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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與活動

台灣文學館2013年館際交流巡迴座談會共計舉

辦4場次，活動地點包括：南投縣文學資料館（8月

31日，「閱讀南投文學地景」）、屏東旅遊文學館

（9月28日，「寫一條旅行的路──屏東地景與地方

書寫座談會」）、宜蘭李榮春文學館（10月26日，

「李榮春文學論述與宜蘭地域背景分析」）、台中

明道中學現代文學館（11月9日，「閱讀台中山海

屯──大台中地區文學書寫座談會」）。台文館舉

辦館際交流座談會已屆3年，活動經費全數由館方支

應，各合作館舍則協助處理與談人邀請、茶點準備、

照相與逐字稿紀錄、場地與宣傳等事宜。此系列活動

三年經驗已略成熟，館方正在構思103年度活動模式

的變換更新，期能推出更活潑的文學饗宴，深耕文化

工作。

閱讀南投文學地景

南投縣文學資料館座談會與談人包括：向陽「寫

給故鄉的詩」、鄧相揚「南投桐花客家情」、黃瑞奇

「櫻花樹下的繆思」、廖嘉展「當青蛙遇見蝴蝶」。

向陽出生於南投縣鹿谷鄉，故鄉的名山秀水孕育了他

的文學夢想，也烘焙了他的詩，向陽的詩生命，和故

鄉南投是連結在一塊的。南投《埔里鄉情雜誌》揭露

在地藝術家林淵每天敲敲打打石雕，自己樂在其中，

甚而有人為他成立「牛耳藝術公園」，更在桐花盛開

的樹下舉辦「桐花宴」，這也是後來蔚為台灣「客家

台灣地域文學的勃興
文╱林芸伊　公共服務組　　

今年度館際系列座談自暑假8月起跑，從南投一路往南到屏東、往北向東到宜蘭及終站為台中，此次本館
分別與南投縣文學資料館、旅遊文學館、李榮春文學館、台中明道中學現代文學館合作，邀請作家學者

與談，主題多元。

「閱讀南投文學地景」座談會。（圖╱國立台灣文學館、南投縣文學資料館）

台灣文學館2013年館際交流巡迴座談會紀實

桐花季」風潮的首例。南投從2001年開始舉辦第一

屆日月潭九族櫻花祭，在2005年發行了台灣第一本

櫻花攝影散文集《春櫻舞動的季節》，黃瑞奇身為櫻

花祭的策展人，用台語寫詩歌頌櫻花，並請人在櫻花

祭的舞台上用詩歌朗誦的方式發表，還有聯合陶藝小

集的「陶與櫻花的對話」，邀請十多位陶藝家帶著將

陶藝食器融入櫻花後的作品，來到櫻花樹下享用櫻花

樹下的宴席。南投新故鄉文教基金會長期投入埔里鎮

桃米里社區重建事務，引入生態倫理、生態方法和生

態教育，讓桃米社區逐步轉型為兼俱生態保育與生態

旅遊的生態村發展模式，2010年南投希望營造再現

埔里蝴蝶王國的願景實踐，讓區域的魅力與持續性發

展，被看見，基金會董事長廖嘉展將其人文關懷注入

在地風土，並將成果分享給有緣接觸的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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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一條旅行的路

