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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週年館慶

一隻悠游大海
的文學鯨

藝術跨界

推廣台灣文學是國立台灣文學館的重要任務之

一。而文學是作者透過語言文字，通過寫作技巧、創

造性的想像，以記錄或創造人事地物，最終傳遞其思

想與感情；雖然文學的內涵是一種作者與讀者之間心

靈的動態溝通，作品可以讓讀者感染喜、怒、哀、樂

的心境，但一般其成果的外顯卻是一本書靜靜地躺在

書架上、或默默地漂流在茫茫的網路大海中，如何讓

文學化被動為主動，使其得以流竄在普羅大眾的不同

層次的生活中，即變成經營博物館及推廣行銷台灣文

學的重要課題了。

有鑑於此，台文館從開館以來，即積極尋求各種

機會，以文學為核心，透過多元媒材的轉譯，以動態

方式傳播文學意境與內涵，提高民眾親近文學作品的

意願，進而擴大文學閱讀人口。文學是八大類藝術的

一類，當她與其他藝術結合時，即可衍生出多元的表

現形式，碰撞出繽紛燦爛的藝文火花。     

首先，台文館設址於具有近百年歷史與優美典雅

建築風格的國定古蹟──原台南州廳，是一個最佳文

學與「建築」跨界結合的典範。另外，展覽方面，本

館一向將藝術視為展場設計的要件，將音樂、美術、

戲劇、雕塑、建築等等元素融入其中，例如本館「台

灣文學的內在世界常設展」，透過導演、作曲家、

音樂家、動畫師等跨界藝術家的眼界，為展覽量身打

造專屬多媒體影片，闡述作家內在與外在環境交互關

係，引領觀者進行一趟台灣文學旅程；同時，展場內

「族群的對話」單元的魔幻劇場，即改編自賴和的

〈一桿稱仔〉及林海音的〈蟹殼黃〉。

「音樂」也是本館推廣台灣文學的重要利器，包

括各類樂器的演奏會，以及原住民、客家、台語民謠

與流行樂演唱會，曾舉辦鄧雨賢、葉俊麟、許丙丁、

李臨秋等台灣作曲家、作詞家音樂會，由巴奈、林生

祥、鬥鬧熱走唱隊演唱的「賴和音樂會」，簡上仁老

師帶領學員演出的「2013台灣風創作歌曲作品發表

會」等。

「美術」運用於當代的博物館，是絕對的必

然，小從一張海報文宣，大到展覽的設計及教育

推廣活動的企劃，都屬這個範疇。台文館將於明

（2014）年1月與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陳澄波

文化基金會及臺南市政府共同主辦的「波光瀲豔──

陳澄波詩畫展」，則是本館將文學與美術跨界融合的

最佳案例。其他如「父親節特別企劃──父子聯手創

意繪本製作」、「大手小手創意DIY：想念──撕貼

畫卡片」、「我的文學館風景，我的攝影秀」圖文徵

件比賽等等活動，都是企望通過美術的迷人，吸引觀

眾體驗文學的魅力。

本館以「戲劇」與文學媒合的推廣活動，更是

不勝枚舉，除讀劇、偶劇、教習劇場、布袋戲、歌仔

戲、舞台劇等之外，本館於2011、2012兩年，將主

辦的「台灣文學獎──劇本類」金典獎作品《清洗》

與《逆旅》改編成讀劇及舞台劇，搬上舞台，於本館

文╱陳秋伶　展示教育組　　圖╱國立台灣文學館

文學是八大類藝術的一類，當她與其他藝術結合時，即可衍生出多元的表現形式，碰撞出繽紛燦爛的藝

文火花。台文館開館以來，以文學為核心，積極透過多元媒材的轉譯，詮釋文學的意境與內涵；十年館

慶更結合美術、音樂、戲劇等推出5檔精彩「文學匯演」。

來，與文學合唱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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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高雄、嘉義、桃園、台北等地巡迴演出。另外，改

