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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人的文化實踐：

國民文化日的主要精神應該是從「普及於群眾」延伸出來。文化是生活的體現，國民文化日的群眾啟蒙運

動精神應具體表現在生活上，讓文化和一些比較深刻的理念可以進入人們的思維當中，讓這個社會整體更

加健全，往前邁進。並通過不斷的實踐，完成個人的及時代的主體性建立。更進一步，台灣文學館也會通

過進行研究、各種不同的展覽、出版以及多元的文學活動來實踐其使命。

文╱林欣怡　雙子星有線電視企劃主持人　  

兼談國民文化日的時代意義

國立台灣文學館歡慶七週年生日暨2010年國

民文化日系列活動在十月展開。為了強調文學人的

文化實踐以及國民文化日的時代意義，台文館業務

部門邀得館長李瑞騰，由公共服務組組長張信吉進

行一場文學主題訪談。地點就安排在台文館新舊建

築交會之處的空橋，俯看著藝文大廳裡1930年代

台灣文學雜誌封面布旗裝置氛圍，寄望透過對談、

省思，激起文學人對國民文化日的使命感並賦予國

民文化日如實的時代意義。這場對談也錄製成影像

節目，做為多元行銷的媒介。

國民文化日的過去、現在、未來

台文館公共服務組長張信吉一開場即引述藝文

大廳的文化氣氛說，10月17日是國立台灣文學館

的館慶，這一天也是台灣文化協會成立的日子。將

時光巨輪拉回到1921年10月17日，一群關心台灣

前途的有志之士在台北的靜修女中成立了台灣文化

協會。歲月往後飛逝來到1997年館舍開始修復整

建，2003年10月17日，正是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

營運起點，也就是館的誕生日。每到這一天，台文

館上上下下莫不總動員籌劃各項具備豐富人文素養

的活動、座談會，來為台文館慶生。張組長引述現

況，對照史實，希望這其中的關聯，藉由難得與館

長對談的機會，請教館長對照後值得闡發的課題。

李瑞騰館長指出，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代表了

日治時代一群知識分子想要通過文化的運動，一來

是面對當時的統治階級，他們要發出屬於台灣知識

分子的聲音；至於另一個動機，當然是群眾啟蒙的

運動。李館長說，這樣的一個時間點，台灣已經在

日本殖民底下經過了一半的時間，大約二十幾年，

從過去武裝的對抗慢慢轉向到一個文化的對抗。以

宏觀角度來看，一切的文化或文學運動到最後必須

要有群眾的基礎，所以群眾啟蒙運動是非常重要

文化人的社會參與世代有別，圖為1927年冬，安平演藝會
透過演劇藝術鼓舞製鹽工運的實景。（提供／林文哲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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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台灣文學館選擇在這一天為館慶日，館長認為

