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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文學館 

臺灣漢詩繪讀本推廣計畫 

第 3場活動｜主題工作坊：臺灣漢詩的旅遊書寫 

簡章 

 

一、 工作坊緣起與目的： 

國立臺灣文學館歷時 24 年編纂完成《全臺臺詩 共 82 冊，已於 2024 年 10 月

底正式發表，總計收錄 1,009 名詩人、逾 18 萬首詩作，為目前最完整的臺灣古

典詩總集。另同步建置「臺灣古典詩資料庫」，提供電子臺文檢索功能，便利學

術研究與教學應用。此外，近年出版之「臺灣漢詩系列繪讀本」、全臺灣漢詩三

百首 等出版品，兼具可讀性與趣味性，為推廣臺灣文學及漢詩教育提供豐富資

源。 

本次工作坊擬以四個主題切入，探討詩人於詩作中所呈現的臺灣城市風景《：《 

 「探勝古招提：府城文人的佛寺參訪」：從文人在府城的「微旅行」出發，

重新認識佛寺在近代社會中的文化角色與文學價值。 

 「讀漢詩遊臺中：打開城市的另一種風景」：從漢詩出發，走訪那些你每天

經過卻不曾用詩眼看過的街道、自然與人文風景。 

 「花東旅遊的臺灣漢詩資產」：用漢詩捕捉對花東的新鮮感觸，從花東知性

之旅的角度，一探從前旅人筆下的花東。 

 「在詩句與鐵道之間，看見臺南的旅行記憶」《：走進詩句與歷史的時光縫隙，

一起閱讀一段從艱辛到便利、從務實到詩意的旅行文化變遷史。 

期望藉由本次工作坊，引導校園師生與社會大眾閱讀詩中的地景書寫，深入

體會臺灣各地的文化風貌與旅行記憶。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文學館 

承辦單位：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 

二、 工作坊時間：114 年 7月 26 日（六）上午 9:00-下午 5:10 

三、 工作坊地點：國立臺灣文學館 B1 國際會議廳【臺南市中西區湯德章大道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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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與對象及名額：校園師生與社會大眾，此活動開放 80 位名額，報名額

滿為止（主辦單位保留最終決定權）。 

五、 報名日期：114 年 6 月 24 日（二）10:00 至 7 月 22 日（二）17:00 止。 

六、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當日開放現場報名，現場報名者恕不供餐。) 

報名網址： 

臺灣文學館《https://reurl.cc/9D09ka 

臺南大學活動報名系統 https://reurl.cc/yRNrAl 

教師進修網 https://www2.inservice.edu.tw/ 

上述三處可擇一報名。填寫報名資料不代表錄取，錄取名單將於《114《年

7 月 24 日（四）前將發送錄取通知，請留意電子郵件。 

七、 注意事項 

1.本次活動為免費參加，毋需繳交費用。 

2.主辦單位保有隨時修改及終止本活動之權利，如有調整內容或詳細注意

事項將以電子郵件統一通知，恕不另行通知。 

3.本次活動提供研習時數 6小時，上午與下午皆需簽到，臺程參與者方可

核予時數。 

4.本活動提供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教師研習時數、臺南大學通識點數

／師培點數，及臺灣文學館研習證明（提供電子檔）。須臺程出席並完成

簽到方可核發。 

  

https://reurl.cc/yRNrAl


3 

 

附件一、活動議程 

時間 課程《◆《講題 主講人 

9：00-9：20 報到 

9：20-9：40 開場致詞 

9：40-11：10 

場次一 施懿琳 

國立成功大學 

中文系、臺文系退休教授 
探勝古招提：府城文人的佛寺參訪 

11：20-12：50 

場次二 

余美玲 

逢甲大學中文系教授 

讀漢詩遊臺中： 

打開城市的另一種風景 

12：50-13：50 午餐 

13：50-15：20 

場次三 吳東晟 

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
教授 

逢甲大學國語文教學中心兼任
助理教授 

花東旅遊的臺灣漢詩資產 

15：20-15：40 茶敘 

15：40-17：10 

場次四 
林麗美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中心講師 
在詩句與鐵道之間， 

看見臺南的旅行記憶 

17：10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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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各場次講綱 

