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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不論在古典與當代，兩岸都存在著文學互動的軌跡。其中又以往來水陸交通

最為便捷的廈門，成為台灣與中國在兩岸學術文化交流的中繼站。二十世紀下

半，隨著政治局勢的逐漸開放，兩岸的互動日趨頻繁，兩岸在文學領域的互動參

訪，更趨積極熱絡。 

    有鑑於兩岸文學的相互交流與文化向下扎根的重要性，由文建會委託、國立

台灣文學館主辦之「2010 廈門文學之旅大學生夏令營」於 2010 年 9 月 3 日至 9

日舉辦，甄選台灣大專院校文史相關系所的 40 位大學生(含研究生)，分別前往廈

門、漳州、泉州進行七天六夜的參訪交流，並針對台灣文學中，較為重要的幾個

研究主題（包括林語堂生平文學、中國文學研究在台灣、及台灣文學研究在中國

等），舉辦主題講座、專題演講與交流座談。也造訪廈門、漳州、泉州等地的文

學現場，增進對文學家的認識與瞭解，並與「廈門大學」、「漳州師院」、「泉州師

院」、「華僑大學」進行交流。 

    本營隊委託具豐富交流經驗之國立成功大學中文系辦理，並由中文系系主任

陳益源教授擔任領隊，由助理教授蘇敏逸擔任副領隊，國立台灣文學館研究助理

陳昱成、助理研究員楊順明代表主辦單位，以觀察員身分隨隊前往。 

本次營隊參訪的景點有魯迅紀念館、鼓浪嶼、漳州市薌城林語堂紀念館、平

和縣林語堂文學館、南山寺、明清古街、文廟、華安土樓、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聖墓、開元寺、洛陽橋、中國閩台緣博物館、黎明大學巴金研究所等地，涵蓋博

物館、學校、世界文化遺產、歷史地標、古蹟、寺廟等，行程豐富而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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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0 廈門文學之旅大學生夏令營」

緣起 

不論在古典與當代，兩岸都存在著文學互動

的軌跡。其中又以往來水陸交通最為便捷的廈

門，成為台灣與中國在兩岸學術文化交流的中繼

站。二十世紀下半，隨著政治局勢的逐漸開放，

兩岸的互動日趨頻繁，兩岸在文學領域的互動參

訪，更趨積極熱絡。 

    有鑑於兩岸文學的相互交流與文化向下扎

根的重要性，由文建會交辦、國立台灣文學館主辦之「2010 廈門文學之旅大學

生夏令營」規劃於 2010 暑假期間舉辦，並以兩岸文學交流主題為重點，以中國

近現代代表性文學大師林語堂的探討為交集，兼論台灣文學目前的研究現況。 

林語堂身為中國近現代文學當代大師，行跡遍及中國及台灣各地，廈門不但

遺留有兩處林語堂故居，在漳州更有一間別緻的林語堂文學館，而台灣在陽明山

也有一座林語堂生前的故居。因而此一計畫在透過座談交流，闡述林語堂的文學

作品意義之外，並將實際拜訪林語堂相關的文學遺跡，以深刻體認林語堂的重要

地位。 

此外，台灣文學的研究在近幾年來，於海峽兩岸都有日趨熱絡的趨勢，不但

台灣成立了台灣文學館及台灣文學相關系所，廈門更在中國研究台灣文學的領域

裡，扮演了極為重要的角色，設有獨特的廈門台灣研究中心、廈門大學台灣研究

院，而此行亦將一併前往參觀訪問這些學術研究單位，以深入理解台灣文學目前

的研究現況，並進一步將台灣文學豐富的內涵，推廣至中國。因此本計畫之夏令

營將以林語堂、台灣文學、中國近現代文學作為交流主題，舉辦為期七天六夜的

「2010 台灣—廈門文學之旅大學生夏令營」，並於營隊中安排主題講座、專題演

講、文學景點參訪、交流座談四部分，達到學習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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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參訪行程 

9 月 3 日(第一天) 

行程第一天，來自台灣北中南等地的 40 名學子，12 時左右於國立成功大學

校門口集合，之後前往台南航空站，飛往金門，透過小三通方式，前往廈門。抵

達廈門晚餐後，第一個行程就是拜訪廈門大學，聆聽廈門大學李曉紅博士「林語

堂家族與廈大」的演講，隨後進行台灣學生與廈大學生之間的交流。 

 

 

 

 

 

 

 

 

  陳益源教授(左)  李小紅教授(右) 

 

 

 

 

 

 

 

 

 

交流座談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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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理研究員楊順明、研究助理陳昱成於廈門大學人文學院 