編自知名作家黃春明作品的兒童舞台劇《稻草人與小

麻雀》、《夢見安徒生》兒童文學劇場更是獲得親子

的喜愛與掌聲。「舞蹈」是文學用來傳遞作家心境的

最佳的肢體語言，舞蹈家廖末喜女士的「文學舞蹈劇

場──舞動心女性」、「原舞者：尋回失落的印記

──太魯閣族樂舞」等都是台文館結合舞蹈藝術詮釋

文學，進而展現文學跨領域展演的實力。

「電影」與文學一向有著緊密的關係，本館一方

面自行策劃文學作品改編電影及作家傳記電影的「青

春影展」，另一方面也與其他藝文單位及學校合作辦

理的主題紀錄片影展，一年可吸引數千名電影愛好者

來館欣賞。

適逢十年館慶，台文館特別企劃了「文學匯

演」，共推出5檔精彩表演：10月12日由「追魂組

曲Ⅲ音樂會」打頭陣，將音樂與詩作緊密結合，為

整個活動揭開序幕；接著是10月18日的「南管音樂

會」，特別邀請南管表演名家王心心以詩人余光中

的作品〈洛陽橋〉進行譜曲，首度發表演出，令人驚

艷；第三場是10月19日「陳達儒紀念音樂會」重新

傳唱作詞家〈白牡丹〉、〈安平追想曲〉、〈青春悲

喜曲〉等雋永的台灣在地聲音；10月27日的「經典

文學劇場」，由影響．新劇場演出作家賴和重要作品

〈一桿稱仔〉，結合劇場、文學與音樂跨界合作，重

新賦予小說新的生命力；11月15日「南管音樂會」

移師台北西門紅樓舉辦加演場。在開館後的第十年，

我們邀請各類藝術與文學合唱共舞，來為這個值得紀

念的日子歡呼。

台文館與如果兒童劇團合作，演出《夢見安徒生》兒童文學劇場。

「文學舞蹈劇場──舞動心女性」邀請廖末喜舞蹈劇場演出台灣民謠

組曲、「喜鵲之舞」及「土匪婆」，舞出女性的多樣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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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跨界結合，總能迸發出迷人的藝術光

輝。國立台灣文學館逢十週年館慶，特推出文學匯演

系列活動，「追魂組曲Ⅲ音樂會」於10月12日晚間

七點半於台文館演講廳率先登場。詩歌作品透過音

樂，甚至結合書法文字的律動，呈現出一場別開生面

的精彩演出。

何謂「追魂」？是觀眾常常問起的問題。「追

魂」二字，是書法家董陽孜以充滿旋律的書法創作，

標舉為音樂會的總體精神；董陽孜的創新概念更透過

邀集陳育虹、向陽兩位詩人獻聲，與作曲家林少英攜

手合作，以變奏的爵士樂與詩人的字句朗誦交流，追

企文字、詩句以及音樂的精魂。其實在《追魂Ⅲ》之

前，還有以《追魂Ⅰ》、《追魂Ⅱ》為名的音樂會，

已於北部輪番舉辦，造成熱烈迴響。這回《追魂Ⅲ》

首度南下演出，以台文館館慶之姿，讓許多南部觀

眾，有機會親臨現場聆聽，接受詩歌與音樂交會的獨

特魅力。

當燈光步入充滿魅惑的黑暗，無聲昭告音樂會正

式開始。只見女詩人兀立在舞台上，正以溫柔磁性的

嗓音默念：「乾潮⋯⋯滿潮⋯⋯乾潮⋯⋯」。詩句取

材自陳育虹的海與神話創作詩集，搭配浪潮與自然生

態聲音，並貫穿World Jazz的優美曲風，旋律與文字

化為浪潮，不停拍打白日僵化的礁岩，那片神秘飽滿

的海彷彿就在眼前，即將滿溢：「海是藍色的絲帶繫

一場關於音樂與文學的牽引

文╱陳淑美　展示教育組　　攝影╱陳淑美、黃冠翔

記「追魂組曲Ⅲ音樂會」

節目手冊上「追魂」二字，突顯出董陽孜充滿旋律的書法創作。

藝術跨界────
文學匯演系列報導

在特洛伊餘光流動的額頭，透明的天空有雲朵彷彿綿

羊遷徙⋯⋯」。陳育虹以充滿想像的詩句，交會出波

濤洶湧的海洋與神話脈絡，邀請民眾一同加入詩與音

樂的感性對話，尋覓遺失在海底的記憶。最後在交錯

演奏的奔騰管樂下，奔放情感終於棲息在詩人的輕聲

呢喃：「馴服我吧，海」，重獲平靜。只留予一片明

亮如鏡的海面，無限追想。

緊接著登場的詩人向陽，則以低沉渾厚的氣

韻，朗讀長達三百多行的敘事詩〈霧社〉，包括〈傳

說〉、〈英雄莫那魯道〉、〈花崗獨白〉、〈末日的

盟歃〉、〈運動會前後〉、〈悲歌‧慢板〉等組詩。

他以緩而有力的語氣，歌詠出霧社的傳說與歷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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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莫那魯道一場蓄勢待發卻毫無勝算的行動：「⋯⋯

