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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代臺灣通俗文學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黃美娥  2009.6.30  17：15-18：30 

 

◎講者簡介 

    黃美娥，現任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多年來從事臺灣文學研究與教

學，著有《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古

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及其他相關論文數十篇；另更致力於臺灣文

獻資料的搜尋、整理與建構，迄今出版有《張純甫全集》、《梅鶴齋吟草》、《日治

時期臺北地區文學作品目錄》，合編者有《聽見樹林頭的詩歌聲》、《臺灣漢文通

俗小說集一、二》，並主持文建會【臺灣史料集成】《清代臺灣方志彙刊》點校出

版計畫，成果陸續印行中。 
 

◎課程內容簡介 

    本課程主要介紹日治時代臺灣通俗文學，此一領域在台灣文學研究中，屬於

一新興範籌，近幾年來才開始受到較多關注與開拓。有關「通俗文學」，本課程

討論面向包括：笑話、流行歌曲（側重於歌詞）、通俗小說，由於此議題攸關通

俗化、大眾化、娛樂消費，以及現代性、摩登與流行等問題，因此是觀察文學研

究與文化研究跨界結合的極佳焦點。 

而關於課程內容，乃依據上述三部分分別加以說明：「笑話」部分，除了指

出現代笑話與民間文學笑話的差異外，更指出「笑話」與「現代性」的關連，尤

其是對現代性的批判與反思的明顯特徵；「流行歌曲」部分，在講述臺灣流行歌

曲的發展梗概外，也會舉例闡述歌詞內容如何反應現代文明與兩性關係；至於「通

俗小說」，更是本課程主要講授重點所在，所述內容涵蓋如下：其一，介紹通俗

小說目前出版概況，以及報刊存載現象；其二，列舉臺灣通俗小說主要類型（偵

探小說、武俠小說、神怪小說、言情小說），並舉例陳述創作內容大要，以及評

介重要類型小說創作者及其相關藝術表現；其三，針對臺灣通俗小說所展現的特

殊文學/文化意義，標舉出若干面向予以討論，例如小說中對西洋國家異國情調

的書寫，以及書寫臺灣在地空間的意義；其四，則是介紹日治時代臺灣最為重要

的兩種較具通俗娛樂性的綜合文藝報刊《三六九小報》、《風月》系列。最末歸結

目前日治時代臺灣通俗文學研究概況，以及未來可再開發的研究課題。 

 

 

◎ 課程綱要    

本課程講授時間為 75 分鐘，內容大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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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一般所知的日治時代臺灣文學：雅文學 

 連雅堂等人及其作品（古典文學系統） 
 賴和等人及其作品（白話文學系統） 

二、此處側重：現代大眾娛樂的通俗文學 

 笑話 
 流行歌曲 
 通俗小說 

三、不一樣的日治臺灣認識論 

 通俗  
 大眾  
 娛樂  
 現代／流行／摩登  
 

貳、笑話 

一、民間文學中的笑話 
 過去有關臺灣「笑話」的收集，在日治時期即曾對臺灣笑話進行收集，這

是屬於民間文學的採集工作，如 1915 年川合真永最早收錄臺灣民間笑話

的專集《臺灣笑話集》，1921 年片岡巖《臺灣風俗志》中亦有收集，這些

是為掌握臺灣民俗風情而來。 

二、現代社會有關笑話的生產 
 通俗文學中的笑話，乃指出於現代性大眾娛樂想像，由可知的個人（作者）

創作出來的「笑話」。 
 新創作出來的笑話，常見於現代報刊媒體中，尤其如通俗性文藝刊物《三

六九小報》、《風月報》、《南方》上。 
三、現代笑話舉隅── 
（一）三六九小報 

〈我知道了〉 駐鶴軒主人 
有人新造圍牆。恐怕人污穢那白灰壁。乃貼一張紙寫著。 
「此壁上。不准亂畫」 
翌日一看。那白灰壁。已有人用木炭。大大寫著。 
「我知道了。以後聽爾的話不寫了」 

（二）風月報 
〈加貼更重〉 
郵務人員：「你信太重，需加貼郵票。 」 
鄉人曰：「加貼郵票，豈不更重乎？」 

（三）南方 
妻子（忿怒地）：我聽說你今天和兩個女子接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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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那有什麼關係，她們的年紀合起來還不過二十歲。 
妻子（安慰地）：是麼，那麼她們究竟多大了。 
丈夫：一個還不到一歲，一個是十九歲！ 