是遙遙繼承群眾啟蒙運動的精神。而現在，時代環

境當然不一樣了。那個時候的群眾運動要透過不斷

的演講、座談等等方式。今日資訊如此發達，所以

做法當然會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從一個知識的立場

上，通過一個比較普及的方式去面向群眾，這個精

神是一樣的。李館長強調國民文化日的主要精神也

應該是從「普及於群眾」延伸出來。文化是一個生

活的具體表現，若沒有表現在生活上，文化就沒有

什麼積極意義。所以所謂的國民文化日，希望也就

是通過活動或者通過運動可以讓我們的群眾、所有

的人民可以不斷的往上提升。讓文化，尤其是比較

精緻的文化和一些比較深刻的理念可以進入到人們

的思維當中，讓這個社會整體更加健全，往前邁

進，這是主要的用意。

文學人的國民文化日精神實踐

李館長談及國民文化日的群眾啟蒙運動精神

應具體表現在生活上，張信吉組長就議題相關，

緊接著請教李館長有關社會關懷跟社會實踐的課

題。張組長表示，他知道館長很長的時間在文學

的編輯以及大學的行政工作上琢磨奉獻。現在更

擔負著國立台灣文學館的營運走向，請教李館長

以一個文學人的視野經驗認為社會關懷究竟應該

是怎樣的面貌呢？

話題觸及自身的經驗談，李館長開懷一笑，

隨即表示，這個課題有多面向的意思。首先，如果

他是在創作的話，當然是通過他的書寫去實踐，用

他的詩歌文本或者小說文本去跟世界進行一種交流

對話。如果他是一個批評家的話，那他就是長期不

斷閱讀創作文本，把自己的思考，通過可能的方式

向群眾去表達。如果他是從事一個所謂的社團工作

或者從事編輯工作，又或者從事研究工作，均飽含

不同面向的實踐能量。館長覺得每一個人的屬性都

不一樣，在這種情況底下，怎麼樣把自己作為一個

行為者的主體努力建構完成，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

事情。當然主體性的建立必須通過不斷的實踐才能

夠完成的。而每一個人都會有他的主體性，整個時

代也有其主體性，每一個人主體的特別性，通過何

種方式可以展現出來？館長在對談應詢中，如果風

格沒有出來、特色沒有出來，實踐也沒有太大的意

義。所以實踐基本上是個人跟環境對話的過程。以

館長個人來說，今天有這個機會到國立台灣文學

館來服務，在過去幾任館長的基礎下，在所有同仁

奮鬥合作的基礎下，李館長希望讓台灣文學館一方

面站在台南這樣的一個環境下，可以跟在地作最密

切的連結；同時，台文館必須關心全台灣任何一個

角落上的文學發展的境況；更進一步，希望台灣文

學的方方面面不斷輸出，讓台灣的文學可以成為世

界文學裡面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台文館會通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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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不同的方式，包括進行研究，進行各種不同的展

覽、各種不同的出版以及多元的文學活動來實踐其

使命。

文學人新世紀文化視野

最後，張組長再請教李館長，在新世紀多元

的文化思潮裡面，作為一個文學人除了關心自由民

權、思想啟蒙，這些世界性思潮的領域之外，就館

長的看法，是不是文學人還有我們值得去凝視的課

題？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我們可以預言新世紀的文

化視野？也許藉由這個機會開展台灣文學一些新的

視野。

館長表示，文學的工作原本是一個相對比較

靜態的，不管你是在書房寫作，或在研究室、教

室、辦公室。這種靜態性如何變成一個比較動態的

展示，成為一個流動的能量。館長認為這些都必須

仰賴現有的科技，並在傳播基礎上不斷地思考，如

何能夠做得更好。館長覺得作為一個現代的知識分

子，或一個現代的文化機構，如何跟民眾結合得更

密切？如何有一些新意出現，非常重要！這些創意

又不能夠沒有基礎，所以我們會回過頭，從更根本

的地方去做一些所謂的人文基礎建設，而那些人文

基礎建設是民間比較沒有辦法做的。政府用人民的

納稅錢把這些資本集中去做一些民間做不到的事

情，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館務

就必須兼籌並顧。放煙火式的一些活動當然非常重

要，沒有那些東西外面也不一定能看不見我們的形

象，但是回過頭來，應更扎扎實實去做一些人文基

本建設，藉此內外充實我們的涵養。

文學人尊重多元文化權

更重要的是，從事文化與文學工作，必須要耐

得住寂寞，以開放的心靈去面對更多的地方事務、

更多不同的聲音、各種不同的意見。畢竟，當今時

代環境跟台灣文化協會成立的那個年代不一樣了。

今天大部分的人都有他主觀的意見，我們怎麼樣有

更高度的思維，讓各種不同的意見可以納入我們自

己認為相對比較合理的結構，這是很重要的。我們

必須尊重每一個人的發言權，尊重每一個人的需

求，尊重每一個人的文化權。文化權利是一個非常

重要的新時代概念，特別是在民主國家，我們怎麼

樣讓所有的人民都擁有他的文化權利，而我們又可

以動用國家資本去滿足人民的文化權，做為文學館

營運重要基調。

李瑞騰館長與張信吉組長的這場「文學人的文

化實踐」交流對談，以文學人的角色發想與提問，

提供大家在國民文化日暨國立台文館七週年館慶這

個日子更多的思考，使國民文化日的意義有更深一

層的闡發及實踐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