──屏東地景與地方書寫座談會

屏東旅遊文學館座談會與談人包括：余昭玟「從

文學地景看屏東風華」、傅怡禎「大武山下的美麗

韻腳──屏東小站巡禮簡介」、郭漢辰「從聖山到人

間風情──試論《沿著山的光影──屏185線紀行》

的地方書寫」、巴代「相遇在風的海角──阿塱壹古

道行旅」。台灣旅行文學在1980年代末開始蓬勃，

文學表現有三大類型：（一）物化；（二）回歸心

靈；（三）結合環保，阿塱壹古道跨過潮池、海岸、

礫灘、海岸林、溪流等生態環境，生物相豐富多樣，

屏東縣政府於2012年1月，將包含古道在內八百餘公

頃的海岸及山林公告為自然保留區，止息了開路與環

境保護之間的爭議。「地方感」、「地景」、「地

傅怡禎教授演說「大武山下的美麗韻腳——屏東小站巡禮簡介」。（圖╱國立
台灣文學館、旅遊文學館）

方書寫」（地誌文學）一直是西方空間地理學所論

述的概念，《沿著山的光影──屏185線紀行》探究

地景在書寫過程中所扮演角色，而屏東人在地景周

遭的生活經驗，以及地景和人與人之間所勾連而形

成多元及深層的情感，如何成為作者地方書寫的主

要結構及元素。若鐵道是一首環繞大武山的詩歌，

屏東的所有車站便是最美的韻腳，屏東線鐵道計有

15站、景緻絕美的南迴線鐵道計有5站、全台最短

的支線東港線鐵道（已撤線與廢站）計有2站、載運

蔗糖的糖鐵中心計有2個，自從行政院規劃「潮州計

畫」，改造屏東至潮州沿線車站，讓屏東的小站有

了令人期待的未來。屏東縣籍作家包括：陳冠學著

名的《田園之秋》充滿對故鄉土地的護衛、周芬伶

的飲食書寫與身世、情愛、空間建構故鄉的飲食文

化、許其正1978年出版的《綠蔭深處》一書將鄉村

景物發揮到極致、長篇小說《出堆》以客家人的歷

史當作族群的顯影、林剪雲《暗夜裡的女人》整部

小說的悲劇性都以落山風來表達、施百俊《小貓》

鋪陳屏東抗日英雄林少貓的故事。

李榮春文學論述與宜蘭地域背景分析

宜蘭李榮春文學館座談會與談人包括：李鏡明

「李榮春文學的生命情調──審美」、葉永韶「李榮

春帶我來頭城旅行」、黃怡「李榮春：小說體自傳

的終極實踐」、彭瑞金「頭城文學之寶李榮春」。

審美，是李榮春文學教我們的生命情調，是生活中

必備的情趣，或許也是創造生存意義必要的技藝，

李鏡明幼時聽從李榮春的意見，從書店買了許多中

外文學名著回家閱讀，無奈事與願違全然無法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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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倒是看見四伯父拿去讀得津津有味，直到1994

