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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舉辦，主辦單位為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邀請到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文

化研究科——盧美辰分享台灣文學專業之背景於任職文化行政部門職務之優勢。 

講者簡介:  

盧美辰，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文化研究科。 

座談側記: 

 由詹閔旭老師引言介紹自身在公部門服替代役期間對於文學專業不知何去何從之焦慮，

爾後才找到所學得以發揮之處。而講者亦是具有清大台文所畢業之文學專業、在政府文化行

政部門工作之背景，故而邀請講者分享自身之經驗，以協助同學們思考未來工作之方向。 

 盧美辰認為台灣文學有分為：文學、影像、社會、語言、文化、歷史及戲劇等面向，實

為極寬廣之大目，台灣文學具有眾領域之基礎概念，故而在跨領域職務方面有可更快上手之

優勢。緊接著講者大略介紹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所承攬之業務種類後，講者介紹任職於台中文

學館舍之工作。講者以文學館之宣傳影片為媒介，介紹館區之概況，並藉此說明文學館業務

的具體樣貌。講者說明了歷史遺跡改建成文學館之館舍能否永續經營乃關乎於文學館之定

位，而台中自日治時期即為文壇中心，因此將原為日治時期警察宿舍以「台中文學館」之定

位修復、活化，而文學館之館舍本身也將以此中心思想之定位得以持續存在。 

 接著講者藉由介紹二常設館舍之特色帶至其所負責之業務——主題特展。講者以「生命

的鼓手——陳千武特展」為例，其認為在籌備特展期間，藉著各項籌備工作更能深入的了解

作家、作品、歷史脈絡等，並在人物與主題二大命題中選出其所適合之主軸。而在籌備與展

場的意象展現方式，對於作家、主題等相關知識的了解與探究尤為重要，而於作家家屬、友

人或研究學者之對談中，具有文學相關背景是獲得作家的信賴的關鍵優勢。對於探究相關文

物、書籍與作品時，更能與台文所學之背景相呼應、活化所學知識，也讓盧美辰體認到文學

背景存在之價值。而在不同特展的籌辦過程中，持續地發掘自己內在的文學底蘊，使得在學

生時期所得之知識得於實務應用中不斷地更新與精進。 

 盧美辰以為在文學館的工作，無論是在常設展、特展或館區裝置藝術等面向，皆是脫離

不了文學的疆界，而各種展覽活動若背景知識不足時，將無法順利推廣文學活動。且如上所

述，透過建置展覽、裝置藝術及文學活動舉辦的過程，能讓自身所蘊藏的文學知識不斷地反

芻、發酵與豐富。透過此工作使得文學能夠不斷地被推廣、紮根於大眾的要件之一便是工作



者自身豐富的相關背景知識，而這正是具有文學背景的台文所學生具備的優勢。 

現場互動(節錄) 

問：文化行政工作之業務與外界（文化局、各級學校、廠商等）的合作關係方面是如何進行

的？台文相關系所的學生在就學期間要如何與文學館連結？ 

答：廠商會有自己的想法，且將會與館內雙方不斷的磨合與討論，在討論的過程中自身的文

學底蘊內涵是重要的輔助，有著文學背景的支持可以讓你在面對廠商時不會處於被動狀態，

而展覽的陳設得在以雙方不討論中不斷的調整得出最佳執行方案。 

而與台文相關系所學生的連結，台中文學館之前曾與中教大合作，像文創或文學系所他們會

辦展覽，再向文學館提出計劃申請場地借用。或是於文學館舉辦的推廣活動中邀請學生參與

表演、志工等服務，透過這些活動，可以讓學生提早知道文化行政工作在籌備期間的樣貌。 

 

問：撤展後的展品是怎麼保存的？ 

答：像展板等東西是消耗性的，所以成本並不高。手稿的部份是向作家借用，由館方支付授

權費等，在展覽後我們就會將作家手稿類的展品典藏在其他空間，可能是圖書館或其他分

館。若是昂貴的器材如投影機等，我們就會希望是可以永續使用而不是輕易損壞的概念。 

 

問：台中文學館是不是比較適合台中人去？因為對家鄉熱情的投注是不是會不一樣？ 

答：我覺得若是在家鄉的推廣工作，自身會生發出使命感，因為這是你熟悉的土地、熟悉的

文化，你會想要自己去推廣它。如果是剛好在家鄉以外的地區工作，也可以當作是一個學習

的經驗，若是有機會回到家鄉工作，可以更加得心應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