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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佩蓉 攝影／林佩蓉、簡弘毅研究典藏組

藉由媒體角度，以提問的方式，跳脫文學研究的視角，台文館結合聲音的傳媒資源，開展「台灣文學導讀」，階

段式的設計「專題」。一個小時，一位作家，自收音機、廣播電台頻道中，文學的發展與作家身影清晰。

在日常生活中聽‧文學開講
台灣文學導讀計畫啟動

當種子落在沃土裡

近幾年來，推動、培養文學幼苗，一直是國立

台灣文學館（以下簡稱台文館）的重點發展方向，

也嘗試在不同年齡與領域中，散播文學的種子，靜

靜的等候成長茁壯，期待開花結果。將發展文學的

起初動念，比喻為種子，同時也將文學工作視為勞

動的實踐。一座文學博物館，可以自許作一個稱職

且辛勤的園丁，也當然必須視所在之地，具有肥沃

之姿的富饒土壤。

種子必須落在肥沃的土壤裡，才能擁有良好發

展的可能。護守一個個珍貴的可能，台文館努力尋

找許多精彩的多元方案，關注文學環境的推動與培

養，例如透過行動博物館將室內的展覽推向戶外，

延伸另一個展示的舞臺，又如拓展「台灣文學獎」

的觸媒，讓得獎作家巡迴演講；週末週日的「府城

講壇」、「台灣文學教室」邀請各領域的作家、學

者來府城，與民眾面對面，話文學，也習文學。

台文館這幾年逐漸從灌溉文學花園的園丁角

色，增加了沃土培育者的身分。將文學活動內在化

之後，關於台灣文學的特色、知識，如何有效度的

進駐到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中，成為或休憩於茶餘

飯後、或奔忙於士農工商之際，可以談論與分享的

話題。這樣的意念想法，時時存在於年度的預算與

館務推動的計畫書裡。

一個靈感，文學開講

2010行之半年，台文館遇見胡忠信先生。一

位打滾於傳播界數十年，冷眼觀察台灣社會百態、

熱情實踐文化工作的新聞媒體人，在其獨立運作以

「中廣新聞網，新聞大解讀，胡忠信觀點」這樣向

中廣「言論租界」的方式，十年來建立了「自主設

定議題，邀請與談貴賓，達到一般新聞節目無法企

及的人文底蘊、歷史縱深以及國際視角」這樣的機

制，台文館或巧遇，或在文化推動理念上一拍即

合，台文館透過與胡先生在廣播電台策劃的「文藝

復興專題」，擬訂台灣文學相關的議題，邀請熟悉

文學的學者，離開校園講堂，走進錄音室開講文

學，台文館在既有的文學傳播基礎上，加上胡先生

在社會各階層的聽眾，透過學者開講，他們自我挑

戰看來嚴肅的文學議題，在胡先生自述是「『學而

時習之』、『有朋自遠方來』，是一種心靈滋長與

腦力激盪」的推動下，「台灣文學導讀計畫」於焉

形成，快速啟動。

日常生活中的文學與媒體

藉由媒體角度，以提問的方式，跳脫文學研

究的視角，台文館結合聲音的傳媒資源，開展「台

灣文學導讀」，階段式的設計「專題」。2010年9
月以「台灣作家」作為第一階段，文學由作家的文

化活動與創作的文本積累而成，在不同時代為當時

以及後來的世代留下深刻的痕跡與記憶。這樣的軌

跡以台灣本土文人「出現」／興起開始，自清領到

戰後一路鋪排，範圍觀照族群與年代，設定六個議

題，邀請長期關懷、研究的學者，接受胡忠信先生

的訪談，分別是清領時期的竹塹詩人陳肇興，由林

翠鳳老師主講；日治時期的人道主義者楊逵，由林

瑞明老師主講；戰後初期隨國民政府還台的軍人作

家姜貴，由應鳳凰老師主講；客家笠山農場下的筆

耕者鍾理和，由鍾怡彥老師主講；文風為文壇異數

者七等生，由廖淑芳老師主講；文武皆備的夏曼‧

藍波安， 由浦忠成老師主講。在談話與問答之間褪

去嚴肅論述文學史的外衣，走進關於文學史的精彩

光廊。台灣文學史或者知識性的話題開始在人們下

班的途中、散步的路上、準備餐點等過程中產出。

一個小時，一位作家，自收音機、廣播電台頻道

中，文學的發展與作家身影清晰，台文館同時安排

相關領域的研究生在現場進行側錄與側寫，將空中

的語言轉成閱讀的文字，一字一句為文學史留下撰

寫的記錄與痕跡。

2011年，台文館再次與胡忠信合作，繼而推出

以文學議題的專題，「台灣女性書寫」於焉形成，

為時代進行抽絲剝繭，利用歷史軸線巧妙佈局，閱

聽者可自每一個議題及作家介紹中看見文學史知識

的持續延伸。這些作家及講述者分別是：清領時期

的古典詩人／黃美娥老師；泛談日治下女性作家作

品 ／許俊雅老師；戰後五六○年代的新聞人、編

者、作家／封德屏老師；推動兒童文學之手／馮季

眉老師；原住民女作家的書寫記憶／劉秀美老師；

外省女作家，家國之間／梅家玲老師。許多在男性

或國族的中心論述下，原本微弱不明顯的身影，早

已在未層中斷的書寫歷程中，代代傳遞，累積了豐

厚的創作，腳踏實地的耕耘，沉默的擔任幕後的推

手，穩健的前進，忠實的護守，女性的書寫，所書

寫的女性及相關議題，在這一階段的專題中，創造

了可延伸的開展視野。

不只是現在，還有持續的未來

導讀計畫啟動之際，台文館逐漸體會，文學不

只是閱讀，她透過不同領域的文化人、觀察者，產

生了多元的被了解、被聽見、被看見的可能。有效

度的傳播、媒體的呈現，將使文學推廣工作事半功

倍，如何在這範疇上，予以更深層的紮根於肥沃的

土壤，更細心的澆灌滋潤，吸引更多民眾靠近、親

近、熱愛，文學與生活，零距離，會是台文館持續

前進的關懷與願景。

未來，這些動聽的聲音，將轉成文字，結集出版，

敬請期待！

 http://www.nmtl.gov.tw/video/

你可以在這裡，聽到精彩的文學開講

國立台灣文學館 文學影音館

文學導讀 搜尋

文學不只是閱讀，導讀計畫邀請不同領域的文化人、觀察者，讓文學產生了更多元的被了解、被聽見、被看見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