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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與活動

的探索」為主題，邀請長年在文學領域中耕耘有成

的學者作家來館演講。有別於前述展覽計畫的巨觀

論述，我們希望以個人微觀的角度，透過郝譽翔、

廖瑞銘、張瑞芬、蘇其康、施懿琳、王安祈、蕭蕭

及柯慶明等人，更細緻地呈現包括台灣現代小說研

究（創作）、台語文學、台灣現代散文研究（創

作）、英美文學、台灣古典文學、戲劇、台灣現代

詩及中國文學等八大領域的發展歷程，除了呼應該

展的八大人文學門，亦同時堅守推廣文學，拓展大

眾文學視野的理念。

簡述──「我的探索」文學系列講座

首先登場的是中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郝譽翔

教授。郝譽翔的小說被歸為女性都市文學範疇，作

品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時報文學獎、中央日

報文學獎、台北文學獎、華航旅行文學獎、新聞局

優良電影劇本獎等。郝譽翔以「台灣小說研究跟創

作領域的探索」為題，剖析自己在理論及實踐之間

的辯證及觀察。郝譽翔自述自己一開始彷彿是在走

美學的鋼索，從現代主義到寫實主義到後現代，從

結構到解構，從意識流喃喃自語到眾生喧嘩百花齊

為了更貼近台灣人文學術，尤其是文學領域的

發展，本館特別以「我的探索」為主題，邀請長年

在文學領域中耕耘有成的學者作家來館演講。殊不

知這樣的安排，也讓我們跟著講者掉進過去的時光

中，開始起一趟又一趟，他們在文學探索歷程中的

回溯之旅。

緣起──百年人文的傳承

去年是民國100年，也是「回顧」的一年。透

過許多「百年」或「精采一百」為主題的展覽及活

動，我們得以從大歷史的角度，回溯百年來國家與

社會發展的軌跡，再一次認識台灣。國科會人文及

社會科學發展處所規劃的「百年人文傳承大展」計

畫便是這樣的一個系列活動計畫，透過實際文物展

示，呈現台灣中外文學、語言學、歷史學、哲學、

藝術學、人類學、宗教學等八大學門的人文精神獨

特面貌以及發展。該展已於國立歷史博物館及中國

醫藥大學陸續展出，南部地區則以台灣文學館為巡

迴展覽地點。

為了更貼近台灣人文學術，尤其是文學領域的

發展，在本次教育推廣活動的設計上，特別以「我

關於文學的八場回溯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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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人文傳承大展」教育推廣活動以「我的探索」為主題，有別於前述展覽計畫的巨觀論述，我

們希望以個人微觀的角度，透過在文學領域中耕耘有成的學者作家郝譽翔、廖瑞銘、張瑞芬、蘇其

康、施懿琳、王安祈、蕭蕭及柯慶明等人，更細緻地呈現包括台灣現代小說研究（創作）、台語文

學、台灣現代散文研究（創作）、英美文學、台灣古典文學、戲劇、台灣現代詩及中國文學等八大

領域的發展歷程。

「我的探索」文學系列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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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然後才恍然大悟，這不僅是一條小說美學實驗

的道路，也是一次台灣社會自我追尋，建立認同的

旅程。

中山醫學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廖瑞銘教授在「台

語文學領域的探索」及其切身經驗，則見證了戰後

台語文學的發展。廖瑞銘自1991年起參與台灣母語

復振運動，致力於推廣台語文，現任台文筆會理事

長及《台文通訊BONG報》發行人兼總編輯。在這

20年期間，他自修語言學、學習台語電腦軟體書寫

台語文、投身選舉宣傳母語、去美國巡迴演講介紹

台語詩、研發台語檢定機制，將台語文帶入學院體

制中。雖然廖瑞銘自述踏入台語文學領域是一種偶

然，但是透過說台語、創作母語文學等工作，「保

存台語」儼然已成為他學術探索的慣性，也是必然

的使命與責任。

以台灣當代散文為研究方向的逢甲大學中文系

張瑞芬教授，長年寫作書評，為《台灣文學年鑑》

撰寫年度散文概況。近年著作包括《五十年來台灣

女性散文．評論篇》、《狩獵月光－當代文學及散

文論評》等，目前正在進行《臺灣男性散文50家評

論》中。作品曾收入九歌《評論30家：台灣文學30

年菁英選》，並以《鳶尾盛開》獲選2010年行政

院金鼎獎入圍。在「台灣散文研究跟創作領域的探

索」這一主題上，張瑞芬將自己對於研究主題的了

解及取捨，以及如何將自己的人格特質化為學術研

究上的優勢，毫不避諱地與在場聽眾分享，無私分

享求學歷程經驗的同時，也展現出她身為台南麻豆

女兒熱情和「土直」的一面。

在英美文學的部分，我們邀請到文藻外語學

院蘇其康校長來館分享他的個人經驗。蘇其康曾多

次獲得中山大學研究績效獎、傑出教學獎等，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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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領域包括中古及文藝復興英國文學、中西比較

