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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路分眾時代，傳統的旅遊書已逐漸淡出市場，新興的文學走讀既踏入現場也與歷史、建築、生

態對話。發端於二十世紀初歐美的桌遊，結合文學、神話與美術。讓玩家沉醉於遊戲，連帶閱讀小

說，對於推廣閱讀或是重新創造新的詮釋意涵，絕對都有所助益。

以走讀與桌遊
推廣文學

文、圖／須文蔚  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　　

2014年夏暮，接到鄭恆雄教授的電話，告知

知名小說家王禎和有一批藏書，中西文共約 1千多

冊。涵蓋了臺灣文學、臺灣民俗、比較文學與電影

等不同主題，對研究王禎和創作、花蓮文學、臺灣

小說等題目，彌足珍貴。王夫人林碧燕女士願意捐

贈給東華大學圖書館，讓這些珍貴的資料嘉惠東華

師生。同時鄭教授也協調臺大圖書館捐贈王禎和手

稿的數位資料庫，供本校典藏與使用。

聽到這個好消息，心中有些激動，也有些惆

悵。

先說惆悵，近幾年我接過一兩個「文學館設

立」或數位資料庫的計畫，閱讀國外資料，走訪中

國大陸的文學館，會發現臺灣真是不重視文學史

料，聽任作家藏書閒置在家中。

在日本，以文學館為名者就有：北海道道立文

學館、市立小樽文學館、函館市立文學館、青森縣

近代文學館、日本現代詩歌文學館、中山義秀紀念

文學館、前橋文學館、德富蘆花紀念文學館、縣立

神奈川近代文學館、鎌倉文學館、俳句文學館、世

田谷文學館、日本近代文學館、山梨縣立文學館、

石川近代文學館、芹瓞文學館、井上靖文學館、大

──以「走讀王禎和」為例

阪府立國際兒童文學館、姬路文學館、吉備路文學

館、倉田百三文學館、壺井榮文學館、大原富枝文

學館、熊本近代文學館，共有二十六處，若加上散

落在各地的作家故居，日本人在文學資料保存與傳

承上不遺餘力。

我拜訪過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從上個世

紀 80年代初開始，巴金和一大批中國作家、編輯

與文化工作者在官方支持下，1981年成立建館籌

備委員會，1985年 1月正式宣告現代文學館成立。

主要任務，是展示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史以及重要

作家、文學流派的文學成就。同時蒐集、保管、整

理、研究中國現當代作家的著作、手稿、譯本、書

信、日記、錄音錄像、照片、文物等文學檔案資料、

有關著作的評論以及現當代文學的書籍、期刊等，

更是「中國現代文學館」的重要任務。單一作家的

藏書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便成立文庫，目

前較具規模的唐弢、巴金、冰心、張天翼、俞平伯

乃至柏楊文庫，都成為研究者朝聖的重要資料庫。

 東華大學圖書館開風氣之先，設置「王禎和

文庫」，在當年 11月成立後，如何推廣這麼多藏

書？如何鼓勵文學愛好者接近這批藏書？在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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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春季「編輯與出版實務」時，我計畫作中學，以出版一本旅遊書，作為

年度的主題，讓王禎和帶著讀者走讀花蓮，於是我希望在春天和班上同學以「王

禎和文學地圖」為題，設計一本文學導覽手冊。

事實上，傳統的旅遊書已經從出版市場慢慢淡出，在網路時代，旅遊、美

食與景點的介紹，只要一彈指，都能從網路世界上輕易擷取到更分眾、更即時、

更多媒體的訊息，但是深度與人文的旅遊資訊，特別像是文學主題的走讀，富

有深刻的教育意義，就成為藝術愛好者愛不釋手的書種。香港小思老師著名的

《香港文學散步》，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推出《疊印：漫步香港文

學地景 1（港島及九龍篇）》以及《疊印：漫步香港文學地景 2（新界篇）》，

由學者與作家擔任導遊，先依照景點挑出對應的作品，然後走進現場，既導讀

作品，也從歷史、地文、建築與生態等觀點，與當年書寫地景的作家遙遙對話。

臺灣也不乏走讀式的文學書，台南一中林皇德老師帶領臺南一中科學班同學編

寫的《府城文學地圖》兩冊，就透過學生大量與深度閱讀臺南作家的作品，實

際田野調查，寫出深刻與生動的導覽書。

有這麼多優秀的例證在前，選修編輯課的同學壓力自然不小，他們來自華

文文學系、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中國文學系、教育行政學系、歷史系。其中

有三位來自大連的交換生，一位香港僑生，和一位馬來西亞僑生。他們共同的

特點就是希望能培養出編輯工作的實戰能力，同時對王禎和的作品並不熟悉。

2014年「王禎和文庫」成立。 《給王禎和的一封小情書》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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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提出「王禎和文學地圖」的編輯想像時，台上

