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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臺北車站的喧囂，與華山文創園區洋溢的年輕氣息，鄰近由林蔭綠樹

環抱的齊東街日式宿舍群―老樹與老屋，像極了見證日治時期到戰後的老

臺北，蘊藏著歷練與思考，給予來者智慧與養分。近幾年，在國立臺灣文學

館積極打造下，文學如同園區老樹新發的綠葉一樣，正蔓生著。

撰文╱邱睦容　攝影╱翁挺耀

文學與生活結合的創新體驗

臺灣文學基地

向外蔓生的文學孵育器

從詩社到基地　用文學來交朋友

「臺灣文學基地」（以下簡稱臺文基地）位於「臺北市齊東街聚落

風貌保存專用區」，是繼「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後，第二個以

面狀保存的文化資產專區。興建於 1920 年代，原為日本職務宿舍區，不

同尺度的木造房屋與老樹，承載了齊東街百年的歷史，戰後陸續轉為遷

臺官員、臺灣銀行員工的宿舍，疊加了新的記憶與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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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在都市開發壓力下，齊東街日

式宿舍區一度面臨拆除危機，所幸在當地居

民、文史工作者、市府的協力之下，保留下

來。建築經修繕後，國立臺灣文學館（以下

簡稱臺文館）以詩為推廣主軸，營運「齊東

詩社」；2021 年臺文館升格後，７棟宿舍整

合，並轉型為文學基地。

位在臺南的臺文館是原臺南州廳的辦公

建築，在臺北的臺文基地則是帶著生活感的

宿舍區，建築的差別也體現了兩者被賦予的

不同使命—在以臺灣文學為己志的目標下，

進行不同面向的推廣，兩者的差異，就像臺

文基地的黃主任所比喻：「我們把這邊定位成

文學的日常，就是用文學來交朋友的地方。」

在基地內，7幢不同的日式宿舍，分別是繪本、

展覽、閱讀、活動、詩舍、飲食及駐村空間，

靈活融入生活的不同面向。

文學的跨域蔓生：駐村作家

但也不限於只跟來訪的民眾交朋友，臺文

基地也以文學跟各領域交流，開館後就長期推

行的「駐村作家」，便是在「文學跨域」目標

下敞開的大門。

相較於行之有年的藝術家駐村，作家駐村

是國內相較少見的藝文駐村形式，先例僅有臺

南市文化局經營的「南寧文學．家」，而透過

申請獲選進駐的作家，創作類型則廣納了推理

科幻、歷史、飲食、生態等，身分更延伸至舞

蹈家、音樂家、影像工作者、新聞工作者、多

媒體藝術家等，國內外創作者兼具，今年甚至

有三分之一來自香港、美國、義大利等地。作

家入住修繕後的日式老屋，在歷史氛圍中汲取

創作靈感，而民眾則可藉著多元的駐村活動和

作家近距離交流。

臺文基地是繼大稻埕後第二個

面狀保存的文化資產專區。

黃主任將基地定位成文學的日

常、用文學交朋友的所在。

以臺語為遊客進行基地的室內

外導覽。

邀請駐村作家共同分享故事、

激發創意、討論文學作品。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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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故事是一切的核心，人人都喜

歡聽故事，很多創作的出發點也都是故事」，

談起駐村作家計畫，黃主任眼神發光地補充。

當以「故事」為核心，讓文學與跨域面對面：

現代舞蹈工作者，可以帶著民眾與老樹做肢體

互動，轉換園區成為環境劇場的一部分；詩人

也能和民眾一起合泡一碗泡麵，並在過程中談

論愛情與詩之間的關係。

「文學如果僅止於出版，就可惜了」，

不只駐村作家帶來的激盪，位於首善之都的臺

北，有著跨國交流、接觸各領域人才的地利之

便。明年底位於華山倉庫附近的臺北分館將修

繕完成，屆時也會開啟更多跨國合作，將更多

的文本轉譯分享。

生活裡的文學感：平安京茶事

文學，除了是生活日常，是與音樂、戲

劇、舞蹈、遊戲等藝術與休閒娛樂的對話，有

時也是生活裡的一種氛圍、一種日常調劑。早

在園區開設之初，抹茶甜點專門店「平安京茶

事」便透過公開評選機制，進駐其中一幢老屋。

「平安京茶事」雀屏中選的理由，一方

面是抹茶與日式老屋的氛圍本就相得益彰，二

方面也藉著甜點店的人氣，讓更多人走入園

區，「展覽看累了，會需要一個空間轉換沉澱。

又或者是衝著甜點而來，順道逛展覽，也沒關

係。重要的是，如果它既是茶店，也是文學

館，兩者結合，讓民眾透過飲食來認識文學，

那不是很棒嗎？」黃主任提到一次前往日本倉

敷旅遊的經驗，當她造訪當地一間人氣柚子炸

豬排店時，筷套一翻過來，上面印了當地詩人

寫的詩，「那間店有多少觀光客在吃，有多少

人知道這個地方出過詩人，但只是簡單的一個

筷套，就能讓文學被看見。」

那次的經驗也是促成這次「館慶限定和

菓子」的契機，當甜點師以季節為題、推出楓

葉與柿子造型的和菓子時，館方則在旁添上了

客籍女詩人杜潘芳格的〈月清．秋深〉籤詩：

月光照，所有地上並海水中生存一切東西。

月清秋深。

詩作誕生於生活，當杜潘芳格以自然場

景的「秋月」比擬月娘俯瞰世界、將萬物一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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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的母性姿態，藉此抒懷；而在當代，文學

工作者和飲食結合，將文學感傳遞出去，「你

所有心情，文學家都寫過。當你透過閱讀或這

些日常去感受文學，你的心會被滋養。」黃主

任感性地說，文學始終與生活密不可分。

文學的下一步：深化社會影響力

走過兩年的跨域實驗，除了繼續深化現

有的活動與文學體驗外，臺文基地的下一步，

則是打造文化空間的公共性，持續創造社會影

響力。

過去在文化場館的經營上，更多的討論

是在民間機構參與公共建設的方式（BOT、

BOO、ROT、OT 等），但不應該僅停留在制

定規範、檢驗 KPI 的層次，黃主任認為更該思

考的，是合作的實質層面：「有時讓委外單位

進來，像平安京茶事的案例；有時候是我們自

己走出去，求助和飯店、餐廳、旅行社合作，

但重要的是發揮影響力。」她以荷蘭為例，梵

谷博物館有行之有年的「來博物館為你的小孩

辦慶生 Party」活動，便是將美術融入民眾的

生活，不求每一位民眾都理解博物館的核心知

識和理念，但要透過活動，慢慢地讓人家靠近；

台夫特理工大學圖書館則設置了冥想空間，讓

圖書館不只是嚴肅的知識場域，也是能安心放

鬆的空間。

文學可以做到什麼程度？而文化空間的

邊界又在哪裡？這樣的提問，唯有透過不斷地

嘗試才有答案，然而最重要的是，「館舍要當

自己是社會的一分子，去思考自己可以做什

麼？」黃主任說。當有這樣的意識在，那麼與

社會的距離，便不遙遠了。

進駐臺文基地的抹茶甜點專門店「平安京茶事」，為園區增添日常儀式感。

除了文學交流，臺文基地也規劃布置不同主體的展覽提供遊客參觀。

館慶活動日有眾多小市集設攤共襄盛舉。

與「軟筆字創作工作坊」合作，帶領遊客重拾紙筆書寫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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