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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佳慧 展示教育組

「因為雲林鄉親的熱情，台灣文學行動博物館首站就到雲林！」繼2010年東部巡迴展後，中南部巡迴展第一站在

雲林，我們再次透過行動博物館的「行動力」，與地方接力，一同帶動文學的交融與回應。

情采飛揚
2011年台灣文學行動博物館雲林巡迴紀實

李瑞騰館長（中）與雲林縣文化處處長李明岳（右3）、古坑鄉鄉長林慧如（左3）等貴賓以「文學之筆」啟動展覽，

氣球冉冉上升象徵「情采飛揚」，將台灣文學的種子散播至台灣的各個角落。（攝影／李欣如）

內情外采，飛揚

由國立台灣文學館（以下簡稱台文館）推出

的「情采飛揚─台灣文學行動博物館中南部巡迴

展」滿載著文學「情」、「采」，所組合的豐富文

學展覽，在全台各地趴趴走，要拉近文學和民眾的

距離。2011年，我們以台灣中南部為巡迴重點，首

站於3月23日駛進雲林縣位於山線的古坑鄉綠色隧

道，展至4月13日，隨即於4月14日整裝開拔至海線

的北港鎮北辰國小展出，展至4月28日，接續開往

嘉義、屏東、南投、彰化等縣市。

今年，台灣文學行動博物館巡迴活動主題定

名為「情采飛揚」，依台文館李瑞騰館長之詮釋

為：內情外采，指文學內在的思想情感和外在的辭

藻形式。為使台灣文學的內涵與形式更親近民眾，

希望藉由推動「台灣文學行動博物館」的巡迴展示

模式，將台灣文學推廣到社會基層，讓民眾藉由接

觸台灣文學，進而認識台灣文學之文化價值。在各

地巡迴時，我們也結合在地特色辦理相關活動，與

地方合作、共享文學教育資源，透過行動博物館的

「行動力」，帶動與地方文學的交融與回應。

文學到雲林，不是夢

3月23日召開的古坑鄉綠色隧道舉辦巡迴開幕

記者會，雲林縣文化處處長李明岳表示，「文學到

雲林不是夢！」，經過該處費心爭取與雲林鄉親的

呼喚，「台灣文學行動博物館」迢迢來到雲林與大

家見面，對當地來說是一大盛事；本館李瑞騰館長

也在致詞中回應：「因為雲林鄉親的熱情，台灣文

學行動博物館首站就到雲林！」

開幕現場由雲林縣文化處處長李明岳及科長

黃長永、台文館館長李瑞騰、古坑鄉鄉長林慧如、

永光國小校長王贊富、北辰國小教務主任陳玉龍等

貴賓，以「文學之筆」啟動展覽，現場氣球冉冉上

升，也象徵本次展覽主題「情采飛揚」，將台灣文

學的種子散佈至台灣的各個角落，帶動愛好文學的

風氣在各地成長茁壯。古坑鄉綠色隧道位於交通便

利之處，假日有眾多觀光人潮，除當地民眾外也有

許多外來觀光客，可兼顧不同參觀族群。

結合在地特色的開幕與活動

雲林本身具有悠久而豐富的藝文基礎，包括：

廟宇文化、華山文學步道、詩人節之辦理、布袋戲

館、各地故事館……等，值得一遊。本館於展覽期

間受雲林縣政府文化處協助，合作辦理行銷推廣、

教育參觀與相關活動，讓莘莘學子能夠藉由學校與

官方的資訊管道前往參觀，走進文學世界，賞玩其

個中韻味。

為結合當地文化與教育資源，行動博物館也在

此擔任地方藝文發表平台的角色，開幕暖場活動邀

請永光國小四年級和六年級的太鼓隊表演「鼓舞飛

揚」及「醒獅」等兩首精彩曲目，接著由華山國小

為結合當地文化與教育資源，行動博物館亦擔任地方藝文發表平台的

角色，開幕活動邀請永光國小太鼓隊表演「鼓舞飛揚」及「醒獅」。

（攝影／黃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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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生沈彥霖同學進行長笛表演，並在車內展出雲林

當地作家書籍供民眾現場閱讀。此外，4月28日於

北辰國小辦理教育推廣活動「我是孩子王」，現場

老師與志工帶領孩童一邊吟頌台灣古典詩，將漢詩

內容結合氣球造型的製作呈現，以生動活潑的方式

讓台灣文學親近孩童，讓親子共同享受寓教於樂的

書香活動。

台灣文學的第一堂課

本館於北辰國小展出期間，由於本展展出地

點位於北港鎮周邊文教區域，緊鄰學校，故每日均

有大批參觀人潮；尤以北辰國小積極對應行動博物

館的到來，每堂課特別安排學生至行動博物館「上

課」，經過導覽人員與老師的教學，讓同學對台灣

文學有初步的認識，達到推廣的效果，散播台灣文

學的種子於在地發芽茁壯。

「台灣文學行動博物館」兩大展出主題，分

別為「台灣文學的發展」及「舊建築新生命」。前

者以「牛」和「鐵支路」為意象，象徵台灣文學從

「踏實、本土」變成「進步、飛躍」，並透過不同

族群與時空的文學作品，刻畫每個時期的文學發展

主軸；後者呈現文學館建築的前世今生。

館方透過行動博物館的立體空間，將靜態文

字轉為生動有趣的展示，讓民眾認識且喜愛台灣文

學。行動車內還有隨車導覽人員提供解說，並配合

「台灣二十位代表作家電子書」、「觸控式的水牛

圖詩作」等多媒體設備與民眾互動，讓民眾藉由這

些展示媒介，深刻感受到文學作家如何回應歷史的

變動，寫下一篇篇關於這片土地的動人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