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健先生事略 

    張健先生，中華民國 28 年 12 月 15 日(1939)出生於浙江嘉善縣。筆名有汶

津、張虔、吳生、嘉山等，別號行健。民國 37年 9月來臺，後於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系畢業。民國 53 年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畢業，論文題目為「滄浪詩話

研究」，由臺靜農教授指導。次年獲聘為臺大中文系講師。59 年升等為副教授、

64 年升等為教授，至民國 81 年(2002)退休。開設課程凡有現代小說選、現代詩

選、紅樓夢、中國文學批評史、李白詩、白居易詩、詩話研究、世說新語、小說

研究、現代文學專題、新聞寫作等凡 30 餘種，足見先生之廣博。退休後除留本

系兼任外，並於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擔任教授。另亦曾於國立中山大學、淡江大

學、彰化師範大學、台北藝術大學等校擔任兼任教授。正因先生於中國文學批評、

詩論以及現代文學，素有專精。故如香港新亞研究所、香港珠海書院、武漢中南

財經大學新聞系、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中語系、香港廣大學院、金華浙江師範大

學中文系、香港嶺南大學訪問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等，皆曾邀先生

前往講學、客座。 

    先生於研究工作外，更致力於現代文學創作與評論。曾任《中國時報》專欄

作家、《藍星詩刊》與《海洋詩刊》主編，《現代文學》編輯委員、中華民國比較

文學學會理事與監事、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理監事、東方詩話學會創會理事、世界

華文詩人協會理事、中華民國著作權人協會理事等。其創作文類包括詩、散文、

小說、文學論述，風格多樣，達一百多種，詩達一萬餘首，文壇譽為快筆。先生

曾自述：「本人研究中國文學已有四十七年的歷史，著重在：（一）中國文學批評

及理論；（二）唐、宋、明、清詩學；（三）唐、宋、清詩；及（四）現代文學（含

現代詩、現代小說）。其中成就最大的是一、二兩項，還有現代詩的研究、評論、

教學和創作。我用傳統的研究方法適度參入兩方的理論和方法，歸納、醞釀出一

套個人的詩學理論體系，對海內外的有關研究發生一定的影響力。我的教學兼重

基礎和深層，深入潛出，一絲不苟，而又不失活潑生動。我的創作是多元的，新

詩（一萬多首）、小說（五部）、教文（三十餘種），還有影評、傳記等。我的評

論兼及詩、小說、電影等，所有著作共一百十三種。」先生更於著作中述及自身

創作風格「由抒情到哲理，由寫實到諷刺」；小品、雜文則「或爽朗、或詼諧、

或憂鬱、或繁富、或平淡，不拘一格，內容寬敞」其詩作以淺顯而精鍊文字，創

造讓人印象深刻的強烈意象。是以詩人羅門評為「著重濃縮與精確意象的營造」；

姚一葦評其散文，兼具學者與詩人二重性質，時而知性，時而情感蘊藉。段彩華

則稱其小說則是「對社會人生的觀察和體驗。」諸多著作，曾獲中華民國新詩學

會詩教獎、臺灣省政府新聞處優良著作獎、大陸出版優良著作獎，炎黃文化研究

會龍文化金獎等。 

    先生近年未於本系授課。2007 年曾擔任高雄市文學館駐館作家，2012 年於



國家圖書館發表「蘇軾的豪情與柔情－談東坡的幾首詩詞」演講，孜孜不倦。詎

料遽聞先生於中華民國 107年 12月 16日凌晨辭世，享壽八十歲。離世，家屬表

示：先生生前已然叮囑，不欲張揚。故於後事圓滿後，方將噩耗告知。第念先生

作育英才四十餘載，貢獻良多。今惟迻錄著作，以彰先生研究、創作之勤，藉此

勸勉後學，並申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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