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文學小屋》 

1980-1999 台灣詩人轉譯計畫 

結案報告 
 

 

計畫主持｜林宇軒 

企劃編輯｜王柄富、王有庠 

文字校對｜江依庭、林淵智、葉映禎、鄭閔聰、陳彥融、陳彥碩 

特約攝影｜辛品嫺、林于玄、邱映寰、劉子倞 

贊助單位｜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2 
 

目錄 

 

一、緣起………………………………………………………3 

二、活動內容…………………………………………………3 

三、時程安排…………………………………………………5 

四、內容成效…………………………………………………6 

五、訪談內容連結……………………………………………9 



3 
 

一、緣起 

  「奧斯威辛後，寫詩是殘忍的」德國哲學家阿多諾如是說。2020 年對台灣

乃至對全球來說都是多事的一年，身為文學藝術一環的「詩人」在這些因疫情而

產生的紛亂中，究竟扮演／能夠扮演什麼樣的存在？是否有更多的可能？ 

  個人曾以「《房藝厝詩》Podcast 節目與系列藝文活動」申請第二期「國際

交流超疫計畫」通過，為台灣第一個以 Podcast 為名受政府單位補助之節目，

目前完成共 7 集（相關資料可見本企畫書之附錄）。該計畫針對疫情而產生，實

踐並拓展了台灣文學與多元國際交流在「文學轉譯」上的可能性，因而使得個人

產生此新計畫之想法——《文學小屋》1980-1999 台灣詩人轉譯計畫，內容分為

兩部分雙軌進行：「影音」與「訪談」。 

  台灣的新世代詩人呈現出什麼樣貌呢？文學社會學家 Robert Escarpit 曾以

「量化」的方式，歸納出作家具有「世代間」的差異，而在創作上的「巔峰」則

為 40 歲。在 2021 年即將陸續年滿 40 歲的台灣七年級世代詩人（民國 70s，出

生於西元 1981-1990 區間）在文學發展與寫作風格上，是否繼承、掌握了五、六

年級詩人的文壇話語霸權？在七年級之後的之後的八年級詩人（民國 80s，出生

於西元 1991-2000 區間）是否有整體傾向的轉變？是否代表了台灣文學中的現代

詩，在國際的文學發展中，逐漸建構出一種獨特的面貌與世代的風格？ 

  相較於目前即將完成的《房藝厝詩》計畫，「《文學小屋》1980-1999 台灣詩

人轉譯計畫」不以「主題」來區分而以「單一作家」來探討，更加明確地直指了

在文學轉譯中「建構角色形象」、「以人為本」的創新定位；而相較於傳統「幾年

級作家」之民國紀年來劃分，本計畫也以「西元」紀年之 1980-1999 期間出生之

台灣詩人作為訪談、研究對象。此設計除了在作家年代分類上能更加與國際接

軌，期望在未來若有翻譯之可能，在疫情期間或疫情過後得以因此提供外國研究

者與讀者，更加方便地去取得這些資訊。 

 

