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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向連結‧向下扎根
淺談「巴爾札克特展」系列活動的跨界與探索

文／吳瑩真 攝影／吳瑩真、蕭凱文展示教育組

「文學拿破崙——巴爾札克特展」是一個跨界合作的國際大展，也就是跨法國文學、藝術類博物館，

形成一種文學與藝術混搭、跨界的詮釋視野。這樣的結合卻激發了特展系列活動裡「藝術統整」的概

念，企圖整合文學、美術、戲劇與休閒文化等領域來呈現巴爾札克特展的多元跨領域的內涵。

有別於台灣文學館過去的展覽內容，「文

學拿破崙——巴爾札克特展」是一個跨界合作的

國際大展，此處所指的「跨界」，不僅是國際界

線（boarderline），也是跨法國文學、藝術類博

物館，形成一種文學與藝術混搭、跨界的詮釋視

野。這樣的結合或許只是策展者展現文物豐富性

的策略之一，但卻激發了特展系列活動裡「藝術

統整」的概念，引發了活動設計雖以巴爾札克及

其文學作品為主體，但企圖打破單向學科的詮

釋，整合文學、美術、戲劇與休閒文化等領域來

呈現巴爾札克特展的多元跨領域的內涵及精神。

本文即試圖說明系列活動的規劃理念，勾勒

如何跨界？如何可能？以及藉由實踐過程中的觀

察與心得，希望文學館的教育活動與藝術教育的

關連性，有助於日後博物館在多元文化教育中所

扮演的角色與定位的論述。

溝通對象

參觀民眾是展覽的溝通對象，但因為展覽

並非只開放給特定民眾參觀，也因此，能顧及每

一層面的需求就是策展者最大的挑戰。相對於展

覽，活動設計就顯得容易一些，可以就活動參加

者身分別作為限制區別，讓活動訊息能更有效的

傳達。也因此，在一切主題都還充滿不確定時，

「人」就很明確地成為此次活動的主體。因此，

為滿足不同參觀族群的不同需求，「文學拿破

崙——巴爾札克特展」教育推廣活動，特別依觀眾

需求與興趣規劃多項體驗性的活動模式。

從分眾的角度來看，大致可分為：教師、

親子家庭、一般觀眾、文學愛好者，依活動型態

有：教師研習營、親子活動、體驗活動、戲劇表

演、講座等不同形式。

1.　教師研習營：意在幫助教師能夠在很快的

時間內瞭解展覽脈絡，進行教學活動的規劃，引

領學生瞭解特展內容與意涵。

2.　藝想巴爾札克：是一個以想像為核心，

以巴爾札克及其作品為探索主題，結合文學、美

術、戲劇的美感體驗活動。

3.　戲說巴爾札克：演出巴爾札克原著劇本

《繼母》及據巴爾札克《傳說中的名畫》所改編

的兒童劇《花都奇遇》。

4.　經典沙龍：以講座形式，跨文化比較的視

野讓民眾更深入瞭解作家、作品及社會氛圍。

5.　尋味巴爾札克：導讀巴爾札克《論現代興

奮劑》，現場提供法國葡萄酒、巴爾札克咖啡供

參與民眾品嚐。

6.　電影欣賞：播放《巴爾札克》，透過影片

認識巴爾札克充滿光與熱的一生。

每個系列活動皆朝向能提供至少一場親子活

動的服務，而「藝想巴爾札克」更是全然為親子

觀眾特別規劃的一系列體驗活動，以實現「文學

教育向下扎根」的願景。

藝想，從實作開始

「誰是巴爾札克？」這不僅是策展人於展

覽中提出的第一主題，也是「藝想巴爾札克」活

動形成的起源。半年前，大家對這個只聞其名，

不知其人的巴爾札克感到相當陌生，在接到活動

企劃的任務時，雖然多次在書面的資料想像巴爾

札克，想像活動的主題，但過程充滿許多不確定

感。後來，在和「那個劇團」楊美英老師討論合

作的可能後，發現這種「想像」巴爾札克的過程

其實就是一種創造力。也鑑於文學館過去的活動

設計裡，具「實作技能」的活動最能引起孩童的

學習興趣、激發學習動機。於是乎，我們便以藝

術人文領域中的繪畫、戲劇為實作技巧表現的方

向，規劃了四個小主題活動，而「藝想巴爾札

克」在開展前推出，別具「想像」的意義。

巴爾札克何許人也？多重視角的美術創藝

在展覽物件中，策展人用許多以文字、圖

像、雕塑的物件構成「誰是巴爾札克？」的描

繪，有人描述他很邋遢，也有人描述他紅光滿

面、大腹便便……，南轅北轍的印象各不同，其

中有件出自於抽象派大師畢卡索之手的「巴爾札

克肖像畫」，也是難得一見的珍貴藏品。以此，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李麗紅老師利用了畢卡

索以多重視點看世界的概念，與塞尚物像皆可還

原為幾何形的原理，設計了兩堂繪畫實作活動。

如何激發孩童突發異想地以畢卡索、塞尚

這種獨特的視角去創作巴爾札克的影像？結果會

呈現出什麼樣的面貌呢？以「當巴爾札克遇上畢

卡索」單元為例，李麗紅首先由畢卡索的作品欣

賞入手，介紹他的創作靈感，帶給人的視覺感受

如何？是否喜歡畢卡索的誇張表達方式？實作

時，老師先給了一張貼了一雙不對襯的「畢卡索

的眼睛」，要大家運用想像力，大膽用麥克筆把

巴爾札克的頭的五官正面、側面、背面都畫在打
線條、色彩、新形體觀念的嘗試，結合了多樣性媒材和和自創的

筆觸，自由自在的表現對巴爾札克的想像與詮釋。

每幅獨一無二、鮮豔繽紛的巴爾札克圖像，富含無限的想像力與

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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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的不同位置上，讓孩子理解物體重新構成、

