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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簡介：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就業輔導座談會於 2018 年 11 月 14 日（三）16:30 於人文大樓 

711室舉行，主辦單位為國立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主持人施開揚老師（國

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邀請講者廖振富教授（中興大學台文所兼

任教授）、楊傑銘助理教授（靜宜大學創意書寫研發中心）來到所上，介紹臺文舞台的 N種

可能。 

講者簡介： 

廖振富教授（中興大學台文所兼任教授） 

楊傑銘助理教授（靜宜大學創意書寫研發中心） 

座談側記： 

   於 107年 11月 14日，一開始主持人施開揚助理教授提到在尋找工作方面常帶給學生壓

力，然而這種焦慮在現階段是正常的，無須過於驚慌，而此次講談重點便是理解人文學科出

路的幾種可能，於是請到在人文學界打滾多年、經驗豐富的前輩廖振富教授與楊傑銘助理教

授來進行分享。 

於講座上半場，廖振富教授提到自己離開學院，曾經有過台文館館長經驗，可以分享自

己於公共職務方面的經驗。而目前部分學科經常面臨裁減的問題，而台文所與中文系的關係

微妙，人文學術研究領域又面臨飽和問題，因此，台灣文學學科的學生必須思考其他更多的

出路與方向。廖振富教授首先請大家思考幾個問題：1、台文畢業生的競爭力是？；2、關於

你自己的未來，你的想像是？；3、如何填補「理想」與「現實」間的縫隙？認識現實、切勿

怨天尤人。廖教授請同學自己思考，自己究竟是想當公務人員、出版社編輯，或是老師？對

自己的未來有過怎麼樣的想像？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必須要有一定的認知，而一旦有了理想就

必須付出相應的努力，即便結果或許不如預期，也要有面對殘酷現實的準備。廖教授以自身

教授過的學生目前的職業進行分享，不管是在教育類擔任老師、公職方面擔任文學館員、學

術類研究人員、出版社編輯、創作文字工作者等，都是經由某些機緣而進入適合的工作場域，

並積極在各領域展現自身能力，即便遭遇低薪事繁的問題，也要保持「先求有再求好」的心

態在文學領域努力。接著，廖教授提及如何從事參加公家單位的標案？有四個重點：1、認識

標案的規矩與內容；2、籌組團隊，具備投標資格；3、相關標案不少，文字是文科的強項；4、

如何寫「投標書」與「研究計畫」。以上皆是一個台灣文學領域的學生可以研究的方向，有許

多發揮機會的可能。 

講座下半場接著請到楊傑銘助理教授與同學分享「台灣文學的 N種可能」，楊教授一開始

便提到，同學在尋找工作之前必須先思考自己人生的意義、自己想要的東西是什麼。而目前



面對社會少子化的問題，各科系有許多相應的措施，而處於體制化底下的台灣文學的下一步

為何？目前境況傾向推廣台灣文學。而楊教授認為，作為碩士生的學生應該不一定要撰寫碩

士論文，而是撰寫傳記，因為從許多台灣文學的相關影視作品（例如台北歌手）裡可以發現，

台灣文學領域的人才目前很有機會但仍然是缺乏的。從官方資料可知，目前台文系畢業的學

生仍在文化場域的人數僅剩 10-17%，於是，楊教授認為產學合作成為未來的求才策略之一，

其中核心便是提升學生閱讀理解與應用的能力。產學合作的重點是讓學生清楚知道自己要培

養什麼能力（面對未來世界，能力比知識重要），而無論做什麼事都不重要，最重要的仍是觀

察、思考、表達。其次面對具象的未來人才的核心能力有以下三點：知識、技能、態度。楊

教授舉例其帶領的學生團隊「紙飛機雜誌」，他認為在帶領這個團隊的過程中，雜誌只是一種

載體，真正要做的是培養人才，讓學生自己去接洽所有的雜誌印刷、採訪事務，進行實際的

產業連結。進到實戰場域以後，同學必須認知到：一旦有機會，同學必須積極把握機會。最

後，楊教授提出一個台灣文學出路很重要的思考與方向：破壞式創新，是否有可能為台灣文

學打開新的開展契機？ 

發問情形： 

Q： 人力銀行尋求的人才總是需要有經驗的求才者，但我們如果都沒這些經驗，要去哪裡學

這些經驗？ 

廖老師： 在學期間，應該不僅僅撰寫論文，而是積極去投稿，再苦都當作一種訓練，努力在

這期間累積自己的經驗。同學應該主動去尋找學習管道，像是現在的網路媒體都非常的方便。 

楊教授：對於每一次機會都要努力把握，所以現在的講座、稿子我都會做，因為自己一旦推

掉，別人下次就不一定會找你了，而這些都是需要累積的。 

詹教授：很多同學常常工作之後才開始寫履歷，才突然發現自己什麼都沒有，所以我建議同

學現在就可以開始寫了，去了解自己缺少哪些能力才可以趕快去彌補。而從兩位教授的談話

裡，我發現人和很重要，所以同學寫的每一篇論文、報告都是未來人和、人脈很重要的連結。 

 

Q： 楊教授大概什麼時候知道自己所謂的人生的意義？現實和理想怎麼兼顧？ 

楊教授：一開始需要先盤點自己既有的是什麼，而自己該怎麼做規劃。而我對政治有理想，

剛好有機緣進到立法院當助理，也由於有機會到香港讀書，剛好讓我得以看看一國兩制下的

香港是什麼樣子，連接了工作與理想之間的道路。 

廖教授：其實自身要有一定的理想性與狂熱，才能積極在文學領域上努力、吃苦。 

 

Q： 從技術面向來看，該如何在工作場域上突出自己？ 

廖教授： 面談實際上是會被篩選的，主觀來說個人的談吐、印象很重要，多多少少會顯露對

方的內在。雖然印象不一定對，但通常做決定的並不一定只有一個人。 

楊教授：文創需要高薪的工作有些都需要兩年以上的經驗，現在開始就要不要臉的一點點累

積，一旦有機會就要積極丟稿子給對方，但在此之前，你要先問自己你有沒有能力承擔這個

責任。最後，我要送各位同學一個對我來說很重要的話：「你要強到別人不能忽視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