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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文學更貼近大眾，一直是文學人致力的

目標之一。近年來社群媒體經營已經成為許多企業

與品牌的基本。「拾藏」雖然本意在文學推廣，但

社群經營也是當今文學推廣不可或缺的方式。

本文提及的「社群經營」的概念源自於兩處，

一是來自動眼神經〈為的是打動人心──社群經營

小指南〉（《聯合文學》第 405期，2018年 7月），

「館藏近用」與「轉譯」是相對新穎的概念。大多人或機構推廣文學的方式，是寫這些作家背後的故事、改

編成影視，或辦一些文學展覽與踏察活動等；然而，「拾藏」計畫的核心是「館藏近用」，實體館藏的存在

使「拾藏」不同於前述活動，而成為臺灣文學館實踐文學推廣的特有品牌。

文學推廣到社群經營

文────許宸碩  「拾藏」計畫藏品轉譯文寫手與負責人、「每天為你讀一首詩」粉專小編之一

圖────鄭宏斌  「拾藏」計畫專員

從「拾藏」到楊逵《新生筆記簿》轉譯文書寫

文學推展要注重一本書、一個故事、一件作品的目標讀者。

二是我的自身經驗。我是臉書粉專「每天為你讀

一首詩」的小編之一，這是推廣現代詩的粉專，

如今已經發布一千首以上的詩的賞析，也吸引超

過 11萬人按讚。此外，我也是楊逵《新生筆記簿》

等藏品的轉譯文書寫者。我會將這些經驗簡單理

論化，作為後續有心執行文學推廣、撰寫文章者

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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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藏」雖然本意在文學推廣，但社群經營也是當今文學推

廣不可或缺的方式。

社群經營的方式

「拾藏」作為品牌，其目的是希望可以推廣臺

灣文學，使更多人能接觸臺灣文學館藏品。在目的

明確的情況下，「拾藏」粉專的定位便非常明確：

分享藏品的相關資訊。並定期在相關議題上發布文

章，吸引對相關話題有興趣的人點讚分享，讓自己

在相關領域具有話語權。

決定內容方向後，接著便是內容呈現的方式，

這會與目標讀者有關。雖然「拾藏」最終目標（相

信也是很多文學推廣粉專的目標）是讓所有人都可

以接觸文學，但實際上，若將目標設立成「所有

人」，基本上等於沒有設立。資本主義時代也是分

眾的時代，基本上，「拾藏」預設讀者是對文史有

興趣的大眾與學生。先確認自己容易打中的目標讀

者是誰，再以此為中心擴張。

一篇文章要能成功，需要內容生產者與讀者的

「疊合」。我們傳達的訊息，以及目標讀者想接收

到的訊息，這兩種訊息屬於不同範疇，但會有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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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若能找出交集，生產相關方向的內容，便容易

在社群媒體上獲得成功。

確認以上的基本原則後，接下來就是執行上的

細節。這執行上的細節基本上包含兩個部分，一是

要如何定期定量產出內容，二是內容要如何書寫。

第一部分是行政工作，這裡不論；第二部分基本上

書寫藏品轉譯文的注意識相。我將注意事項分成三

部分，對讀者的預設、藏品的瞭解、挑選藏品脈絡、

內容安排等方面來論述。

原則一：預設讀者的假設

預設讀者的重要性，在於決定我們內容呈現的

方式。

臺文館藏品大多為手稿、信件等。為了要顯現

出「原稿的重要性」，在寫作上必須拉近讀者與原

稿之間的距離。直觀的想法可能是讓讀者閱讀原稿

內的作品或文字，然而在讀者與藏品沒有感情基

礎、手稿字跡不一定容易辨識的情況下，這作法其

實難以拉近距離。要拉近距離，就必須以預設讀者

知識範疇內的內容，做為文章的開頭。

如前所述，「拾藏」預設讀者是對文史有興趣

的大眾與學生。他們對文史的瞭解，可能是聽過一

些著名的人名，但更詳細的不一定知道。而轉譯文

能做的，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讓他們不僅入門，

並且帶出基本之上的瞭解。

雖然我們大多離開高中階段，但仍可回憶自己

高中時的文史程度來做基本判斷。我是以此思考楊

逵《新生筆記簿》的。即便楊逵在臺灣文學領域相

當著名，但我高中時基本上沒聽過楊逵。在這種情

況下，要呈現楊逵與《新生筆記簿》的哪些脈絡，

便是身為轉譯文寫作者的我必須先考慮的。

原則二：藏品脈絡的選擇

一篇藏品時常會有複數脈絡在其中，看似淺

顯的藏品來由，背後可能擁有深沉的歷史、地理、

政治因素。在這樣的情況下，挑選脈絡基本上有

兩個要點，一是這在讀者知識範疇內，二是富有

戲劇性。

由於臺文館館藏大多為日本時代或戰後二、

三十年時出產的，在時空上其實不容易與當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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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產生共鳴。因此，必須在耙梳藏品脈絡後，依

