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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眾開放
臺灣文學藏品

交
流
與
對
話

文、圖│鄭宏斌　藏品故事轉化行銷計畫專案人員

國立臺灣文學館自開館以來，走過十五個年

頭，致力蒐集臺灣文學作家及相關文物，並透過

典藏，保存文學史相關重要文物，留下文學與臺

灣社會曾一同並進的足跡。換言之，同時也保存

後代理解和重新詮釋藏品的權利。

近年來，隨國家發展委員會（簡稱國發會）

推動資料開放，館藏品公共化也成為博物館趨勢，

但如何讓藏品被社會大眾理解，甚至使用，都涉

及如何讓大眾感覺藏品與自己有關，進而產生連

結，誘發興趣。有了需求，才能開啟藏品資料庫

的新循環。

　因此，臺文館在文化部「臺灣行卷─博物

館示範計畫」的催生下，不僅成立新的文學品牌

「拾藏：臺灣文學物語」，日前舉辦「2018藏品

轉譯工作坊」，邀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

館藏品公共化不僅是國家機構的使命，同時也是大眾參與詮釋的機會與權利。文學

品牌「拾藏：臺灣文學物語」在臺灣行卷的催生下，舉辦工作坊邁出腳步。轉化文

學藏品成為另一種生活素材或另一種創作經驗，臺文館邀請更多文學族群加入。

授蘇碩斌（現為臺灣文學館館長）、臺灣大學臺

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張俐璇和彰化女中歷史老

師李昭容分享藏品轉譯過程的心得。並由「藏品

故事轉化行銷計畫」主持人鄭清鴻負責會後討論

和綜合回應。

　

2018轉譯工作坊

目的和方法往往長得很像，因此人們需要常

常回頭釐清。蘇碩斌、張俐璇與李昭容分別以著

作、執行經驗來說明對於轉譯的觀點，和不同面

向的執行方式。

「這一切都與轉譯有關，且對於文學史他

們都抱持著同樣的態度：積極且熱情，並

以此書寫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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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碩斌以「創意性的非虛構寫作」(creative 

non-�ction)作為轉譯工作坊的開頭主題，說明

創意性的非虛構寫作較於一般非虛構寫作 (non-

�ction to creative non-�ction)，參考的文本涵蓋範

圍更廣，連同小說，或曾被以創作形式發表的二

手史料，都一併列入參考資料。也因此在「解構—

結構」間的過程，將更加細碎，也因擴大「虛」

的領域，並佐以史實，使之間富有彈性，較於一

般非虛構寫作，更添趣味與難度。並以《終戰那

一天：臺灣戰爭世代的故事》分享「創意性的非

虛構寫作」於資料蒐集、不同類型文本素材間如

何有機組成，有其經營難度，而透過書的出版，

也可知這是一條可被實踐的書寫路徑。

蘇碩斌老師講述文學創意。 2018轉譯工作坊

張俐璇則從協助臺文館常設展經驗至獲得

「2018臺灣文學數位遊戲腳本」佳作，當中場域

轉換與不同受眾接觸的歷程分享，接續登場。

張俐璇從參與臺灣文學館二期常設展規劃（硬

體空間）進入到協助臺灣文學網數位學習區新增

數位內容（網路世界），並選用國高中國文課程

文本，按不同文類，分類成不同主題，製作互動

式遊戲，共同完成主題風景，藉此使參與者從過

程中完整自身對於文本的理解，並從中獲得樂趣。

如， 以「 風 景 與 舊 寓 」 林 亨 泰〈 風 景

No.2〉、商禽〈某日某巷弔舊寓〉；「故鄉與同

年」零雨〈關於故鄉的一些計算〉、白靈〈童年

之二——五十年代〉；「老人與小孩」詹冰〈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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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陳藜〈樓梯〉等六首詩作、三個小題，透