組合的創作過程，並引導孩子任意塗上顏色，

讓孩子嘗試若頭髮不是黑色而是粉紅色，會有

什麼不一樣的感覺？藉此打破孩子用色的固定

想法。整個活動就是線條、色彩、新形體觀念

的嘗試，結合了多樣性媒材和自創的筆觸，自

由自在的表現自我對巴爾札克的想像與詮釋。

活動之前，曾擔心還沒有美術訓練基礎的

兒童或年齡層太低的小孩在繪畫實作階段會有

問題，但經過活動中的觀察，這層顧慮顯然多

餘。正如李麗紅所保證：「他們一定能完成，

且和展覽一起展出時，鮮豔繽紛的巴爾札克圖

像會相當出色。」當一幅幅巴爾札克圖像完成

時，發現每幅作品都打破描繪一個人像的既有

藩籬，每幅獨一無二、鮮豔繽紛的巴爾札克圖

像，富含無限的想像力與創造力。

人間場景：肢體聲音的即興創造 
巴爾札克在〈短篇小說理論〉寫過這樣的

句子：「昨天在回家的路上，我看見無數的

『複製我』，一個擠壓著另一個，擠得像木

底部的鯡魚。他們在神奇的遠方反映出我的

臉龐，這場景就像兩面鏡子互映時，客廳中

央擺設的油燈散發出一絲微光，在玻璃表面

與錫汞劑所產生的無限空間裡，無止盡地被反

映」就像後人對於他的想像、還有他筆下描述的

各種人物、故事情境，猶如透過彼此映照的兩面

鏡產生了無限身影的世界。這樣一段抽象、艱澀

難懂的創作概念，楊美英老師卻透過肢體聲音的

即興集體創作活動，讓參加者輕易體驗了巴爾札

克的創作鏡像概念，想像每一個角色相遇，無止

盡地被反映的樣子。

時尚的尋味體驗

喝咖啡似乎成為巴爾札克寫作的儀式之一，

在他的《論現代興奮劑》有一段相當生動的描

述：「咖啡一進入他胃裡，腦中的想法就像上了

戰場的拿破崙大軍，寫作過程有如士兵各司其

職，各就其位，一列排開急馳過稿紙。徹夜通

宵，直到黑墨汁如黑色豪雨般落滿整桌紙張，猶

如戰爭在黑色粉末灑滿天後結束一樣。」或許這

段文字會讓讀者充滿想像，但有關於巴爾札克喜

愛的家鄉酒與咖啡，就非得親自來體驗一下了。

啜飲來自巴爾札克家鄉的葡萄酒，品嚐「巴

爾札克咖啡」，文學結合時尚的尋味體驗，其實

就是希望結合飲食體驗，把深奧的文學包裝起

來，就像把文學裹上蜜糖一樣，品嚐的人甜在心

頭，但最終還是嚐到了文學的內涵。不僅獲得味

蕾的滿足，也對巴爾札克《論

現代興奮劑》中有關酒與咖啡

的論述有深刻的體會，深獲葡

萄酒迷、咖啡迷和文學愛好者

的喜愛。

如果文本包含實體訊息的

本身和內容與閱聽者產生互動

的意義，相信咖啡的氣味、作

品導讀與閱聽者自身所處的空

間，已與巴爾札克的歷史時空

形成對話的可能。