照上述挑選脈絡的兩個原則，找出當代讀者仍知

道的要素，若附有戲劇性更佳，做為文章的開頭。

另一種處理脈絡的特殊方式，是透過知識書寫的

方式，呈現藏品在物質上的特殊之處，讓讀者接

觸較不熟悉的知識時，仍保有一種「閱讀新的知

識」的閱讀動力。

以楊逵《新生筆記簿》轉譯文而言，我所挑選

的題材有綠島、監獄、楊逵生平，以及這篇筆記本

國立臺灣文學館三級藏品楊逵「新生筆記簿」

的特殊之處。我自己的想法是，一般人多少知道綠

島與監獄的存在，這可以作為「當代讀者仍知道的

元素」；而在「戲劇性」方面，我使用了「收容人

自己蓋監獄」的荒謬處境以吸引人繼續看下去。

物質上的特殊之處部分，我文章中挑選了兩個

點描寫，一是以原稿上的紅、藍筆修改痕跡，以及

筆記本內的文章中〈我的小老師〉以帶出其學習

「國語」及被逮捕的經驗；二是以筆記本最後一頁

的「閱」字，說明監獄的審查制度。「閱」字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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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方有看過這本筆記本，以此帶出監獄的檢閱與

監控無處不在，而筆記本中的所有文字，都是在

這樣無處不在的監控中完成的。審查制度是一般

人都不知道的監獄細節，我便以此帶出新的知識

吸引讀者。

原則三：文章形式與結構

「拾藏」轉譯文預設字數為 1500-2000字，以

論述而言偏短，但對比一般社群媒體上的文章可說

是相當長。最好的情況是，文章可以分段、給予短

標的方式，使其更容易閱讀。

在結構上，「拾藏」主要是希望透過文學與故

事，讓讀者更貼近臺文館藏品。一篇好的故事要有

吸睛的開頭，提出困境或問題，如果成功抓住讀者

的眼睛，讀者便會希望能更了解主角，此時便是交

代設定的時機，並在文章推進過程中逐漸將開頭的

困境推到更深的地方。

以我這篇文章的結構而言，我先以最戲劇性的

選擇以楊逵手稿筆記本最後一頁的「閱」字，說明監獄的審查制度，實為呈現藏品在物質上的特殊之處，讓讀者接觸較不熟

悉的知識時，仍保有一種「閱讀新的知識」的閱讀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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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綠島上自己蓋監獄」做為文章開頭，吸引讀者

讀下去，接下來開始交代楊逵作為社會運動者與文

學人的過去，以及如何因此身陷囹圄，決定順便學

「國語」。這也帶出楊逵的主要困境，他難以從事

社會運動，以及寫文學，而這篇《新生筆記簿》便

見證他在獄中思考、書寫文學的努力。

透過前述對《新生筆記簿》物質性的描寫，藉

由最後帶出監獄的審查制度，不只讓讀者知道新的

知識，文章也可以首尾呼應，帶出最後的結語。

結論

要在社群媒體上推廣臺灣文學並不容易，尤其

是要讓讀者得以和臺灣文學的藏品接觸。「拾藏」

粉專的核心是透過社群經營達到「館藏近用」與文

學推廣，撰寫轉譯文也有如上述般的策略存在。

目前，「拾藏」臉書粉專已經獲得近 4,000人

按讚，獲得相關領域的注目。從第二季開始，「拾

藏」開始與臺文館其他活動合作，並且嘗試以專題

方式，發表數篇主題接近的文章，讓讀者只要讀到

其中一篇，便會透過專題而繼續讀到其他文章，以

此擴大各篇文章的影響力。期望透過更多方式，讓

更多讀者有接觸到臺文館藏品的契機。

拾藏第一期商品「新生筆記簿」的新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