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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題Ⅱ

  跟著作家，
來趟時間逆旅

文──覃子君　 公共服務組

圖──鍾理和紀念館

我們可透過閱讀「想像一場旅行」，可能因為閱讀

觸動旅行的動機；因著旅行的感受，期待民眾更進

一步重新啟動對文學世界的想望而展開文本閱讀的

行動。

那年，我們的文學館輕旅行

2015年《遇見文學美麗島——25座臺灣文學博物館輕旅行》的出版，巧妙地創造了館際協力、共同

推廣「文學旅行」的契機。

文學作為地方知識系統的重要基底之一，以文學旅行作為推展地方學的活動型態，各地文學主題館

舍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對於國立博物館而言，臺灣文學館典藏來自全國各地及國外與臺灣文學相關的文

物，研究推展層面上亦需關照各類文學主題的開展；而散布全臺各地的文學主題館舍則因其蒐藏或推廣

範疇，與其所在的地方有著更為緊密的連結屬性，故在地方意識的議題上，更扮演著型塑認同的催化角

色。如何透過國立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的合作，以文學旅行為例，強化地方社群的參與，亦是臺文館現

階段與各地文學館舍的共同推展項目之一。

對於25座文學類博物館而言，已有為數不少的館舍具有執行文學旅行的活動經驗。依據2016年臺文

館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執行之「全國文學主題館舍調查計畫」成果報告，目前有規劃文

學旅行路線的館舍計有：林語堂故居、紀州庵文學森林、國立臺灣文學館及其所屬齊東詩舍、李榮春文

學館、三毛夢屋、賴和紀念館、葉石濤文學紀念館、楊逵文學紀念館、鍾理和紀念館與旅遊文學館等11

館。除臺文館外，其中部分館舍曾連結其他文學館及地方文史人力資源，辦理跨地域（縣市）、以多位

作家為主題的文學旅行活動，具有館際合作的推動能力，例如賴和紀念館、紀州庵文學森林等；而鍾理

和紀念館、楊逵文學紀念館則曾對應作家的生活經歷及作品文本進行跨縣市的文學旅行；部分作家主題

紀念館則具有文學與音樂跨域結合的發展底蘊，辦理如楊逵文學音樂節、賴和音樂節等活動。另，具有

結合地方文學網絡與觀光資源的發展潛力者，如南投文學資料館、臺中文學館等；以上所述，皆為「讓

文學旅行成為文化觀光亮點」的重要脈絡與基礎。

依據交通部的觀光統計數據，近十年來，國人國內旅遊的總旅次從2005年的9仟261萬人次增加到

2014年的1億5仟626萬人次，成長達69%。而交通部觀光局之2016年施政重點，其中涵蓋「觀光大國行動

方案（104-107年）」，其執行內容「優質觀光」、「永續觀光」等計畫之推動方向，均是發展國家視野

文學旅行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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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本閱讀到旅行