我們可以死掉，站著反抗，死掉」。這時，爵士管樂

瞬間奮力吹奏出來，代替莫那魯道於奮戰前夕的澎湃

吶喊。

一刻也不能等，向陽以簡潔鏗鏘的口吻，猶如敏

捷的勇士刮起旋風：「當整個霧社按號令向日皇下拜

時，殺聲突起⋯⋯迅雷似的狂野血洗了小學校的操場

⋯⋯」，率領大家重返沙塵與鮮血混合一片的殺戮操

場。然而，再壯烈的戰事終有結束之際，此刻詩人語

氣漸休，幽幽低吟死亡悲歌：「我們注定是，一群落

葉⋯⋯爛要爛在霧社的根莖裡⋯⋯請讓我們，此刻休

息」。不同的是，向陽以哀而不傷的語調，夾雜對生

命的理性思考，引發民眾進入廣闊的思辨空間，生與

死豈是一條界線可以輕易抹煞？令人開始正視如何對

待生命的態度，以及活著的最終意義。

誠如作曲家林少英所言，《追魂Ⅲ》的製作策

畫方向，乃企圖營造出電影影像與現代詩巧妙結合的

陳育虹以充滿想像的詩句，與民眾進行詩與音樂的感性對話。 台灣文學館李瑞騰館長活動後與書法家董陽孜 ( 左1 ) 以及朗誦詩人陳育

虹 ( 左2 )、向陽 ( 右1 ) 合影留念。

氛圍，並充滿音樂性元素。「追魂組曲Ⅲ音樂會」透

過兩位詩人獨具的聲韻，與穿插其中的爵士樂，帶出

文學裡的聲音表情，牽引出內心蟄伏的情感，如何愛

戀、悵惘，乃至奔放無窮，帶給現場民眾多於一般音

樂會的豐富想像。詩人透過聲音馴服了現場三百多對

挑剔的耳朵，也讓人窺見詩韻的溫暖曙光。

會後，「追魂組曲Ⅲ音樂會」的舞台總監魏廣皓

提到本次在台文館演出的音樂曲目為全然創新，這場

音樂、書法與文學的跨界交會，在台文館十週年館慶

中盛大演出亦獨具意義。台文館館長李瑞騰也表示，

文學館的發展方向除了要符合文學作家的期待，另方

面也要能夠讓更多大眾接近文學；透過不同藝術形式

與文學的跨領域結合，一直是台文館不斷嘗試努力的

方向。讓大眾可以從不同的切入角度，驚豔文學的可

能性與多樣性，而這場追魂音樂會也成功詮釋出台文

館所秉持的人文精神價值。

詩人向陽用渾厚氣韻，朗讀敘事詩〈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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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成長於南管故鄉──福建泉州，秉

承南管當代傳唱使命的王心心，帶領「心心南管樂

坊」6位團員，加上文壇現代詩名家余光中的經典作

品〈鄉愁〉、新作〈洛陽橋〉，共同以南管樂器重新

詮釋文學詩作，為台文館十週年館慶匯演活動鳴鑼開

場，其集結傳統與現代，視覺與聽覺的跨界合作意

義不言可喻。這場兼含傳統南管樂與現代詩的創新演

出，各項元素恰巧展現南管在民間曲藝所代表的重要

角色：骨董家具與祭儀祀品的布置與安排、南管樂師

的傳統服飾與走位等等，將莊重制式的演講廳舞台，

瞬間轉化為廟宇前庭沉靜古意的氛圍。當樂師緩緩步

入舞台畫面的那刻起，觀眾便隨著舒緩有致的節奏，

漸次調勻呼吸，進入南管樂充滿無限想像的詩韻天

地，共譜出文學交流互動的特殊景致。

不只是現代詩

整場演出最令人期待的，莫過於由王心心親自

譜寫彈唱，以及知名詩人余光中親臨現場，向在場聽

眾分享當時走訪洛陽橋場景的內心感懷，如何數算步

履的撫今追昔。藉由詩人的敘事功力與豐富綿延的想

像，聽眾自身彷彿也走過那道充滿歷史隱喻的時光橋

樑，感受渺小生命置身巨大歷史時空下的不安、期盼

與回歸的思鄉情懷。原本抽象的現代詩意涵，轉換為

一幕幕具體的影像畫面，文字不僅化為弦外之音，也

化為一座永恆之橋，橫陳在每個人心底，珍惜歲月靜

好、人事安在的當下。

南管樂的首次嘗試將留藏心底

全新譜寫曲調的創作方式屬於現代詩的再詮

釋，在轉譯現代詩作中「國語」與「泉州話語」間

的掙扎矛盾，王心心顯然下了許多功夫與心思，成

「台灣民間曲藝。南管音樂會」

用南管唱現代詩

文╱楊蕙如　展示教育組　　攝影╱林聲、林家安、王嘉玲

藝術跨界────
文學匯演系列報導

余光中親臨現場分享〈洛陽橋〉創作心得。

南管結合現代舞蹈增添藝術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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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整場演出的靈魂人物。細就當晚節目內容安排、