戲劇，橫向連結更多觀眾群

受到但丁《神曲》的啟發，巴爾札克將自

己作品的總集命名為《人間喜劇》，以「風俗研

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作為分水嶺，

意圖把人世間的一切紛爭角逐、悲歡離合喻為人生

大舞台上的一個個場景，一幕幕悲喜劇。而這樣的

線索也成了以戲劇詮釋巴爾札克的活動構想。

國人對巴爾札克作品的認識，僅限於《高老

頭》、《歐琴尼．葛蘭岱》等幾部譯作，殊不知巴

爾札克最早嘗試的是舞台劇本，但因得不到掌聲，

而轉向小說的創作。由南台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演

出的巴爾札克原著劇本《繼母》，曾於1848年在巴

黎歷史劇院演出，同日也在場觀看演出的法國巴黎

巴爾札克文學館館長伊夫‧卡尼爾曾為此劇的演出

感到驚喜：「儘管我聽不懂中文，但我對演出情節

很熟，語言並沒有妨礙我的理解，但儘管我對內容

很熟，但我從未看過此作品演出過。」此劇重新登

台演出，別具歷史意義，也帶領觀者從不同的角度

來看巴爾札克的創作。

而改編自巴爾札克《傳說中的名畫》的兒童

劇《花都奇遇》，不論在編劇過程或是舞台設計，

更是令觀者嘖嘖稱奇。因本文篇幅有限，改編內容

與創作手法將由導演殷偉芳老師另文說明。

尾聲

就在多次與人提起所策劃的活動時，常

聽到以下令人錯愕的回應：「那個巴……巴什

麼的，你可以再把名字說一遍嗎？」、「你說

你正在辦『巴克禮』的特展活動？」。頑皮的

人更是說：「星巴克我聽過，沒聽過巴爾札

克」。於是乎，為了幫助民眾記憶品牌名稱

「巴爾札克」，就試著從找出幾個特別的點，

循序性、有系統的建構一系列活動，利用活動

名稱、主題，不斷地與民眾重複溝通，希望大

眾在與某些元素相遇時，產生反射動作般地想

到巴爾札克及文學館。儘管在整個活動中有許

多跨界連結的點，無非是希望面向的延伸可以

吸引更多人涉入其中，讓文學、藝術的美感經

驗滋養我們的生活。

再者，從橫向連結的策略運用來看：繪

畫、戲劇、電影、理財、飲食和電影，其實，

跨界連結的必然性是：透過合作，資源可以共

同聯結；跨界，也是創意的激發，可以探索更

多的可能性。 

法國巴黎巴爾札克文學館館長伊夫‧卡尼爾於《繼母》謝幕時上台獻花，台上台下歡呼不已。（攝影／蕭凱文）

透過肢體聲音的即興創造，體驗巴爾札克的創作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