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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末夏初時節，台灣文學獎得主巡迴演講在臺中逢甲大學靜謐開

場，在接連五月到七月的文學獎得主的巡迴演講11場次的過程裡，我們

揚起閱讀金典文學旗幟，邀約得獎作家一同循著地圖前往，從閱讀渠徑

蜿蜒直走，由陌生到熟悉，文學以其溫度沸騰於不同場域發生著，一切

得回到五月中旬的巡講開始說起。

情與愛是永恆的書寫課題

5月17日巡講的第一場郭強生「書寫，一種認真的方式」於臺中逢甲

大學演講廳登場，散文金典獎得主郭強生回溯其16歲開始提筆創作的經

歷為開場，面對滿場的逢甲大學師生，作家冷靜的訴說書寫當時的生活

忙碌膠著情景，如何在忙亂中，規律節奏的將文字靜落於筆，成就散文

短篇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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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台灣文學獎金典作家巡迴演講

春末夏初時節，台灣文學獎得主巡迴演講，從閱讀渠徑蜿蜒直走，由

陌生到熟悉，在經歷11場次的活動洗禮後，我們真心期待更多觀點與
樣態在文學表現中浮現，讓文學如日常般的記憶沉澱於內心。

郭強生與青年分享文學創作的不同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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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暫演講時間，郭強生深切的分享人生不同

階段的創作歷程，及文學路上的孤獨與堅持，作

家以節制的情感表達，突顯著哲學分析式的看待

不同階段人生角色扮演的冷靜，裡面有著永恆的

書寫主題「情」和「愛」在其中，令人刻骨銘

心。演講尾聲，學生提問：當生命書寫成文字之

後是否人生將此平靜無潮？是否書寫是療癒的歷

程？如何看待讀者對於文本的詮釋等，眾多議題

討論讓我們更確定閱讀所帶來影響力。

從書寫中獲得

緊接著，甫從紐西蘭交流回來的沙力浪，6月

7日以「從部落到世界，從山林到海洋，詩的想

像」主題和東華大學師生分享其創作歷程。當天

場次由魏貽君老師開場引介，魏老師提及沙力浪

在元智大學念書期間深刻體會漢人與原住民間的

語言差異，憑著對於語言的細微敏感度自學發明

語言系譜，並以原住民歷史考掘身體力行的實地

探究書寫，不同於其他布農族創作者的形貌，從

自身語言擴大到整個南島語系的族群聯結，奠定

其在詩文創作的位置。

沙力浪現場演講也呼應魏老師的導引脈絡，

娓娓道其如何的以雙腳及身體勞動參與，提出族

群觀察，如：蘭嶼與巴丹島僅一海之隔，彼此語

言相通，但卻無法直接划船互通，蘭嶼人得透過

機場出境，菲律賓入境再繞一圈來到巴丹島的荒

謬現實等。沙力浪以非圖書館翻閱資料方式，從

漢人的西部回到花蓮部落，持續以詩文投映於其

間所觀察和想像的軌跡。演講尾聲，身穿族服的

沙力浪以靦腆的語氣與我們分享：我雖然不會打

獵，但我仍然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書寫）得到屬

於自己的布農族服，而這套族服是用台灣文學獎

獎金換來的。

故事會自己找主人

6月17日我們來到大東文化中心，由長篇小

說金典獎得主陳耀昌主講《台灣三朵花，以歷史

小說還原台灣史》，陳耀昌以等同醫師水準的研

究專業與心力投入歷史小說書寫，演講緣分讓作

家直擊高雄鳳山田野現場探查，對於長年透過歷

史資料盤點及走踏現場挖掘真相遺跡的陳耀昌而

言，此行不僅僅於演講交流，更有著細查新物證

釐清歷史斷面的契機，充分表現小說家以文字求

真，描寫求實的精神。此外，另一場次7月21日我

們來到誠品台大店，適逢公共電視爭取到《傀儡

花》戲劇拍攝版權與資金，籌備開拍長達10集的

大河劇計劃，台北場演講現場來了許多關注《傀

儡花》文本內容的媒體劇組及以《傀儡花》作為

讀書會主題的成員參與。不同於其他場次，作家

陳耀昌以方法學概念，帶領大家見證作家所蒐集

歷史文物證據與考究之厚實，也從中辨明小說家

是如何串接與以想像力編撰的功力。

沙力浪以獲得文學獎方式擁有族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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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和政治並行

