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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近台灣文學，認識台灣文化
寫在「2010台灣──廈門文學之旅大學生夏令營」之後
文╱陳益源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系主任　　攝影／廖凱蘋

這一趟兩梯次的營隊活動中，讓兩岸學員親臨文學現場，連結讀者、作家與作品間的關係，以最直接的接

觸，觸發另一種不同於書面文字的閱讀經驗。文學之旅大學生夏令營的活動方式不僅僅只是一種旅遊型

態，更讓學生對台灣文學有更多元生動的認識與瞭解。

有鑑於兩岸文學的相互交流與文化向下扎根的

重要性，國立台灣文學館策畫主辦「2010台灣──

廈門文學之旅大學生夏令營」，並委由國立成功

大學中國文學系執行。本人乃依活動精神，分別

規劃了「2010廈門文學之旅大學生夏令營」（9月

3∼9日）及「2010台灣文學之旅大學生夏令營」

（10月13∼19日），邀請台灣及福建各40名文史

相關系所的學生，分別前往廈門與台灣進行參訪交

流，並特別安排學員實地參訪福建（廈門、漳州、

泉州）和台灣（台南、高雄、彰化、台北）跟林語

堂、賴和、魯迅、巴金、蘇雪林、柏楊、鍾理和等

文學名家有關的文學現場，以深刻體認文學的內

涵，並藉此培養兩岸青年互助、關懷、服務的品

格，進而觸發學子對文學更為敏銳的觀察力。

「2010台灣──廈門文學之旅大學生夏令營」

活動順利完成，除了感謝國立台灣文學館在各方面

的支持，也要特別感謝台灣方面的國立臺北大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臺南大學、國立屏東教育

大學與大陸方面的廈門大學、漳州師院、華僑大

學、泉州師院等各個協辦單位的鼎力配合與支持，

以及台灣的成大博物館、柏楊文物館、鍾理和紀念

館、賴和紀念館、鹿江文化藝術基金會、林語堂故

居、故宮博物院等機構和中國的漳州市薌城林語堂

紀念館、平和縣林語堂文學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

物館、中國閩台緣博物館、黎明大學巴金研究所等

機構的熱心協助，讓本營隊順利的完成所有活動。

而更要感謝的是所有參與活動的學員們，展現了他

們互助合作的團隊精神與熱情活潑的態度，更是營

隊能夠圓滿成功的關鍵。

「2010台灣──廈門文學之旅大學生夏令營」

在舉辦期間，得到海峽兩岸新聞媒體的高度關注，

活動結束之後，80名學員也都認真寫下了參訪的

陽明山林語堂故居參訪留影。學員合影於平和縣林語堂出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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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與對話