說得口沫橫飛，還拿出張愛玲與王禎和合照的照

片，說明王禎和有其不可磨滅的地位，現場相當冷

靜，大夥默默分組，準備交一份作業。

第一個大型作業是全班分成六組，從王禎和的

所有作品中，找出與花蓮有關的地景資料，摘出原

文，並在 GOOGLE MAP上標註。經過幾個禮拜

的梳理，有三個小組找出 40個到 60個不等的地

景，證明了王禎和的說法：

我覺得一個作家應該寫他最熟悉的東西，

只有這樣，他的作品才會有生命、有感情，

才會使讀者有親切感，產生共鳴感。就拿

我自己來說吧，我是花蓮人，從小在花蓮

長大，18歲以前，沒有離開過花蓮，所以
花蓮的風土景物，在我的童年與少年生活

的回憶裡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我小說中

的許多人物都是那個時候印象深刻的人、

事、物的積累⋯⋯也許就正因為我也是個

『小人物』吧。他們與我而言是那麼親切，

熟悉，他們的樂，也是我的樂 ; 他們的辛
酸，也是我的辛酸 ; 他們的感受，也是我
的感受。

記得還有同學去考證了老店鋪是否真的存在，

透過田調，發現店名是虛構的，但老城區真有這樣

的行業與店家。從同學開始認真的態度上，我感覺

這會是一本有趣的書。

接著我讓同學估價、企劃與提出文創的構想，

讓大家認識一本書的血肉，原來如此昂貴？於是同

學在課堂上，一邊敲計算機，一邊改預算表，不斷

發出感嘆。但是預算的有限，沒有限制年輕人的狂

王禎和夫人仔細參觀作品。

想，他們認為一本書的發行應當要有贈品，像是明

信片、大富翁、景點印章、抽獎的回函等等。我苦

笑問大家：「等你們課程都結束了，難道我要幫你

們回信給讀者？還要幫你們派獎品？」熱情的學生

們一點都不想理我，還在七嘴八舌討論要如何行銷

「王禎和文學地圖」。

最刺激的是期中考週日的企劃大 PK，各組要

提出這本書的架構、章節、內文調性與行銷企劃。

一直到報告前，還有同學在修改企劃書，不少人都

熬了幾天夜。作為老師，真想讓每一組都自己實現

夢想，編寫出一本不一樣的導覽手冊，但畢竟經費

有限，最後只能選出孫騰南、宋雨楠、鍾萍佳、賴

冠翔這個小組的企劃，透過整合王禎和作品，分為

四條路線：一是精讀《寂寞紅》與《人生歌王》的

「寂寞在唱歌」；二是梳理《美人圖》、《香格里

拉》、《素蘭要出嫁》、《來春姨悲秋》的「香格

里拉的婚禮」；三是整合《伊會念咒》與《兩地相

思》的「聲聲惆悵」；以及四是以《玫瑰玫瑰我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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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為主的「玫瑰之淚」，企畫的路線最全面，涵蓋了花蓮南北的重要景點，