舞台視覺及技術層面，各方面細節的結合，映襯出

南管樂底蘊的人文情懷，兼容細膩與澎湃的表達方

式，讓首度接觸南管樂的聽眾驚嘆不已，演出完成

度極高，曲調轉場調度與演出對話拋擲導引，使得

整體音樂會更具豐富的有機性。對於聽眾而言，聆

賞南管樂無啻是一場難忘的感官體驗，這是透過樂

師的演奏態度與觀眾的當下感受所交織而來的美好

享受。透過此場南管音樂會首度在南部公開演出，

不僅帶給聽眾一場美好獨

特的音樂饗宴，也暫時拋

開繁忙匆促的生活步調，

重新聆聽身心的呼吸與脈

動，以另一種詩樂角度感

受文學的生命力。

台北加演場小記

有感於民眾的熱烈迴

響，台文館特別於11月

15日移師台北西門紅樓舉

辦加演場，讓更多人親近

南管之美。為此我們擴大邀請北部民眾參與民間曲藝

活動，來聽王心心如何以優雅細緻的南管樂，重新詮

釋詩人筆下雋永的〈鄉愁四韻〉及〈洛陽橋〉，讓更

多民眾感受詩與樂的雙重魅力。北部民眾表示這是一

場難得的音樂體驗，尤其增添現代詩的元素，無形提

高聆賞的層次，不同於時下的音樂會，必須細細吟詠

回味。甚至音樂會散場了，那股安靜充滿力量的氛圍

仍揮之不去，彷彿提醒我們必須放慢腳步，細細感受

生命之美。

《百鳥歸巢》用中國笛營造全場環繞效果，立體生動呈現曲調特點。

台北場於西門紅樓演出，舞台氣氛呈現濃濃的人文色彩。



21│  台灣文學館通訊  2013.12  NO.41  │

十週年館慶

一隻悠游大海
的文學鯨

從來未曾離開

文╱楊蕙如　展示教育組　　攝影╱蔣偉成

陳達儒紀念音樂會

藝術跨界────
文學匯演系列報導

「陳達儒紀念音樂會」由黃勁連與施炳華老師共同策劃，由黃三郎與

王素珠領軍，帶領聽眾重溫台灣作詞家陳達儒豐富精采的詞曲創作。

1936年，作詞家陳達儒（1917~1992）以〈白

牡丹〉歌曲，掀起台灣歌謠創作高峰。那些年陳達儒

以專職作詞者身分，和台灣眾多作曲家共同合作，發

揮了其深厚的文學詩歌底蘊，奠定台灣創作歌謠的基

礎。「白牡丹、笑呅呅，妖嬌含蕊等親君。」誠然，

是首藉白色牡丹花來表現少女情懷、潔身自愛的愛戀

歌曲。在陳達儒眾多的音樂作品中，讓人想像著作詞

家嚐盡人情冷暖，看透世間情感所嶄露的智慧，如何

豐富歌謠背後所蘊含的人間故事。於是他寫下的不只

是屬於自己的小眾歌曲，更凝聚整個時代的集體記

憶，塑造台灣樂壇上不可取代的經典歌謠地位。

劇情化的作詞

陳達儒在1936年至1938年期間，大量以台語

曲詞刻劃世間悲歡，深獲普羅大眾喜愛，從〈青春

嶺〉、〈雙雁影〉到〈悲戀的酒杯〉，由青春時期

的天真無憂到戀愛過程的思念抉眠、五味雜陳，藉

由字句間的「噯唷」聲嘆中逐句堆疊情感，思緒加

乘，發揮了音樂歌唱不同於文學抒臆的特色。從〈日

日春〉、〈送出帆〉到〈欲怎樣〉，首首傳達出濃

濃的單純愛意、或離別相思愁苦、或等待歸來的空

寂心境，在在豐富了聽眾對於當時人事物的劇情發

展想像。1950年後，陳達儒決定卸下警察職務專心

投入作詞創作，其書寫角度逐漸擴大到社會層面。

他寫〈母啊喂〉反映金錢掛帥的時局，拋棄女兒未來

以換取財富的悲涼；〈安平追想曲〉以台南安平時空

背景為題材，敘述當地未婚女子與荷蘭船醫一段刻骨

銘心的愛情故事。聽著這些歌曲，字裡行間充溢人道

關懷，即使世間再殘酷，永不質疑愛與夢想帶來的力

量，而這些也構築了台語歌謠必須以濃烈情感的歌聲

詮釋的特色。

樂音再現

於是隨著音樂奏起的旋律，我們尋聲遇見台灣作

詞家陳達儒的身影，傾聽發生在這座土地上的真實故

事，如何孕育世代情感與記憶。10月19日下午，由

