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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大川暢談「用歌寫詩」的原住民文學傳統

國立台灣文學館舉辦的「母語文學月——母語

文學開講」系列活動，第一場由「原住民文學」開

講拉開序幕，特別邀請到長年推動原住民文學不遺

餘力的孫大川（pa，labang）教授為大家導讀；現任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的他，近來要從繁

重國家要務中抽身十分不易，即使是他掛念的文學

事務也難能擠入行程。

12月12日一大早便南下的他，比往常顯得愉

悅，因為這次演講有別以往；因為當他述及「用歌

文／陳慕真

攝影／胡筑珺、陳淑敏、陳理揚

去年12月舉辦「母語文學月」活動，三場母語文學開講系列活動分別由原住民文學推手孫大川教授、

台語文學作家陳明仁老師及客語文學中生代作家劉慧真老師進行演講導讀，期許能將母語文學的種子

散播，根植台灣。

母語文學月
母語文學開講系列報導

鼓舞同胞「用筆來唱歌」的「山海舞台」長工，孫大川教授熱力

開講。

陳明仁於演講中流露出對土地的•惜與對台灣文化維護的堅持。 劉慧真分享投入客語文學創作的過程。

寫詩的童年」記憶以及過往歌曲案例時，現場的

數十位帶著花環的卑南族親、耆老們，便立即上

台為大家「再現」傳唱的音符與歷史記憶，使得

聽眾臉上晨間未散的迷濛，頓時熱絡開展笑顏！

短短的兩小時，孫大川彷如駕著時光機，

從「以歌寫史」的文化傳統，隨著外在環境的改

變，「歌詞依然繼續填唱，但內容不再是祖靈、

小米和山豬，逐漸開始加入帝國、戰爭和聚散離

合的人生元素。甚者以歌寫詩漸漸變成一種行

業，不再是部落或生活相關聯，而是版權與市

場。」領著大家穿過原漢傾斜關係所衍生的族群

歧視階段，原住民漢語作品的字裡行間共同的傷

痕；進而逐漸看到原住民作者嘗試以主體的身

份，訴說自己族群的經驗，舒展鬱積百年的創造

活力。期待原住民的歌謠，仍將繼續傳唱……。

「浪漫ê乞食」陳明仁談創作

12月19日開場的是「台語文學開講」。上

午，文學館門口就擺滿了各式祝賀的花籃，預祝

「台語文學開講」順利成功，為本項活動揭開

了序幕。下午2點，文學館的國際會議廳一下子

湧進了一百多位聽眾，將會議廳擠得滿滿的，參

加的民眾多是慕名而來，有遠從台北、彰化南下

的，甚至從加拿大越洋而來的，無非想親睹素有

「浪漫ê乞食」之稱的台語文學作家陳明仁的

風采。

活動開始由本館周定邦做簡單開場，並

介紹陳明仁出場演講。陳明仁老師從他年青時

立志當文學作家起鼓，一直談論到他從事台語

文學創作的理由，並介紹他個人的一些重要作

品，言談中深深流露出他對土地的疼惜及對台

灣文化維護的堅持，令人動容。活動最後在陳

明仁現場簽名贈書的高潮中為「台語文學開

講」活動劃下完美句點。

劉慧真從「體制內的邊緣」分享看法

12月26日下午，最後一場的母語文學開

講，邀請到劉慧真主講「客語文學開講」。劉

慧真是客語文學的中生代作家，2009年得到台

文館主辦的「台灣文學獎——客語文學新詩金典

獎」，學生時代從事學生客語運動，創立師大客

家社，投入客語文學創作十餘年的時間。

劉慧真演講時，分享自己投入客語文學創作

的過程，以及對客家語言、文化未來的看法。其

中，她以「體制內的邊緣」作為自己觀察客語，

甚至是整體母語處境的看法。提供大家去思考，

母語文學體制化以後，是否就成為主流？是否有

得到正常的資源分配？或是，一樣將母語放置在

邊緣？而且是合理化的邊緣。面對這個問題，值

得大家進一步來思考。

  「母語文學月」三場文學開講活動，在2010

年12月底完滿結束。期待今年，台文館舉辦更多

的母語教育推廣活動，讓母語文學的種子散播至

更遠、影響更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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