也能展現王禎和的作品精要，加上標題動人，擄獲了同學的目光。至此大框架

確認，也選定了兩款紀念品，分別是一套桌遊，以及一組明信片，後者還與圖

書館合作，寄回給「王禎和一句話」的書寫，將張貼在「王禎和文庫」旁，如

此「王禎和文庫」也就更為活潑有生氣了。

寫作、邀稿與攝影的功課，突然變得有趣，不用我催促，同學組成臉書社

群，交換情報，組團去踏查，穿越時空，從王禎和的年代來到現代，但這還不夠，

歷史系的有勝很貼心地拜訪了文史專家葉柏強先生，葉先生慷慨提供了一批老

照片，讓本書在地景的對照上，更有跡可尋。

待編輯企劃的輪廓清晰後，我寫信給王夫人，報告目前的進度的想法。很

快就越洋收到她的回信，其中說道：「一早起來，喜獲回音。繼而讀之，深受

主任、教授、老師以及青年學子的熱心感動，涕淚縱橫。萬萬沒想到，東華竟

然給予禎和如此厚愛！青年學子竟然這般有創意！我們家屬除了十二萬分的感

激外，祝福此次活動圓滿成功！」我把信件讀給班上的同學聽，同學眼睛都閃

閃發光，知道這本小手冊是動人的，已經獲得關注了。

 在確認文稿的同時，我們也挑選了五個句子，製作明信片。其中一個我堅

持要選入的句子，是王禎和經常引用亨利‧詹姆斯說的：「生命裡總也有甚至

修伯特都會無聲以對底時候！」

有勝問我：「誰是修伯特？這個句子該怎麼解釋？」

修伯特（Franz Seraphicus Peter Schubert, 1797－ 1828）是奧地利著名的音

樂家，短促 31歲的生命中，貧困交集，遺產中連鋼琴和樂器也沒有，但他留下

的作品數量卻非常多，總數達一千兩百多首，其中六百五十多首藝術歌曲，重

要的有《魔王》、《鱒魚》、《菩提樹》、《美麗的磨坊少女》、《野玫瑰》

等，傳唱世界各地，他洞悉人情的精神力量，使他得到了「歌曲之王」的美譽。

陳黎寫過一首詩〈春夜聽冬之旅－寄費雪狄斯考〉就是讚嘆修伯特的音樂：

春花開在冬夜，

熱淚凍僵於湖底，

這世界教我們希望，也教我們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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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生命是僅有的一張薄紙，

寫滿白霜與塵土，嘆息與陰影。

如果修伯特都無法譜曲的黑暗與悲哀，那是怎

樣無聲以對的人生？這不正也是王禎和希望透過文

字之光，照亮與穿透的魆黑？

桌遊（Table-top game）設計的功課，則更是

一大挑戰。桌遊風行於二十世紀初的歐美，在二次

世界大戰後，德國許多遊戲設計者結合藝術家，推

出不少結合文學、神話與美術作品的精美桌遊，使

得「德式桌遊」幾乎成為桌遊的代名詞。而不少文

學名著也有知名的桌遊問世，舉凡《魔戒》、《地

心探險記》、《墨水心》、《黃金羅盤》、《聖殿

春秋》、《環遊世界八十天》等，都有受歡迎的桌

遊作品。有玩家為了暢玩遊戲，快速讀完小說，當

然也有小說迷，愉快接受桌遊的挑戰，無論如何桌

遊對於推廣閱讀、輸入詮釋或是重新創造敘述與意

涵，絕對都有所助益。

將王禎和的小說轉化為桌遊，在遊戲規則設計

上，就需要創意，而且美術設計，則是更為艱難的

挑戰，畢竟文科的學生在繪圖與製作道具上比較

生疏，商業發行的桌遊往往有精美繪圖、高品質

紙板及木刻、金屬等人物棋子，更不要說精裝的盒

子，更是蒐藏家的最愛。在短短一個學期的摸索，

同學轉化《矮人礦坑》的情境，把王禎和小說中的

好人與惡棍分成兩組，好人要服務社會，惡棍總

是欺凌與妨礙，一組牌卡，道盡了臺灣農村青年

奮鬥的辛酸。

一學期經過，我們真的完成了一本導覽書《穿

越洄瀾時空》、一套明信片和一組桌遊。也正因為

深入了一位花蓮作家的作品與地景，後續也得到了

許多意外的收穫。

花蓮市的文史工作者，以王禎和小說為主題，

辦理走讀「溝仔尾」的小旅行，透過導覽與走讀，

讓老舊的街區又熱鬧起來。花蓮市的數位機會中

心，以《穿越洄瀾時空》一書為藍圖，參考新的桌

遊規則，設計出一套擴增實境功能的手遊，把文學

推廣進一步數位化。到了 2019年，臺東生活美學

館計畫在夏日，辦理王禎和的文學行旅，讓喜愛文

學民眾，有機會踏查《穿越洄瀾時空》一書的景點。

無論是走讀、桌遊或是手遊，改編之前的準備

絕對是精讀，改編的工作則是創意性的跨媒介創

作，無一不充滿熱情與感性。從學生陌生到熟悉，

王禎和又透過文字回到縱谷中，我不禁想起《尤利

西斯》中的一句話：「離開一輩子後，他又回到了

自己出生的那片土地上。從小到大，他一直是那個

地方的目擊者。」

相信在臺灣如此多元的文學推廣環境中，會有

更多經典作家擔任導遊，帶領讀者踩踏出更多精彩

故事。

學生激烈討論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