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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度的府城講壇，臺文館精心邀請劉兆玄、曾永義、林明德、蔡珠兒、路寒袖、

渡也主講，探究「飲食男女與旅行書寫」各主題，與民眾對話。

揮別舊歲，2016年1月又迎來新一年度「府城講壇」的起始。延續著「文學」為

主調，上半年度規劃了六場不同形式的文學對話，命題主軸定為「飲食男女與旅行書

寫」，主題包含武俠小說、傳統戲劇與愛情觀、飲食文化、散文、旅行與新詩⋯⋯等。

言史、談情、論食、話遊、說詩，皆是貼近我們日常生活的文學主題。讓我們重拾生活

中的文學斷片，去閱讀，去感受，去親近文學，讓文學串成美好的生命經驗與感動。

 

1月9日　劉兆玄談「王道劍出與誰爭鋒」
細數現任中華文化總會劉兆玄會長的經歷，你會發現一個許多資深武俠書迷津津

樂道的名字──武俠小說家上官鼎。1月9日府城講壇，邀請劉兆玄現身說法，他娓娓

道來，當年的上官鼎是他與四哥兆藜、六弟兆凱共同創作時用的筆名，隱喻三足鼎立之

意。因嗜讀武俠小說，所以也開始寫武俠小說，兄弟合力創作，默契自不在話下。「先

一起討論大綱再各自分工撰寫，通常四哥寫男女之情，六弟寫武打橋段，其他部分則由

他負責。」多年後回憶起，仍然記得當年創作的點滴。

自他與兄弟們陸續出國深造而封筆起，至為緬懷故友而寫成的《王道劍》，已過了

近半個世紀之久。2012年他到寧德尋訪故友，因緣際會下看見明朝「靖難之變」新史

料，頓時靈光乍現，之後便著手撰寫《王道劍》。從動筆到完成僅僅15個月的時間，共

計88萬字，3,000多張稿紙，沒有揉掉任何一張，只有細部的修改。如此驚人的寫作情

況，他戲稱是「被明朝建文帝附身」，顯露出他風趣的一面。1月9日府城講壇舉辦的同

時，劉兆玄慨然捐出全數《王道劍》小說手稿，將這部對於他個人與武俠小說史都別具

意義的作品手稿永久保存在臺灣文學館。

2月20日　曾永義談「傳統愛情觀」
 時值新春的二月是充滿「情」的月份，無論是親朋好友團聚共享「親情、友情」的

舊曆新年，還是屬於戀人的代表性節日2月14日西洋情人節，都是廣受重視的節慶。在這

有情的時節，邀請中研院曾永義院士親臨府城講壇「談情說愛」，帶領聽眾深入傳統戲

曲文本，解析那些「難以言宣的幽微，無法論定是非」的愛情。曾永義為臺灣研究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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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曲的知名學者，研究領域含括戲曲、俗文學、詩