黃勁連與施炳華老師所共同策劃的「陳達儒紀念音樂

會」在台文館演講廳重現當年台語歌謠魅力，由知名

藝人黃三郎與王素珠小姐領軍，帶領聽眾重溫台灣作

詞家陳達儒豐富精采的詞曲創作。他留下的不僅是對

台灣流行歌謠的貢獻，亦是台灣文學界的珍貴財產，

透過優美動人的傳唱，除感念台灣早期樸實的人文情

懷，也為現代忙碌的社會喚起溫暖的關懷，再度貼近

土地的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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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題

影響．新劇場
演出《一桿稱仔》

文╱黃雪雅　展示教育組　　攝影╱蔣偉成

藝術跨界────
文學匯演系列報導

為歡慶國立台灣文學館邁向第十個年頭，除了

一系列的慶祝活動外，還特別邀請國內知名劇團「影

響．新劇場」規劃推出經典文學劇場演出，以台灣新

文學之父賴和的作品〈一桿稱仔〉作為演出題材。演

出方式不同以往，保留原汁原味的創作文字，用詩歌

吟唱，肢體語言的描述，像跨界時空情境般讓觀眾融

入文字敘說所創造出的新生命力，更了解原作所表達

出的文字意涵與精神，並具體傳達台灣文學文本中豐

富的內涵與價值。

本活動同時也是文化部「媒合演藝團隊進駐演

藝所合作計畫」的一部分，目的是鼓勵演藝團隊進駐

各地區演藝場所，規劃合作計畫，創造自身特色，並

推展該團隊專業藝術。透過雙方媒合，以拓展觀眾客

群，活絡周邊藝文氣息。

為了配合情節演出，這齣戲劇使用跨界結合的方

式，將文學、戲劇、音樂融入演出元素，猶如操弄魔

法般將靜態的書寫轉化為劇場形式，透過演員的肢體

語言呈現文字情節，曼妙演出文本內涵。

在情節與演出的設計中，也將賴和名作〈流離

曲〉中的詩句與台灣民謠〈一隻鳥仔哮啾啾〉編入劇

中，透過哀傷的曲調，傳達出賴和作品中升斗小民日

常生活中的悲哀與無奈。本劇以多元形式，傳達台灣

文學文本豐富之內涵與意義，讓觀眾更容易透過聽覺

與視覺等不同的感官接觸，了解賴和作品的旨趣，並

且進一步發掘閱讀文學作品的樂趣。

這齣戲劇的演出內容在描述20世紀初日治時

期，一個佃農後代秦得參悲慘的一生。在製糖會社剝

削下，秦得參只得轉以賣菜為生，又因為日本巡警

刁難與司法壓迫的一連串遭遇，賴以維生的稱子也被

折斷，還被以違反度量衡規則入監，受到種種不平等

待遇的他，最後憤而選擇與巡警同歸於盡。戲劇中的

「稱仔」原本代表著社會公平的象徵，卻被巡警惡意

破壞，而人民在現實生活不斷適應統治要求，也不得

不服從統治者所建立的標準，但所謂的標準又常是隨

意修改變動，令人無所適應，動輒違法得咎。

為保留小說中原汁原味的文字意象，演員化身

為說書人，透過吟唱與敘述，採用台語、白話文、日

語，多語的混雜演出方式，凸顯小說在創作時代裡的

語言問題，表現時代遞嬗的衝突與無奈。此次活動吸

引了兩百餘位觀眾蒞臨觀賞，其中多數為年輕學子，

演出之後掌聲久久不息。雖然秦得參的時代已經遠

去，但故事中深切的人文關懷依舊能夠得到年輕一輩

的認同，顯現雖然時代不同，其中卻有許多共通的情

感與社會現象未曾改變。期盼透過這次藝術與文學的

媒合演出，能啟發年輕人關懷社會及文藝欣賞能力，

讓文學的美好得以深根，代代傳承。

《一桿稱仔》保留原汁原味的創作文字，用詩歌吟唱，肢體語言轉化，具體傳

達台灣文學文本中豐富的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