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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與活動

將「府城講壇」當成品牌認真經營

歷數過往，2010年推出「府城講壇──人生心

靈的跨越與回歸」、2011年「府城講壇──人生理

想的追尋與實踐」，曾邀請司馬中原、曾昭旭、王文

興、黃碧端、張曉風、鄭愁予、席慕蓉、黃春明、

廖玉蕙、張曼娟、舒國治、李敏勇、韓良露、廖輝

英、陳芳明、平路、楊照與胡忠信等各領域重量級專

家學者，來館與民眾分享閱讀與人生經驗。

仍記得活動舉辦初衷，除了引領民眾親炙作家

丰采，也盼望透過文學、文化的多元闡述，提升大眾

人文素養與現實關懷；更希望藉此基底，埋播文學的

種子，向下扎根。至今，當自四面八方越來越多迴響

昭示著活動引起熱烈關注的同時，相信那種子已隨著

時間悄悄萌芽，並著生於這片土壤上。

「將『府城講壇』當成品牌認真經營」一直

是台灣文學館努力的目標，甫於今年度府城講壇開

跑以來，更順勢推出府城講壇專屬影音網（http://

masters-nmtl.org/），除了預告即將推出的每一期活

動主題及索票資訊外，更彙整了歷屆精彩的演講影音

實錄，以滿足民眾「哎呀！錯過了好可惜」、「好想

再聽一次老師的演講喔」等等企盼。我們相信演講並

2012府城講壇登場
文╱吳馥妃　展示教育組　　攝影／蔡宗昇

「將『府城講壇』當成品牌認真經營」一直是

台灣文學館努力的目標。邁入第三年的「2012
府城講壇──主體的建構與人世的關懷」，於

2月至6月間精心安排6場演講，依序邀請蔡詩
萍、馮翊綱、廖鴻基、洪蘭與劉克襄開講。自

喻為四年級後段班同學的蔡詩萍，從青澀的國

高中歲月談起如何受到文學作品啟蒙而展開有

意識地閱讀。

蔡詩萍談「我所認識的台灣文學」

「2012府城講壇」第一場蔡詩萍（左）主講「我所認識的台灣文學：
她的意義、她的挑戰」，由李瑞騰館長（右）擔任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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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止於演講、更不只感動在當下而已，藉由府城講

壇專屬影音網站的傳播，將這份聆聽時的感動再延

續，低吟回味再三⋯⋯

值此龍年開春之際，文學館精心安排了6場演

講，上半年度2月至6月間依序邀請蔡詩萍講演「我

所認識的台灣文學：她的意義、她的挑戰」、馮翊綱

演繹「相聲怪傑的幽默見解」、廖鴻基闡述「航出

去的海洋文學」、洪蘭探討「教養的迷思」、向陽

講述「騷／亂：我的後殖民書寫」，以及劉克襄分享

「我的台灣小鎮旅行和觀察」。

蔡詩萍：文學閱讀與觀察的意義何在

2月18日隆重開場的「府城講壇」，由知名作

家蔡詩萍開講，文學館大家長李瑞騰館長擔任主持

人。滿滿坐在台下的聽眾莫不好奇向來在電視媒體

上談時事、評專題的蔡詩萍想怎麼談「我所認識

的台灣文學：她的意義、她的挑戰」這聽來有點

「硬」的題目；然而在蔡詩萍以一席話：「很多情

況下，我們不一定能瞭解文學閱讀當時的意義，很

多的閱讀是要靠很久以後再回頭去看，才看出很多

不一樣的地方⋯⋯」為開場後，彷彿一個無形的開

關，怦然觸及每個曾在閱讀路上跌撞或深深著迷的

聽眾心底，大家紛紛拿起紙筆專注做筆記，時不時

微微點頭表達贊同之意。

自喻為四年級後段班同學的蔡詩萍，從青澀

的國高中歲月談起如何受到文學作品啟蒙而展開有

意識地閱讀；除了師長要求閱讀的《古文觀止》、

唐詩外，還接觸了七○年代活躍的作家如陳映真、

黃春明、王文興與余光中等人的作品；更藉著同學

介紹，偷偷摸摸在舊書攤翻找當時因政治環境被列

為禁書、卻又「蠻好看的」魯迅作品。對於年輕時

的蔡詩萍而言，這些看似衝突的閱讀清單（古文經

典、現代文學與禁書）包含諸多混亂訊息，可是即

便「不懂每個作家背後的特定歷史與創作的訊息。

但懵懵懂懂，感覺到文學背後有差距極大的作者意

圖與美學風格。」

一直到了大學時就讀台大政治系，恰逢「鄉土

文學論戰」，蔡詩萍第一次感受到文學背後指涉的社

群區別與政治符號。往日堅信著文學純粹性，如今又

同時身處反動運動的方興未艾之中，其間的矛盾與對

比在在激盪敦促省思。

那麼「究竟文學閱讀與觀察的意義何在？」蔡

蔡詩萍以「輕舟已過萬重山」妙喻台灣文學有如一幅曾經波瀾壯闊的

巨流圖，如今流漫在平野上，在每個世代的讀者間交流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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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萍以「長大了」三個字幽默地點出生活歷練與時代

環境的變遷於無形間深厚了閱讀文學的體驗性與感受

度。例如中學時讀《家變》時雖不覺潸然淚下，但得

等到年長些、經歷些事，才驀然理解「那不只是叛逆

階段的救贖，而是整個社會走向消費社會、資本主義

小家庭制，對父權體制致命的一擊。」又如捧讀七等

生作品時，極致地感受當世人為藝術而藝術、為人生

而藝術時，這卻是一位容易被忽略，可僅僅就為堅持

自身純粹性的寫作人。種種這些正是文學書寫的美好

價值，容許各式各樣文字熨燙你我心中。

至於文學在歷史洪流中究竟該處於什麼樣的定

位？蔡詩萍也以兩部台灣文學史的著作──1987年

出版的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2011年甫出版的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闡述其觀點；他更進一步指

出：當讀者們在舊書攤間貪婪汲取名之為「禁」的文

學養分、在《巴爾札克與小裁縫》書中描述文革期間

的人們如何透過抄錄一本本巴爾札克、羅曼‧羅蘭的

作品後又如何在暗潮洶湧、風聲鶴唳的社會風氣中廣

泛傳閱時，文學便不可能被扼殺！

演講到了尾聲，蔡詩萍以「輕舟已過萬重山」

妙喻台灣文學有如一幅曾經波瀾壯闊的巨流圖，如

今流漫在平野上，在每個世代的讀者間交流傳遞。

「而只要作家、多元開放的環境在，只要我們的生活

方式與美感體驗還繼續，台灣文學就在那裡！」

「府城講壇」結合在地資源，廣泛發揮文學創

意與人文關懷。期待未來一場場饗宴在聽眾與講者互

動之下，激盪出多元共存的火花，也相信這將是本館

舉辦「府城講壇」持續努力的目標。

府城講壇推出專屬影音網（http://masters-nmtl.org/），除
預告即將推出的每一期活動主題及索票資訊外，更彙整

各場演講影音實錄。

活動壓軸推出「書香分享」贈送作家簽名作品，隨後觀眾紛紛上台與講者交流互動，

場面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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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