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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串連南區文學館舍、出版社與通路的策展，「遇見文學美麗島」的意義得到深化、

延展並相互增益，不但能在書店空間中，展現文學博物館的藏品（複製品）與論述、強

化書店的主題氛圍，更能將書店的讀者進一步與館舍連結，拓張在地藝文的資源網路。

在走讀的過程中，另一種「迴鄉」的意義已然形成，也期待這次複合式的合作與策展，

能為區域、跨區域文學推展的企劃與實務注入更多不同的想像和可能。

《遇見文學美麗島》的迴鄉之旅
文───鄭清鴻

2015年底，國立臺灣文學館在文學推廣與館際合作的基礎之上，與前衛出版社共

同出版《遇見文學美麗島：25座臺灣文學博物館輕旅行》一書，透過具備臺灣文學專業

並長期關心文學推廣議題的青年作家、研究者的深度採訪，本書以「文學輕旅遊」的形

式，融入文學的質素與歷史的視野，引領讀者深入走訪臺灣各地的文學館舍，並結合臺

文館建構的「台灣文學地景閱讀與創作App」，以行動網路連結館舍、文學地景與使用

者，開展對旅遊、文學與在地的繽紛想像。

而在2016年4月至9月，國立臺灣文學館更進一步與誠品書店、前衛出版社，以及

楊逵文學紀念館、葉石濤文學紀念館、真理大學臺灣文學資料館、柏楊文物館、香雨書

院、鍾理和紀念館、高雄文學館、柯旗化故居、旅遊文學館等館舍夥伴合作，推出區域

整合型「文學迴鄉」系列活動，除了於臺南、高雄、屏東誠品分店舉辦在地特展之外，

也邀請館舍代表、在地作家與各館採訪人和讀者面對面交流與分享。特別的是，為了更

聚焦呈現此次特展南部三縣市館舍家族的特性與區域性，在策展企劃方面，經由參展文

學館家族及誠品書店、前衛出版社的共同討論與策劃，結合「移地展覽」、「書店展

售」、「主題對談」與「文學走讀」四大項目，讓這次的「文學迴鄉」不但能突顯南臺

灣文學館舍的主題與特色，更呈現館舍所在的區域脈絡，進一步結合在地的文藝資源，

或走或讀，重新定義「文學」與「閱讀」的形式。

這個夏日，我們就這麼在盛暑的南方之城，聊起南臺灣10座文學博物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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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南臺灣的文學故事

文───鄭清鴻　前衛出版社主編、李苓禎　誠品書店南區企劃專員

圖───國立臺灣文學館、誠品書店

「2016文學迴鄉‧文學館家族系列」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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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臺南：再次感受在地的日日心動