四、笑話的現代性意義 
 笑與娛樂 
 幽默、邏輯與思維 
 通俗報刊笑話對現代性的反思與批判 

 

參、流行歌曲──主要是 1930 年代後的臺語流行歌 

一、1910 年代： 

 1910 年臺灣第一家唱片公司，「日本蓄音器商業株式會社」，開始在台灣

販售曲盤和留聲器，當時僅限洋樂、邦樂和中國音樂曲盤。 
 1914 年，岡本檻太郎邀請客家八音團去日本錄音，發行第一批由臺灣人

灌錄的曲盤，並以「飛鷹唱片」為名，但市場接受度不佳。 
二、1920 年代反殖民運動與臺語歌： 
 由反殖民運動興起臺語歌曲創作風潮，如 1920 年謝星樓撰寫〈臺灣議會

設置請願歌〉，臺灣第一首社會運動歌曲；1921 年蔣渭水創作〈臺灣文化

協會會歌〉；1925 年蔡培火發表〈臺灣自治歌〉；1929 年蔣渭水又寫有〈勞

動節歌〉；1929 年蔡培火作〈白話字歌〉、〈咱臺灣〉，後又有〈臺灣新民

報社歌〉、〈霧峰一新會會歌〉¡¡ 等。 
三、1930 年代臺語流行歌： 
 1925 年，岡本檻太郎妹婿柏野正次郎接手日蓄株式會社，1929 年因美資

入主，與古倫美亞唱片公司合併，開始發行臺灣歌謠與小曲。 
 1929 年，發行「烏貓進行曲」的臺灣流行歌，但目前尚未發現該曲盤。

1932 年，電影宣傳曲〈桃花泣血記〉問世，轟動全臺，故就庶民流行廣

度與時代意義言，此曲是引爆臺語流行歌曲的先聲。 
 
△《桃花泣血記》 
 桃花泣血記影像片段 
 1932 年由阮玲玉、金焰主演的電影《桃花泣血記》來台放映，電影業者

為了招徠觀眾，便敦聘大稻埕兩位著名「辯士」詹天馬與王雲峰根據這齣

電影的故事，寫下這首歌。 
 歌中描述出生於富貴之家的男主角，愛上家境貧困牧羊女，可是卻因為家

世背景的差異及傳統禮教的束縛，而遭到家人的攔阻。男女主角雖然相

愛，卻礙於門戶相差懸殊，而受盡屈辱。這樣的故事，打動當時無數青年

男女的心。 
 歌詞： 
（一）人生親像桃花枝，有時開花有時死，花有春天再開期，人若死去無活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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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戀愛無分階級性，第一要緊是真情，琳姑出世歹環境，親像桃花彼薄

命。  
（三）禮教束縛非現代，最好自由的世界，德恩老母無理解，雖然有錢都也

害。  
（四）德恩無想是富戶，真心實意愛琳姑，免驚僥負來相誤，我是男子無糊

塗。  
 

△紀錄片《跳舞時代》 
 介紹日治時代臺灣流行歌曲與歌星的紀錄片

http://www.taiwancinema.com/ct.asp?xItem=12146&ctNode=38 
 日治時代臺灣流行歌曲創作情況：大量唱片的製作 
 

四、著名作詞者 
 陳君玉：跳舞時代 
 李臨秋：望春風、四季紅 
 陳達儒：白牡丹、心酸酸 

 
五、歌詞舉隅： 
 阮是文明女，東西南北自由志，逍遙佮自在，世事如何阮不知，阮只知文

明時代，社交愛公開，男女雙雙，排做一排，跳狐步舞我上蓋愛。舊慣是

怎樣，新慣到底是啥款，阮全然不管，阮只知影自由花，定著要結自由果，

將來好不好，含含糊糊，無煩無惱，跳道樂道我想上好。 
 

肆、通俗小說 

一、通俗小說作品出處 
 日治時期臺灣報刊 
 作品單行本 
 相關選集與全集 

 
（一）日治時期臺灣報刊 
 《臺灣日日新報》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 
 《台南新報》 
 《臺灣新聞》 
 《三六九小報》 
 《風月》、《風月報》、《南方》、《南方詩刊》(台北：南天，2001 年 6 月) 
 《臺灣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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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婦人界》、《臺灣公論》、《台法月報》、《臺灣警察協會雜誌》、《臺灣

