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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文學行動博物館
趴趴走

臺灣文學行動博物館西部巡展，此次帶著文學旅行箱，文學驛旅不

停止的短暫停泊，帶動周遭的文化動能，引介在地作家進入展區，

並規劃講座，讓觀眾與作家親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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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臺灣文學趴趴走

2018年臺灣文學行動博物館的巡迴展點，包括剛結束的國立中興大

學場次，總共四個，而前三場分別為：臺南南鯤鯓代天府、苗栗客家文

化園區與屏東長治百合園區。

除了本館常設展──「臺灣文學的內在世界」內容的「精華濃縮」，

今年的臺灣文學行動博物館為了「接地氣」，根據停駐點的特色，規劃

了在地作家特展，包括：南鯤鯓的「鹽分地帶書寫」、苗栗的客家文學、

屏東的原住民文學、臺中的地景文學，以及邀請陳榕笙老師設計、委託

製作的互動圖章桌遊──「行動文學行李箱」，讓參訪者能夠更輕易地

「親近」文學，並在「下車」時不會空手而歸。

企劃一套文學旅行箱，可以帶著文學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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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屏東原住民作家伐依絲‧牟固娜娜。

下／亞榮隆‧撒可努介紹海報。

筆者第一次踏上臺灣文學行動博

物館的貨櫃車，是在今年 7月一個

因颱風外圍環流而下著滂沱大雨的早

晨。當如水庫洩洪般的雨，與貨櫃車

發生「撞擊」而產生的聲響令人難以

心安，尤其是在曾經受颱風蹂躪的永

久屋區⋯⋯。慶幸的是，具有人性「溫

度」的「臺灣文學的內在世界」與當

地原住民協會的成員的熱情，使戶外

的濕冷暫時被忽略。

當天的開幕式是由兩組在地國小

的合唱團的天籟美聲揭開序幕。歌謠

有時也被視作一種文學產物──它藉

著音樂的承載，讓語言、文字產生「震

動」，然後傳遞至我們的耳朵，讓我

們感受它的「動幅」。即便對在地的

魯凱族語、排灣族語一竅不通，但歌

曲中的祝福和正能量，不只是我，在

場的聽眾都接收到了。我想這就是臺

灣文學的力量吧！

本次屏東特展精選文學家之一的伐依絲老師，對於自己的創作能在博物

館中被展示感到相當興奮。老師與大家分享自己的寫作經驗，源於受到許多

人的鼓勵，使她有動機拿起筆書寫自己的語言和故事和更多人分享。因此，

伐依絲老師希望也能藉此激勵在場的原住民小朋友們，讓自己的與眾不同的

生活故事或是族群的神話傳說，透過文學創作、紀錄，與更多的人分享。

除了在地作家特展，每一巡迴點也會安排推廣講座。而屏東場次的主講

者正是最為人熟知的亞榮隆‧撒可努。演講內容有不少關於各原住民族群

對於「歸屬權」的認知差異，會因是動物還是農作物以及這個「當事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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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過程、環境⋯⋯等等條件而導致不同的結果。對一個在都

會區長大的人而言，這些例證無異是一場「震撼教育」，並對自己

在原住民文化方面的知識匱乏一事而羞愧無比。因此，要認識某一族群

的社會和文化，往往都是由文學作品入門，再延伸至歷史發展與地理環

境。由此可見，「臺灣文學的內在世界」不僅是文學知識的組成物，它

更是臺灣「文化、生活」的內在世界！

下一站，校園

告別了活潑、熱情的屏東長治百合園區，臺灣文學行動博物館的貨

櫃車駛進了位於都會區的國立中興大學的校園中，以「臺中地景文學」

為今年的旅程做一個完美的收尾。

跟屏東長治百合園區氛圍大相逕庭，這回的巡迴點因為是在大學校

園中，因此洋溢著屬於大學生的青春感。除此之外，在地文學的屬性也

有極大的差異──前兩場的在地作家屬於「族群」取向，而國立中興大

學場次特展所節選的文字都是作家與大臺中某一個角落的情感聯繫故

事，可以說是「屬地主義」，讓讀者可以透過作家的文字了解太陽餅在

都會區「升起」的傳奇與沙鹿電影藝術館播映的美好歲月⋯⋯等事件，

與作家們一同漫遊在其中。

十月四日開幕式當天，聯合文學雜誌的王聰威總編提到，臺灣文學

行動博物館其實是一個把文學「送到家門口」的方式，所以用當代社會

生活現象去理解，就是一種文學「物流」。而剛承擔館務首次參與臺灣

文學行動博物館的蘇碩斌館長，則希望未來行動博物館可以「配送」更

左／詩人蘇紹連；

右／作家劉克襄趣味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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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臺灣文學到教學現場，尤其是國、高中校園，讓莘莘學子能夠「品

味」教科書制式外的文學。

文學驛旅不停向前

這輛展開後量體達四十平方呎的貨櫃車，在繞了臺灣三圈後，車內

許多硬體設備早已不堪負荷、使用，因此今年是臺灣文學行動博物館貨

櫃車「服役」的階段性年份。也許車體會退役或轉型，但文學的驛旅仍

會停駐在某個文學的大道，等待文學旅人稍歇。將臺灣文學「運輸」到

館舍以外，並主動與民眾「親近」這一件事，將會持之以恆地推動。也

許有一天，「臺灣文學」會按上你家門鈴，請你幫它開門，讓它與你一

起在這多采多姿的臺灣文學史上留下繽紛的一筆。

文學驛旅不停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