二、活動內容 

  「《文學小屋》1980-1999 台灣詩人轉譯計畫」中之轉譯，除了包含「文字

至聲音」之媒介轉譯，更涵蓋了新世代詩人長期被忽視之「創作至研究」面向。

本計畫主要分為「影音轉譯」及「詩人訪談」兩個軸線同時進行。 

  本計畫藉由邀請 27 位 1980-1999 出生之詩人，共同錄製共 27 集之讀詩影

片，讓同種素材能夠以多種媒介呈現。節目「文學小屋」之名，除了期望在台灣

疫情趨緩期間，提供一個類似於「家」、具有歸屬感和共同體認同的概念，同時

諧音在「小屋」中見「大巫」。「詩」作為文學類別中最為神秘的文類，期望能除

預期可延續《房藝厝詩》之社群流量，另期望能將台灣現代詩之新世代面貌，透

過網路傳遞給中文文學圈之大眾，達成跨國交流之實質意義，進一步地從台灣的

視角去展望世界，立基在華文文學的燈塔探詢其他地方的文學特質。 



4 
 

  因應疫情，《文學小屋》Podcast 節目試圖帶領帶眾跨越地理與國家的界線，

以輕鬆的方式探索這些在文學上努力的團體是如何運作；以及在近期是如何因應

疫情、繼續推廣文學。選擇以「詩人訪談」與「讀詩影片」同時進行呈現，一方

面除了可以從社群平台之影片引流至 Podcast，讓文學社群的交流更加方便與有

效率；另一方面也能同時以「聲音」作為媒介，達到不同於講座的時間限制、書

籍的空間限制，打破以往侷限於視覺上的文學體驗，形成一個跨感官、跨時空的

影響。 

以「文學小屋」之名，期望在臺灣疫情趨緩期間，讓「文學」成為「保護我們的

房屋」，提供一具歸屬感的空間。本計畫除預期可延續《房藝厝詩》之經驗，同

時將台灣現代詩之「新世代面貌」透過網際網路傳遞給華文文學圈之大眾，進一

步從臺灣的視角去展望世界。計畫結束，正逢臺灣疫情趨緩，《文學小屋》正好

做為臺灣文學場域復甦的禮物，以青年的力量更進一步發展。本計畫共訪談了煮

雪的人、蘇家立、林于玄、小令、陸穎魚、廖啟余、曹馭博、林思彤、林餘佐、

黃璽、王柄富、郭哲佑、陳昌遠、蔣闊宇、陳延禎、鄭琬融、蕭宇翔、李桂媚、

陳少、楊智傑、崔舜華、栩栩、ㄩㄐ、馬翊航、沙力浪、喵球、李蘋芬共 27 位

臺灣青年詩人，每人約一篇 3000 字專訪以及一支讀詩影片，近十萬字之訪談稿，

配合城市草倉、無論如河、薄霧書店、唐山書店、貓圖咖啡、紀州庵文學森林、

新手書店、川堂書店、福來得咖啡、崇文書局、華山青鳥書店、詩生活、女書店、

有河書店、意念書店、浮光書店、楫文社、方寸書店等各地獨立書店與藝文空間，

形塑出疫情之下的文學力量。在本計畫進行同時，更結合臺灣文學基地，透過駐

村作家之空間運用，邀請沙力浪與ㄩㄐ兩位詩人余日式木造建築內進行訪談，意

義非凡。行銷上，透過與「每天為你讀一首詩」支粉絲專業跨界合作，以「專訪」、

「讀詩」、「賞析」三個面向共同進行，提升計畫成效與受眾，除了網路數萬人次

之觸及率，更獲得讀者主動迴響。 

訪談詩人 訪談時間 訪談空間 

煮雪的人 2/16 城市草倉 

王柄富 8/1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曹馭博 7/14 無論如河 

陸穎魚 7/5 詩生活 

林思彤 7/29 薄霧書店 

廖啟余 7/13 唐山書店 

林于玄 4/30 貓圖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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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家立 3/27 紀州庵文學森林 

林餘佐 8/2 新手書店 

黃璽 8/3 川堂書店 

小令 5/5 福來得 

郭哲佑 8/12 崇文書局 

陳昌遠 8/13 陳昌遠公寓 

李桂媚 9/4 線上訪談 

蕭宇翔 8/28 同安街 

沙力浪 9/26 臺灣文學基地謬思苑 

陳延禎 8/23 華山青鳥 

蔣濶宇 8/19 1975 咖啡 

崔舜華 9/19 詩生活 

鄭琬融 8/25 女書店 

陳少 9/8 南方家園 

楊智傑 9/14 有河書店 

喵球 10/7 意念書店 

栩栩 9/23 浮光書店 

ㄩㄐ 9/23 臺灣文學基地謬思苑 

馬翊航 10/22 楫文社 

李蘋芬 10/30 方寸書店 

 

三、時程安排 

  整體計畫期程為 2021 年 1 月至 10 月，安排之時程如下： 

2021 年 1 月    － 前置作業 

2021 年 2 月至 9 月 － 開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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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 成果上架，分析評估與檢核 

 

四、內容成效 

  選擇「Facebook」、「Instagram」、「Youtube」、「方格子」四個平台進行，

並以「Google 表單進行輔助」，更加精準地達成預期之效果。本計畫之相關觸及

率如下： 

 

（一）Facebook：近五萬人次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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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Google 表單：主動回饋近四百餘則 

 
 

（三）方格子：四千五百次瀏覽量 

 

 

（四）Instagram：近兩萬人次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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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訪談內容連結 

專訪文章與朗讀連結： https://vocus.cc/number053/home 

 

https://vocus.cc/number053/ho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