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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論題各題２５分 

 

ㄧ、 １９８０年代晚期，台灣原住民的新興文學，極為蓬勃，請以（１）拓拔斯˙塔瑪匹瑪（２）

瓦歷斯˙諾幹（３）夏曼˙藍波安三位作家，分別對其文學履歷和重要作品，加以論述，

並從小說、詩、散文各不同的文類說明當代原住民文學的時代意義和價值、特色。 

 

二、 請以「應社」和「櫟社」兩大詩社為例，對其組成目的、活動狀況和代表詩人（各社舉出

二人）的風格特質，加以申論。並對日治時代台灣古典詩社的存在意義以及古典詩人的遺

民情懷和時代意識加以說明。 

 

三、 在台灣現代詩史上，一九三零年代與一九五、六零年代，都有超現實主義詩潮和詩作的導

入、實驗創作，造成台灣的現代主義發展。是就當時主導的兩大詩社之主張，列舉其代表

詩人（二至三位）的創作風格，作一比較論述，並檢討他們的活動在現代詩史上具有的意

義。 

 

四、日治晚期（決戰期）台灣文學的發展，請以張文環和西川滿兩位作家的文學創作與活動，欄

申論當時的時代狀況，特別是台灣人和日本人作家並立，台灣題材創做的異同，以國策（皇

民化或皇民）文學內涵等相關諸問題，作一概要論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