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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列車再啟動

臺灣文學行動博物館是一部由國立臺灣文學館（以下簡稱臺文館）所改裝的40呎大貨

櫃車，以數位化、互動式的展場設計，傳遞臺灣文學之美，7年來已繞行全島多次。2016

年度的「音以律文──臺灣文學聲情演繹」中南部巡迴展，3月4日上午於國立科學工藝博

物館正式開幕，從南臺灣港都之城──高雄出發，陸續巡迴屏東、嘉義、新營、雲林。

此第二期特展「音以律文──臺灣文學聲情演繹」展出內容為突破文學只能透過文本

來體驗的慣性，以「文學的聲音」為主題，強調文學的聲音呈現。「音以律文」語出《文

文───黃佳慧　公共服務組 　　

圖───國立臺灣文學館、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用「文學」與每片土地
一同傳唱
2016年「臺灣文學行動博物館」高屏雲嘉南地區展出報導

展
覽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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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文學館所推出的「臺灣文學行動博物館」，3月起從高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啟航，行經屏東墾丁大灣遊客中心、嘉義檜意森活村、臺南新營文化中心與雲林科技大

學，串聯成一段滿載記憶的文學巡禮。

高雄科學工藝博物館開幕，蕭淑貞副館長（右3）與在地作家、業者、貴賓於行動博物館前一同剪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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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臺灣文學行動博物館」高屏雲嘉南地區展出報導 心雕龍》，指書寫文字時不可忽略聲音的效果。展

區分為「常民之聲」、「媽媽的話」、「為你朗

讀」、「文字演歌」、「聲歷其境」等五大展覽主

題，採互動式影音設備，爬梳自口傳時代開始的臺

灣文學。緣於在文字成為記錄方式之前，聲音本是

記憶傳承的載具。緣於在文字出現之後，「音」、

「文」關係仍極為緊密。本展內容包含原民傳說、

先民故事、民謠古謠、傳統戲曲、作品朗讀、戲劇

電影改編、科技實驗以及當地作家的作品，讓文

字、文章成為生動的朗讀與故事，觀眾可藉由數位

化展品傾聽聲音與故事，親手觸碰「音」、「文」

互動的未來。

駛入一片豔陽四射的高雄──國立科學工

藝博物館

臺灣文學行動博物館3月3日抵達國立科學工藝

博物館，甫來就強烈感受到高雄人的熱情！3月4日

開幕儀式，臺文館副館長蕭淑貞致詞時，首先感謝

科工館提供展出協助，她表示行動博物館是把文學

送到你家，讓觀眾就近欣賞，希望大家一起把耳朵

打開，想像文學與聲音的交會，也歡迎有機會到臺

南本館親自領略文學之美。國立科工館副館長蔡協

族亦感謝此次行動博物館進駐，讓科技與人文互放

光芒，同時把文學聲音的魔力傳達到高雄，歡迎在

地鄉親把握機會參觀。

開幕活動由高雄市蚵寮國小陳建利校長帶領該

校合唱團開場，演唱《找揣春天》、《母囝謠》、

《蚵仔寮囡仔》等富有南臺灣幽默與活力的原創歌

曲。詩人曾貴海和鄭烱明、吳三連文學獎得主胡長

松和劇場巨擘馮翊綱等四位高雄重要作家也出席盛

會，分別代表臺灣不同創作類型，鼓勵後進與文學

愛好者。鄭烱明觀展後表示，文字是死的，語言是

活的，千錘百鍊後文學才能有所成果。希望作家、

藝術家留下聲音與影像，讓影響力不只存於書面

上。詩人曾貴海也邀請觀眾們一起透過眼耳鼻舌身

意體會文學之美。吳三連文學獎得主胡長松則現場

分享詩作，給予博物館一個文字飄香的上午時光。

《老鷹想飛》策劃監製何華仁、劇場巨擘馮翊

綱除出席開幕式，也透過兩場講座分享他們在不同

領域，生態與戲劇，由文學觸發的創作經驗。何華

仁在3月4日下午於科工館南館階梯教室 S105主講

「《老鷹想飛》電影放映與映後座談」，當地學校

師生參與者踴躍。3月5日馮翊綱以「多了三顆糖」

為題，內容講述以戲劇為引，分享自身對中華文

化、歷史的觀察，現場觀眾反應良好。

用文學吶喊春天──墾丁大灣遊客中心

繼高雄科工館展出後，第二站於3月29日前往

墾丁大灣遊客中心，展出至4月17日。本展位於墾丁

國家公園入口牌樓對面、墾丁大街入口處的大灣遊

客中心是遊客心中的熱門景點，近期完成整修的活

動中心場地與沙灘，設備完善。透過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協助，本展推廣活動也結合華泰瑞苑墾丁賓

