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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日本統治下的臺灣，在臺南，由一群年

輕詩人扛著「超現實主義」大旗所組合而成的「風車詩

社」，於2015年，在新銳導演黃亞歷的鏡頭下，重新轉

動。從2015年底影片剛完成時的特映，到今年於各大影

展初試啼聲，截至目前為止，《日曜日式散步者》不僅入

選哥本哈根國際紀錄片影展、布宜諾斯艾利斯國際獨立電

影節、鹿特丹國際影展、馬德里國際電影節、全州國際影

展；更榮獲第53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台灣國際紀錄片影

展台灣競賽首獎、2016年台北電影節最佳編劇獎、最佳聲

音設計獎。

本片以風車詩社的風格趨向、美學技藝與創作意識

為核心，由此延伸探討日治時期臺灣詩人的時代經驗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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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讓大家更認識「風車」，就不能只是停留在紀錄片，必須從影片延續、生長出

新的東西，因此才有了《日曜日式散步者──風車詩社及其時代》一書的發想。

生命歷程。導演運用詩意而獨特的聲影語彙、積極挖掘梳理珍貴文獻，說出一個多數人

過去不曾聽聞的故事，不僅讓廣大讀者見識了臺灣文學的別有天地，也漸次擴展我們對

文學與時代如何交鋒輝映的理解。然而，誠如研究者所言：「電影畢竟無法完全取代閱

讀」，為了讓觀眾走出電影院後，仍然保有持續觀照風車的心念，紀錄片團隊繼而出版

了《日曜日式散步者──風車詩社及其時代》兩冊裝的套書，希望能藉此「架一座橋，

通往風車詩社、通往日治時期臺灣、通往前衛藝術。」

如果說紀錄片《日曜日式散步者》是影像化了的「風車詩社」，那麼《日曜日式散

步者──風車詩社及其時代》應該可以被視為文字版的《日曜日式散步者》。不同類型

範疇的文本既是彼此的參照、亦可作為相互顯影的印證，更是指引觀眾和讀者深入認識

「風車詩社」的一條捷徑。緣於此，國立臺灣文學館圖書室特別規劃「文學與影像的跨

界流動」講座活動，邀請文學和紀錄片等領域的專家學者進行對話。首先，是在10月16

日登場的「《日曜日式散步者──風車詩社及其時代》新書座談會」。

這場座談會由國立成功大學閩南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陳佳琦主持，出席貴賓

有「風車詩社」研究先驅、成大臺文系呂興昌教授，《日曜日式散步者》文學顧問、主

《日曜日式散步者──風車詩社
及其時代》書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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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同時也是政大臺文所博士生陳允元，以及該片

導演黃亞歷。座談以紀錄片為起點，幾位專家學者

從各自不同的角色和眼光，與聽眾分享其拍片、編

書以及開展相關研究的心路歷程。黃亞歷表示，本

片從2012年開始拍攝，期間一方面受惠於諸多學

者前輩過去累積的厚實基礎，另一方面也仰賴後進

研究者繼續開挖新的史料，才有機會讓詩社再次迎

風招展。他特別在意臺南人對此片的接受程度和

反應迴響，因為「臺南人應該要珍惜自己的文學資

產」。透過影片，我們會看到，早在1930年代，

在地的文學家便以創作者的深刻自覺，思考有關臺

灣主體、「文學」何為等問題，這些思索即使放到

今天，仍然顯得前衛、進步，可以在當代找到對應

的線索和對話的空間。而如果要讓大家更認識「風

車」，就不能只是停留在紀錄片，必須從影片延

續、生長出新的東西，因此才有了《日曜日式散步

者──風車詩社及其時代》一書的發想。

主編陳允元接著詳述他接下編輯棒後的發想

觀點：本書如何集眾人心力，選輯詩人作品，並邀

請多位當代研究者提出嶄新觀點的詮釋與解讀，透

過編輯與設計的創意，讓書溢出影片的框架，擁有

自己的生命；期望以此賦予電影與文學對話的立足

點，向讀者傳遞新的閱讀可能，也讓所有的人、事

獲得重新被連結的契機。至於早在1990年代就編

選楊熾昌、林修二作品集的呂興昌老師，除了憶述

與前輩詩人相識的淵源和經過，同時也談到他所認

識的楊熾昌對母語的堅持與嫻熟，但是影片全數使

用日語，這一點在他看來，似與事實有所出入。呂

老師進一步指出，日治時期詩人們的創作語言（日

語）和生活語言（臺語）是有所區隔的，即使在所

謂的「國語家庭」，也不能完全排除他們日常使

用臺語的可能性。他也提點導演和主編，要讓現在

的讀者理解八十多年前的風車，除了將日文原作翻

譯為華語，最好也能將臺語並列對照，或許更能體

現箇中深意。再者，超現實主義的作品，往往充滿

「色彩」和「聲音」的書寫，所以不妨嘗試藉由聲

腔的表現（例如錄製有聲書），讓文學的精神意義

得以在字音的抑揚頓挫中得到突顯。

對於語言的問題，導演根據自己與詩人家屬訪

談、接觸的經驗為例，說明為何選擇以日語貫穿全

片：「我想我們不得不承認日語對這些戰前詩人的

重要性，尤其是依賴殖民體制的語言表達其內在最

精煉的思想，並以此與同輩文人相互激盪詩心。」

黃亞歷認為，或許是因為與呂老師站在不同的歷史

階段凝思風車詩人從戰前到戰後語言使用的變化，

因而得到不同的結論。不過他也表示，由於篇幅所

限，書裡沒有放進日文原作，確實十分可惜；希望

未來能有足夠的資源，將作品演繹出臺語版，成全

呂老師所說的，同時以日語、臺語和華語呈現，那

才足堪稱之為歷史的完成與圓滿。

首場座談會由陳佳琦（右1）主持，出席貴
賓為（左起）紀錄片導演黃亞歷、《日曜日
式散步者》主編陳允元、「風車詩社」研
究先驅呂興昌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