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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一張座位，
在文學身邊坐下

你坐在哪裡？

民國一百年春三月，在前館長李瑞騰先生的主持下，台灣文學教室正式掛牌。鳳凰木圍

繞衛塔，投以巨大而優雅的綠蔭，拉開的桌椅復又安靜靠攏，一截斑斑的紙條自闔上的書頁

掉落，未拭淨的筆跡游移在白板方寸，以及種種隱去、等待現身的隱喻。這是文學留給這座

教室的永恆謎團。當隱喻出現，台上台下分野不清，師生角色開始模糊，每個人都在進行思

索、探問。然而，文學能給的，從來不是標準答案，而是持續親近、願意交付內心的自發性

創作。

不同於學校的正規學習，這裡以溫暖色澤的木頭折疊椅，或方或圓的桌面，取代鐵製桌

椅的生疏冰冷；也沒有傳統的鐘聲，硬性規定中場休息時間；更沒有隨堂考或分數弄壞創作

胃口。當作家成為講師，小說詩集取代教科書，關心的不是獎項成績，而是創作可以帶我們

去哪裡？於是，他們陸續走進教室，順從秉性，各自挑揀適合的椅子，坐下，嘗試書寫。每

行出現在紙張的字，彷彿開創一條美麗未知的道路，嘗試擺脫傳統規範、柴米油鹽，誠如作

家吳明益所言，學習去成為一名掘井的人，挖掘內裡藏得太深的綠樹與星空，一座屬於你人

生中獨一無二、旁人無法超越的深井。

在這13坪空間，25位學員齊聚一堂，度過12週或16週光陰，3至4門不同性質的文學課
程，依循日昇月落的運行軌道，輪流拆換不同的舞台布景：晨光下圈點古典小說，感受日常

即是經典；午后學習台語八音七調，歡喜唸歌詩；趁華燈初上，沿著散文肌理、小說脈絡，

展開既寫實又魔幻的旅程；拆解影像符碼，文學如何改編電影的法術；在山林間遊走，細數

蟲魚鳥獸化為文采；徘徊建築空間，對著光影寫詩，激起廣告與文案的創意火花。

這裡是台灣文學教室，你，坐在哪裡？

端出文學菜單

文學教室成員組成十分廣泛，為了滿足不同身分學員的需求，各門課的開課時段會刻

他們通過七條不同的路口穿越圓環，抵達這裡。他們的身分不盡相同：許是打理家務的主

婦；許是鎮日與報表為伍的上班族；許是懷抱作家夢的素人；許是拾起教鞭的教師。他們卸

下平日習慣的身分、放緩腳步，為自己挑一張座位，在文學身邊，安安靜靜坐下。

台灣文學教室第一期至第十期總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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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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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錯開，避免重疊。課程有的安排於平日

早上、下午及晚上，或者假日時段。根據

開班經驗，由於大部分的民眾白日上班上

課，晚間時段較能滿足大眾需求。然而，

晚間六點半開課時間對於上班族學員而言

過於匆促，無法準時全員到齊，以致課程

稍微拖延，此為美中不足之處，未來在開

課時段的設計上可能會做些調整。

台灣文學教室的課程期程，起初以每

門課10週的短期授課模式辦理，一年約可
開設3期。由於文學博大精深，10週期程
稍嫌短暫，僅能接觸文學皮毛。因此，第

四期開始，期程特地延長至12週，整體課
程設計更臻完善，在博覽大家之餘，亦縱

向爬梳文學深度，學員收穫更多。

每期課程規劃，特聘請專家學者設計

多元、充實的課程。自第一期開始，陸續

邀請知名台語作家黃勁連、施炳華、文學

專家吳達芸、戲劇學者呂毅新、成大台文

所簡義明副教授、詩人翁文嫻、小說家許

榮哲、詩人嚴忠政等人，倚重其文學專

長，規劃精彩豐富的文學菜單。部分課程採輪流授課模式。例如擅長台語歌謠的黃勁

連老師、民間戲曲專家施炳華老師聯手開設「台語文學．歌謠的研究佮欣賞」、「台

灣民間文學欣賞佮研究」等課程，學員只要報一門課，便能同時感受兩位台語大師的

不同風采，可謂一舉數得。

呂興昌與吳達芸老師兩位文壇佳偶聯袂授課，也傳為佳話。例如第五期、第六期

開設之「小封神與西遊記精讀」（上）與（下）課程，書單橫跨中國古典文學與台語

本土小說，充滿挑戰性。呂老師以國台語雙聲結合說書方式，說學逗唱趣味十足。治

學嚴謹的吳達芸老師在講授《西遊記》之餘，不時穿插補充《世說新語》、《述異

記》、禪門公案等相關內容，讓學員受益良多。

部分課程則集大家之成，由課程規劃專家廣邀相關作家共同開課。例如許榮哲老

師規劃的「兒童文學創作坊」，便邀請知名兒童文學作家林煥彰、陳木城、管家琪、

林瑋、陳竜偉、李儀婷等人共同授課，不藏私地使出畢生所學，大方與學員交換一個

上／詩人翁文嫻規劃「詩與詩的行動力」課程。

中／黃勁連（右）、施炳華老師（左）於台語文學結業

式頒發結業證書予學員。

下／許榮哲老師（右）與學員交流小說創作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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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其中引起較大迴響的是經營「動畫飛行館」的陳竜偉老師，以動畫實作課程成功引