警察時報》¡¡ 。 
（二）作品單行本 
（三）相關選集與全集 
 下村作次郎、黃英哲編《台灣大眾文學》第一輯‧八冊(台北：前衛，1998

年 8 月) 
 中島利郎編修《日本统治期台湾文学集成 ‧ 台湾通俗文学集》、《日本统

治期台湾文学‧台湾探侦小说集》（東京：綠蔭書房） 
 黃美娥、黃英哲編《日本统治期台湾文学集成 ‧ 台湾漢文通俗小說集》

（東京：綠蔭書房，2007） 
 吳福助主編《日治時期臺灣小說彙編》（臺中市: 文听閣圖書, 2008.04.） 

 
二、通俗小說的類型與作品內容概述 
 偵探小說 
 武俠小說 
 神怪小說 
 言情小說 
 其他 

 
（一）偵探小說 

1. 偵探小說是西方新文類 
2. 臺灣人 1909 年開始用文言文寫偵探辦案 
3. 「福爾摩斯」與「亞森羅蘋」在臺灣的變形：英國與法國系統 
4. 偵探小說篇目舉隅 
 李逸濤〈恨海〉、〈偵探記〉、〈殺姦奇案〉 
 魏清德〈齒痕〉、〈贋票〉、〈是誰之過歟〉、〈還珠記〉、〈鏡中人影〉、〈獅子

獄〉、〈傾國恨〉 
 謝雪漁〈李家村命案〉、〈假金票案〉、〈偵探案〉、〈小學生椿孝一〉 

---以上或譯寫，或創作。 
5. 當臺灣遇見西方---偵探角色的上場 

（1） 臺灣作家如何寫偵探？---以〈獅子獄〉為例的說明 
 偵探是怎樣的人？---聰明智慧之外，品德的重要性被塑造出來 

（2） 臺灣作家如何進行西方偵探小說名作的翻譯與改寫？ 
 從〈齒痕〉談臺灣偵探小說譯寫/改寫的文化斡旋意義，〈齒痕〉是對莫里

斯‧盧布朗（Maurice Leblanc 1864-1941）〈虎牙〉的譯寫與改寫。 
 如何進行改造？---〈齒痕〉雖然襲用了《虎牙》中「齒痕」此一啟人疑竇

的意象，但《虎牙》是丈夫報復妻子精神出軌的愛情，自導自演命案的發

生；而〈齒痕〉則是第三者求歡不成的復仇行動。《虎牙》於人情上，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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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妒忌之恨的可怕性，〈齒痕〉則更強調「凡貞潔婦人，金玉不足以動

其心，才貌不足以移其行，父母不足以回其志。」標榜女性貞節的重要性。

換言之，從法國到臺灣，從《虎牙》到〈齒痕〉，文化斡旋之下，翻譯與

摹寫有了新成果，魏清德已然為其變了新裝，選擇了一副更適合在地色彩

的面貌，「傳統道德」的框架被挪移到異國的偵探文本。 
6. 臺灣最重要的偵探小說作者 
 魏清德（1886-1963）生平簡介： 

號潤庵，台北師範學校畢業後，擔任過公學校訓導。後辭去教職，應聘臺

灣日日新報社記者，自此涉入媒體的生涯，至少長達三十年以上，長期擔

任台日報漢文部主任。 
 

（二）武俠小說 
 譯寫與創作 
 中國與日本 
1. 臺灣報刊中可見臺灣人譯寫的日本劍客技擊小說：〈塚原左門〉、〈寶藏院

名鎗〉、〈塚原卜傳〉等。 
2. 受中國影響的武俠小說 
（1）李逸濤是最重要的作家 
（2）李氏作品舉隅：〈留學奇緣〉、〈兒女英雄〉、〈恩怨寶鑑〉 
（3）俠義＋公案、俠義＋革命--受中國晚清重俠風氣影響 
（4）俠女形象的新時代女性意義 