心得報告，這些報導和心得都可以在本次夏令營的

專屬網頁上看得到，我就不再一一轉述。以下僅就

本營隊的兩項設計略述一二：

（一）親臨文學現場的重要意義

讓學員親臨文學現場，可以有效拉近學員與

文學家及其作品的距離，進而產生正確的認識與深

刻的瞭解。以這次「2010廈門文學之旅大學生夏

令營」與「2010台灣文學之旅大學生夏令營」的

交集──林語堂、賴和為例，不親臨相關文學現場

的話，對作家的認識就難以完整。例如林語堂，台

灣同學對於他早年在中國的生活經驗僅能從其著作

中得知，中國大陸的同學對於他的晚年也同樣感到

陌生。就讀中央大學的洪俊彥同學在他的心得中

提到：「這一次由台灣文學館主辦的『廈門文學

之旅』（嚴格來說是『廈漳泉文學之旅』）對我來

說，無疑就是一趟印證與尋根的旅程。所謂印證，

當然是印證過去那些為導覽而講述，為講述說服自

己相信的內容；所謂尋根，則是為語堂先生完成未

竟的遺願，代他越過兩岸的界線，走回故里，聊表

對他的敬意。」這一次的難得經驗，讓學員對林語

堂有了更完整的認識。

至於台灣同學頗為熟悉的賴和，早年曾在鼓

浪嶼的博愛醫院行醫。而讓眾人遍尋不著的行醫地

點，在這一次的活動中，由廈門大學的李洋同學先

行至鼓浪嶼幫我們找到了第一手的資料。原來鼓浪

嶼的博愛醫院雖然創辦於1917年，但在賴和行醫

任職的1918∼1919年之間，博愛醫院其實是租借

葉清池別墅使用。而目前在鼓浪嶼的博愛醫院現址

則是在賴和離開之後才建造的。這樣的訊息只有親

臨現場也才有機會得知。

另外，這一趟兩梯次的營隊活動中，除了賴

和、林語堂之外，台灣同學同時接觸了原本較為陌

生的魯迅和巴金；福建學子則又認識了鍾理和、蘇

雪林和柏楊。且藉由此次營隊的舉辦，也讓我們注

意到其實中國學生普遍對於台灣文學的認識，是一

知半解的，有的學生因為只讀過蘇雪林的劇本《鳩

那羅的眼睛》而誤以為她只是一位五四時期的唯美

主義作家，也有的學生在此之前則完全不認識誰是

賴和？誰是鍾理和？

我深信保留文學現場，親臨文學現場，可以有

效連結讀者、作家與作品間的關係，讓同學們有最

直接的接觸，觸發另一種不同於書面文字的閱讀經

驗，甚至能讓學子對於文學的理解有不同的認知，

進而有了新的發現。

在賴和行醫任職的1918~1919年之間，鼓浪嶼的博愛醫院
其實是租借葉清池別墅使用。（提供／李洋，攝於賴和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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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強兩岸學子間的交流互動

「2010台灣──廈門文學之旅大學生夏令營」

原始的活動設計理念，希望能安排兩岸各40位同

學能有一次以上見面的機會。就實際執行的效果來

看，這樣的設計無疑是成功的。

「一回生，二回熟」，第一梯次的「2010廈

門文學之旅大學生夏令營」，讓80位同學有了接

觸的開始，至第二梯次的「2010台灣文學之旅大

學生夏令營」，雙方很快就展開了更加熱絡的互

動。這種實地貼近彼此的生活經驗，對於兩岸的學

子來說，都是一個讓彼此由接近而認識、由了解而

尊重彼此文化差異的過程。透過兩岸學子間的交流

互動，我們很自然地讓大陸學生有機會「親近台灣

文學，認識台灣文化」。誠如漳州師院的黃琳同學

在後記中提到這一趟的行程對他們而言是：「豐富

了閱歷，增長了知識，收穫了友誼。」

由於平時兩岸學子間交流互動的機會並不多，

「2010台灣文學之旅大學生夏令營」的學員們在

返回大陸之前，全體成員主動先用小卡片寫下了他

們的簡短感想與感謝，並有許多學員不斷詢問「文

學之旅大學生夏令營」是否還有續辦的可能？有的

則直接表達對於下次活動的舉辦寄予濃烈的期待。

經過「2010台灣──廈門文學之旅大學生夏令

營」執行效益的評估之後，大家都能肯定加強兩岸

學子間的交流互動，讓學員親臨文學現場，是「親

近台灣文學，認識台灣文化」的重要途徑之一，本

次活動的結束不應該是一個句點，而應是開啟另一

次交流的起點。因此我認為只要有良好的規劃設

計，文學之旅大學生夏令營的活動方式將不僅僅只

是一種旅遊的型態，它絕對可以讓學生對台灣文學

有更多元生動的認識與瞭解。畢竟自明末沈光文啟

動斯文以來，不論在古典與當代，兩岸都存在著文

學互動的軌跡。也因此，單從台灣的在地角度，不

足以全面性的認識台灣文學史。而建構完整台灣文

學的重責大任，亦非單一私人文化團體之力足以完

成，當然也不宜只期待由文建會或台灣文學館來承

擔。倘若未來能藉由兩岸文化部門（例如台灣的文

建會與中國大陸的文化部）輪流主辦，使營隊的內

容更為宏觀，範圍更為全面，這也不失為兩岸文學

交流合作的一項好課題。

我在9月21日文建會主辦的「兩岸文學交流諮

詢會議」上，表達過上述的看法；9月24日在北京

大學中文系百年慶典的「系主任論壇」，也建議北

大中文系不妨接辦「2011北京──台灣文學之旅大

學生夏令營」，因為許多台灣文學作家都擁有過

北京經驗，從清代的施士潔到連橫、張我軍、許

地山、鍾理和、林海音等人，竟都同在北京的台

灣會館（或鄰近的晉江會館）住過，相關的例子

還有許多，也代表著還有許多文學現場正等待著

被重新發掘。

準此而論，我甚至覺得文建會或相關部門還可

以考慮把範疇擴大到鄰近的地區，與當地的政府和

大學合作舉辦或輪流主辦諸如「台灣──香港文學

之旅大學生夏令營」、「日本──台灣文學之旅大

學生夏令營」之類的活動，我相信此舉必有助於讓

莘莘學子「親近台灣文學，認識台灣文化」，並且

還可以藉此搜集更為豐富的台灣文學史料，逐步建

構出一部更加完整的台灣文學發展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