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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華旅臺文學作為原鄉書寫的經典釋例，奠基於旅臺文學的構成──旅臺者

對「（中華）文化母體」的嚮往或追求，成了部分留學臺灣的動力。那些難以動

搖的重量級「大馬生命原鄉」的認同或歸屬，深刻影響他們在旅居地的文化或自

我接受狀態。「臺灣（華文）文學母體」養成旅臺者的文學生命，這時他們體驗

最深也最為熟稔的原鄉題材，往往成為文學實驗室的第一批實驗對象。然而隨著

旅居時間的增長，臺灣文學環境逐漸將旅臺者的文學技巧焠鍊得更為圓熟之時，

原鄉經歷已沉澱發酵成更有風味的文學素材，此時的原鄉書寫是向大馬原鄉與臺

灣文學養成的致敬之作，亦是個人代表作。 

原鄉書寫因此不可避免地涉及多維度空間與多指向性時間的彼此對話與互

涉問題。在時空的變遷下，旅臺創作者以記憶保留／提取個人化的原鄉經歷軌跡，

這趟高度自主化的心靈時光旅程，表現在創作上即為自傳體的原鄉書寫。自傳體、

家族史、歷史書寫都是旅臺原鄉文學所偏好的表現形式，一旦原鄉素材耗竭，原

鄉落入制式化的樣板書寫時，轉型以求生存就成為馬華旅臺創作者必經之路。況

且，原鄉書寫與人生歷練相結合，創作者的內在心靈試煉階段會在很大的程度上

影響原鄉書寫的成果。 

文本的時間跨度三十餘載，起始點為李永平的短篇小說集《拉子婦》（1976），

終止於李永平的長篇原鄉小說《大河盡頭（下卷）》（2010）。其中包括：商晚筠

不斷召喚自我的華玲鎮咒、李永平一手打造的吉陵幻象及其溯返婆羅洲的身世追

尋、張貴興氣勢磅礡的雨林家族史詩、潘雨桐神秘的河岸傳說、鍾怡雯的島嶼紀

事和油棕歲月、黃錦樹如烏暗暝的膠林卷宗、辛金順初步營造的白沙舊事、張草

的移民史略。這些旅臺作家以出色的技巧錘煉原鄉形象，其創作意圖、母題的歷

時性演變、原鄉藝術形式展現，都是本論文探討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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