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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聽台灣文學的
「聲」情演繹

2013年東部巡迴展出時間及地點
06.11~06.30　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開幕

07.09~07.28　宜蘭縣烏石港遊客中心（蘭陽博物館旁）

08.06~08.27　台東縣立文化中心前南京路廣場

09.03~09.22　花蓮縣富里火車站

10.01~10.20　花蓮縣花蓮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10.29~11.20　台東縣池上鄉萬安國小 

當代文學聲音展示的實踐 

計畫宗旨

國立台灣文學館為推廣台灣文學，於2010年

起以文建會「大館帶小館」及「向下紮根」政策為

理念，打造21坪的「台灣文學行動博物館」貨櫃

車，採用巡迴展出方式，方便民眾就近觀賞，進

而促進台灣文學的教育推廣，行銷台灣文學之美。

第一期計畫展出本館常設展之主題特展，經3年執

行，繞行全台19個鄉鎮，吸引約10萬名觀眾登車

參觀，於2010年起至2012年完成全台各地區巡迴

展出。

第一期展覽結束後，館方對於第二期規劃有更

大的企圖與想法。2013年，為實踐文化部「泥土

化」與「7835村落文化扎根」的政策與理念，本

館再度啟動以貨櫃展出巡迴計畫，辦理「台灣文學

行動博物館」第二期特展「音以律文──台灣文學

聲情演繹」，以「文學的聲音」策畫，將文字的書

寫與閱讀，轉化為「語言的發聲與傾聽」。

本展將進行全台巡迴展出，將博物館帶到鄰里

之間，方便觀眾就近欣賞，從而拓展新的觀眾層，

達到「文學行銷地方」的效果，實踐「無牆博物

館」的理念。主要參觀對象設定為小學以上程度觀

眾，每期展出計畫及推廣活動，均加入當地文學相

關元素，期盼引發參觀者對台灣文學的興趣、滿足

參觀者的學習期望，並由參觀過程中，更加深其對

台灣文學發展的了解，透過文學教育推廣及活動方

式逐步引導參觀者進入台灣文學的世界。

概念發展：

聲音與文學，和行動博館的流動性

本文以突破固定空間發展的展示場所概念，

運用貨櫃改裝的、可移動的、有機性的「行動博

物館」（「Mobile Museum」、「Museum in 

Motion」）的概念。根據筆者於本通訊27期中曾

提出，「行動博物館」展場空間為貨櫃車廂結合拖

板車和相關設備，改裝成為行動博物館之展示空

間，廂體之設計與改裝之規劃過程，與展示內容之

規劃執行成果，本身充滿各種創意與擴充的可能。

行動博物館的營運，本身即可視為一個具體而微的

博物館，其功能包括了：研究與展示策畫、展場營

運管理、推廣教育活動等層面，需要不斷投入人

力、物力與時間持續經營。

行動博物館已成為當前博物館的巡迴展示方法

之一，它本身有幾種功能，首先是新的展示空間概

念，有著可改裝的、可移動的、可擴充的特性；其

次它也有新型態的服務，包括成為交流空間、窗口

與社會教育的場所；再者也可身兼為博物館行銷的

場所，再加上博物館本身演示與詮釋的多重功能。

總括上述，能夠承載著文化內涵到各地成為「無牆

的博物館」，並達成「向下扎根」的目標，為博物

館進行文化推廣工作。

當文字本身不再是文學唯一的呈現方式，當影

音為當下閱聽時代的潮流，似乎文學又回歸到過去

口傳時代的「流動」傳播方式。而聲音本身的流動

文╱黃佳慧　展示教育組　　圖╱國立台灣文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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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聲音」策畫，將文字的書寫與閱讀，轉化為「語言的發聲與傾聽」。

談台灣文學行動博物館「音以律文」特展的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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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行動博館的特性又不謀而合。為此，本館將台