館「2016春天藝術季」，讓觀眾感受到海洋氛圍之

外的藝文氣息。

3月29日上午11時開幕式時，臺文館陳益源館

長表示「音以律文──臺灣文學行動博物館」作為

館舍的延伸，到全臺灣各角落去駐紮並展出當地作

家元素，希望在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與臺文館的合

作下，攪動臺灣文壇與屏東產生連結。墾丁國家公

園管理處劉培東處長表示希望讓在地觀光產業能夠

產生良性的連結。屏東縣政府環保局局長魯臺營局

長表示過去春吶較為商業，在今年行動博物館的進

駐轉型後，盼未來墾丁有文學季的到來。屏東縣政

府文化處吳錦發處長表示期待未來屏東有文學季配

合音樂季的辦理，讓屏東半島的內涵更為紮實。作

家郭漢辰最近參與編纂《屏東縣青少年台灣文學讀

本》，他希望未來可以跟「臺灣文學行動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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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搭配巡迴各地。作家魚夫引《可蘭經》裡先知

的話「山不就我，我來就山」，「臺灣文學行動

博物館」是很好的行動概念，知識共享的時代也到

了。作家苦苓則分享三樣快樂，以在地為例，為求

知的快樂，臺灣文學館與屏東文化處來提供；健康

的快樂來自大自然，由墾管處與林管處提供；讓別

人快樂，服務別人，由在地業者提供。典禮特邀屏

東排灣族部落的高士古謠隊演唱排灣古謠〈追求之

歌〉與〈謝幕曲〉，讓臺灣文學與音樂的結合做了

最好詮釋。

展出期間並於華泰瑞苑墾丁賓館舉辦兩場推廣

活動，分別於4月1日，由作家苦苓講述「你所不知

道的大自然」，將近幾年來的山解員經驗分享給觀

眾。4月16日，邀請知名主播盛竹如分享「電視生

涯五部曲」他是如何將他的電視生涯繼續「說」下

去。兩場活動現場皆滿席，足見兩位講者的群眾魅

力，與墾丁日後推動藝文活動的潛力。

嘉義文學漫步──駛進嘉義檜意森活村

臺灣文學行動博物館於4月19日駛進嘉義市的檜

意森活村正式展出，引領民眾在這全臺灣第一座森

林文創園區，體驗文學與慢活氛圍，在此嘉義古城

結合出全新感受。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開

幕，陳益源館長（後右5）

與在地作家、業者、貴賓

等一同合影。

開幕當日，附近的嘉大附小正逢音樂課，在老

師的帶領下，至本展開幕現場為嘉賓演奏「森林狂

想曲」。臺文館陳益源館長致詞時表示，得知嘉義

高中正在推動文學步道、成立文學館，期待其儘早

成立，加入文學館家族行列。

參與這場盛會的貴賓也一一祝賀，檜意森活村

股東李宜靜表示希望如臺灣文學館這樣具深度的博

物館可以多進駐嘉義，讓藝文資源可以結合文創。

詩人渡也讚許臺文館13年來做了很多動靜態的工

作，其中行動博物館已經巡迴7年，照顧偏鄉民眾，

並道出嘉義人不可不知嘉義文學。嘉義中學校長黃

義春致詞時表示，曹丕曾說文學乃經國之大業，不

朽之盛事，歌德說過文學乃詩詞所構成，扣動人心

弦之物，7年來臺灣文學行動博物館開到任何地方

都掀起文學熱忱，今日開到嘉義更讓嘉義人引以為

傲。開幕典禮後，嘉義文史工作者陳俊文帶領與會

貴賓和讀者走踏嘉義文史現場，體會慢活的嘉義市

區潛藏的雄厚歷史文化。

本檔展出除了停放於檜意森活村園區的文學行

動博物館展車之外，同時另有在市定古蹟營林俱樂

部展出的蘇國慶繪畫展和李秀鳴摺紙藝展。曾於嘉

義求學的蘇國慶以風景描繪為主要創作類型，在經

過閱讀、書寫日記和自身經驗的淬煉後，以濃厚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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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描摹人與自然相處時的孤獨寧靜。李秀鳴老師日