臺南以國立臺灣文學館為首，鄰近有葉石濤文

學紀念館、柏楊文物館，結合區域內的歷史古蹟、

廟宇、獨立書店等豐富的人文條件，將文學視野輻

射、延伸至大臺南地區具有特殊文化地理意義的香

雨書院（鹽分地帶）、楊逵文學紀念館，以及在臺

灣文學發展過程中甚具指標意義的真理大學臺灣文

學資料館。然而，作為特展的第一站，在府城濃厚

的歷史氛圍與步調當中，如何突顯另一種生活中的

文學形象，展開屬於南方的自我認識和想像？在眾

多的館舍與作家中，既是小說家，亦是評論家的葉

石濤為臺南所下的註腳，於焉成為此次特展開場的

最佳代言人：

這是個適於人們作夢、幹活、戀愛、結婚悠然

過活的好地方。

（摘自〈台南的古街名〉，《台灣時報》，

1992.09.21）

無論是這句對臺南的樸實頌詞，或是他銘刻

於文學史上、建構臺灣文學的名言：「沒有土地，

哪有文學？」我們都看見一個作家及其生活，與一

座城市的緊密連結。但事實上，這樣的生活感並不

只臺南獨有，而臺南的風情，也絕不限於歷史的懷

舊。如何透過文本閱讀，從生活中重新發現自己與

城市的關係，重新探索歷史的意義，重新品味文學

的內容，再次感受作家所寫下的，一座古老的城為

新時代的人們所帶來的日日心動？藉由作家在文學

中表現的日常點滴，以及古今文人甚或日人作家在

府城的活／流動，這次的臺南特展，我們不僅從葉

老的「臺南style」出發，也從他所揭櫫的「臺灣文

學」出發，走進文學史與歷史的探索之旅，走出臺

南獨特的記憶紋理。

臺南特展以「那個時代的臺南」出發，探討文藝青年的臺南、
歷史的臺南、大目降的臺南、思想殿堂的臺南、異人的臺南、
鹽分地帶的臺南。

風湧高雄：造訪一座偉大的港口

特展巡迴到昔日的「打狗港」──高雄，這裡

是一座以港口轉運與工業化為宿命的海港之城，但

整個大高雄實則近海臨山，在其獨特的經濟、政治

與歷史脈絡下，形成數座屬性多元的文學博物館、

圖書館，為在地記憶鉤勒豐富且深厚的閱讀層次。

在市中心，高雄文學館呈現的是港都作家群像，在

茫茫的大港人生中，曾有多少作家經過與停留，見

證工業都市、勞動人生的起起落落？無論是在地作

家的默默耕耘、外地作家的高雄印象，或是高雄作

家的異地鄉愁，「高雄文學」始終帶著一些海風的

勁與鹹。

但也不僅如此，當這座城市開出了名為「美麗

島」的花朵，民主的步伐踏在炙熱的街頭以後，文

學，也將指涉這座城市乃至於這座島嶼的住民們，

對於日常生活的想像與期待。然而過往的臺灣，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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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能這樣期待的空間，一旦走進柯旗化故居宛如

暫停的時空環境，我們將發現柯旗化如何透過書

寫，訴說高壓政治碾壓後，家庭與世界的樣態。

學，沉澱出一個政治上毫無破綻的透澈的自己。高

雄還有另一種文學的樣式，在那遠方的美濃笠山，

鍾理和的寫字板上，在純粹的文學夢中鎔鑄了客家

的氣質，為戰後的臺灣文學史孕育了某些可能。

高雄特展，就在一連串文學與歷史的線索、生

活與政治的交涉，以及港口與山林的呼喚中，挖掘

出更多臺灣人共同的故事與心事。

阿猴屏東：大武山的文學長河

來到屏東，以「旅遊文學」立館的「旅遊文

學館」，不但提供民眾豐富的工具書與指南，也收

藏了各類旅遊文學與屏東在地文學創作、重要作家

的讀本與資料。在屏東的大師群像中，我們發現大

武山下的文學長河，從日治時代新文學一路走到戰

後，已在文學史上沉積出一片肥沃的平原，日治時

代的黃石輝、楊華、劉捷，乃至於戰後的鍾理和、

陳冠學、黃基博、林剪雲、張曉風、李敏勇、曾貴

海，原住民作家Liglav A-wu、Auvinni Kadreseng等。

而從文本中照見歷史、體會當下，發現因地理、族

群與移動而多元豐富的屏東經驗，文學於焉成為品

味屏東、生活屏東的多元觸媒。

而伴隨著屏東近年來的建設與更新，以及民

間對在地歷史文資的重新挖掘與整理，旅遊文學館

周邊也逐漸形成獨特的文化生活圈。從屏東公園出

發，穿越阿猴神社的老時光，途經武德殿來到屏東

屏東特展敘說屏東作家、眷村、老樹、民謠的故事，呈現屏東
獨有的文學圖像與風貌。

高雄特展強調從城市裡提煉出的文學精髓：「我們在一座偉大
的港口，挖掘鋼鐵的意志，重走自由的步伐，輕輕翻開笠山下
的文學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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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村舍內。在作家郭漢辰（右6）、陳麗萍老師（右5）的引導
下，欣賞刻畫風土人情的音樂——恆春民謠。 