灣文學結合影音進行規劃，為本展籌備委員會初期

規劃的概念。

「音以律文」特展的策畫與誕生

行動博物館第二期特展「音以律文」，是以文

學的聲音做為發想，將文學的閱讀轉化成傾聽，讓

民眾透過聽覺感官，重新感受文學之美。

「音以律文」的展出內容並非靈光乍現，而

是擁有堅強的理論基礎及完整的知識體系才能促成

的。第二期展為期約一年的籌備期間，於規劃階段

自2012年中旬至下旬，為期半年以上，由館長李

瑞騰主持會議，召集館內展示教育組與研究典藏組

主管及相關同仁，一同籌畫藍圖。

期間多次會議討論曾探討多種主題的可能性，

包括本館曾展出的主題與新主題的開發。經過多次

討論發想後，委員最後定案以較少運用於文學博物

館之「聲音」元素為發想，結合文學本身的源頭、

母題，以及近現代諸多文學改編的文本，作為本展

的材料。待2012年底，架構議定完成，將展示委

託廠商進行製作之後，本展籌備委員會至6月開幕

前也召開多次針對執行內容與展示規劃的討論會

議，如此用心只為求展出內容尚能夠臻於圓滿。

有關於為何最後會選用「聲音」做為展示媒

介？對此，李瑞騰館長說明，「文字在還沒生成之

前，人們表達心聲就是透過口耳相傳的方式，尤

其是神話、歌謠、俗諺等，這些東西都普遍存在

於民間之中。所以這次展覽以『聲音』的型式，

就是希望能帶領民眾重回素樸的年代，領略常民

社會所流傳下來的民間文學聲音，同時擴展至台

灣母語之美，以客語、河洛語、原住民語所發聲

的戲曲及當代作品做為創作文本，傳承母語文化

的意涵。」

依據本展研究，「在視覺影像蔚為主流、白

紙黑字已逐漸不被讀者青睞的年代，除了『閱

讀』，文學是否還能透過其他媒介傳達給讀

者」，成了行動博物館第二期特展的重要命題。本

展既以文字以外的媒材作來文學的陳述，那麼，執

行過程，與如何呈現，中間會面臨甚麼樣的挑戰？

李館長表示，「文學通常以文字做為表現的媒

介，但文字是靜態、平面、定點的，因此我們策

展前就思考該如何讓文字從定點、靜態的變成流

動的、平面的可以轉變成立體化，讓它增加與讀

者之間的可能性。」

據此，在後續策展執行過程中，配合研究典

藏組提供的文字內容，運用大量現代多媒體影音設

備的聲光效果，以承載由文字轉化為聲音的台灣文

學，希望以此吸引觀眾進入由語言所構成的文學

聲音風景。在經過研究階段的匯整、轉化之後，產

生以下五個主題：一、常民之聲：口耳相傳的生命

觀眾只要碰觸書背，螢幕就會顯示作家作品，作家親口朗誦作品的

聲音則從旁邊悠悠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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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傳故事、民俗謠諺，搭配以螢幕播放各種語言的影音、文字的貼