式風格的摺紙藝術，色彩繽紛，精緻小巧，更適合

點綴這棟日式歷史建物。

在懷舊的新營，遇見科技的音文互動

本年度第四場展出來到了懷舊城鎮新營，於5

月3日於民治文化中心展開，5月4日隆重舉辦開幕

典禮。

臺文館秘書洪秀梅致詞時表示臺文館是日治

時期建築，適逢建築百年慶，有一系列活動，歡迎

各界蒞臨參與。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長周雅菁表

示行動博物館在眾多期盼後再度回到臺南，請新營

在地鄉親把握時間登車參觀。作家顏艾琳鼓勵小朋

友多運用朗誦、理解的方式進入文字情節，把書中

內容變成個人的生命、思想。作家羊子喬分享許多

臺南文壇史趣，語畢也歡迎嘉賓到臺南的北頭洋，

他的家鄉作客。作家鄭順聰表示臺南歷史悠久，新

營是火車大站，作家輩出，包括知名作家阿盛、新

銳作家伊格言。而行動博物館內展覽非常澎湃（豐

富），「音以律文」展中包括原住民語、河洛語、

客語等。為與區域文學資源相乘結合， 5月14日下

午2點至4點，也邀請到王浩一到民治文化中心分享

「在八掌溪南北岸旅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壓軸展出

本年度第5場也是巡展壓軸場，5月17日來

到了大學城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於雲科大圖書館

外展出，並於一樓大廳辦開幕式，與會來賓包括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林源泉處長、雲科大侯春看校

長、臺文館陳益源館長、作家季季、作家古蒙

仁、作家周昭翡等人。

開幕當日，雲林縣政府文化處林源泉處長表示

這幾天彷彿是雲林的文學週，上週六剛在臺文館舉

辦《雲林縣青少年文學讀本》新書發表會，今天又

有臺灣文學行動博物館來到雲林。雲科大侯春看校

長表示希望在地鄉親都能來參觀。臺文館陳益源館

長表示臺文館雖然在臺南，但運用臺灣文學行動博

物館的方式開到各地，7年來已去過40個鄉鎮，使大

家更易於親近臺灣文學。展覽設有雲林在地作家的

書區專櫃，顯示出在地文學的豐富度。作家季季表

示，介紹故鄉時可以非常驕傲的說自己來自兩大自

然意象的文字「雲林」，也介紹了許多優秀雲林作

家軼趣。作家古蒙仁表示歡迎臺灣文學行動博物館

的到來，並勉勵學生到圖書館閱讀、書寫。作家周

昭翡回憶雲科大是雲林地區辦理文藝營第一次進駐

的地點，而行動博物館將過去文學、博物館予人高

深殿堂的印象，轉為有親近在地意義的巡迴展出。

掌中戲是時至今日在臺灣仍有大量觀眾的傳

統戲曲類型，雲林更是這項特色文化的重要據點。

巡迴各國的真雲林閣掌中劇團李京曄團主致詞時表

示，許多國家的人紛紛向他表示，臺灣很幸運能有

這麼具特色的掌中劇藝術，因此他以「布袋戲的由

來與操偶的體驗活動」為講題，在校園內分享掌中

戲的淵源，並有實際操偶體驗，讓大小朋友們近距

離接觸並珍惜這項傳統文化。

用「文學」與每片土地一同傳唱

行動博物館第二期展出「音以律文──臺灣文

學聲情演繹」於今年5月底告一個段落，以臺灣南部

的光與熱為號召。跑遍臺灣的文學列車今已邁入第7

年，展出內容將於今年巡展結束後下檔，並即刻進

行第三期的換展，持續以行旅各地的方式，與來自

陽光與土地的文學，透過互動而深植在地。值得一

提的是，車內設有「當地作家書展」，在車上可立

即閱讀在地作家作品的小書車，引起在地相當多的

迴響，在此館方也誠摯希望透過此活動能募集更多

當地作家的作品，讓館內作家蒐藏能更加完整。臺

文館認為，即便到了人手一機的電子閱讀時代，透

過多元的創意，文學文本仍能深植人心。也期待能

持續透過巡迴展出的方式，文學得以傳頌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