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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107年夏季與國際知名半導體廠商—科

林研發（Lam Research）合作辦理閱讀推廣系列

講座，以「詠歎‧樂未央：原住民文學世界中的

想像、真實與記憶」為主題，從臺灣原住民文學

的發展、詩歌傳說、海洋文學、族群文化、女性

書寫到音樂創作，引領民眾探索臺灣原住民文學

多樣性與豐富的生命力。

夏季閱讀講座活動自107年5月12日至7月28

日，利用週六下午規劃辦理6場專題講座，邀請7

位知名學者與作家，從臺灣原住民文學的發展、

詩歌傳說、海洋文學、族群文化、女性書寫到音

樂創作，引領民眾探索原住民文學多樣性與豐富

的生命力。內容分述如下：

（一）5月12日，監察院副院長、臺灣大學

臺灣文學研究所兼任副教授孫大川教授主講「用

筆來唱歌：臺灣原住民文學的形成與發展」，沒

有文字的民族如何用文字來創作？孫副院長從原

住民無文字時代以樂舞來進行祭儀、文化傳遞與

人格規訓開始，從臺灣原住民文學的發展、詩歌

傳說、海洋文學、族群文化、女性書寫到音樂創

作，引領民眾探索臺灣原住民文學多樣性與豐富

的生命力。

（二）5月26日，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浦

忠成院長主講「神話•傳說•詩歌」，說明原住

民的神話傳說如何與原民生存環境、生活方式與

文化息息相扣，浦院長強調神話並非神仙的故

事，而是人類自己的故事。原住民的神話與傳說

在部落會所、學校、祭儀和各種活動中傳遞，讓

先民的智慧與部落的歷史能淵源流傳。浦院長不

僅介紹神話傳說的理論，也為現場觀眾講了一個

又一個各部落有趣的神話故事，例如阿美族吃野

菜的故事、卑南族的小米起源、以及各部落都有

的矮人傳說等。

（三）6月9日，國際知名海洋文學作家夏

曼•藍波安主講「海洋帶我去旅行」，夏曼分享

了乘坐帆船在太平洋歷險並與各國不同的族群接

觸的經驗。他表示，臺灣的作家不能將視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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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本島，唯有開拓自己的心胸與眼光，才能

創作出具有世界觀的作品。而大海對他來說，不

只是民族的根源與文化主體，而是一個實踐沒有

終點、無限可能的場域。演講之後許多觀眾紛紛

針對蘭嶼文化、海洋文學、以及蘭嶼面臨的生態

考驗等提出問題與夏曼老師討論。

（四）6月16日，清華大學臺灣文學所陳芷

凡助理教授主講「你的名字：原住民文學與文化

身分的N種相遇」，陳教授由原住民不同族群傳

統命名方式開始，介紹原住民在原初時代尚未與

他人接觸時所使用的族語以及傳統文化的脈絡。

近年來對族語的再運用，是一新的說故事方式，

讓原住民的傳統文化元素成為挑戰族群未來的能

量，讓原住民從「我是誰！」的困惑轉變為「我

可以是誰？」的無限可能。

（五）6月23日，臺東大學華語文學系董恕

明副教授主講「細雨微塵如星開闔—臺灣當代原

住民漢語女性書寫概觀」，帶領讀者進入原住民

女性書寫的世界，探索在山海與文化反思之外，

原住民女作家如何為原住民文學注入更多屬於

生活與內心的細膩情感。董教授指出，臺灣當代

原住民女性書寫的獨特性，正在於原住民女性作

家透過這些身邊的事物，反應出她們看歷史、政

治、文化、族群關係的不同視角，成為對這片土

地的另一種詮釋。她從知名的原住民女作家的作

品細細分析及品味其中所反映的原住民女性所關

注的問題及主體性。

（六）6月28日，原住民族廣播電台主持人

徐睿楷先生及中臺科技大學文教經營事業研究所

劉智濬副教授主講「傳唱與新創：從黑膠時代到

CD時代」，兩位主講人先從自己研究音樂、接

觸原住民文學與音樂的契機開始說起。兩人接觸

原住民音樂的時候，正好經歷臺灣原住民音樂與

流行歌謠的轉淚點。在兩個小時的精彩對談中， 

觀眾不只欣賞了一首又一首具有象征性的原住民

流行音樂，也對他們的創作由來以及文化背景有

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此次配合講座主題，特別與山海雜誌合作

辦理主題書展，展示原住民作家著作、《山海文

化》雙月刊、山海出版品逾百冊，並提供《山海

原住民族文學》資源手冊供現場觀眾取閱。另

外。《光華雜誌》提供臺灣原住民專刊分享參與

聽眾，並授權「我的部落 我的歌」DVD撥放。

根據每場活動問卷調查結果，聽講來賓不論是對

於講題、主講者、主講內容，甚至兼及工作人員

的服務滿意度都達到9成以上，顯示講座內容與

品質也確實符合聽講來賓所需。講座結束後，來

賓也拿出珍藏已久或是新購入的作家作品，要求

講者及作家簽名，人手一書，人人都沈浸於閱讀

文學作品的幸福中。

孫大川副院長演講風采（107年5月12日） 配合講座展示原住民作家著作及相關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