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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歷經九二一大地震後的漫長修復過程，倒塌的房屋已經重建，十二年

來，每每歷經震難周年的日子，便會有創作者再回憶起當時的天搖地動，文學紀

錄的陸續出現，無論是在情感上、實情上，都有別於歷史的冰冷記載，闊別集體

的傷痛記憶後，回頭看這累積成塔的文學作品，有別於一般個人生命劇變的文學

創作，而有著族群受災的記憶，豐富的紀錄顯現出一個議題：是否文學本身具有

療癒與撫慰人心之效？ 

  本文透過文本分析法與訪談法，結合文學與心理學研究，以文本出發，探討

在九二一大地震中，敘事行為產生心理治療的功效性，並著重於文學作品本身的

心理價值，嘗試確立災難文學產生的背景與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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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災難，是創作者不斷關注的議題，也是創作生命的一種激發。災難造成生命

的劇變，創作者往往因此而轉而使用文字紀錄生命傷痕，因此在災難發生時，經

常會出現大量感人的作品，從中顯現出文學的功能。 

  所謂共同傷痕的界定，有別於個人傷痕的書寫。個人災難記憶往往牽涉範圍

較小，範圍僅限於個人或是家庭。一個族群因為特定且重大的災難而出現集體記

憶，在災難中較容易形成國家或族群傷痕記憶，這樣關於族群的共同災難傷痕經

驗，則歸納為共同傷痕。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臺灣發生驚天動地的集集大地震，臺灣人民的內心

與生活受到相當大的震撼，這樣的震撼伴隨著親人罹難與天崩地裂而蔚成一股臺

灣的災難文學風潮，在這一時代的災難文學中，許多作品都著墨於災難傷痕闡

述，透過傷痕記憶的書寫，達到療癒的作用。 

  筆者主修文學科系，並輔有心理相關科系專業，當今臺灣學術界有許多的心

理相關期刊與研究專注於災後心理修復等歷程研究，在文學方面缺乏類似的研

究。學生深感九二一大地震是臺灣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文學創作亦在此一時期出



現大量的相關作品，並且廣泛分布各文類作品，故期望透過資料的蒐集，整理與

紀錄臺灣災難文學的發展脈絡。 

 

二、研究目的 

   九二一發生至今逾十二年，震後臺灣開始關注這個多災的島嶼，災難的憐

憫、哀傷進到文學的場域中，以各種文體呈現出來。透過整理九二一震後各項文

類的相關文學創作，以文本分析及訪談法，在文本中尋找災難存在的脈絡，探討

文本中呈現出的集體災難與個人傷痕，並預期在之間討論文學對於心理會產生影

響效果，作者可以透過文學表現情感，並藉此消除或淡化災難記憶，或者將災難

傷痕昇華為對社會人文的關注，展現文學家悲天憫人的人文情懷。 

  筆者期望透過「大眾災難文學中的共同傷痕心理研究」可以達到下列目的： 

 

（一） 探討災難文學相關作品的創作動機 

  九二一相關的文學創作遍布各類文體，除散文、小說、新詩之外，仍有為數

可觀的報導文學作品，甚至在小說中亦出現大量以青少年受災後心理為主題的少

年小說，其範圍都在研究範圍內。文體的多樣性必定與創作動機有關，透過訪談

法了解創作者的創作動機，可做為災難文學產生原因的佐證。 

 

（二） 探討創作心理與大眾集體記憶的關聯 

  文學經常成為一種紀錄，探討創作者創作時的心理狀態與想法思維，並與當

時大眾心理作為結合，可以確立文學作品中的傷痕同時也表現出大眾的真實樣

貌。 

（三） 探討災難與傷痕意象在作品中的呈現 

  文學作品不僅新詩有大量的意象呈現，其他的相關創作亦然，透過文本分析

探討災難與傷痕是否有其相似的意象表徵，是為了討論意象的使用是否為創作者

為精準呈現心理思維的再現？亦或是在傷痕當下的不可明語之下的選擇。 

（四） 解析創作前後的心理改變是否減緩傷痛記憶？ 

  為確立災難文學與敘事治療之間的關係，討論創作前後的心理變化可以觀察

出其之間的關聯，以證明災難文學的出現對於大眾集體受災有無心理治療上的意

義存在。 

 

三、研究方法 

  本文既為以九二一震後相關創作為主體研究範圍，亦即以研究文本的「文

本分析法」為主，透過相關文本的收集與整理，依文類做分類，討論與比較文本

內對災難的意象書寫與心理表現，計畫將其分成「傷痕意象」、「集體議題」、

「關注議題」三個面向作為討論方向，並計畫訪問重要作品作家，深入了解其創



作心理與動機，藉此討論作家對於災難書寫的期待，以及透過書寫是否能降低傷

痕的蒂固？ 

   

  文本分析提供更清晰的創作樣貌，不但顯示當時創作者心理狀態，文學作品

的紀錄更能當作是歷史真相的圖塊，藉由文本分析，期望可以由創作者本身推及

族群記憶，瞭解震災受難的歷史相貌。另外，為了更真實深入的了解創作對心理

傷痕平復的效果，「訪談法」也是文本分析法之外重要的研究方法，期望透過深

入訪談，比較創作當下與創作後的心理變化，瞭解創作者的心理歷程。 

 

四、預期成果 

   在「九二一震後相關文學創作」的討論中，期望可以歸納出完整的文學地

圖，將九二一大地震對文學界的影響表現出來，並推及大眾災難記憶的樣貌與脈

絡。文學是心理的表現，而創作也是一種心理實錄，筆者期望在這樣的議題研究

裡，可以確定文學創作具有療癒功能，可以讓創作者舒緩自身的傷痛記憶，亦可

以替族群的記憶留下紀錄，且這樣的紀錄並不僅限於歷史真相的實錄，更能廣泛

而深入的涉及心理層面的書寫，藉由探討這樣的議題，能比歷史更深入到集體心

理的創傷療癒過程，並提出創作者關注的議題，提供人們在震後長期的重建中一

個反思的機會，思考在漫長的重建過程中，社會與個人是否都如期望中的得到完

整的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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