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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與活動

府城講壇為了突破固著於講演形式的規範，多

在講者邀約與主題擬定上求新求變，而最常見的便

是在於主題內容和與講者溝通面向上能否因為「府

城」而有所「變化」的可能。嘗試跨域的連結或實

驗是我們對於「文學新視界」的期待，從中開拓文

學樣態或書寫的多元，促使文學主題裡多一點的冒

險，還有懷舊的心，邀請民眾和府城講壇一同尋找

文學所引領而來的新美好生活價值。而這一短暫

的午後講演時光，擺盪話語、思想在台上與台下之

間，影響著日後那片屬於各自的文學旅程。

關注社會為心而起
7月26日甫獲得2014國家文藝獎的王小棣老師來

到府城講壇，猶如久違的老朋友一般，小棣老師溫

暖開懷地以其所熱愛的電影工作歷程分享開場，引

領觀眾聽見、看見他所想要說的故事。

在早期，當各個導演都想拍電影，入戲院時，

小棣老師思考著電影的觀眾有限與票價門檻間隔了

影劇的影響力，反其道而行地以電影式手法在尚未

成熟的電視劇打轉，賣座的影劇包括有：《全家

福》、《佳家福》、《母雞帶小鴨》等幽默家庭

劇，當然也包括受年輕族群所喜愛的偶像劇《大醫

院小醫師》、《波麗士大人》、《刺蝟男孩》等激

勵人心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小棣老師長期以戲劇傳

遞其對於自身的反省與理想，對於藝術創作的認真

與赤子之心，從未改變。

「每個人的人生都不容易，如果你能分享他人

的故事，他們展現的精神，不是很好嗎？」影劇裡

逗趣的表演和現實的衝突與無奈，創造出許多輕盈

時刻和寫實沉重的對比，反映各個家庭的相處默契

與溝通模式，傳達出許多小家庭經歷生活磨難，膠

著困頓後因人性所併發出的純真美好。小棣老師在

演講結束前，不藏私地與我們分享她的第一部作品

《台北今天少一桶豆花》，似乎正喚起對於工作歷

程裡的「莫忘初心」。

王小棣導演分享影劇拍攝的學習歷程。

多元共振的文學旅程
文／楊蕙如　展示教育組　　攝影／左美雲、黃聖烜、張榮顯

或許，府城講壇所欲提供給民眾思考的不是文學創作與欣賞的問題，而是需要以跨越視角的文化廣度來

回應大眾對於文學的想像與期待。嘗試跨域的連結或實驗是我們對於「文學新視界」的期待，從中開拓

文學樣態或書寫的多元，促使文學主題裡多一點的冒險，還有懷舊的心，邀請民眾和府城講壇一同尋找

文學所引領而來的新美好生活價值。

2014府城講壇「文學新視界」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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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時間追逐的文史紀錄
9月20日府城講壇邀請文史工作者莊永明談台灣

歌謠之美及其發展歷史；會中並舉辦由韓良誠及韓

良俊醫師所共同持有之莊永明所撰《韓石泉傳》手

稿捐贈儀式。莊永明非學院出身，亦非家學顯赫子

弟，憑藉個人興趣及努力，在「台灣研究」還未成

為顯學時，全心投入台灣史的研究領域，利用公餘

時間，多方搜羅散佚各地的文獻和方志，並親力田

野蹲點、調查採訪，以第一手資料寫作出書，歷時

數十年如一日，儘管目前年歲已高，但老師談到台

灣歌謠仍是朗朗上口、滿懷熱情的滔滔不絕，古早

的台灣民俗諺語經由老師的朗讀說明，瞬時間引起

大眾的興致高漲，笑聲與歌聲不間斷。

是的，台灣歌謠除了要對抗時間、潮流的挑戰

外，更遭逢語言的隔閡與間離疏遠，但其所傳遞出

來的內容，無論時代流轉，始終能輕易地獲得大家

的共鳴與回響，畢竟那曾是由我們的土地所書寫吟

唱而來的聲音紀錄，儘管歌謠隨時代沒落，但聲音

和記憶並不甘於沉靜，而是轉化為另一種象徵的庶

民文化於生活日常傳遞著。

由韓良誠及韓良俊醫師所共同持有之莊永明所撰《韓石泉傳》

手稿捐贈予台文館珍藏。

黃光男以造型和美感角度來談文藝經驗。

打破藝術行政的框架
是作家、藝術家也曾是館長、校長的黃光男老

師，長年優游於文化與教育領域，8月16日蒞臨府城
講壇與我們分享他對美感生活的探索。黃光男以新

著作《美感探索》為框架，談美感與美學，環環相

扣、層層交疊，加上其厚實的國學底蘊，不時地出

典引故，參雜縱橫台灣藝文界30年的經驗，學識豐
富、觸類旁通、妙語如珠，與民眾分享其對於美感

的認識與所感。

然而究竟美是什麼？黃光男認為美的定義多

元，有的來自直覺，有的來自探索，價值、精神、

物象都有美感的客觀事實，在生活上與他人互動，

產生學習與習慣。而藝術則是人類傳達美感最具體

的表現，藝術的內容來自文學；文學是藝術之母。

黃光男說：「我從小愛看書，也羨慕寫書的人。」

也因此，他長期保持閱讀習慣，與隨筆記錄，無論

公務再忙，臨睡前、早起時，莫不忘記做筆記，身

體力行，這樣的堅持成了好習慣，也默默地成就了

可觀的六十多本書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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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與活動