年李榮春去逝，整理四伯父衣物，他才對書櫃裡的文

豪作品愛不忍釋澎湃洶湧幾至數度拍床而起、中夜繞

室興奮難眠。在宜蘭或騎著腳踏車在田野間晃蕩，偶

遇老農隨意聊上幾句；或穿入小聚落散看民家生活閒

景；或沿著水路享受一路上的恬淡；或略駐足小圳溝

邊聽著流水的靜好；或至海濱觀看海面大龜與無盡的

遼遠，享受著過程中的美好，尤其在宜蘭舊城、頭

城、羅東、蘇澳、冬山、利澤簡等老地方旅行，就屬

在頭城市街旅行最幸福，因為頭城有居住當地的老居

民李榮春文學家（1914~1994），他描述故鄉頭城

生活風景的六、七冊小說是最好的帶路人。李榮春的

小說自傳性質濃厚，絕大部分出自真人實事，《祖國

與同胞》所記載的是在苟活於亂世的眾多人物中蒐尋

他心目中的道德典範、《海角歸人》意圖更堅固自己

對「真善美」的追求、《洋樓芳夢》是他展示人間冷

暖的櫥窗。李榮春文學生前寂寞、死後知音有限，完

全是因為出自李榮春對個人文學信仰的堅持，孤獨地

立志當文學家，拒絕和外界溝通，讓人誤認為「瘋

子」也不辯解，恐怕只有深山絕巖上禪修的高僧可以

比擬。

閱讀台中山海屯

──大台中地區文學書寫座談會

台中明道中學現代文學館座談會與談人包括：路

寒袖「東北季風拉的琴弦」、瓦歷斯‧諾幹「揭開沉

沒的簾幕」、張經宏「我的〈書寫台中〉經驗」、林

雯琪「東谷沙飛，還原玉山的空間與文化記憶」。路

寒袖從國小三年級開始有作文課後，就一直是他的驕

傲科目之一，父親也與有榮焉，但始終歸功於父親在

他還沒上學前，常常讓他跟班伴隨去工作所屬的機關

領薪水，一路上培養出來的文字能力，最早影響他寫

作的是媽祖廟鎮瀾宮、城隍廟、土地公廟前在各神明

聖誕時搬演的野台布袋戲，再來就是他們孔雀路底庄

尾的一位文藝青年，其實更深厚的文學因緣來自彰化

肉圓、大佛及文學家賴和、楊逵，1995年他從台北

返鄉台中參與《台灣日報》的復刊，負責藝文中心與

副刊編務，20世紀初的民族運動、文化運動，以迄後

宜蘭李榮春文學館座落在宜蘭火車站旁，開車約五分鐘車程即可到達，是一棟小小的日式榻榻米舊建築重新改建而成，成立已週年。（圖╱國立台灣文
學館、李榮春文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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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生態保育，社區意識的建構等，引發了廣泛的迴

響。

瓦歷斯‧諾幹在1993年的尾巴時節，帶著還只

是5歲的孩童威曙來到北地都城，前往台北市動物園

參加一場名為「保護黑熊」環境議題研討會，接待人

員驚得凸出貓頭鷹的眼睛，開始猶豫著要不要帶他們

這對「吃過很多動物」的原住民父子參加研討會；

1993年年初，為期十年的聯合國「國際原住民族

年」第一年工作隨即展開，各種各樣的官方、民間舉

辦的研討會，總會邀請原住民代表以示尊重，但這股

原住民熱潮只維持一年便告瓦解，瓦歷斯‧諾幹隨著

時代潮流逐漸被人遺忘，「我幾乎忘了小時候的每一

件事──這才真的把我嚇壞了。」每一次的返回部落

之旅，就是他田野採集的歷史回溯之旅，詩與詩句有

甚麼力量？不過就是揭開那一道道沉默的簾幕。

張經宏的文學作品《出不來的遊戲》、〈蛋糕的

滋味〉、〈恭喜發財〉、〈香蕉、蜘蛛、猴〉、〈壁

虎〉、《摩鐵路之城》、《雲想衣裳》更雜揉台中各

地風景，也觸及了台中的人事描寫，他一直認為小說

是最適合他發揮的文體，寫小說的人不該成為粉飾城

市繁榮圖象的化妝師，他毋寧更該發掘於城市討生活

的各種靈魂底蘊的樣貌；台中的孩子們曾在幼年時期

被要求大量閱讀，但到了他們生命最需要去叩問一些

更深沉、更開闊的意義時，由於種種因素的消磨與耗

弱，只能啃一些速食類的作品，他為此感到羞愧而困

惑；寫作時心神敏銳的他經常被環境的騷動、混亂所

擾，而不得不躲藏到速食店寫作，一塊一塊拼出小說

的片段，然後在下一次轟轟的囂鬧聲奔來之際，停止

寫作，繼續尋找下一個可供躲藏的洞穴。

「走到了大山之間，到了孤獨的極致，與自己的

對話變得很純粹」，「那個稚拙的青年一下子成長了

起來，有一種男子的沉穩」，山林是有力量的，人類

對自然的依存自古而然，玉山網路票選的高人氣不只

帶出「台灣人面對自己土地時藏在熱情背後的焦慮與

盲目」，更讓人擔心「征服」的動機會剝奪登山者在

山林間醞釀智慧的可能，處處爭第一其實會喪失太多

做人的味道，我們應該學著從登山觀山到讀山懂山，

「當我帶著山下的朋友登上玉山時，可以感受到作為

一個台灣人站在自己土地最高峰的那種驕傲感，但

是，如果沒有更多的文化、知識跟故事去做連結，那

種驕傲感稍縱即逝。」

2013年4場次館際交流座談會在數百位蒞臨觀眾

熱烈的掌聲中結束，感謝文學愛好者的聆聽與鞭策，

期待未來能再推動更多文學閱聽交流的平台。

現代文學館座談會與談人張經宏、瓦歷斯‧諾幹、路寒袖、林雯琪。
（圖╱國立台灣文學館、台中明道中學現代文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