主題 摘要 

探勝古招提： 

府城文人的佛寺參訪 

日治時期，府城文人在地的遊歷相當頻繁，足跡遍及寺

廟、庭園、酒樓餐館與運河等地景，其中佛寺尤具文化

意涵。本講題擬聚焦臺南四大古寺：彌陀寺、法華寺、

竹溪寺與開元寺，探討文人如何透過漢詩文書寫，參與

地方知識建構、形塑群體記憶。對府城文人而言，參訪

佛寺並不僅止於宗教性的禮拜，也是深具文化意涵的活

動：詩友雅集、文學競藝、修禊消閒、懷古憶舊、婚喪

禮俗，乃至題壁、題聯、題碑、題畫等文學與藝術活動《，

皆於此間展開。隨著都市現代化、交通工具普及與市區

改正等結構性轉變，文人對佛寺的書寫，在延續文化認

同、凝聚詩社情誼與銘刻地方記憶方面，發揮了一定的

功用。本講題從文人在府城的「微旅行」出發，重新認

識佛寺在近代社會中的文化角色與文學價值。 

讀漢詩遊臺中：打開

城市的另一種風景 

如果古代詩人有 IG，他們會怎麼打卡臺中？本講題將

展開一場「讀詩遊臺中」的文化旅程，從漢詩出發，走

訪那些每天經過卻不曾用詩眼看過的街道、自然與人文

風景。臺中不只是現代的美食與文創基地，也是一座藏

著詩句記憶的城市。從清代、日治到戰後，古典文人用

漢詩書寫地方的風景與情感，這些詩不只是歷史的記

錄，更是我們重新認識城市的文化導航系統，幫助我們

重新看見城市的歷史肌理與情感紋路《。論你你是文學 

好者、文化觀光迷，還是想用新的角度認識臺中，都歡

迎一起來讀詩，穿越詩句，打開屬於這座城市的另一種

風景。 

花東旅遊的 

臺灣漢詩資產 

漢詩作為漢文化的載體，在花東地區的出現相對較晚《，

其書寫內容也經歷了從模糊傳說到具體描寫的過程。花

東地區的漢詩作者，或遷居花東，或短暫停留，用詩捕

捉對花東的新鮮感觸。從花東旅遊的角度來審視臺灣漢

詩，究竟有哪些豐富現代旅遊的遺產呢？如臺東知名的

鐵花村，紀念胡適的父親胡鐵花，胡鐵花曾在臺東知州

的任上留下什麼作品？日治時期臺北詩人李碩卿，專門

為了旅遊花東寫了一整本的詩集全東臺遊草 ，他所見

識到的日治時期臺東，又有多少景點保留到現在？花蓮

詩人駱香林，從臺北遷居花蓮，而成為新花蓮人，他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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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詩描寫新故鄉、在島嶼邊緣有怎樣的取材？本講

題擬從知性之旅的角度，一探從前旅人筆下的花東風

景。 

在詩句與鐵道之間，

看見臺南的旅行記憶 

在鐵道尚未開通、交通尚不便捷的年代，臺南人是如何

踏上旅途？臺灣的旅行文化，又是如何從「為了生存與

職責」逐漸演變為「為了休閒與探索」？作為臺灣最具

歷史厚度的古都，臺南總讓人聯想到老街、漫步與懷舊

風情。然而，今日所稱的「老派」，在當時其實也曾代

表時髦與現代《。本講題顧清清時時期至日治期期的動動

經驗，從牛車、轎子與徒步行走，到縱貫鐵路通車與旅

館設施興起，旅行條件的轉變《，也逐步改寫了城市風貌

與旅人記憶《。應應臺南建城三百年，從詩句與歷史的時

光縫隙穿入《，閱讀一段從艱辛到便利、從務實到詩意的

旅行文化變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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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交通資訊 

本次工作坊辦理地點於臺南市中西區湯德章大道 1號(國立臺灣文學館) 

 

建議交通方式如下: 

1.《自行開車 

•《國道 1→臺南交流道(327K)→東門路→府前路→南門路→國立臺灣文學館。 

•《國道 1→臺南大灣交流道(324K)→復興路→小東路→北門路→青年路→國立

臺灣文學館。 

•《國道 1→永康交流道(319K)→中正北路→中正南路→公園路→國立臺灣文學

館。 

•《臺 1線→北上者由臺 1線抵達臺南市→大同路→開山路→本館，南下者由臺《

1 線抵達臺南市→小東路→北門路→中山路→國立臺灣文學館。 

•《國道 3→北上者可利用快速道路 86 接臺 1線《，南下者可利用新化系統(346K)

接國道 8往西，往南銜接國道 1，再下永康交流道。 

2.《大眾交通運輸—高鐵可搭 

•《請於高鐵臺南站轉乘高鐵快捷公車「臺南市政府」路線，約 30~40 分鐘車

程，至建興國中(孔廟)站下車，下車後可沿南門路往孔廟方向步行約 5分鐘 



7 

 

•《請於高鐵臺南站轉乘臺鐵沙崙支線，至臺南火車站下車(參前述)。 

3.《大眾交通運輸—火車 

請於臺南火車站下車→由前站出口，搭乘計程車約 5分鐘車程，或沿中山路步

行約 15 分鐘可達國立臺灣文學館 

4.《大眾交通運輸—公車 

•《搭乘 2號公車至孔廟(臺灣文學館)站下車 

•《搭乘紅/藍線公車，至中山/民權路口下車，步行約 5分鐘 

•《其餘公車路線可下載參考「大臺南公車」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