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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的沉潛、戲劇的跳脫、自由寫作的直覺靈動，猶如變化多端的海浪，

來回衝擊礁石，在學員心頭留下深刻痕跡。

三月，臺灣文學教室打開大門，面向浩瀚文學。

邁進第15期的文學教室首度邀請李敏忠、瓦歷斯‧諾幹、呂毅新及

張家禎等藝文領域的專家，為南部民眾規劃三門不同文學主題課程。詩的

沉潛、戲劇的跳脫、自由寫作的直覺靈動，猶如變化多端的海浪，來回衝

擊礁石，在學員心頭留下深刻痕跡。然而，再輝煌的文學理論、完美的表

演典範，只有主體願意提筆、打開感官、釋放肢體，始能打破文字框架、

日常韁索，為這片壯麗文學海景，捕捉心領神會的速寫。以下邀請學員分

享課堂所思所得。

少了什麼就不是文學　
林曉昀（課堂助理）

在瓦歷斯‧諾幹老師的文學課裡不直接給文學類別定義，因為書寫的

重點是溝通，初始的溝通就是作者與自己文字面對面。課堂的主角是文

學，更不如說文學的主角是人本身。因此課堂名稱叫做「自由寫作」──

學員不解何謂自由，急切渴望需要「被教導」的文學在哪裡──然而這卻

是更接近文學的方式。教學方式以問題引導及小組討論，讓學員形成自己

的文學觀，而非把既定的文學樣貌擺在學員面前，如同來一趟旅行社設定

好的套裝行程。正因為慢慢來，才最快，文學不是一瞬間的海市蜃樓，更

非沙漠裡的綠洲，而是無處不在的種子，在未能設想的時間與地方，看見

新芽。「以人為本」是自由寫作的核心價值，以此接近文學的真實，感同

身受而非隔岸觀之，這才是藝術的魅力。 

如同波赫士所言：「我首先認為自己是讀者，然後才是詩人，然後

才是散文家。」大家問他是怎麼成為偉大的作家，他回答：「不是的，

我是先成為閱讀者，一個提筆寫作的人。」瓦歷斯老師認為，這樣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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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才是真正的文創。大家亦問馬奎斯寫出偉大作

品的靈感何來，他回答：「不是的，我沒有靈

感，而是所有的事物都有生命，問題是如何喚起

它的靈性。」更如薩巴多所言：「今天的藝術已

經『喪失人性」』，不，是人們失去了人性，造

成這個後果的是大眾化、馴服化、輿論化，這些

種種意圖使人事物化、機械化，以利於社會通行

的媒介。」造成人性失散，也就造成藝術價值的

失散。瓦歷斯老師認為選擇寫什麼，重要性遠勝

過決定怎麼寫。這才是文學的生命。「一般文學

課是教怎麼寫，但我認為教導寫什麼，是最重要

的。寫什麼是思想的問題，怎麼寫是技術的問

題。只教怎麼寫會讓大家成為匠。技巧可以學

習，風格要自己創造，這端看人文思考廣度到底

有多廣，這些都可以成為書寫的題材。」

第一堂課即進行哲思引導，調整學員對於文

瓦歷斯‧諾幹老師主講「自由寫作」課堂一景。（攝影／林曉昀）

學想像的框架：「你認為自由寫作是什麼？」、

「剛才聽到要你們寫作時你是什麼感覺？」、

「請大家看一下自己的成果，思考寫不出來、不

是自己想寫的內容，這些狀況的理由是什麼？」

進而在課堂上以實作再三提醒重點在於體會，

「請拿起筆寫⋯⋯」的舉動勝過千言萬語。從寫

作實踐中嘗試、調整，找出自己的語法乃至於風

格。「並非寫作就是沒有架構，自由並非散漫、

毫無目的，指的是心靈的自由。」「作文一樣可

以寫出好文章，但很難讓每個人喜歡寫作。然而

喜歡寫作才能越寫越好；不受權威規範，想像力

才能奔馳。」「寫作就是作文，作文只是其中一

小部分，但我們都把作文凌駕在寫作之上。」瓦

歷斯老師以自身對文學的熱愛，懇切熱烈地翻轉

傳統教育，對身而為人獨特性的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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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與詩共度的夜晚　
楊偉君（成功大學歷史系畢，現為旅館後勤）

