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6 台灣文學館通訊  2015.12  NO.49

府城四大月老齊集臺文館

「月老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結合文學、傳說故事等議題，倡導健康愛情、和諧婚姻，

發揚月老重視姻緣、關愛人群的服務精神。本次研討會發表一篇院士級的主題演講，以及來

自臺灣、日本、韓國、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中國大陸、澳門等地學者撰寫近三十篇與

各地月老信仰有關的論文，議題含括文學、戲曲、傳說故事、籤詩、寺廟、儀式、影視節目

等，內容豐富。

9月23日於國立臺灣文學館國際會議廳舉辦開幕式，由主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

科學中心戴華主任、臺南市大觀音亭祀典興濟宮唐瑞明董事長聯合主持。出席的貴賓有前文

建會主委翁金珠女士、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周雅菁副局長等人，合辦單位臺文館由蕭淑貞副館

長代表出席，翁前主委的夫婿劉峯松先生，自臺灣文獻館館長一職退休之後，精心經營「泰

瑞薩」婚友社，以特殊的媒合方式，成功撮合了數百對佳偶，應邀出席擔任特約討論人。

由《月老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可以看到拜月傳統下，月老思想與戲曲團

圓關目的安排有密切關連，例如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高美華提出的「李漁傳奇中

的月老形象」，月老有神仙之屬、媒人之輩，更有媒合的物件，各種形象的背後，有著傳統

戲曲與文化的承繼與創新，也隱涵他對月老思想的看法，他以風箏為月老，代替紅娘傳遞詩

箋，創造獨特的月老形象。

成大中文系副教授林幸慧以「戲曲中的月下老人」為題，傳奇作品《太平錢》為引，提

出月老的形象在清初才有較為全面的呈現，晚清京劇勃興，許多劇作在處理愛情問題時，會

出現月老顯靈或托夢情節，具有關鍵性的地位。

由於近來臺南市登革熱疫情嚴峻，開幕活動中，大觀音亭祀典興濟宮還結合了大天后

宮、祀典武廟和重慶寺，安排了一項名為「府城四大月老齊集臺文館，聯手分贈愛情防蚊

液」的特別節目，十分有趣。第二天移師臺南市大觀音亭祀典興濟宮，舉辦「千里姻緣一線

牽：府城四大月老攝影趣」的活動，由宮廟執事人員扮成府城四大月老，與現場群眾作近距

離互動，在嚴謹的學術研討之餘，增添活潑有趣而又頗為浪漫的歡樂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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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幕式上，大觀音亭祀典興濟宮結合大天后宮、祀典武廟和重慶寺，安排「府城四大月老齊集臺文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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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圖像與文學研究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二十三期專題徵稿

在文學發展的領域中，文字與圖像具有相應、表裏、虛實對照等關係。圖像中

的文學研究，包括對文學意象、文本、美學、理論等進行分析。

在台灣文學的發展歷程中，不同時代、不同外來者的文字書寫，圖像與文學如

何交互形構台灣形象，值得深入探討。例如荷西時期，透過地圖、圖繪、攝

影與文字敘述西方人對台灣的理解是如何，台灣（如鄭成功）觀看西方角度

為何；明清時期，透過圖像與詩文的分析，觀看台灣原住民、台灣物產的樣

貌；日治時期，身處帝國主義中的台灣，透過人類學調查、影像積累以及文學

想像被觀看、描繪；戰後藉由科技文明、影像複製等技術，在台灣當代族群

（四大族群、新移民）政治中所進行的影像操作與文學生產等，都是圖像與文

學研究的討論範疇。 

結合上述，歡迎以下相關論文踴躍投稿

1. 在台灣文學的發展中，圖像與文學如何交互形構台灣印象。
2. 針對當代族群主體性自覺運動，四大族群及新住民族如何透過文字書寫或
影像紀錄，重構自己的面容。 

3. 藉對科技文明、影像複製、數位虛擬等影像世界的反省，檢討族群中捍衛
第一自然的意義。 

4. 圖像研究的意義、理論及對文學的影響。
5. 文圖並茂的美學討論。
6. 台灣文學創作中的圖像作用
7. 台灣文學中族群圖像的塑造與反省批判。
8. 其他相關圖像及文學相關議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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