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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藏品的
日常應用

交
流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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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鄭宏斌　藏品故事轉化行銷計畫專案人員

現代資訊量爆炸，記錄和藝術表現形式眾多，

令人眼花撩亂，使不少人身處文學環境之中不自

知，或是即便有書寫的習慣，也會認為文學是高

不可攀的領域，這樣的情形都使得文學藏品和社

會大眾間的距離越來越遠。

文學創作往往來自於生活，而將文學作品以

不同形式回歸於日常，或許更能完整文學所欲傳

達的涵意，接觸到不同類型群眾，所引發的討論

與交流，也可能延長作者的創作生命或作品週期。

文學作品推廣形式如此，文學藏品的日常應

用或商品化也是如此，且代表的意義更加不同，

藏品商品化所帶來的不只是文本不同形式上的理

解轉換，在使用上也可能是一個跨世代的連結，

未來前進方向的隱喻指南。

面對資訊世代的藝術紀錄形式不斷解構轉化的挑戰，文學藏品可以走向日常應用之

路，這條路是國立館舍必須走的路，而且必須走得更親近大眾，達到藏品可及，親

近文學的目標。

餐桌上的文學

文字是想像的世界，商品是五感的世界

「你多久沒有翻開一本書，好好將它看完？」

這個問題對於長年關注文學界的朋友們，也許並

不困難。仔細感受文化生活，感受一個故事的完

整，文學是創作者們習慣的表現形式，日常的好

朋友。



85台灣文學館通訊2018/12  No.61

樹火紀念紙博物館

但對於處在各類表現形式

爭鳴、資訊爆炸時代的人們，

面對文字形式概念，常不自覺

設下理解時限，專注時間短，

加上閱讀動力不足，面對作品，

人們往往放棄想像，但文學需

要想像，才能引發共鳴，或構

築成一個完整的世界，享受其

中。

比起文字想像，在快速變

動的社會環境中，人們對於新

事物就算沒有完整的體驗，也

會透過類比性思考進行聯想或

推算，來認識新的議題或使用

新的器物，這樣的思考方式所

帶來的精神享受很快速，也有

相當效率，儘管如此，卻也可

能失去許多重要事物脈絡的思

考過程，而無從釐清哪些是與

自身有關的重要議題。

然而，文學藏品商品化後，

商品實體本身因材質、設計和

用途等，乘載文學語句，或是

藏品意象後，便具有類比性，

消費者得以透過不同的感受，

構築藏品印象，若主題明確，

引發消費者共鳴購買商品，進

入生活，也能增加藏品和社會

接觸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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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進入生活產業是日常

一般而言，文學產業在生活中現身，是指報

社、出版社、書店或文學獎等，近來也以內容產

業的形式，與影視和動畫業相接，鼓勵好作品改

編成不同形式，豐富閱聽者視野，同時也希望能

帶給作家不同創作願景。

但除了以上這些，建構日常生活的背後，還

有許多不同產業，每一個物件所佔的比例也許不

多，但加總起來，便是一日的生活視野。試想，

若是文學得以與不同產業進行深度結合，或是文

學藏品被合理應用生活物件上，那將是件美妙的

事。

實然，不論文學要和哪個產業進行結合，或

開發藏品主題應用，都絕非容易之事，也許未來

將更需要具有轉譯特質的文學人才，共同使文學

的種子精準的種植在不同產業上，並期許它生根

發芽。

「拾藏：臺灣文學物語」商品開發

國立臺灣文學館館藏眾多，超過二十萬件藏

品中，材質大多以「紙質」為主，其中又以作家

手稿、報章雜誌等出版物為多，為扣合此類「文

學物」的相關物質特徵，同時呼應現代人的閱讀、

書寫與文字工作的行為與習慣，在商品開發前期

決定先以文書、實用性物件進行發想，其中，尤

以「紙質」為主要討論項目。

由於紙質之於文學館，到文學界，不論其使

用性或象徵意義，都有重要的地位，在因緣際會

下，拾藏團隊與館內修復師曾一同前往拜訪位於

台北市長安東路上，國內第一家紙博物館「樹火

紀念紙博物館」和紙質實驗室「鳳嬌催化室」，

進行文化推廣及商品開發分享的深度交流。

事實上，「樹火紀念紙博物館」和「鳳嬌催

化室」是以「長春棉紙關係企業」創辦人陳樹火

夫婦命名，在長春棉紙廠長年生產的背景裡，樹

火對於紙業文化的推廣不懈，今年才孕育出鳳嬌

這股創新的力量。此次會晤不僅是館際間的交流，

也趟是產業之旅。

上／樹火紀念紙博物館執行長陳瑞惠（右一）。

下／鳳嬌催化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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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後，團隊以「體驗」、「感受」的

「沉浸式互動系列商品」為目標，對楊逵藏品

「六五一三部隊—新生筆記簿」進行開發。不同

於其他同類商品，新生筆記簿並不著重於「紙質

好寫」；相反的，商品開發追求與「新生筆記簿」

類似材質，復刻其粗糙的質感與符號，目的是為

了讓使用者更貼近藏品當時使用狀況，達到完整

／理解藏品，並轉化形象的目的。

「拾藏：臺灣文學物語」以「藏品故事轉化

行銷計畫」為契機，成為臺文館十五年來第一個

成立的子品牌，身兼藏品行銷及協助轉譯的任務，

在商品部分，不論是藏品深度開發的體驗式商品，

或是藏品應用的設計商品，拾藏還在找尋自己的

風格。

希望有天，任何民眾都能透過拾藏，到達藏

品身邊，親近文學。拾藏與生鮮時書推出聯名方案。

鳳嬌催化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