、標準化的定義和歸類過

                                                 
9 如《黃帝內經》是中國首部中醫理論典籍，張其成指出《黃帝內經》具有中醫理論、

養生寶典及生命的百科全書三大功能，並認為：「《黃帝內經》以生命為中心，裡面講

了醫學、天文學、地理學、心理學、社會學，還有哲學、歷史等，是一部圍繞生命問

題而展開的百科全書。」可見《黃帝內經》蘊藏豐富內涵，既可從中學習養生、怡情

養性的方法，亦可從中開展出對自身生命乃至自然天地的關懷。引文詳參氏著：《黃

帝內經養生全解》，台北：商周出版，2010 年，頁 23。又如《中華古文明大圖集•第

八部•頤壽》也有對養生學的探討，其中除對中國養生文學的發展進行概述外，對陰

陽精氣、按摩術數、飲食居住、長生願望、生命價值等內容均有專文討論，內容淺顯

易懂，圖文並茂，十分適合當作教學教材，可提供學生專業知識並增加閱讀樂趣。詳

參中華古文明大圖集編輯委員會：《中華古文明大圖集•第八部•頤壽》，台北：宜新

文化，1992 年。另《中醫綱目•養生篇》亦有養生概論、養生方法、食療氣功等討論。

詳參石學敏主編：《中醫綱目》，北京巿：人民日報，1993 年。 
10以陶淵明為例，朱光潛指出陶淵明的人格最平淡也最深厚，讚譽陶淵明「在生活中把

自己的人格涵養成一首完美底詩，充實而有光輝，寫下來底詩是人格的煥發。」因此

可以陶淵明詩為教材設計課程，藉由陶詩中對理想與現實的抉擇、對生死議題的思考、

田園生活的美學、自然物我的關懷等生命思想議題，與學生產生共鳴，使學生能藉文

學作品的閱讀，得以安頓、豐富、活化心靈。引文參閱氏著：〈陶淵明〉，收錄於北京

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陶淵明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358。 
11《明道文藝》468 期，頁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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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2.「厚數據」借助少量樣本，就能深層解讀出各種以人為本的模式；「大數

據」需要借助大量樣本，來揭示特定的行為模式。3.「厚數據」依賴人的學習活

動；「大數據」依賴機器的學習活動。4.「厚數據」體現各種數據關係背景後的

社會背景、行為動機；「大數據」從一系列特定的定量數據整理出規則。5.「厚

數據」包容不可被化約的複雜性，能深入人們的內心，折射出日常生活中的各種

情感；「大數據」通過分離變量以確定其模式，無形之中可能剔除數據中包含的

背景、意義和故事。 

宋世祥接著說明「厚數據」得以為社會帶來創新契機，主要因為在蒐集、判

讀過程中，運用了人類學的三大核心能力：「觀察力」、「全貌觀」及「反思詮釋

力」，這是啟動全面思考的「厚數據」心法。該文結語說我們必須鍛鍊自己的人

類學眼光，使冰冷的科學方法人性化，因為貼近人性、洞悉行為背後的深層意義，

在解決問題時，將更容易找出捷徑與新方向。宋世祥所提倡的啟動全面思考的人

類學「厚數據」心法，如何運用於文學「跨學科」研究，從而開拓文學學術研究

領域，這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嶄新議題。 

事實上，學界對於跨學科研究也已行之有年，例如晚近發現的《女書》，有

學者以人類學角度討論，將文學與人類學的結合運用12。又如鄭毓瑜指出「當今

文學研究著重的是文學書寫與當時社會環境、權力結構彼此交錯互動的關係探

討，以及在全球化脈絡中不可迴避的跨地域與跨學科的交流對話」13，可見中文

學界也早已重視「跨學科」研究，《中國文學研究的新趨向：自然、審美與比較

研究》一書，便是從文化傳播、身體圖式、性別研究等多元視角，對中國傳統文

學進行「跨學科」研究的成果。是故我們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善用「跨學科」

研究的方法，將研究範圍與視域開拓得更廣更遠。 

最後，吳老師在附註 67，提議創辦以探討文學研究方法為主的，可以引領

風騷的小型學報。這個構想創意十足，同時可以建立主編教學單位的學術風格特

色，應是很值得大家集思廣益，付諸實踐的。 

                                                 
12如姜葳以文化人類學的角度，紀錄 1988 年到 1990 年在湖南省上江墟鄉研究女書的經過，

對當地社會組織、經濟文化演變及風俗法規、親身田野體驗等均有詳細記載，對於女書

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與觀點。參閱氏著：《女性密碼--女書田野調查日記》，台北：三民書

局，2002 年。也有學者透過研究女書中的花樣圖案、鳥獸圖騰等神秘圖象，將文學、歷

史文化、藝術多方結合，提供女書研究新視點。相關研究詳參(日)遠藤織枝、黃雪貞主編：

《女書的歷史與現狀--解析女書的新視點》，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 
13鄭毓瑜編：〈導言〉，《中國文學研究的新趨向：自然、審美與比較研究》，台北：台大

出版中心，2005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