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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報告

作家朱宥勳在〈為什麼以及還可以做什麼？──

文學館網絡的建構〉文章中提及，全臺灣各地的文學

主題博物館相繼成立，各館在功能發揮上各展其長，

呈現「分化」情形。他認為，「分化是比較健康的，

做出差異才能專精，才更有突破重圍的能見度。」從

單一博物館的主體詮釋，或是館際交流的發展性而

言，提供了一個相當務實的前景論述。各文學博物館

的內部整合（經營模式、人力結構等）到外部連結

（館際、館校、社區合作或跨域開展等），如何做出

差異，是值得思考的議題。

從每期館訊中，我們是企圖透過各單元的企

劃，去呈現臺文館在業務專業分工及外部協力下，如

何藉由推廣主題及分眾經營的深耕發展，折射出多

元層次的集體能量。從「本期專題」中可看出，莎

翁國際展及活動策劃過程中所連結的資源層面是豐

厚的。在「展覽與活動」單元有跨界展演「蔣渭水

歷史留真油畫巡迴展」、館外巡迴的「臺灣文學行

動博物館」，亦有配合研究出版所延伸的「臺灣文

學開講」系列講座及文學地景導覽活動。「交流與

對話」單元更呈顯我們亟欲「突破重圍」的企圖。

2015年我們與中興大學邱貴芬教授合作推出作家數

位主題館，推動臺灣文學走向世界；透過文學外

譯，夏曼‧藍波安先生在日本文壇、學界受到高度

重視，正如王惠珍教授所言，「相信臺灣文學一定

將會隨著外譯的洋流流向世界文學的海洋，激盪創

造出無限的閱讀可能。」而年底出版並已在市場上

架的《遇見文學美麗島──25座臺灣文學博物館輕

旅行》，更是文學館家族與一群臺灣文學系所年輕

學者及作家的共同成果。

下一步，我們還可以做什麼？邀您走進美麗島

的文學世界，一起擘劃臺灣文學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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