心設計，讓民眾透過感官的接收與刺激，從中學習。

之歌。二、媽媽的話：聆賞母語之美。三、為你朗

讀：走訪作家心靈地圖。四、文字演歌：當文學登

上舞台、化為音符。五、聲歷其境：文字與聲音的

遊戲。

「聲音展示」的功能與實踐

根據學者陳佳利在〈博物館的文學聲景──試

析聲音元素在文學展示中的角色功能〉分析文學聲

音元素在文學博物館有六大功能：一、營造分文與

情緒。二、引導注意力。三、敘事與體驗。四、喚

起記憶。五、切割時空。六、傳播推廣（《博物館

學季刊》，24(1)：93-115）。故行動博館於2013

年更新展示內容時，酌參上述所列功能，構思展示

手法來呈現聲音與文學的關係。後續並配合展示內

容，持續推動於各地區各巡迴點之教育推廣活動。

此外，陳佳利的研究分析也指出，以聲音做為

展示可以有三種類型：一、聲音作為展品。二、聲

音與其他元素結合之展品。三、聲音與展品同屬特

定的脈絡。為求展出的多元與生動，展出內容依據

以上三種類型做設計表現，從最素樸而充滿生活氣

息的神話傳說、民間故事出發，延續至母語之美的

聆賞，探求文學作家誦讀的韻味，以及文學化身為

戲劇、歌曲的魅力，還有，有形的文字與無形的聲

音之交會，帶領民眾瞭解，除了閱讀，也可以透過

不同形式體驗文學之美。

展出方式以強調文學的聲音呈現並採互動

式、藝術性的展覽手法，透過多媒體設計，結合時

下最夯的資訊技術，豐富展覽內涵及多變性。前述

一、二、四區呈現的口傳故事、民俗謠諺、戲曲等

文學文本，甚至是文學電影、戲劇、音樂，搭配以

螢幕播放各種語言的影音、文字的貼心設計，配合

動畫或影像畫面，讓觀眾碰觸後，透過耳機、擴音

設備的聽取，直接得到圖像式的畫面與聲音，讓民

眾透過感官的接收與刺激，從中得到學習與瞭解的

邀請觀眾化身為「DJ」體驗文字與聲音的「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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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

第三區以書架為概念，當觀眾從書架抽取作家

書本作品時，碰觸到書背，作家的作品包含詩歌、

散文、小說、劇本等等的片段就會透過螢幕顯示，

作家親口朗誦作品的聲音從旁邊悠悠帶出，讓觀眾

體驗作家構成與詮釋作品的才思與情感，並展現作

家文本透過影音交織的另一種風貌。

在第五區，本站的末尾，邀請觀眾化身為

「DJ」，透過多媒體的設備，體驗文字轉化為聲音

的「譜曲」過程，譬如以文字跟螢幕上的電音唱盤

作聲音的「撞擊」，或用電音筆書寫時，讓碳粉透

過電流導電發出「文字的聲音」，讓觀眾以各種方

式體驗文學之美。

另外為落實文化平權，策展時亦從身障者的角

度出發，除入口已備有升降門板外，也特別加寬展

場通道路線，未來並研議將於各展區規劃點字板，

引領視障朋友一同接觸文學，感受文學的美好，以

行動力和體貼的心，讓文學沒有任何界限。

首展台南，開幕特寫

本次第二期行動博物館於2013年6月11日上午

10時30分，台灣文學館前廣場舉行盛大的開幕典

禮，邀請台南愛樂視障合唱團演唱，文化部人文及

出版司司長周蓓姬、奇美博物館館長郭玲玲、臺灣

歷史博物館副館長郭碧娥、成功大學教授林瑞明、

陳昌明、臺南大學教授林登順、張惠貞等人均蒞臨

參與揭幕。

文化部周司長指出，文學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位

置，而是以走遍各地的展出來達到真正的「文化平

權」，正港的「泥土化」。台灣文學館館長李瑞騰

表示，文學館今年10月將屆滿10週歲，除了深耕

在地，文學館更要走出去，很多人來不了文學館，

我們就打造另一座長了翅膀的文學館全台趴趴走。

結語

文化部為了落實文化平權，積極推動泥土化

政策，目前所屬的博物館及生活美學館，有多台行

動列車，靠著特製的貨櫃車深入最遠最偏的角落，

把台灣文學、戲劇及美術等等藝術展覽，從都會開

拔，其中台灣文學館的行動列車是把文學直送到家

門口，讓文學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目前「音以律文──台灣文學聲情演繹」特

展從台南出發，巡展到東部宜蘭、台東、花蓮等地

點，後續到西部及離島如澎湖、屏東、高雄、嘉

義、雲林、南投、彰化、台中、苗栗、新竹、桃園

等地。以達到推展台灣文學，拓展文學人口，以及

與地方交流的文學效應。目前本期自2013年6月起

於台南、宜蘭、台東等地展出，至8月間的參觀人

數約近萬人。

隨著第二回合的全島巡迴展開，行動博物館搭

載台灣文學下鄉，散播文學的種子。期待行動博物

館能持續以「行動力」走得更久更遠，讓台灣文學

進入每一個人的生活，像種子一樣，讓每個讀者、

觀眾在觀展後，在未來引發、延伸他們對文學的喜

好與影響力。在此邀請您一同進入「音以律文」，

這個以聲音感受台灣文學的繽紛多彩世界。

台南首展盛大開幕。（左起）林登順教授、陳昌明教授、林瑞明教

授、李瑞騰館長、周蓓姬司長、郭玲玲館長、郭碧娥副館長均蒞臨

揭幕儀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