歌、民俗藝術，並致力於推廣崑曲及傳統戲劇的傳

承，是中研院首任「戲曲院士」。

面對「愛情是什麼？」這個至今仍無定論的

命題，他將從中國歷代文學名家的各自詮釋出發，

由宋代詞人秦觀的「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

暮暮」，認為愛情要能超越時空，到湯顯祖筆下的

《牡丹亭》，「生者可以死之，死者可以生之」，

認為無論生死都要使之完成，堪稱「情之所至」。

洪昇的《長生殿》在湯顯祖的「情至」理念之下，

進一步說明了「精誠」是愛情的根本。「愛情」是

人生重要的一大課題，曾永義以鑽研傳統戲曲數十

載的精闢見解，為大家一一剖析「傳統愛情觀」。

3月26日　林明德談「兼容並蓄台灣味」
臺灣以美食聞名，歷史淵源、地理環境等因

素，讓臺灣飲食具備多元化的特色。除了臺灣在地

傳統小吃，還有飄洋過海而來的中國各省家鄉味，

這些美味漸漸融入臺灣本土飲食特色，內化成一道

道精采紛呈，散發濃濃臺灣味的美食，為臺灣的飲

食版圖開啟了「八大菜系」的新局。

三月，府城講壇洋溢濃厚的臺灣香氣，長期

研究臺灣飲食文化的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林明德董

事長談「兼容並蓄台灣味」。自1980年代投入民俗

文化研究以來，林明德一直以「挖掘族群人文，整

合民俗藝術，再現臺灣圖像，重塑鄉土情懷」為目

標，深入鄉土，多方奔走只為發掘隱藏於民間的藝

術瑰寶，以身體力行實踐理念，並藉由調查研究提

升民俗藝術的學術價值，逐步完整與深化臺灣民俗

藝術寶庫。

提倡「民俗是一切藝術的土壤」的林明德認

為，民俗藝術的珍寶其實深入常民的生活脈絡，更

是許多藝術的源頭。為了蒐羅及保存散落民間的珍

貴常民之寶，多年來他透過田野調查，一步一腳

印，走踏出一條獨一無二專屬於臺灣的藝術之路。

應邀前來府城講壇，林明德不只談紛繁的臺灣飲食

面貌，更深掘出隱藏於其後的臺灣文化藝術圖像。

4月16日　蔡珠兒談「啊，南方⋯⋯」
2015年有兩篇飲食文學作品被改編為無障礙

讀劇《食家與廚娘》，精彩的演出獲得滿堂彩，原

作其一便是蔡珠兒的《紅燜廚娘》。在飲食文學範

疇，蔡珠兒寫出了獨到的風格與厚度。擁有多年記

者經歷的她，下筆精準且觀點獨特，寫食材菜餚，

她不單純只關注食物本身，更重視的是從食物延伸

而出的深層議題。蔡珠兒的飲食散文面向包含賦予

植物蔬果的意義與重量、日常生活實況的微觀以及

社會人文關懷層面等等。

蔡珠兒透過活靈活現的描寫，文字在她筆下

的廚房鍋鏟翻弄之間化為一道道美食，色香味每每

透紙而來，勾動讀者味蕾，如若在飢腸轆轆之際閱

讀，對讀者而言真可謂一大考驗。蔡珠兒的散文處

處流露她對食物的熱情，不僅寫食物與自身記憶

情感的連結，也透視飲食文化背後的自然、社會觀

察，並致力於爬梳食物的時間歷史脈絡，用「文化

研究」的眼光去提升食物本身的價值，以文學式的

文化論述展現揉合知性與感性的深度書寫，成就了

她自成一格的「知性散文」。

暮春四月，府城講壇邀請蔡珠兒開講，漫談南

方的書寫、風物、人文與性格特質。暢談在南方背

景之下食物與人文的種種觀察，引領聽者遍嚐南方

美饌佳餚，飽覽南方美景風物，彷彿親身遊歷南方

風光之美。

5月14日　路寒袖談「我的台灣詩旅行」
提起現任臺中市政府文化局長王志誠的詩人

身分──路寒袖，相信許多人腦海會浮現〈春天的

花蕊〉等歌詞優雅雋麗的臺語歌謠。路寒袖寫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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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散文、臺語詩、臺語歌詞到近期的攝影詩集，

面向多元，也反映了他在文學探索過程中心路歷程

的蛻變。早期他以華語寫現代詩，仍不脫中國古典

文學及現代主義潮流的影響，重雕琢，讀來難免晦

澀，創作風格尚未穩定方向。高中畢業前在東海花

園幾個月的耕讀生活，接觸楊逵言行合一的人格風

範成為他寫作經歷上重要的影響，使他重新洗練自

己的文學觀，找回對臺灣這片土地的熱愛與關懷。

八○年代，他著手將現代詩與臺灣歌謠結合

創作，是他為了讓詩走入群眾而做的嘗試。而後臺

灣掀起本土化浪潮，他醞釀著以母語創作詩歌的想

法，直到1991年正式以臺語文創作，發表了〈春

雨〉，經陳明章譜曲，潘麗莉演唱，正式開啟他創

作臺語「雅歌」之路。路寒袖的臺語詩歌寫出了臺

語文的典雅，為他接連摘下兩屆金曲獎最佳作詞人

獎。近年，因應影像時代潮流，他將自己拍攝的照

片搭配上精簡的詩句，陸續出版了多本攝影詩集，

是他新開闢出的一條跨領域文學傳播路徑。透過一

系列紀錄臺灣影像的攝影詩集，呼應他對臺灣這片

土地的真摯情感，跟隨他的行跡，我們聆聽、觀賞

凝縮在鏡頭那端的人與土地的故事。

6月18日　渡也談「我的大阿里山區書寫」
身兼學者與作家雙重身分的渡也寫詩、寫散文

也寫文學評論等，創作多元。其中以詩作產量最豐，

也最具影響力。十六歲開始創作即展現過人的文

采，初入詩壇便受到張默等人賞識。從早期浪漫唯

美的風格過渡到文學與土地緊密結合的平實風格，

逐漸走出私我及情愛描寫的領域轉而步入人群。

渡也認為文學作品應該「有思想、有血有肉，有

社會使命和時代使命；必須具有積極性和提升人類、

引導人生的功能」，所以他的詩文字淺白卻情感豐

沛，善於寫出隱含在日常生活事物中的深意，忠實呈

露現實生活百態。此外，他透過寫作抒發對自然環

境變遷的憂心、對社會一針見血的批判與對弱勢人

群的憐憫等，呼應他對文學發揮社會使命的期待。

渡也的詩選材廣闊，他透過一系列的地誌詩建立了

一種親近土地，具有濃厚地方色彩的新詩美學。

渡也生於嘉義，其文學啟蒙亦源自於嘉中念書

時的國文老師。早慧的他在初中時期便確立了寫作

的志向，嘉義之於他不僅僅是出生成長的地方，更

是文學創作的心靈原鄉。渡也不只以詩記錄嘉義景

貌，更加入了歷史的縱深，刻畫在地歷史變革的紋

理，使詩句調和成一幅幅鮮活的嘉義人文地景，濃

縮在《諸羅記》一書之中，翻動紙頁，桃城風光躍

然紙上。

2016年，府城講壇邁入第七年，累積至今已辦

理近七十場次，講題含括文學、人文與藝術等，包

羅萬象。一場場精采的演說，皆是講師人生閱歷的

精華，聽者從中汲取其淬煉的智慧與豐厚的經驗，

每一次的聆聽皆是莫大的收穫。週末午後，講者與

聽者齊聚一堂，共享彼此看法，相互討論，透過講

師與聽眾的互動，激盪出多元思辨的火花。我們期

許，無論講者或聽者，每一場次府城講壇都能成為

每位參與者一段美好的經驗。

劉兆玄回顧創作點滴，他侃侃而談，分享《王
道劍》的創作歷程。

曾永義以歷代詩詞戲曲文本，帶領觀眾深入瞭
解傳統愛情觀的核心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