文學是我生活中的重要存在。在各種文類

中，詩在我的文學經驗中走得最遠、最久。讀到

心有所感的詩，使我得到安定感，寫出自己認同

的詩作，讓我得以抒發各種心境。透過詩，可以

認識同樣愛詩、令人珍重的朋友，更是不可多得

的幸運。如果沒有詩，我很難想像自己的生活該

如何被構築、被度過。

然而，已出社會的我卻很少透過一個完整的

時間軸或理論框架，去全盤理解詩發展的歷程或

是作詩的方式。幸運地，同事偶然得知我在大學

時期，曾將自己的詩作投稿校內文學獎，便邀我

一同參與臺灣文學館固定每周開設的臺灣文學教

室系列課程。上課時間也幸運地落在平日下班後

的晚上。這讓白天需要工作、假日亦有可能四處

奔波的上班族們，得以在下班後擁有充實心靈的

文學之夜，這一點值得大力稱讚館方的貼心安排。

這次我所參與的課程是「臺灣現代詩習作與

欣賞」，由研究臺灣文學多年的李敏忠老師，帶

領我們探索不同時期、不同主題的臺灣現代詩領

域。講述範圍從歷史書寫、超現實主義、戰爭書

寫、圖像詩、原住民書寫⋯⋯等，搜羅了各式各

樣的主題，讓我們得以系統性地認識自1920年

代以來臺灣現代詩發展，受益匪淺。老師總是不

吝分享各種研究成果，言簡意賅地透過投影片，

挑選該主題兩至三位代表詩人，佐以影片及代表

作品，細細闡述其生平、異於當代其他詩人的書

寫方式，並濃縮摘要每首詩的創作方式。老師尤

其重視學員們如何從自身角度去賞析這些詩作。

在我的課堂印象裡，很多時候往往是老師起了個

頭，學員們很自然地輪流闡述己見，場面熱絡且

教學相長，老師與學員們的詩視野都得以拓展。

除了讀詩，李老師也鼓勵學員將課堂所感，

或是從生活中汲取的靈感，創造出屬於自己的詩

篇。在好學同學的主動組織下，我們有了一個課

後延伸討論的Line群組。無論是老師在課堂提及的

延伸閱讀、好書分享、講座新訊，或者是學員們

的創作、寫作心路歷程，都超越課堂的侷限，無

時無刻提供給大家欣賞、交流，與遇見美好事物

的機會。李老師也非常珍視學員們的分享，總是

在每次課程進入正題前，讓每個人有一段屬於自

己的發表時間，朗誦自己發表的詩，分享為何會

這樣架構自己的作品？甚至送給每位學員自己所

出版的詩集，互相交流切磋。使得課堂不僅有了

雙向、活潑的互動，也能夠在生活中應用所學，

有問題時即時對話、分享詩友間的新知，真正充

實生活。

李敏忠老師主講「臺灣現代詩習作與欣賞」。（攝影／呂淑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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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三個月的十二堂詩課程很快就要結束了，

但這只是文學之旅的一個中途充電站。我很期待下

一期臺灣文學教室，能夠遇見老面孔，認識更多愛

詩的學員與用心的老師，讓自己能夠在每周定期一

次的談詩夜晚，開拓眼界且能量滿滿。

 　

當我走進文學劇場
廖仕傑（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四年級）

這次報名呂毅新、張家禎老師於臺灣文學館

共同授課的「走進劇場‧戲讀文學」，與其他熱

愛表演的學員們一同走進劇場的世界，體會戲

劇的魔力。除了肢體動作、聲音、情緒、表情以

外，更多的是開始察覺自己的身體。

表演的學習是漸進的，並非一蹴可幾。誠如

張家禎老師不斷強調，表演者得先了解自己的身

體狀況，自己習慣什麼姿勢，總是低頭看地板？

不自覺駝背？還是身體會朝某一邊傾斜？再針對

這些自我慣性進行修正，讓身體回到最中性原始

的狀態，才能進出其他的角色。

表演並不容易，需要足夠的勇氣才能站到臺

上，赤裸裸地讓臺下的人們觀看，而做出一個好

的表演更加不簡單。為了讓表演能夠更加生動立

呂毅新老師（左3）指導同學進行肢體表演。（攝影／謝韻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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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必須思考該角色的生命故事，為他寫下角色

自傳，過去經歷了哪些關鍵片段，對角色產生什

麼重大的影響及改變，導致日後做出不一樣的想

法、決定與行動。例如曾被狗咬過導致怕狗。

另外，保持對周遭環境的好奇心也很重要。

長大成人的我們都已麻木，無形的包袱愈來愈

多，也失去孩提時的好奇與探索，覺得事情習以

為常，但表演者必須敞開所有感官去感受世界，

回歸最純粹而真誠的心。因為我們永遠不可能變

成另外一個人，所以只能試著去揣摩、接近各式

各樣的角色。扮演時也得先相信自己成為了那個

角色，讓情緒轉化在內心順暢流動；而不是硬記

著哪裡該用什麼動作、這裡又是什麼情緒？如

此，表演才能讓自己相信而不再尷尬困窘，進而

感動自己、感動觀眾。

聲音的投射，即使是同一句話，用不同語

調、不同聲音大小，就能塑造出不同的情境與氛

圍。若再加上和另一個人對話，一丟一接之間，

角色關係也會跟著出現。然而，若情緒的渲染過

度誇張，也會讓觀眾產生疏離感，失去與戲劇的

連結。聲音也好，或任何情感方面都是如此，以

能量的投射來整體放大，就能自然而然把想傳達

的展現出來，不需要浮誇而刻意。

戲劇裡最重要的元素，就是被設定滿滿的目

標與障礙，有了目標與障礙，不僅劇情上的衝突

產生，連角色自身矛盾也會產生。表演者該注意

到這些角色的內心矛盾，因為有了不同的目標與

障礙，會讓詮釋方式產生改變，例如和朋友茶餘

飯後的輕鬆語氣，與對長官唯唯諾諾的說話方式

就大相逕庭。

總括以上，表演有許多需要學習的地方，如

同家禎老師所言，表演需要靠經驗不斷累積，從

生命經驗裡萃取、從生活周遭觀察得來，靠著不

停揣摩與練習，更重要的是得了解自己的身體及

內心。接著，試著了解該角色，再讓自己融入。

當觀眾看完你的表演後，完全相信那就是你的樣

子，沒有感覺到一切都是演出來的，就代表成功

了。表演很有趣，倘若此生有幸，我希望可以浸

淫在戲劇一輩子不脫身。

「走進劇場‧戲說文學」學員成果表演大合照。（攝影／謝韻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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