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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文學館著力於「拾藏」團隊經營，核心目標就是，因應當代多元的生活環境，把臺灣文學藏品導入商品

開發、影像製作、遊戲模組，並累積循環鏈上的人才。這項工作不僅集合了分層次的組織部門，更是文學知

識和新的工序的融合。

再探「轉譯」

文────鄭清鴻  前衛／草根出版社主編、「拾藏」計畫主持人　　　圖────鄭宏斌  「拾藏」計畫專員

「拾藏」嚐試連結臺灣文學的精神風貌。

「拾藏」的文學想像、實驗與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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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向「大轉譯時代」

近 年 來， 隨 著 全 世 界 智 慧 財 產（IP，

Intellectual Property）經濟的興起，臺灣的文學、

動漫、影視、遊戲等原創內容，在主題取材、創作

方式及商品衍生（改編、再創作）方面，受到許多

正面的啟發和影響。諸如HBO Asia首部與公視合

作的《通靈少女》，充滿濃烈的臺灣民俗元素；臺

日合作的霹靂布袋戲《東離劍遊紀》，將布袋戲

融合動漫要素展現出另一種跨界風貌，這些成功案

例不只引起國內外的熱烈迴響，同時也讓我們回頭

思考：除了這些個案以外，其他的文化藝術領域及

其文化商品，應該如何在全球化的市場當中，突顯

屬於臺灣的特色與賣點，將臺灣行銷國際？而官方

和民間，又應如何保存、應用珍貴的文化資產，並

形成完善的產業生態，並逐步促進文化消費的認同

感？

為了回應這樣的文化與市場趨勢，文化部積極

努力推動相關計畫，除了挹注資源鼓勵相關產業健

全發展以外，也藉由博物館的研典、展教機能，推

行典藏資料的近用。例如文化部於 2018年啟動的

「臺灣行卷─博物館示範計畫」，以重要空間與博

物館典藏品為基礎，透過研究與詮釋，轉化成為通

拾藏「台文天文台」在第二季首次以專題形式推出藏品文章。

「拾藏」第一期開發概念商品。

俗易懂之故事或文字與大眾連結，促進資料的近用

與公共服務，即是一例。

而國立臺灣文學館作為示範館所之一，則以

「藏品故事轉化行銷計畫」進行文學資料的轉化工

程。在臺文館與草根出版的共同合作之下，本計畫

號召臺灣文學系所相關背景的新生代作家、研究生

與相關工作者組成轉譯與商品開發團隊，共同規劃

文學品牌「拾藏：臺灣文學物語」，透過通俗易懂

的藏品故事，以及根據藏品故事開發而成的體驗式

文學精品，讓社會大眾在日常生活中能有更多親近

臺灣文學的機會，並由此開發各種潛在 IP，以及

跨領域、跨產業的合作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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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第一期的成果，目前本計畫已經進入第二