1987年7月15日臺灣解嚴。30年後的7月15日

剛好也是文學獎散文金典獎得主作家陳芳明「世

紀‧文學與革命」的巡講舉辦，這天下午3點文學

獎和讀者們相約在誠品敦南店一同聆聽以文學書

寫臺灣政治的作家陳芳明談其超過40年的書寫路

途。作家陳芳明甫從政大退休，學術著作和大眾

文學齊雙併行的鑽研不墜，人生的際遇始終牽引

著陳芳明思索前進，書寫成了其文學旅途中的歷

程紀錄，每部書的出版似乎都環繞同一核心，但

跟隨著閱讀會發現陳芳明越寫越清晰，越寫越開

闊。而這場次參與的民眾多是為了陳芳明老師而

來的。

書店裡的座談活動舉辦不同於密閉的講演空

間，讀者們是流動且不易停駐的。為此，我們和

誠品同仁將作家曾經出版的書籍和文學獎資料擺

放佈置，營造著如新書發表般的新鮮氣息，佐以

文學獎得主紀錄短片引誘，企圖透過聲音和影像

的微微擾動，輕盈打斷沉浸在閱讀裡的民眾好奇

前來。滿場的群眾回應著我們的策略成功，也不

失作家個人魅力的讓人鬆一口氣。

以解嚴紀念日開場，陳芳明順勢的打開那年

人在美國，卻被台灣列為黑名單的書寫日子，透

過傳真機的稿件遞送，在史丹佛圖書館查閱禁書

以及短暫回國卻是哀悼盟友的情景等，歷歷事件

的經驗催促著陳芳明書寫，紀錄。演講尾聲，青

年讀者以時代差異形成青年革命的目的性不同提

問，陳芳明以民主課題如傳承般的在新生代身上

有著另一番詮釋，惟得記得：此刻得來是如何的

不易!

 

以聲音還原文學場景

7月8日《無聲的暴力—劇場裡的聲音與不存

在者》由太陽卒主講在國立公共圖書館演講廳舉

辦，太陽卒由聲音切入帶領大家朗讀劇本，錯落

不同方位的參與民眾透過聲音導引劇情，現場觀

眾各個不仔細跟讀劇本，深怕一個疏忽就脫離了

現場節奏而錯失劇中高潮。有趣的是，一同參與

的廖振富館長也加入讀劇行列，扮演起劇中「妹

妹」的角色，仿小女生的語氣唸著母親催促相親

陳耀昌身兼作家和醫師身份，小說作品深受讀者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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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的對話，討論著帥哥與結婚的議題格外令人

感到對比差異。而這也許就是戲劇的力量，來到

這個舞台，無論現實生活的你是如何，聚光燈一

照，角色上身，頓然抽離，妳已不是原來的那個

我們認識的你。

另一場，7月16日我們來到高雄誠品駁二

店，「一回來就知道看電視⋯⋯」書區裡的小方

塊中，觀眾扮演母親的角色讀著劇本，頓時，全

場落入劇本聲音掌控，密閉的空間，平實的日常

對話即是《閉上雙眼是種罪》劇本最吸引大眾之

處。透過巡講活動的聲音還原演出，有種想像的

觸動，原來劇本創作是如此地書寫與想像安排而

來的。參與讀劇的民眾與聆聽的讀者，對於這份

劇本的印象是深刻，假若明年文學館將此劇搬上

舞台，是否大家願易購票前來，初步調查，民眾

的興致是高昂、欣喜的。

2016台灣文學獎得主巡迴演講在炙熱的七

月底順利結束，在經歷11場次的活動洗禮後，我

們真心期待更多觀點與樣態在文學表現中浮現，

謝謝讀者的參與讓文學如日常般的記憶沉澱於內

心。

解嚴紀念日當天，許多青年前來參與與陳芳明對談。

太陽卒引導下，書區民眾熱情參與讀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