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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摘   要


五四新文學運動是中國文學史上的新紀元，如今這場文學革命離我們已逾八十年之遙，當時文人所提倡的自由主義也在時局動蕩之下，載浮載沉。一九四九年以後渡海來台的自由者義女作家們，既接受婦女解放的啟蒙教育；卻又在台灣戒嚴時期的統治下，以其文藝創作與評論與當權者有所互動與妥協，因而幾度導致自由主義文藝在台灣的挫敗，致使台灣文學思潮在「自由中國」解體，聶華苓出走之後，逐漸走向主題內化，而筆法趨向於意識流的現代派道路，這是五四以來所開創的新紀元在台灣的命運，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視為反共文學的終結與現代主義思潮興起的潛在因素。


一九四九年東渡來台的大陸女性作家包括：謝冰瑩、蘇雪林、潘人木、孟瑤、徐鍾珮、羅蘭……等人，因政權激變，而背負起故國之思，勇敢地踏上流亡的道路，從而改變了台灣文壇的質性與格局。僑寓文人從「權作避秦」，到「收復無望」，乃至於「終老斯鄉」的輾轉創作心路，終使得「流離意識」成為重要的台灣文學現象之一。


而「家」在渡海女性書寫文本中所呈現的意涵則更加不能以返家與離家之二元對立的觀念來進行解讀。因為自五四以來，逃家與離家便被賦予了另一番中國婦女解放的新希望象徵意義。「家」在文學中逐漸抽象化為一種概念，而使得故鄉與異鄉在女作家的選擇上產生了認同感的變化。是故，本文將處理二０年代卅「五四」時期至六０年代卅「自由中國」時期，在亂離中渡海來台的女作家在離鄉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個性與心理變化，她們從新移民的身分而與島上舊居民的互動與自我心態的調適下，逐漸地碰撞、摸索出族群交流的方式，到進而流露出落地生根的意願，其間所產生的自我身分的迷失與認同，自由意義與價值的追尋，即為本文研討的目的所在。
	關鍵字(中)	
      	  ★ 亂離
★ 渡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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