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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文學

由國立台灣文學館主辦、委託台灣文學發展基

金會執行的「食衣住行文學特展」，於2014年8月2
日起至8月31日在台北市紀州庵文學森林展出。

市井的人生百態一直是文學書寫中的主題來

源，既反映常民的生活樣貌，亦反映出當下時空角

色本身的心靈狀態，體現文學的入世關懷。在本次

移地展示中，為配合「食、衣、住、行」四大主

文╱謝佳佑　紀州庵文學森林行銷企劃　　圖／國立台灣文學館、財團法人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

「食衣住行文學特展」紀州庵移地展透過情境式展示與民眾的過往記憶與經驗結合，拉近與文學的距

離；另規劃3場講座，使民眾更深入了解本次展覽策畫主軸，了解作品書寫的時代背景與反映之社會現
象，帶給民眾「生活即文學」的展覽體驗。

題，以及所節選之文本段落，展場依各主題設計不

同場景，運用質樸的角材與回收家具做出空間的區

隔與場景的氛圍，將節錄之作品融於場景中展示，

呈現復古、手感的設計概念。希望透過場景式的展

覽呈現，與民眾的過往記憶與經驗結合，拉近與文

學的距離。

除了情境式展示之外，執行單位依特展內容規

劃了3場系列講座，邀請多位文學人與觀眾分享如何
寓生活於書寫之中。

開幕講座「炒文學：文學樂食私房菜」
展覽開幕式邀請台灣文學館翁誌聰館長及台灣

文學發展基金會執行長封德屏致詞，以此拉開展覽

序幕。

「食衣住行文學特展」移地展系列活動紀實

展場將節錄之作品融於場景中展示。

台灣文學館翁誌聰館長 (左) 及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執行長封德屏 (右) 致

詞，以此拉開展覽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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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與活動

「炒文學：文學樂食私房菜」開幕講座，由李昂與宇文正中分享她們

於「食」的獨特觀點與書寫經驗。

（左起）李敏勇、楊祖珺、羅文嘉，談從土地與社會反思文學創作的連結。右為封德屏。

由於生活型態的改變，一般民眾對於「吃」亦

越來越注重與要求，使得飲食文學近來年做為類型

文學的一種廣為大眾喜愛，也是民眾於「食衣住行

文學特展」中最具共鳴的部分。因此「炒文學：文

學樂食私房菜」開幕講座中，同時邀請對「食」有

自己特別看法的李昂與宇文正兩位作家，一起與大

家分享她們於「食」的獨特觀點與書寫經驗。

李昂以日本「握壽司」的食用文化為例，說明

飲食不只是感官上的體驗與享受，更與民族的文化

密不可分，從小接觸的飲食傳承了母親的味道與記

憶，同時也傳承飲食在一個民族文化中扮演的象徵

意義與價值。

而這個觀點正好呼應宇文正幫孩子做便當的經

驗與寫作上變化的歷程。宇文正對「食」的記憶正是

深受父母影響，身為多年職業婦女的她，為了兒子能

吃到營養的午餐而重拾廚藝，她從食物的味道談到親

子關係的新發現，以及從做便當開始對個人寫作題材

與文學閱讀上的影響，更深一層亦談到社會生活模式

的變化所造成飲食習慣、人際關係的改變。

種文學：我們的土地，我們的文學
文學的書寫題材離不開土地，來自與人的根本

與土地緊緊相繫。《無米樂》與《白米炸彈客》等

影像作品喚回社會對於目前台灣農業困境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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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高翊峰、李維菁、王聰威暢談文學、品味與時尚。

上春樹作品中隱藏的作者品味所帶起的品味風潮，

兼談近期《聯合文學》改版的思維。對於時尚與文

學的關係，時尚在文學中可作為一種「誘因」，

引誘讀者並將其帶進作者的作品世界。而高翊峰亦

曾任時尚雜誌編輯，同時持續文學創作，從曾任時

尚雜誌編輯的經驗出發，提到文學作品中所提及的

品味，或許與左派思維衝突，但與其說文學、不如

說文字應該回歸單純作為一種工具，成為傳達「內

容」的媒介，傳遞出訊息與意念，文學就能生存。

李維菁則認為文學與藝術的跨界合作之所以重要，

由於小說閱讀極需高度的想像力，而她認為缺乏想

像力是現在文學勢弱的一個因素，當跨界合作能協

助小說進行具象式的呈現，文學亦可由此找到新的

可能性。

「食衣住行文學特展」系列活動，希望透過3場
深度講座，使民眾更深入了解本次展覽策畫主軸，

了解作品書寫的時代背景與反映之社會現象，帶給

民眾「生活即文學」的展覽體驗，也希望因此開啟

文學與社會更多元對話的可能性。

文學亦成為其發聲與實踐的工具與媒介，涉及之討

論不僅在於台灣農業的何去何從，更擴及民眾對於

生活態度、形式的轉變與對環境的關懷。

本次講座特別邀請李敏勇、楊祖珺、羅文嘉3
位與談人。李敏勇長期以台灣土地為主題創作，並

期許以文學改造社會，於講座中，李敏勇從歷史的

角度分析文學與社會如何連結，並指出台灣的文學

書寫之所以與民眾生活有所距離之因素，包括了社

會的、文化的、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楊祖珺自從於

文化大學任教後，長期關注並投入三農（農村、農

民、農業）運動，從分享自己由參與社會運動轉變

為三農運動的歷程開始，自我剖析從事運動的過程

中不斷觀察、反思自身創作及行動，與運動、社會

的關聯。羅文嘉則分享回到故鄉開設水牛書店，以

書店為平台，從單純幫助農村媽媽販售季節農產開

始，與故鄉的農業產生串聯，如何開始他種植「學

田米」的農業生活。

品味與時尚：文學的現代求生術
文學經常偽裝成商業廣告等傳播媒介，以各種

流行符號潛入我們的日常生活。透過科技與消費習

慣的養成，文學人往往利用網路等新媒體，結合流

行語和次文化，以讀者更熟悉、親近的方式述說故

事，打破許多人對「純」文學的想像，作品也容易

引起更多討論或共鳴。

本場講座同時擔任主持人與講者的王聰威曾任

時尚雜誌、現任《聯合文學》總編輯，由18世紀歐
洲流行的「沙龍」為引，提到了當時文學曾帶著某

些附屬的功能──時尚、品味、社交，亦提到從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