3. 發現臺灣：臺灣武俠敘事的另一種特色 
（1）鄭坤五《鯤島逸史》、林秉鈞〈臺灣奇俠傳〉 
（2）武俠＋臺灣歷史的書寫 

4. 作者介紹： 
（1）李逸濤（1897-1921） 

A 李書，字逸濤，號亦陶、逸濤山人，台北人。博覽金石，尤通史、漢，

曾任《臺灣新報》、《臺灣日日新報》記者二十年。1898 年，章太炎來

任《臺灣日日新報》記者，報社同仁中以李氏與其相處最善。 
B.李氏作品中特重俠與革命敘事，乃受章太炎極大之影響。 

（2）鄭坤五（1885-1959） 
A. 字友鶴，祖籍福建漳州，畢業於漳浦中學。後舉家遷至臺灣，設籍

於鳳山郡九曲堂。日治時期曾任法院通譯、土地代書及大樹庄庄長。

1927 年擔任漢文雜誌《臺灣藝苑》編輯，亦曾擔任《三六九小報》顧

問。戰後遷居高雄市，曾任高雄中學及屏東女中教師。 
B. 鄭坤五擅長寫舊體詩，亦用淺近的文言寫雜文與小說，戰前書寫有

長篇武俠小說《鯤島逸史》、《大陸英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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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怪小說 
 志怪小說 
 神魔小說 
 中國神怪小說在台灣的續衍 
1. 志怪小說 
（1）《臺灣日日新報》上刊有若干狐、鬼系列小說，如〈鬼鬧婚〉、〈狐女〉、

〈鬼買餅〉、〈鬼丈夫〉、〈雅狐〉、〈魂鬼索娶〉、〈蜘蛛精〉、〈顧家饞狐〉、

〈狐之鬪爭〉、〈廁鬼〉¡¡ 等。 
（2）《三六九小報》尚有〈續聊齋〉系列。 

2. 神魔小說舉隅 
（1）洪鐵濤〈新西遊記補〉 
（2）許丙丁〈小封神〉 

 
（四）言情小說 

1. 文言與白話書寫都有。 
2. 個別單行本頗多。 
3. 可以做為理解日治時代臺灣人戀愛史的言情小說。 
4. 言情小說是教人如何談戀愛的教科書。 
 怎麼談戀愛？ 
 去何處談戀愛？ 
 戀愛時要做什麼？ 
 從戀愛到婚姻 
 失戀了怎麼辦？ 

 
⊙言情小說與都市文化 
 臺北與高雄 
 島都空間與摩登文化 
 1.咖啡廳、公園、百貨公司、舞廳、溫泉旅館 
 2.草山（陽明山）、榮町通（衡陽路，臺北銀座）、北投 
⊙從「自由戀愛」到「失戀」 
 補充：《風月報》上的〈摩登生活學講座〉 
 怎麼談戀愛？「自由戀愛」本身就是摩登的觀念實踐 
 戀愛生活的現代禮儀/如何準備最佳的現代性身體？ 
⊙怎麼寫情書？ 
 初戀、熱戀時的情書如何書寫？ 
 隨著戀愛狀態的變化，男女情感關係有何差別？情書內容有何差異？ 
⊙失戀者的身體療傷書寫 
 恨我〈明治橋上〉：失戀絮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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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約會場所和療傷空間 
 （2）失戀的情緒、療傷的身體和心靈反應 
 （3）對戀愛本質和戀愛進程的體會與實踐 
⊙明治橋的興建 

1901 年，日人在劍潭山腹興建「台灣神社」，為紀念死於臺灣的北白川宮

能久親王。而後為讓台北城的民眾容易參訪台灣神社，特別建立一座「明

治橋」。  
⊙失戀的原因是什麼？---一個有關愛情思考過程的辯證 
 1.自己的過錯 
 2.對方（此指女性）的過錯 
 3.愛情的本身，包括戀愛與失戀。愛情有歡樂，自然也會有痛苦，如此才

是完整的愛情。 
 
（五）其他類型的通俗小說 
⊙科幻小說 
1.數量少，但具想像力。 
2.鄭坤五〈火星界探險奇聞〉 
 心靈暗示機/火星界和平的原因 
 性質鑑別機/惡劣兒童的去勢，阻止惡種遺傳 
 地球人去火星探險，火星人來地球 