旅行與閱讀關係微妙，我們可透過閱讀「想像一場旅行」，可能因為閱讀觸動旅行的動機，我們

更期待，讀者可以在旅行之後真正開始關於旅行地域的閱讀，因為實地旅行，讓旅行前的閱讀所產生的

「想像」，因著實地走踏，讓我們開始真正對旅行地、旅行的主題有所瞭解。1 我們期待以「閱讀」與

「旅行」為引，讓民眾因著《遇見文學美麗島》這本「具備文學性與歷史性的遊記」，產生造訪文學的

誕生地的緣分，2 因著作家的既往（或許是想像中的時間逆旅），有了另種人生的感受，獲得對歷史、生

命的深度體會，讓旅途留下令人嚮往與回味的記憶；更是因著旅行的感受，期待民眾更進一步重新啟動

對文學世界的想望而展開文本閱讀的行動。

從作家文本出發，「文學旅行」是博物館嘗試走出館舍的展示空間，推廣文學的嘗試。一趟文學旅

行，以文學主題館舍的文學資源為基礎，也連結著館舍週邊文學地景。作者筆下的人文風土，歷經時空

變遷後，如何為後人所解讀與詮釋？彰化人如何看待賴和筆下的彰化？臺南人如何想像與詮釋葉石濤作

品中的府城？反問之，各地的作家紀念館／作家故居／縣市文學館，又如何透過作家與作品文本的再詮

釋，顯現作家之於其生長／成長環境的意義傳遞給觀眾？

「府城文學踏查」是臺文館深耕地方的執行案例之一，自2011年起至2016年，臺文館開始以系統性

的方式，於每年5月18日國際博物館日當月，推出一條「府城文學踏查」路線：以文學為引，透過作家文

本轉譯的過程，邀請民眾穿梭街道巷弄，透過字裡行間的指引，進行城市空間的再探索，進而提點出關

於生活在地方的文學氛圍；更藉以回應館舍所在的這座城市——臺南府城，強化臺文館與其所處的臺南

在地的緊密關係，藉以持續創造府城文學生活的多元面向。

在實際執行上，從第一年（2011年）踏查主題以葉石濤文學作品為本，由具臺南文史導覽經驗之

在地作家陳正雄詳讀葉石濤書寫有關臺南府城近百篇作品，對照城市地理位置，進而歸納整理出文本中

所描述的各地景；再以位於中西區的臺文館（原臺南州廳）為輻射起點，延伸至城市內其他61個文學地

景，並與作品摘句對照，形成主題路線。

緊接著，臺文館依舊循此模式，以每年國際博物館日的時間點，以一條府城文學踏查路線為目標，

結合臺南在地文史專家、文學團體的協力與合作，陸續完成《踏尋小封神：許丙丁的府城文學地圖》

（2012）、《遇見愛情》（2013）、《穿越五條港》（2014）、《南方有佳餚》（2015）、《漫遊神仙

府》（2016）等5本文學旅行小冊的出版及踏查活動的規劃與執行。踏查主題自2014年起嘗試以臺灣古

典詩為文本，從《全臺詩》及《臺灣古典詩選注》中搜尋相關作品，透過撰文解析，與民眾一同探索臺

南府城百年的身世與記憶。從主題選定、選詩、解析文章的詮釋角度、到實地踏查的導覽過程中，古典

作家文本的內涵，如何與觀眾的生活經驗與記憶產生連結，一直是執行團隊的重要課題。當這些文學作

品，歷經了時空變遷，如何與現代的民眾對話；又，如作品所描繪的實地景象已不在時，觀眾如何透過

閱讀去想像作家筆下的情景？觀眾又賦予這些作品甚麼樣的內涵？

「府城文學踏查」系列活動的意義，在於透過國際性的博物館日活動的省思與啟發，讓文學親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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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透過旅行牽起民眾與文學的緣分，勾動府城市民與城市記憶，與地方的文學、歷史、文化進行多層

次對話。這種文學輕旅模式，近年來在全國各地漸有雁行效益。2016年，位於臺北的臺文館齊東詩舍也

加入踏查的行列，由詩人白靈與建築師孫啟榕帶隊，推出兩場臺北城市文學散步主題活動。然而，在眾

多文學主題館舍中，各館屬性與經營管理方式不同，在文學旅行的發展途徑與推動模式呈現出差異性，

這也讓文學旅行的推展有了更多經驗模組可供參照，開展出多元面貌。

面對近年來以國人對觀光、文化生活的重視，文學旅行如何透過各地文學館舍的力量進而發展在

地資源網絡，或是藉由館際聯合行銷，介入此文化旅遊市場，是一大課題。在現實面上，文學旅行的前

期推展階段，需仰賴中長程的計畫支撐來進行各館的資源盤點、相關專業的培訓、軟硬體提升，抑或國

際化等項目。從另一個層面切入，如果「文化是好生意」、「一個生動的生意」，該如何讓抽象的文化

內容「顯現在生活各個層面以形成一種主張，一個主義，一個風格，一種方式？」成為大眾所喜愛。然

而，更現實的問題是，「臺灣文學」在1920至1930年代才出現的名稱，在戰後處於長期被壓抑的處境，

直到1990年代臺灣文學在大學設置系所，才正式納入高等教育體系；面對多數國人仍疑惑「臺灣文學

是什麼？」的情境下，各館如何以容易理解的方式，讓這些文學精華讓更多國人，進而讓外國人所能接

受，並願意付出代價來獲取，其驗證的關鍵在於「它必須有世人所要的當下價值」，這些都是在推動文

學旅行（觀光）以及如何讓它永續發展，必須思索的議題。3

從《遇見文學美麗島》編印，以及推展文學旅遊為文化觀光亮點的館際互動與交流合作過程中，

由國立、公立、私立文學主題博物館／作家紀念館／故居組成的文學館家族，如何建立橫向連結網絡？

以現階段文學旅行的推展為主軸，如何同時面向觀眾需求，並在共構平臺上呈顯各館特色，營造整體亮

點？如何透過各地文學博物館的力量發展在地資源網絡，或是藉由館際聯合行銷，達到文學普及的效

益，是我們的重要課題。

2016年由文化部主辦、臺文館與鍾理和紀念館承辦「開南門去旅行：鍾理和紀念館文學推廣與人才培訓計畫」。圖為文學
旅行導覽員實地踏查文本之培訓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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