海洋化為作家的生命書寫
夏曼．藍波安的創作與他特殊的海洋生命經歷

密不可分，作品中各種驚悚、搏鬥、危險與面對死

亡等情節，映射作家真實生活裡和社會現實纏鬥的

另一層寫照。夏曼以書寫者的角色，時而處立於客

觀位置的凝視關照，時而隱身為文中主角，歷時兩

年，10月18日府城講壇自上回遇逢颱風取消後，再
次邀請海洋文學家夏曼．藍波安與會，順利突破風

雨阻擋，讓許多民眾可以分享夏曼在家鄉蘭嶼的潛

水生活，他的海洋人生，和他以身體心靈實踐力行

的海洋文學。

夏曼說：「大海是我的教室，也是我的教堂，

是創作神殿，而海裡的一切生活，是我一生永遠的

指導教授。」像聖徒般對大海膜拜，夏曼的潛水如

神聖的儀式，他在水中舞蹈，在水中思考，也帶

著魚槍下海捕魚，大海不僅是他心靈的原鄉，海

裡的魚除了餵養他和族人的肉體，更成就了他獨創

的魚文學。夏曼風格獨具的文學視野，洋溢著浪漫

不受拘束的海洋氣息，吸引眾多讀者，他書寫海的

文字，有人說「文字不通順，要修改」，夏曼很生

氣地說，大海是不規則的，書寫海洋文學也不應該

是通順的，「不能改」。唯有面對作家才有機會釐

清，這一天的午後我們突然很想念海洋，懷想和夏

曼的身影一同潛入大海，體驗那如母親般的擁抱。

夏曼‧藍波安談如何以海洋為對象書寫文學。

張杏如董事長與民眾分享兒童圖書出版。

從關注兒童圖書到兒童教育
11月1日信誼基金會董事長張杏如以「圖畫書、

文化、大教育」為題，暢談文化與幼兒文學的重要

性。現場聽眾有家長有老師，聆聽了十多個精彩充滿

童心的原創故事，張杏如董事長在演講中提到：閱讀

能力是父母可以給孩子最好的人生資產，孩子需要透

過與書對話，形成學習而獨立思考。但其中更強調的

部分在於認知，閱讀「原創圖畫書」的重要。

原創圖畫書和孩子的生活經驗、文化與情感

連結，孩子只有閱讀從自己的文化中長出來的作

品，才能成為一個有自信且認同自己文化的人。

早年圖畫書百分之八十，都是國外出版而來，也因

此信誼基金會投入設立兒童文學獎，鼓勵在地人創

作在地的兒童故事，例如：第一部得獎作品《媽媽

買綠豆》，雖是二十多年前的創作，只談家庭生活

小事，如：買綠豆、如何煮綠豆湯等，但故事中展

現的親子互動、生活細節，其實就是台灣的生活文

化。整場演講穿插信誼基金會精彩豐富的圖書出版

經驗談，與會大眾欲罷不能，紛紛以熱烈掌聲回

饋，充滿溫馨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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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唱台灣詩情
作家康原以生活、家鄉彰化為元素，豪邁地

聲音開唱，向民眾展現台灣歌謠的魅力，其熱情的

能量感染現場，時空頓時轉換回到童年般的純真愉

快。康原致力研究台灣文化已有數十年，從抒情

散文出發，進入報導文學領域書寫鄉土關懷，到以

傳記、童謠、詩歌形式記錄常民生活史。他認為，

文化是一種生活形式，每個人日常生活中，總會遇

到一些感動的事情，以文字記錄這些被事件波動的

情感，寫作的欲望油然而生。康原以自身為例，在

演講中分享多年的創作作品，一件件地唱給民眾聆

聽，從白鷺鷥到月亮兒，到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

到彰化學的歷史踏查與追尋，無處不見康原所投注

與立身啟動的身影，短短時間濃縮呈現，也彰顯出

台灣土地裡所孕育出的文化內容精彩且令人觸動。

鍛造一個看見彼此差異的對話場域
或許，府城講壇所欲提供給民眾思考的不是

文學創作與欣賞的問題，而是需要以跨越視角的文

化廣度來回應大眾對於文學的想像與期待。例如：

王小棣老師從自我成長經驗與工作發展作為其拍片

歷程中重要的養分與創作資源；而作家夏曼‧藍波

安則以自身探尋海洋印記追索經歷，開創海洋文學

樣貌；莊永明老師則是由文史愛好者身分投入台灣

歌謠採集，記錄台灣歌謠全貌等，各個講者以相異

的出發點起步，歷處社會背景與文化語境積累皆有

所不同，詮釋呈現著各自關注領域所輻射而形成之

脈絡路徑。府城講壇與這些參與的講者們，透過六

場週末午後時光，嘗試發展文學如何通過一個開放

對話形式，觀照創作者自身與聽者（觀眾）間相異

又多元的對話情境，從籌備到完成一主題單元過程

中，尋找符合於現實所欲彰顯的意識與實踐態度。

而2014年府城講壇下半年所難為人知但又亟需面對
的處境大抵即是如此，鍛造一個以文學角度看見彼

此的多元與差異的對話場域。

下一步：文學思奔
2015年府城講壇將以「文學思奔」為題，以跨

界、多元的角度邀請文學作家蒞臨府城與大眾分享

其書寫與創作歷程，邀請對象涵蓋文學、戲劇、傳

統文化等領域各界名家，預期將帶來另一波豐富多

元的藝文盛宴，令人期待。

康原將文學、地景、音樂等聚合在一起，詮釋賴和與彰化文學精神。

府城講壇打造民眾和文學交會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