美術館，再沿公園路來到孫立人行館及「日本第八

聯隊宿舍群」，張曉風舊居、眷村老樹與恆春民謠

月琴吟唱，在此交織成屏東文學的悠揚樂音。

藉由此次串連文學館、出版社與通路的策展，

「遇見文學美麗島」的意義得到深化、延展並相互

增益，不但能在書店空間中，展現文學博物館的藏

故事屋等，微風吹來陣陣的歷史餘影，原來我們幾

乎穿走了將近一百年的時間與空間。

美濃並非作家鍾理和的出生地，卻佔去了他大部

分書寫的篇幅

1979年由作家鍾肇政、葉石濤、林海音、鄭

清文、李喬、張良澤六人具名發布籌建第一座平民

文學紀念館「鍾理和紀念館」，1983年落成啟用。

聽著美濃在地歷史，沿著《笠山農場》內的磨刀河

品（複製品）與論述、強化書店的主題氛圍，更能

將書店的讀者進一步與館舍連結，拓張在地藝文的

資源網路。在走讀的過程中，另一種「迴鄉」的意

義已然形成，也期待這次複合式的合作與策展，能

為區域、跨區域文學推展的企劃與實務注入更多不

同的想像和可能。

走出館舍 踏尋文學的芳跡
文───李苓禎

問我文學‧帶你走進文學大師的創作地景

今年九月起，因文學迴鄉計畫，由國立臺灣文

學館主辦，誠品書店與前衛出版社、旅遊文學館、

鍾理和紀念館、楊逵文學紀念館等十個館舍合作，

連續三個月分別在屏東、高雄、臺南等三地，規劃

各一場問我文學走讀活動。帶領大家從文學作品走

進文學地景，透過體驗，重新詮釋「讀萬卷書，行

萬里路」。

建築的故事，纏繞而成的厚重記憶

屏東市的眷村可說是歲月時間的交叉點。1920

年日本時代，日軍在屏東開設臺灣第一座機場。

1927年隨著日軍進駐人員的增加，遂開始於屏東市

建設官舍建築。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大量官舍作為

國軍眷舍使用。近年，屏東縣政府以「將軍之屋」

為中心，挑選附近部分眷舍成立「屏東眷村文化園

區」。規劃咖啡街，特色餐廳進駐、藝術家駐村展

演等。九月的午後，我們便以此作為走讀的活動範

圍。由屏東在地作家郭漢辰擔任文學領航員，走過

作家張曉風舊居、四季村舍、橄欖樹之屋、貓頭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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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底坪溪）一路向紀念館走去，沿途走過臺灣文