起學員的興趣，呈現獨特的心靈溝通藝術，令學員印象深刻。

說到夢幻師資名單，不能不提及課程規劃專家、成功大學台文所簡義明老師。由於簡

老師研究興趣廣泛，規劃文學主題不遺餘力。為求新求變，課程主題幾乎不曾重複，部分

熱門課程的報名人數眾多，不同於其他課程先報先贏，額滿為止；而是採作品審核，提供正

取、備取名單，能夠錄取的學員可謂萬中選一。例如第六期「文化理解與文學書寫：音樂」，

師資陣容堅強：知名音樂創作人朱約信、林生祥、吳志寧，知名樂評家焦元溥、馬世芳、陳

德政老師等皆網羅其中，令人驚喜。由於機會難得，報名人數超過50位以上，李瑞騰館長
破例同意全數錄取，台灣文學教室也因地制宜，配合課程需求轉換教室。講座課程移師較

為寬敞的第一會議室上課；音樂導聆則改在有舞台設計、可赤腳席地而坐的文學體驗室進

行，方便詞曲創作者以自彈自唱方式表達音樂內涵，讓所有參與課堂的音樂愛好者，都能

盡情享受音樂課程帶來的特殊體驗，也充分展現台灣文學教室的彈性與包容力。

上菜囉！

2015年台灣文學教室第11期課程總計開設三門課：嚴忠政老師「新詩的文創應用」、
簡義明老師「農業與食物書寫」，以及許榮哲老師「翻轉你的教室，和宇宙：桌遊文學創

作坊」，全部課程於6月初結束。本身是詩人的嚴忠政老師，嫻熟文創產業，特地規劃新詩
應用課程，並邀請劉三變、王宗仁、孫懋文等詞曲創作者，經由新詩語言的精鍊性、音樂

性、美學間隙等特色，跨界與其他藝術創作取得文化創意產出的寶貴經驗，與學員分享交

流。課程結束後，並邀請學員分組發表新詩應用成果，驗收課堂所學所得。

簡義明老師「農業與食物書寫」邀請不同領域的文化研究者、記錄者、實務工作者，分

享當代台灣農業與食物的豐富議題。期望通過論述與故事，理論與實踐等不同層面，深化對

台灣農業問題的認識；並安排田野調查，率領全體學員前

往美濃進行採訪、報導記錄的寫作練習。足見台灣文學教

室不囿於教條理論，具有打破圍牆，出走教室，直接前往

現場學習的行動力。例如第十期「跨越文學的疆界」，

便邀請生態專家陳玉峯老師帶領學員前往阿里山現場授

課，進行台灣生態界人文調查與書寫，爬梳寫在土地上

的文學，是難得的戶外教學體驗。

最近桌遊風靡校園，吸引不少在職教師以桌遊改編

教材，不僅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也翻轉「教」與「學」

的刻板角色，引發學生自主性學習。本身是小說家的許

榮哲老師，具有豐富教學經驗，他將桌遊與故事結合，

朱約信（豬頭皮）於「文化理解與文學書寫：音樂」課程上自彈自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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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為期12週的桌遊文學課程，藉由桌遊機制的一清二楚，解構文學裡的三隱四藏。
例如文學改編桌遊的「小王子」、「羅生門」，藉由文本與機制的各種組合，可以設

計更多的轉折與結局，豐富故事內容。許榮哲老師也要求學員有所產出，特地安排最

後一堂課進行「文學改編桌遊」發表會，讓學員可以發揮創意，盡情發表自己創作的

桌遊作品。

在路上

四年來，台灣文學教室的成立與規劃，以「欣賞」與「創作」為兩大主軸，積極

培育文學創作人才，迄今已陸續完成11期課程，開設過的文類包括小說、散文、新
詩、電影劇本、台語文學、兒童文學等。主題更是多元萬象，橫跨旅行、自然生態、

音樂、農業、食物、女性、芳草、電影、家族書寫、桌遊、創意文案等文學元素，吸

引各行各業、攜帶不同故事碎片的人。

他們踩踏喧囂彼岸，翻越防禦城垛，尋覓文字蹤跡來到此地，為了尋找適合的位

子，與文學對坐傾談。在個人感興趣的主題下，盡情探索文學所衍生的書寫新領域，

打開豐富的寫作視野，促進文學蓬勃的生命力。在這裡，人人坐姿不盡相同，都能找

到適合的位子，打開文學入口，目睹鉛字以某種秩序排開，如蟻群找到回家的路，通

往幽微心底，「字」得其樂。

未來在開發課程設計上，希望號召更多不同領域背景的專業師資，規劃不同主題

的文學課程，例如性別、感官、運動、動漫等。尋找更多願意在文學旅途上一起冒險

的伙伴，比肩同行。

簡義明老師開設「農業與食物書寫」，邀請「野上野下」團隊帶領文學教室學員進行美濃田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