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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文館「博物館日玩文學」系列活動，歷來配合每年國際博物館日

主題，舉辦各類型文學散步活動和主題講座，今年本館齊東詩舍首

度加入響應，使散步足跡從臺南延伸至臺北，讓更多喜愛文學、歷

史和建築的民眾能夠參與，深度體驗臺灣文化。

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訂定今年博物館日主題為「博物館與

文化地景」（Museums and Cultural Landscapes），臺文館從文學、建

築與歷史的視角切入，規劃三條城市文學散步主題路線，除臺南府城

的「漫步神仙府」外，特別在臺北據點齊東詩舍安排兩場活動：「玩

一首齊東拼貼詩」和「探索城事──齊東老街小旅行」，分別邀請詩

人白靈與建築師孫啟榕帶隊，深入齊東詩舍附近的臺北舊城區和老街

道，挖掘這座城市的城事與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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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白靈帶大家「玩一首齊東拼貼詩」。藉由記錄，尋找創作素材，也因此更細心觀
察生活周遭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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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博物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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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生活中的詩意

誰說聽老師講課一定得坐在教室裡，從事文學創作一定得關在書

房內？這次齊東詩舍所規劃的國際博物館日系列活動的第一場，將詩

創作和城市漫遊概念結合，便希望打破既定的刻板框架，由室內走向

戶外，透過老師的帶領，提升民眾對生活周遭事物的關心和敏感度。

詩人白靈擅長以各種形式玩詩，諸如「詩的聲光」、「乒乓詩」等嘗

試，都是為了讓詩更貼近大眾，讓一般人透過類似遊戲的方式接近

詩。因此，這次「玩一首齊東拼貼詩」活動特別請白靈老師帶隊，探

訪齊東老街歷史區及周圍文化館舍，引領民眾細心觀察這些文化地景

與公園綠地，並且嘗試從生活中尋找創作詩的元素及靈感。

5月15日下午兩點，在簡短的開場和說明後，一行人從齊東詩舍

出發，預計在兩個小時內走訪李國鼎故居、齊東公園、臺北書畫院、

臺北琴道館，並完成一首詩的創作。出發前，發給每位民眾一袋小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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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在漫步的過程中，無論看到任何標示、說明牌

上喜歡的文字，或心中突然閃現的靈感，都可以將

字詞立刻寫在紙片上，一趟旅程下來，每個人都累

積了好幾十張寫著文字的紙片，回到齊東詩舍，開

始拼貼字、詞成句。

白靈說「寫一句好詩的樂趣甚於寫一首壞

詩」，但如何寫出一首好詩？詩人現場也傳授武林

秘笈，應用現有日常語言的句子，經竄詞串句的手

法，轉化成詩句。所有人都陶醉在拼貼詩的創作氛

圍裡，原訂四點結束的活動，也在民眾認真的創作

和老師細心的指導下，到五點才在依依不捨中畫下

句點。

這一次，從文學與人文的角度出發，藉由行

走，在生活中尋找詩意，行程最後集結成一首拼貼

詩，為此行寫下永恆的紀念，也為齊東街區留下美

麗的詩篇。

探索城市裡的城事

齊東詩舍位於臺北市齊東街區，齊東街自清朝

起便是臺北城運送糧食與生活物資的交通要道，熱

鬧繁華。日治時期，這一帶為幸町職務官舍群所在

地，並逐步發展成文教區，各級機關和學校座落於

此，是歷史與文化兼具的城區。儘管隨著時光不斷

向前流逝，城市景觀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在這

一個區域的巷弄內還是可以見到一棵棵綠蔭老樹、

一幢幢日式房屋優雅地矗立，若遊人只是匆匆路

過，恐怕覺得時代更迭都與它們無關，唯有停下腳

步、深入了解，才驚覺白雲蒼狗，一葉一瓦都藏著

不為人知的故事。

建築師孫啟榕帶隊，述說
齊東老街歷史軼事。

建築師孫啟榕成長於斯，又前前後後負責齊

東街區四棟古蹟與歷史建築的修復工作，系列活動

的第二場「探索城事──齊東老街小旅行」，邀請

他帶領民眾領略此區文化資產之韻味，可謂不二人

選。5月22日上午，天氣有些悶熱，落了雷，所幸

未降下大雨。在孫老師的帶領下，所有人漫步齊東

街區，腳下踩的是現在的街道，但耳裡聽到的是從

前的往事，經由詳細的解說導覽，這些街巷與建築

的歷史彷彿重現。歷經文化資產保存與都市開發的

拔河較勁，齊東街日式宿舍群幸得一群有心人士積

極搶救，才得以留存。

雖然現在我們所能看到的建築群規模非昔日之

況，但也幸好有一群默默奉獻的人，這些老樹和修

復好的建築才能再現風華。孫老師對於齊東老街及

周圍的建築和故事如數家珍，此次探訪，參與民眾

不僅看到他對歷史和建築的深厚情感，更重要的是

感受到那份對文化資產保存的熱情和用心。

再一次，我們深入巷弄，探訪屬於這塊土地的

動人軼事，進行一趟深度的齊東小旅行，記憶一段

城市裡即將被遺忘的城事。

今年博物館日主題為「博物館與文化地景」，

提醒我們，博物館作為永久守護文化資產的機構，

可以為文化地景付出更多心力，加強博物館與文化

資產間的連結，並更積極保護文化資產。臺文館認

同並深知此理念的重要性，積極舉辦各種活動，邀

請民眾一同欣賞古蹟和歷史建築之美，提醒大家珍

惜生活周遭的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而保護文化資

產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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