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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6月28日至7月7日期間，中興台文所舉辦為期10日的「台灣與東南亞文學文化地景：

文字、數位、影像」夏日學校活動，邀請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許文榮老師、越南土龍木

大學國際事務處國際長裴德英老師領隊，帶領學生來臺進行交流，師生人數共計25人。組輔人員

們及學生們的投入，更是本次夏日學校舉辦的重要核心基礎，生活並不是僅僅在於學術方面的精

進，更在於與他人交流那一瞬的可貴。

   本次課程主題分成文學文化地景、數位與文學地景以及在地記錄等三大部

分，內容則涵蓋文學地景、台中文史、在地記錄、跨界交流、移民與移

工、東亞與東南亞、數位與影像等兼具跨文化與跨媒介等議題。為

強化學員們的在地體驗，亦安排了彰化鹿港文化參訪、台中文

學館、李昂文藏館以及昆蟲館等參訪活動。課程的最後，學

生們分組完成台灣與東南亞作家維基百科詞條的建 置，

為本次三方學校的文學文化交流留下一個美好的成

果展示與回憶。

撰稿人：梁禕芸

「東南亞夏日學校，下次見！」

~~~~~~~~~~~

~~~~~~~~~~~

日
頭
炎
炎
︐鹿
港
小
吃
是
快
樂

唯
一
泉
源

仰
望
︐龍
山
寺

昆
蟲
館
解
說 

好
玩
嗎 

鹿
港
文
物
館
參
訪 

李
昂
文
藏
館
中
鹿
港
虛
擬
巡
禮

大
受
好
評
︐限
時
開
張
李
昂

文
藏
館
不
專
業
解
籤
服
務

東
摸
西
碰
︐摸
著
台
中
文
藏

館
的
老
木
桌
體
會
過
往

?

回首頁





數 位
影 像        

        數位荒原的主編鄭文琦先生表示可將群島資料庫視為

一個電子期刊，不以創作的形式、創作者的國籍種族做為

劃分標準，而是以一個個專題呈現東南亞文化中的混雜   

性，無論是以文字、影音、活動何種媒介做為傳播途徑皆

被收納其中，希望透過與學者、藝術家所合作的企劃，以

多種感官來重新丈量藝術、文化與人的距離

      作為媒體平台的創建者的鄭主編總在思考著在進行

文化的保存與拓展時，我們該如何度量一個資料庫究竟

的政治意識，而這樣的標準是否公平？而又是如何體現

呢？而在思考台灣與周邊國家間文化及政治關係時，意

外收到1940年日本統治者政治宣導片《南進台灣》的影

響，決議將焦點放置於東南亞，甚至於2018年以在日治

時期飽受改良的台灣鯛為主題，聯合影音創作者勸世美

少女及馬來西亞藝術家生產出色香味俱全的感官饗宴。

數位荒原

「生活或是生存？這是個問題。」

「好吃的吳郭魚，最愛的台灣鯛」
2018年，《我的土味》

      電視劇《日據時代的十種生存法則》的製片陳南宏於2019年4月22日與學生分享在改編賴和作

品時對文本母體的思考、架構、補足與連結四個步驟，以及保有核心價值、重要情節和角色性格

的三要素，並承接起日據時期的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的感嘆——「原來時代的進步與人民的幸福

是兩回事啊！」著。鄭製片透過從文學改編成的電視劇與過往應答，該如何承接那份對在黑暗中

前進的渴求？以及不斷尋求新途徑只為使台灣人更加強壯的孤勇。在將賴和重新帶回大眾視野的

同時，也經由劇中其他角色們的設計與互動，藉由想法的轉變與賴和進行對話，來探討在任何時

代中皆無法擺脫的生存與生活的命題。

有倆個被時代母親遺棄的孩童？談賴和文學作品改編戲劇

《烏鬼》一作，集地景、歷史、影
音、舞蹈多重元素重塑台灣風貌

人物塑造的多面性

透過見證殖民的「吳郭魚」與影音網
絡相互影響創造出復古而嶄新的面貌

源起日治時期仍延續至今，連接起東
南亞世界的「南進」

改編的核心陳南宏

鄭文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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