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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文學迴鄉南部系列規劃了四種文類主題，作家在現場與觀眾分享了詩歌、小

說、戲劇以及民間文學書寫創作的奧秘，難得曝光的實證體會為此系列憑添吸引力。

這些場次分別有4/21彭瑞金教授於高雄市揚帆主婦社主講「文學來自民間──台灣

民間文學概述」、4/24小說家巴代於屏東大學中文系主講「你可以有個作家夢？」、5/25

導演蔡銀娟於臺南市聖功女中主講「影片的32個臉孔── 一段追夢的旅程」、6/11詩人

鄭烱明於高雄市三餘書店主講「詩、歷史與時代的抵抗」。

首先開鑼的場所選定於高雄市揚帆主婦社，這是一個女性成員眾多且歷史悠久的

社會團體，平時有讀書成長會、講座、聯誼例會的舉辦，會員一起讀書超過十年以上者

比比皆是。彭瑞金教授是著名的文學評論者，講述的題目雖然偏重文學史論以及文類素

材，但是與會聽者津津有味、頻頻發問，對話極為深刻。同時論及民間文學、神話故事

的原型比較，以及如何自創書寫民間文學的文本。初夏時刻，電風扇吹拂的港都鹽埕

區，鼻子似有淡淡的鹹海風，文學迴鄉聚合了知性熱情的氛圍。

第二場在更為南方的屏東大學舉辦，中文系系主任劉明宗蒞場引導學生，廖振富館

長特地出席開場，並與學生們一起聆聽近年小說創作旺盛的巴代這場特殊的講座。

巴代是卑南族極具代表性的作家，2008年以《笛鸛：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榮

獲台灣文學獎之圖書類長篇小說金典獎。他從軍職退休後進入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

所攻讀碩士，論文《以大巴六九部落的實踐經驗芻建卑南族巫術的理論》十分傑出，

這也是他小說寫作的重要素材。巴代以同儕的語氣勉勵在場學子，不僅可以，更應該

大膽作夢，朝著作家之路前進，配合可以實踐的步驟與方法，同學們也可以和他一樣

成為作家。他列舉了在學時期貧乏的閱讀環境，困苦的生活中仍能嗜書啃讀可以接觸

到的資源，逐漸有所進步。他透露成年過程一眼失明但無暇悲傷、掙扎向上的成長心

境，而「巴代」是阿美族「死人」的語意。成事在人，學生們不要妄自菲薄。會後，

館長和劉明宗教授、巴代伉儷、文學台灣基金會同仁稍在校園散步。南臺灣的傍晚仍

高溫和暖，許多貴賓均第一次聆聽巴代作為作家的成長經驗，也深受作家堅韌開朗的

生活情調所感動。

活
動

展
覽
與

南方的書寫實證秘方

文───張信吉　公共服務組

圖───國立臺灣文學館、文學台灣基金會

文學迴鄉南部系列

六月港都文學迴鄉活動留住了文學人相聚的倩影，對自我、對人生，對他者、對時

代，文學書寫不斷接棒，不斷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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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1

4/ 24

彭瑞金教授於高雄市揚帆主婦社主講「文學來自民間──台灣民間文學概述」

小說家巴代於屏東大學中文系主講「你可以有個作家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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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5

6/ 11

導演蔡銀娟於臺南市聖功女中主講「影片的32個臉孔──一段追夢的旅程」

詩人鄭烱明於高雄市三餘書店主講「詩、歷史與時代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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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講座以聖功女中學生為對象，導演蔡銀

娟分享她的創作歷程。蔡導原本是一位繪本作家，

創作多年，出版有《我的32個臉孔》、《夏綠蒂

的愛情習題》等。後來之所以會踏入編劇領域，主

要是她的先生也是一位導演，兩人因此有了電影這

種共同的藝術生涯。蔡銀娟因此介入劇本寫作、導

演，也成為影片製作人。代表劇本有《候鳥來的季

節》，導演的作品主要是《心靈三部曲》。這一系

列的創作聚焦於家庭、親情議題，也同時連結了創

作者對臺灣社會議題的關懷。

創作來自生活，蔡導分享她的創作之秘，與其

成長經驗有關。她成長於南投，上大學後到臺北讀

書，從此就留在臺北定居、就業，只有在年節的時

候，才像候鳥一樣回到中部老家，這就是劇本《候

鳥來的季節》的基調。第二部電影《心靈時鐘》，

從手足之情轉到了親子之情，這個題材與親戚有

關。由於臺灣的戲院觀眾，大部分觀看好萊塢片，

國片的挑戰非常艱鉅。蔡導期盼未來能有越來越多

的年輕人願意進戲院看臺灣電影，讓臺灣的影視產

業能有良性的發展機會，也才有可能透過影片來關

懷與了解我們自己的故事。

第四場講座安排在高雄市的三餘書店。這家

位於文化中心附近的獨立書店很特別，一樓是主要

的書肆，二樓是咖啡座，三樓有寬敞的演講區，地

下室有攝影展。詩人鄭烱明在高雄的文友吳鐘熊醫

師、劉秋雄醫師、蕭嘉文醫師、陳坤崙社長、余昭

玟教授、詩人謝碧修、李昌憲、汪軍伻、鄭淑英女

士等人都蒞場聆聽，講座溫馨。鄭烱明講述一段詩

影響政治的經驗，1987年蔡有全與許曹德因為「台

獨案」而遭到收押，擔任其辯護律師的陳水扁在審

理庭答辯時以兩首現代詩作為結辯。在為政治犯辯

論的法庭上朗誦現代詩是前所未見的事情，更令人

關注的是怎樣的詩可以比慷慨激昂的辯論詞更具力

量、更有說服力，而且讓人產生共鳴迴盪的感受？

陳水扁吟誦的詩正是鄭烱明所寫的〈給獨裁者〉、

〈蕃薯〉，皆收錄在《蕃薯之歌》這本詩集裡。

由於蒞臨的讀者多是文學的創作者與研究者，

講臺上下有不錯的主題聚焦。余昭玟教授特地提

問，詩人在政治環境那麼肅殺的氣氛下寫作，是否

有遭受警告或迫害的經歷？鄭烱明分析當時的時空

背景，當局的紅線是「讀書會」以及「從事政治活

動」，文學則是一個較為模糊的地帶，不過作為

詩人必然書寫所知所見，詩是他對時代的觀察與

紀錄。

六月港都文學迴鄉活動留住了文學人相聚的倩

影，對自我、對人生，對他者、對時代，文學書寫

不斷接棒，不斷演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