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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迴鄉南部系列首場由鄭烱明打頭陣，在屏東大學以「詩

與歌的交會」為題，談詩譜成歌的迷人之處。鄭烱明認為現代詩

與歌的差異是現代詩：注重知性、思考、意義性。艾略特主張去

音樂性。歌詞：注重韻律、音樂性、意義。然而台語歌詞創作需

要貼近生活與土地，對於語言與文字的關係往往會面臨有音無字

的問題，只依教育部建議用字。鄭烱明認為他的台語歌詞雖然用

字很簡單，使用淺顯明白的語言，但有詩的意境，才能讓人去想

像，具有多義性，才能讓人感動。

第二場由影評人鄭秉泓於4月28日在嘉義縣協同高中開講，

以「不只是旅行──電影中的台灣地景」為題發表演講。鄭秉泓

認為：對於一個影迷來說，電影場景之所以無比重要，關鍵應

在於某某場景與電影內容、以至身為觀看者的影迷的私人記憶

間所產生的一種情感連結。有時候，費盡千辛萬苦，跋山涉水找

到腦海深處某個電影畫面中某個看似不足為奇的場景，並非那部

電影、那個片刻拍得多麼了不起，亦非該實景具有什麼非親眼見

證不可的指標性，事實上，只是為了想透過這樣的追尋與回味方

式，重新確認自己記憶中的種種，依舊存在。「不只是旅行──

電影中的台灣地景」這場講座係從臺灣新電影出發，以文學、以

歷史、也以社會變遷及城鄉發展角度，細數這四分之一個世紀著

名的臺灣電影場景，吸引近百餘名高中生到場聆聽。

第三場於5月6日，簡上仁在鳳山高中，講「台灣歌謠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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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文學迴鄉南部系列，再度委由財團法人文學台灣基金會承辦，分
別在屏東大學及嘉義縣、高雄市的二所高中校園、高雄文學館舉辦四場

講座，與學子對談文學、電影。

學味」，以校友的身分回母校的快樂心情，做最精

彩的演出。簡上仁指出：台灣歌謠由歌詞結合曲調

而成，所謂台灣歌的文學味，其探討的是「歌詞」

的文學意涵。歌詞中的文學意涵可分為傳統民俗文

學、流行文學及精緻（純）文學。在傳統民俗文學

方面，以〈正月調〉、〈鯽仔魚欲娶某〉、〈思想再

起：祖先的叮嚀〉為例；在流行文學方面，以〈望

春風〉、〈補破網〉、〈四季紅〉為例；在精緻文

學方面，以〈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阿爸的飯

包〉、〈菅芒花〉、〈若是到恆春〉、〈咱兜〉、〈永

保安康〉為例，同時以吉他伴奏吟唱出來，引起全

場聽眾熱烈掌聲。

第四場5月30日，由蔡素芬在高雄文學館，以

「原鄉與他鄉的書寫」為題，談她的在地與異域書

寫。蔡素芬指出：作家對於故鄉的敏銳度不同，而

創作深度不一樣。例如帕慕克的《伊斯坦堡》是作

者的自傳，他把故鄉的歷史、人文、文化融入個人

的生命情調，56歲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如果把書寫

的地方帶入文學、歷史、文化元素，會把描繪的地

方帶進比較深刻的層次。《鹽田兒女》描寫故鄉七

股的潟湖；而《燭光盛宴》描寫大時代的盛宴，流

動的人生，是原鄉與他鄉的糾葛；然而《星星在說

話》是臺灣與美國德州跨國，如此構成跨二十年的

三部曲長篇小說。

文學迴鄉南部系列透過這一系列演講，讓對

文學與電影有興趣的年輕朋友，了解文學的創作經

驗，小說、詩文本如何形成地方文學的特色、文學

的時代意義，以及透過電影世界的追尋與回味方

式，重新確認自己記憶中的種種，依舊存在。

鄭秉泓在嘉義縣協同中學。 簡上仁在鳳山高中。 蔡素芬在高雄文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