 
三、小說的異國情調與臺灣在地書寫 
（一）臺灣之外：世界書寫、西洋書寫、日本書寫、中國書寫 

1.小說中的西洋形象---法國、英國、美國 
2.李逸濤〈南荒奇遇〉---法人/摩洛哥/拜火教/盜墓者阿剌伯人 

（二）臺灣之內：鄉土與島都 
1.臺灣原住民 
2.臺北的島都形象 
3.高雄 

 

伍、南北兩大通俗性文藝報刊 

（一）《三六九小報》 
（二）《風月報》 

 
⊙三六九小報 
1. 簡介： 
 《三六九小報》，一九三 0 年(昭和五年) 創刊，每月逢三、六、九日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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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名。 
 編輯與供稿人員主要為當時台南地區的文人，如連橫、許丙丁等。 
 內容以漢文為主，白話、文言皆有，除了有數量豐富的通俗小說外，更有

許多趣味休閒的專欄，諸如:《太空論壇》、《新聲律啟蒙》、《開心文苑》、

《花叢小記》等。 
 自創刊迄停刊，前後歷時五年，是日治時代壽命頗長，具有影響力的刊物。 
2. 創刊宗旨：供給娛樂與休閒需求 
 《三六九小報》發刊的宗旨，刀水的<發刊小言>裡提到： 

「¡¡ 本報創刊之緣起，實成於談笑之間，¡¡¡ 讀我消閒文字，為君破

睡工夫；凡知我者，珍以敝帚可也，棄我者覆以醬瓿亦可也，同人都以

一笑了之。」 
3. 內容： 
 廣告 
 花月新聞 
 詼諧書寫 
 通俗小說 
 知識小品 
 漫畫 

 廣告：小報的頭版，通常是整版或半版的廣告，無奇不有。 
 花月新聞： 
。主要專欄有〈花叢小記〉〈花界專電〉〈花間瑣語〉，報導藝旦消息，其間

也有特種行業的介紹。內容大致以「才藝容貌」「身世遭遇」「脂粉界動

態」為主。 
。可成為尋芳客指南，以及提供讀者情慾想像。 
。花榜評選：榜首阿蘭擁有四萬六千多票，顯示當時投票活絡。 
。花叢小記：為小報固定專欄，提供藝旦小傳，作者化身為訪艷的採訪者，

提供讀者一同遊賞。其中，藝旦總是遇人不淑，而落入花坑。 
。藝旦圖片：《三六九小報》刊登的藝旦照片，是觀視藝旦容貌最直接的途

徑，市民階級無力負擔消費藝旦的高額開支，購買一份零售價三錢的休

閒刊物，成為觀視藝旦的最佳途徑。 
 詼諧書寫： 
。《三六九小報》的詼諧文字中，常以各種大眾的通俗，甚至低下趣味為核

心。 
。並總是關聯於以下這幾類，如「身體的聯想」、「穢汙之物」、「古套歪用」

的方法。 
。關於情慾的書寫，時常以笑料，打趣的方式呈現。 
。這篇改寫「大學之道」而成的〈嫖妓大學〉，成為教導嫖妓之道。 
。污穢之物：此是最傳統的笑料，小報中有許多嘲弄身體器官與排泄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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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話。 
 通俗小說： 
。通俗小說也是小報中份量極多的一類，有長篇、短篇，短篇通常以一個