學步道，透過本土作家的作品，感受與應和著土地

的悸動。站在《貧賤夫妻》內的那片山林內，仍可

透過想像來回憶，那些得以保存的樹木，造就了今

日的雙溪熱帶樹木園區。在坎坷、嚐盡疾苦的短暫

46年生命之中，鍾理和用筆與生命見證著臺灣社會

的變遷，此趟旅程在館員王雅珊、導覽員蔡佳蓉的

引領下，不僅認識了美濃，更體會到那些觸及生命

的文字力量！

讓故事寫滿整座城市，作家與在地生活空間的親

密關係

從楊逵的文學與生命史出發，在新化國小、新

化高中，我們看到了藝術家透過公共藝術的創造，

以市民集體的行動實踐日常美學。走一趟新化老

街，領略深厚的文化底蘊，浸染具有歷史感的懷古

之情。從新化郡武德殿、新化郡役所宿舍群、大目

降故事館以至楊逵文學紀念館，整個新化，就是一

座獨一無二、到處銘刻了楊逵生命印記的文學館。

十一月的午後，重新認識與體驗不一樣的臺南，透

過活動的交流與文學解說員曾進發校長的介紹，這

個城市持續傳承、發展。

聽我文學‧談臺灣文學博物館

從5月至9月，在國立臺灣文學館與前衛出版社

的協助下，誠品書店策劃於台南文化中心店、高雄大

遠百店、屏東店等三間門市，舉辦了共計六場對談

活動。有別於新書分享會，此次講座主要是透過臺

灣年輕學者與臺灣文學博物館代表或在地作家等進

行精采對談。透過不同角度、面向，激盪與分享出

文學旅行的前奏曲，推薦必訪的城市文學博物館。

臺南，文人匯聚的好地方

府城的迷人丰采，除了小吃美食還有文學與

文人。「臺灣文學」的正名是晚近三十年努力的成

果，經過時光機的黏合，它與座落於市中心的「臺

南州廳」壯麗軒昂的建築有了一段美麗的相遇，

映照出舊建築新生命的典範！第一場對談活動，以

「詩意的美學與剛柔的文學交匯」為主題，邀請國

立臺灣文學館秘書洪秀梅、作家朱宥勳、前衛出版

社編輯鄭清鴻進行對談。透過不同角度，以發展沿

第一場由臺文館秘書洪秀梅、作家朱宥勳、主編鄭清鴻精采的
分享對談，過程中讀者也熱情發問與回饋。

鍾理和紀念館一隅。收藏許多鍾理和相關文稿與作品。 左／新化國小內的楊逵像。象徵著他的奮鬥精神。
右／新化老街上的巴洛克式建築，依然矗立，讓人驚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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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文學、美學等面向，向讀者介紹臺灣文學。第

二場次由作家許正平、陳正雄、陳允元暢談「那些

府城文人的美麗與哀愁」。剖析府城文人葉石濤、

楊逵與西川滿如何在他們的生活歷程中，創造出精

彩且多元的文學作品。

高雄，文學日常推廣

城市需要一座文學館，測量島嶼沉積的深度。

高雄，文學早已融入市民的日常進行推廣、深化。

第三與第四場次的對談活動，將地點移師誠品書店

高雄大遠百店展開。首場由鍾舜文的角度來看祖父

鍾理和的一生，同場邀請作家鄭烱明、《遇見文

學美麗島》採訪團隊代表王欣瑜共談「倒在血泊裡

的筆耕者」。另一場次，則由高雄文學館主任劉怜

珍、柯旗化故居館長陳坤崙、採訪團隊代表elek談

「文學日常與永遠綻開的百合花」。循著鍾理和的

文章紋理，讓我們看見生活與文字的力量。柯旗化

投入民主運動與文化啟蒙，見證並參與了臺灣社會

的另一波轉變。高雄文學館融合文學創作與文化休

閒功能的優質文學閱讀空間。這些文學博物館，雖

小、卻很美。

鍾舜文（左）、鄭烱明（中）、王欣瑜（右）共同主講，對談倒
在血泊裡的筆耕者——鍾理和。

上／屏東縣政府文化處曾龍陽副處長（左）、蕭鈞毅（中）、鄭
清鴻（右）共同主講微觀在地的深度旅行。
下／作家郭漢辰（左）與主編鄭清鴻（右）暢談大武山下的文學
長河，吸引許多年輕學生參與。

屏東，大武山下文學旅行

屏東是許多作家的精神原鄉，也曾經是文學史

上那些叱吒風雲的作者們心之所繫、身之所居的場

所，本次對談活動終點站便安排於此。第五場「微

觀在地的深度旅行」由屏東縣政府文化處副處長曾

龍陽、青年學者蕭鈞毅、前衛出版社主編鄭清鴻進

行對談，講座中除了介紹旅遊文學館外，也談到記

憶中的屏東，以及改變、成長中的屏東。第六場邀

請到作家郭漢辰、鄭清鴻談「大武山下的文學長

河」，在浩瀚的臺灣文學史引出了一條屬於屏東在

地的涓涓長流。該場講座也吸引許多在地的學生參

與，透過這樣的分享、交流與對談，對莘莘學子們

深具啟發性。希望以作家、年輕學者為媒介，使在

地文學一代又一代地繼續傳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