文學、文學與宗教、宮廷文化及抒情詩等。在繁重

的行政與教學工作之餘，蘇校長仍把握閒暇時間從

事寫作，完成的學術專書包括《文學、宗教、性別

和民族：中古時代的英國、中東、中國》、《歐洲

傳奇文學風貌：中古時期的騎士歷險與愛情謳歌》

等。在「英美文學領域的探索」一題中，他勉勵有

志於此的學子，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泛讀英美文學文

本，藉由閱讀文學作品，從中瞭解不同的文化模式

及價值觀，在擴展自己視野的同時，回過頭來將其

體現在我們自己的生活中。

提到台灣古典文學領域，就不能不提到施懿琳

教授。施懿琳的研究主題與專長為台灣古典文學、

詩學與台灣區域文學，對於日治時代作家與古典詩

人進行生平考據和詩作整理，並結合現代理論，由

個別研究而至集體現象觀察，由此進行論述闡發。

在「台灣古典文學領域的探索」一題中，施懿琳自

述從中國文學領域逐步走入台灣古典文學領域的歷

程，並回溯自研究所碩士、博士階段乃至大學院校

任教後，自己的研究觀點在種種機緣下，所產生的

轉折變化。施懿琳目前主持的區域文學撰寫與《全

臺詩》計畫編纂，對她來說是台灣古典文學的扎根

工作，如何走出更開闊的道路，將台灣古典文學推

向國際，則是她目前更為關注的課題。

臺灣大學戲劇研究所王安祈教授，現任國光

劇團藝術總監，學術專長是中國古典戲曲、當代戲

曲，也是理論與實務兼擅的戲曲學者。自小熱愛看

京劇的王安祈，以「就是這悠悠忽忽地嗓音，讓

我迷戀了幾十年」為個人題目，回應本次「我在中

國戲劇領域的探索」講題。她以《百年戲樓》新作

施
懿
琳  

教
授

柯
慶
明  

教
授

王
安
祈  

教
授

蕭
蕭   

詩
人 

（照片提供／蕭蕭）



43│  台灣文學館通訊  2012.06  NO.35  │

為例，談台灣京劇如何發展出不同於北京的美學特

色，並且展現自己的主體性，同時邀請國光劇團花

旦演員朱勝麗至現場示範京劇踩蹺 （裹小腳），

讓現場聽眾領略獨特的京劇之美。憑藉自身中國文

學多年深厚的底蘊，王安祈希望透過戲曲的「現代

化」及「文學化」，重新演繹古典戲曲裡的傳統價

值，並提升其文學性，達到活化傳統的理想。

應邀來館演講「我在中國古典文學領域的探

索」的是甫自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暨台灣文學研究

所退休的柯慶明教授。柯慶明曾任《現代文學》雜

誌主編、《文學評論》雜誌編輯委員兼執行編輯、

臺大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等，亦長期關注台灣教育

議題。柯慶明自述在臺灣大學執教的42年期間，如

何以文學研究方法論，亦即文本分析，將史書、古

文、詩、詞、曲、小說等中國古典文學加以系統性

的分析，並提煉出不同時代的美學性格及價值觀。

柯慶明最後以「悲、歡、離、合」四字提醒我們，

我們從文學中不只是看到文辭的優美或是豐富的生

命經驗歷程，文學真正的功能是讓讀者自己藉由生

命意識的覺醒與昇華，最終得到觀照生命的智慧。

本系列講座最後壓軸出場的是詩人蕭蕭。蕭

蕭現為明道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其詩有關懷台灣風

土人情之作，也有簡潔而凝鍊的作品；其評論則以

建構台灣詩學、台灣新詩美學為終身職志。蕭蕭將

本次講題修正為「我的新詩歷險記」，以台灣第一

首新詩〈詩的模仿〉對他的啟發，作為個人探索歷

程的起點，並將《二十四詩品》中「不著一字，盡

得風流」的詩觀，做為他對於現代詩創作，乃至於

中國傳統文學中詩的主流觀念。不久前完成的《新

詩美學三部曲》，則是蕭蕭現階段計畫的總結，也

是台灣現代詩學集大成之作。未來蕭蕭仍將持續關

注、書寫台灣新生代詩人的獨特美感及其衍異，探

討不同世代的美學觀點。

小結──與社會的結合

談到研究目的及動機，應邀來館演講的作家學

者中，有好幾位不約而同地提到研究與社會結合的

重要性，比如郝譽翔談台灣現代小說研究及創作，

她認為文學不應該只成為一種純粹的審美活動，

應該更多一些對社會現象的洞悉及解釋；張瑞芬

談台灣現代散文研究及創作時，也認為「做研究一

定要與社會結合」，因此毅然決然地放棄敦煌石窟

研究，而改從事台灣散文研究；廖瑞銘參與綠黨創

立，投入國大代表選舉，為的就是以推動台語作為

社會理念及政見訴求。也恰可呼應陳映真曾說過的

話，就是「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

由於本系列講座主題為「我的探索」，講者首

要面對的就是自己在求學階段所面臨的各種處境及

抉擇，比如張瑞芬教授戲稱自己是來談從中國文學

領域到台灣散文研究的「改行史」；施懿琳教授則

娓娓道出自己原本打算回到故鄉鹿港教書實習，後

來卻以文學研究作為終生志趣的轉變；蘇其康校長

決定選擇大學外文系的時候與父親整整談判三天；

柯慶明教授在父親去世後才發現雙親對他的期望其

實並不是研究中國文學⋯⋯聽著他們用輕鬆甚至是

淡定的口氣，將內心較為私密的感觸及遭遇與現場

聽眾分享，不小心動容的同時，也看到了他們對於

文學的熱愛與堅持的另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