過動畫、互動式遊戲試圖帶領學習者，進入文本

內在世界外，也勾勒出心中的「家屋風景」。

另外，夏烈短篇小說《再見白門》、李潼《少

年噶瑪蘭》分別也以「青春的滋味」、「少年潘

的時空探險」為主題，重新包裝以互動式數位內

容形式，呈現給高中以下學生，甚至是有興趣學

習的社會大眾。

事隔四年，張俐璇以「府城行卷：葉石濤的

時空歷險」獲得今年臺文館主辦「2018臺灣文學

數位遊戲腳本徵選」佳作。

「這些過程都會讓我接觸到平常我不熟悉的

領域⋯⋯也成為今年數位遊戲腳本徵選提案時的

養分。」張俐璇最終分享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謝清

俊教授，兩年前於臺灣數位人文學會成立時所說

過的話：「我們不是要成為對方專業的人，我們

是要成為可以溝通的人。」

午後，李昭容帶來鹿港大宅歷史煙波，以鹿

港八景十二勝、鹿港八郊之一廈郊「慶昌行」的

祖厝「意樓」、「十宜樓」為起點，帶出採寫「慶

昌行」家族史時田野歷程。

因意樓、十宜樓的出現，象徵著鹿港地區清

朝時期的繁華歲月，慶昌行家族的一舉一動，也

影響著鹿港地區發展脈息。在資料採集上，李昭

容也展現堅持，深入家族成員間訪問，取得第一

手資料，勤於組織與整理，目的是為了留下慶昌

行的歷史身影，得以拼湊鹿港地區發展歷史，不

致一處空白。同時，也提供了後代許多想像。

文學藏品文字轉譯的多種樣態

自「藏品故事轉化行銷計畫」啟動，以推廣

文學藏品之名，成功號召不少新生代作家、研究

張俐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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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及文化產業相關人士組成團隊，並分類成三

組，其中「轉譯組」與這場工作坊關係最為密切，

當天許多轉譯寫手也出席聆聽，共同思索、構築

「轉譯」的概念。

從蘇碩斌的分享，能得知無論是否為創意的

「非虛構寫作」，都是引人入勝，甚至發人深省

的寫作技巧；張俐璇的觀點則不論是協助策展，

或是設計教案，依對象不同，設想合適的形式，

找出有趣的主題，引發使用閱聽者共鳴，需要有

不同觀點的轉換和應用；李昭容另以鍥而不捨的

精神，透過現當代的觀點，記錄地方大家族的歷

史。

以上共通點都是能將文學藏品帶入，使用並

達到擴散，但這麼多的成果形式，也不禁更讓人

深思，「轉譯」到底是什麼？

從非虛構寫作角度來看，在新聞領域非虛構

寫作又稱為敘事新聞，或「特稿」。寫作者會透

過描述具體的故事和細節，展現自己的立場與觀

點，同時也希望帶給讀者「精神享受」，或藉此

引發讀者的深沉思考。

「拾藏：臺灣文學物語」自推出以來，以每

週更新一篇的速度，發表文章已突破二十篇。「藏

品故事轉化行銷計畫」主持人鄭清鴻曾對「轉

譯」，舉出下列幾個重點：

李昭容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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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藏品背後的作家、文學史脈絡的「知識部分」，

在內容中還是要表現出來，不能被故事模糊掉。

2.故事作為穿針引線之用，允許「非虛構寫作」

技巧的滲入。

3.提供一個新的閱讀切入點，作者風格、新觀點、

新連結等等。

座談會海報

鄭清鴻認為，轉譯主體還是藏品的介紹，但

這種介紹文字不是單一的資訊堆砌或描述，必須

具備故事情節，在文類形式上做「轉」換。同時，

針對不同的讀者、跨領域的閱讀需求，進行「譯」。

而過程中，新生代的轉譯寫手們也不斷透過

文字記錄自我觀點，並與藏品相互詮釋，同時透

過主題的設立，與大眾讀者間，取得共同理解的

熱絡的轉譯工作坊。



93台灣文學館通訊2018/12  No.61

平衡點，希望讓讀者讀完文章後，不僅透過故事

與藏品拉近距離，更因不同觀點的理解，脈絡的

完整獲得充分「精神享受」，增加此類藏品文章

的閱讀誘因。

文學藏品轉譯的未來可能

以文字轉譯臺灣文學藏品，目的是為了推廣，

不僅希望讓社會大眾親近藏品，也希望在瞭解每

件藏品背後脈絡後，對於文學有更深刻的概念與

想像，進而思考書寫的本質，甚至提筆寫作。

在文學藏品文字轉譯上，經過不同面相的討

論，或多或少有了共同的理解，那如果未來出現

「物質」上的轉譯呢？若文字轉譯在文類轉換和

跨域翻譯上，有主題挑選的困難，那麼以物質轉

譯藏品，便是形式轉換和感受詮釋的雙重挑戰，

是否可能出現，還尚未得知，但可以確定的是，

若能由不同於文字形式，以其他途徑理解藏品主

題，感受文學內涵，是一件新奇的事情。

隨國發會推動政府資料開放，許多資料陸續

釋出，一般大眾也希望能瞭解資料涵義的轉譯需

求也日漸增加，換個角度想，在館藏品公共化的

過程中，被妥善典藏的文學藏品，宛如一座寶山，

隨時等待被人挖掘，進行不同的應用。

前提是，文學族群持續擴張，文學藏品也獲

得社會的重視。兩者間連結的開啟，不僅是臺灣

文化環境的培育，與自我注視，也是博物館走出

展間，以不同形式教育社會的第一步。

這一步，我們從轉譯開始。

不論是被詮釋的藏品或進行詮釋的寫作者們，

都有被看見的價值。

撰寫與發送文學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