期，有關「轉譯」的討論與實作也將有越來越多累

積。不只如此，回顧近兩年來各種以推廣臺灣文學

為目的，兼具文學教育與生活品味所延伸出來的出

版品或文學商品，也已有相當厚實的成果。諸如蘇

碩斌教授所帶領的非虛構寫作計畫《終戰那一天：

臺灣戰爭世代的故事》、李時雍主編專欄《百年降

生：1900-2000臺灣文學故事》、賴香吟《天亮之

前的戀愛：日治台灣小說風景》等各種不同類型的

「文普」（文學普及）寫作，以及文學桌遊、實境

遊戲的開發，各種分頭並進，或部分相關、重疊、

連帶的計畫推陳出新。或許可以這麼說：一個比過

往更加意識到學院之外文學推廣、跨領域「轉譯」

重要性並投身嘗試的世代群像已經出現，臺灣文學

隱然迎來「大轉譯時代」。

在「轉譯」的眾聲喧嘩之間

如前所述，近年的臺灣文學「文普」表現相對

亮眼，在可預見的未來，也將會是臺文館、臺文系

所跨領域、跨出學院與社會對話的重點工作。然

而，「轉譯」作為實踐的範疇，在臺灣文學領域當

中，似乎還沒有較具系統性的討論和概念的討論。

以我個人而言，在執行計畫最初搜尋到的「轉譯」

（translation）是直接連結到遺傳學的專有名詞，

雖然在「解碼－重排序列」的提示中，可以隱約想

像得到「轉譯」的語言變化過程和形式，但顯然離

文學創作或研究的「轉譯」還有些距離。

進一步再查找更多文學文化研究領域的「轉

譯」，會得到各種看起來意義接近，但因領域或主

題不同而有所差異的變體。例如「翻譯」之間的語

種變換，某概念在不同文化語境當中的（不可）詮

釋、不同文本形式／載體的轉換等等。

所以，適用於藏品行銷、故事寫作的「轉譯」

會是哪一種？目標是什麼，又要如何做「轉譯」？

平心而論，「拾藏」的藏品故事寫作並非首創，

臺文館過往在展教推廣活動當中所完成的各項展覽

或活動的文字內容，師友們在各類媒體或通識課程

當中進行的詮釋或描述，多少都有這方面的設計或

考量。但從過去到現在，各種「面對大眾」的素樸

想像和嘗試，「把文章內容寫得簡單」、「讓大眾

看得懂」、「內容或風格有趣」等寫作原則或想像，

以及不同媒介、形式的試驗，長期以來都是分散、

零碎、個人化的實踐，難以策略性的複製、教學，

並擴大參與。

因此，「拾藏」團隊首先必須嘗試確立的，就

是在歷來各種不同形式的「文普」作品和書寫路線

當中，我們將「轉譯」作為一種書寫策略的方法和

原則應該是什麼？以及以「知識性散文」作為「轉

譯」的形式，有什麼具體的效果或功能？

具體而言，要理解這裡的「轉譯」，我們需要

的或許不是和翻譯相關的內緣解釋，因為它並不是

A語到B語之間的「翻譯」，而更像是一種基於「溝

通技術」而發生的「文學語言設計」。這方面透過

社會學或人類學的討論，尤其是關於布魯諾．拉圖

（Bruno Latour）的理論探討，反而已經有相對清

晰的參照。例如楊弘任老師認為，拉圖將實驗室當

中的科學知識轉化為常民社會所關注的事物或興趣

之所在，這樣的「轉譯」，簡而言之就是「以自己

的語言說出對方的興趣」，將病菌研究轉譯為農民

所關心的炭疽病牛隻的病情，並在實驗室與常民

領域之間位移。
1
「百工裡的人類學家」宋世祥老

師更是直接把拉圖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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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文館與「拾藏」團隊致力於賦予藏品或文本新的詮釋和觀點，藉由作者個人的研究與風格表現，藉以培力更多作者品牌，

作為未來各項跨領域轉譯的中介者。(圖為「拾藏」轉譯討論會議於櫞椛文庫召開情形)

Network �eory）視為當今新創團隊都應該要懂的

商業策略，來加以描述和詮釋。
2

然而，從臺灣文學的歷史和現況來看，基於歷

史經驗的斷裂、晚近而不完備的體制化、臺灣文學

系統性教育長期缺席等因素，整個社會的文學經驗

與記憶非常匱乏。所有的展示、教育、推廣活動，

乃至於商品設計，幾乎都是一次全新的啟蒙，我們

並沒有一個穩固可供參照的讀者／消費者市場進

行 IP經濟的測試和產值轉換。在文學市場低迷，

共同話題不多的當下，「以自己的語言說出對方興

趣」的轉譯原則已然不夠，我們要如何進一步透過

轉譯去「創造對方的興趣」，甚至「創造需求」並

「解決問題」？

因此，基於以上有關轉譯的摸索與歷史回顧，

「拾藏」的戰略位置與實驗方式逐漸浮現：「拾藏」

現階段會是一個結合「知識內容」與「商品開發」

的品牌，在知識轉譯方面，選擇以散文來呈現，大

部分的藏品故事都由藏品資訊重新剪裁，但是盡可

能在當代的情境當中，賦予藏品或文本新的詮釋和

觀點，藉由作者個人的研究與風格表現，藉以培力

更多作者品牌，作為未來各項跨領域轉譯的中介

者。商品部分則以實用為主，透過轉譯故事抽取適

切的文學符號搭載其上，以物品進行文本轉譯，在

日常生活中引發同情共感，散播臺灣文學的種子。

換句話說，如今推廣「文學」固然重要，但

「文學」未必先行。因為「文青」並不如我們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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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那樣多，況且對一般消費者或讀者而言，各項商

品或服務的品質與內容獨到之處才是最重要的。其

次才是「文學」在商品或服務中扮演的角色或加值

之處。考量臺灣特殊的歷史和文學環境，以及納入

商業行銷的策略，這或許才是「轉譯」的巧妙或幽

微之處，同時也是「拾藏」運作至今，一路對故事

和商品「轉譯」的想像和實驗結果。

成為「文策院」的文學隊

今年初，《文化內容策進院設置條例》已經由

總統公布生效，相關開辦預算也於 5月底解凍並正

式成立「文化內容策進院」（簡稱文策院），文策

院被定位為「中介組織」，作為連結政府與民間產

業的橋樑，接合文化創作內容與產業。獲提名為文

策院首任董事長的前文化部次長丁曉菁曾在訪談中

表示：「文化的影響力在資本主義當代社會中，往

往透過市場機制快速擴散，關鍵還是在於故事說得

夠不夠好，文化性和市場性不見得互斥，產業生態

系中大家努力做出好的作品，也要找得到作品的目

標觀眾，形成正向循環。」
3

所謂「文化性」和「市場性」的拉扯，在文學

領域當中，其實就體現於我們面對並設定轉譯故事

寫作的諸多難點：如何把藏品和臺灣文學的故事說

好，而且是在讀者的語境或流行趨勢當中，把文學

臺文館期待成為文學與跨領域、跨產業交流的知識平臺，尋找更多連結的可能。圖為2019臺灣文博會臺南館（左）和工藝館
（右）展場現場，兩館連結眾多產業品牌，將地方文化與技藝透過不同概念，連結創新，製造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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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說得精彩，正是「拾藏」的主要課題。至於在

內容與產業之間的跨領域，「拾藏」也已經透過商

品開發、影像、遊戲等人才的累積，逐漸摸索出一

條可行的道路，甚至我們正在培育新一批具備研究

能力，並能跨領域、跨產業溝通的中介者，游移於

領域之間，尋找更多連結的可能。

「文策院」是國家隊，而國家隊當中的新生代

文學隊伍，或許已經悄悄在臺文館近年的努力之中

孕育而生。這是臺文館身為文學博物館的使命，也

是「拾藏」的前瞻，更是新年度「拾藏」的自我期

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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