專欄結束，長篇則要分好幾期刊出。 
 。白話章回體的《蝶夢痕》與明清以降的通俗章回小說形式相近，開頭有

回目，接著以《賀新郎》作為開場詞，後續則是作者說明旨意。 
。《大陸英雌》：武俠小說裡的英雄氣結、草莽正義，水滸英雄式的官逼民

反很能夠引起殖民統治下大眾的需求。 
 。《金魁星》自《三六九小報》二八號起開始連載，直至四百七十九號尚未

刊畢，幾乎與小報相始終。 
 知識小品： 
。在滿足各階層閱讀大眾不同休閒品味的前提下，知識小品填補讀者求知

的區塊。 
。各國接吻小史：介紹外國新知也有其選擇性，而與風月及趣味相關的小

知識是考量之一。 
 。常識、小常識 
。銀幕春秋：小報並開闢了早期的影劇版 
。外電新聞 

 漫畫：許丙丁的漫畫 
 

⊙風月報 
 45─132 期(1937.7.20─1941.6.15) 
 通俗性與文藝性兼俱的刊物。 
 內容：小說 
 藝旦與咖啡廳女郎： 

1.此報中，也有藝妲寫真、藝妲個人資料、名妓逸聞趣事、小說、詩詞等。 
2.藝旦照片的服裝與裝扮正在改變中 

      3.日治時代臺灣最美麗的藝妲：王香禪 
4.藝旦對於一般婦女而言，也是先進女性的象徵。 
5.服裝方面引領著流行趨勢。 
6.上海旗袍風吹入臺灣，另一類則是受日本影響的西化穿著。 

 風月報中關注的議題： 
1.自由戀愛： 

A「自由戀愛」有著（摩登）的象徵意義，對當時青年男女有很大的吸

引力。 
B 在《風月報》裡呈現了當時社會對於這迷人卻挑戰父權思想的議題不

斷的關注。 
C「自由戀愛」的意識既已抬頭，有關實務方面的建議、注意事項、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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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方法指導，接以陸續出籠。 
D 諸如〈情書與道德〉、〈愛情與結婚〉、〈婚姻經驗談〉等文，皆為針對

實務操作所作的討論，深受歡迎。 
E 情書被視為一重要的文學類型，閱讀外國名人的情書成為需求。 
F 閱讀情書與學習寫情書代表了一種對於自由與戀愛的想望，而情書在

風月報裡也成為具有份量的一種寫作形式。 
2. 毛斷 (MODERN) 議題： 

A 臺灣人用臺灣化「毛斷」翻譯 MODERN 一詞，故用「毛斷女」稱呼

「摩登女郎」。 
B《風月報》中，女性摩登表現，往往反映在外在裝扮與休閒娛樂等消

費型態上。 
C 試看曉風〈即吳漫沙〉在〈黃昏的街頭〉一文中，對於摩登女性的描

繪情形。 
D 摩登時尚蔚為風潮的時候，《風月報》中對於該現象有著諸多的引介

與報導。 
E 例如第七十九期起，有雞籠生〈即陳炳煌〉執筆負責《咖啡館》專欄，

介紹摩登上海的生活情形，欲讓臺人更了解摩登世界的繁榮景況與生

活方式。 
F 摩登與道德的辯證：《風月報》上有一群男性作家的通俗創作則是以

「批判摩登」為主題，流露出對現代性的焦慮。 
3. 婚戀與家庭： 

A 這時的通俗愛情故事負載了較多元的新興價值與時代精神，並逐漸發

展出獨特的敘事模式。 
B 而這大致可分為兩類敘事故事。一為批判摩登女性，一則為表現女性

悲苦的命運。 
4. 風月報裡的其餘類型的通俗作品： 

A 流行歌：陳達儒為歌詞大家，許多重要作品皆出自其手，至今傳唱。

而風月報所刊載的作詞家也只有陳達儒一人，足見其當時的風靡 
B 電影及其花絮的介紹：阮玲玉哀史。關注於名人私領域，尤其是風光

女星背後的淒慘下場，更讓大眾們想一窺究竟。李香蘭被引介也屬於

風月報這時期 
C 漫畫：「雞籠生漫畫集」。雞籠生除為小說畫插畫外，也自己畫幽默的

漫畫。是當時重要的漫畫家。台灣的第一本漫畫便是出自其手。 
D 廣告 

 

陸、結語 

一、過去以來有關日治時期臺灣文學之研究，較側重雅文學之發展，而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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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文學存在的事實，乃至其豐富的時代意義；尤其目前戰後有關臺灣通

俗文學之相關著述，亦未追溯此一發韌於殖民地時期的開端歷程。因此，

有需要對此一尚待挖掘之領域予以探索。 
二、日治時代臺灣廣告、流行歌曲研究、通俗小說正在開始，臺灣漫畫所獲關

注仍少，笑話亦然。 
三、日治時代的臺灣通俗小說，攸關許多問題，如其背後所牽涉的臺灣近代媒

體誕生、文學讀者層、都市文化問題，乃至由臺灣通俗小說場域所串連起

的，與中國、日本、西洋國家之間的跨界、流動的文學網絡、文化翻譯¡¡
等問題，都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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