 

 

 

 

 

 

 

 

 

 

營隊學員於廈門大學人文學院入口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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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大學是由華僑領袖陳嘉庚先生 1921 年所創辦，是台灣研究的重鎮和兩

岸學術交流的重要學校，廈門大學中文系創辦於同年，魯迅、林語堂、沈兼士、

施蛰存、孫伏園等著名學者曾在此任教，中文系有教師 58 人，設有文藝理論、

現當代文學、古典文學等七個教研室。 

9 月 4 日(第二天) 

第二天上午在廈門大學人文學院舉行「2010 台灣─廈門文學之旅大學生夏

令營」開幕式，由中文系系主任李無未主持，隨後由知名台灣文學研究者朱雙一

教授以「從廈門大學走出的台灣文壇名家─尋覓王夢鷗、姚一葦、余光中早年在

廈大的文學足跡」專題演講。朱雙一教授為台灣研究院教授，長期研究台灣文學

發展脈絡與作家，此次演講聚焦在廈門大學發跡的幾位文壇名家，早年在廈門大

學學習及工作的文學足跡，六七十年前這些台灣文壇泰斗在廈門的文學活動，往

往是他們文壇生涯的起步，朱教授在演講中分享了他與這幾位作家往來、聯絡並

透過書信、訪談與當年報刊之蒐集等第一手資料，得出這三位名家的成就與早年

在廈門大學學習不僅有極大關聯性，也是完整了解一位作家的重要元素。 

 

 

 

 

 

 

 

 

 

 

 

朱雙一教授於廈門大學中文系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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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結束後，參觀由廈門大學中文系所管理的魯迅紀念館。魯迅紀念館是中

國五大紀念館中唯一設於高校的紀念館，設立於 1952 年，紀念室設在集美樓二

樓原魯迅先生在該校任教時所居住過的房間，1956 年，爲紀念魯迅 75 歲誕辰、

逝世 20 週年及到廈大任教 30 年，將原紀念室重新整理，並增設陳列室與著作等

相關資料，今日所看到的紀念館，則是 1976 年後廈大對紀念館進行全面整修、

補充相關複製文物與照片，並擴大規模，將魯迅紀念室改為魯迅紀念館，門口匾

額採用郭沫若先生題字。 

 

 

 

 

 

 

 

 

 

 

校園中的魯迅雕像                         魯迅紀念館入口 

 

 

 

 

 

魯迅紀念館內展覽現場 

下午則搭渡輪前往鼓浪嶼，參觀林語堂結婚地、賴和行醫處，這兩處地點由

廈大中文系研究生李洋導覽。鼓浪嶼素有「海上花園」的美稱，有「萬國建築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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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會」之譽，林語堂的婚禮就是在這島上舉行的，我們一行人在帶領之下，前往

參觀他婚禮所在。 

1918 年賴和前往廈門，在鼓浪嶼上的博愛醫院行醫兩年，當初是以總督府

醫官的身分前去的，當時正值五四運動的高潮，反日運動相當激烈，此時他也留

下了漢詩作品〈元夜渡黑水洋〉(黑水洋即台灣海峽)，表達其內心的矛盾與衝擊。 

博愛醫院，賴和行醫處                        參訪營隊於林語堂故居(廖宅)前留影 

晚間前往漳州，抵達漳州師院後參加了由漳州師院籌備規劃的歡迎晚會，漳

州師院的學生帶來了動感的街舞、傳統舞蹈、泉州口音之閩南語說書，台灣學生

也推出了第一支舞等演出熱烈回應。 

9 月 5 日(第三天) 

第三天早上前往漳州師院，於漳州師院中文系舉行「林語堂與漳州」交流座

談，由施榆生教授主持，隨後在施榆生教授的導覽下，驅車前往薌城林語堂紀念

館參訪。 

漳州師院交流座談現場，由施榆生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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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訪營隊於漳州師院留影，漳州師院贈送叢書給來訪師生 

位於薌城的林語堂紀念館，座落於天寶鎮五里沙村，是中國第一家林語堂

紀念館，佔地約 30 多畝，附近有廣闊的香蕉園圍繞著，建築風格融合中西，頗

能展現林語堂的一生文學精神，林語堂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被稱為「腳踏中西文

化兩隻船」的人，其紀念館廣場上有 2 米高的林語堂坐式雕像，林語堂雙親的合

葬墓就在紀念館後的不遠處。 

 

 

參訪營隊於林語堂紀念館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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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說員爲來訪學生進行展場導覽 

林語堂文物與手稿 

位於台北的林語堂紀念館模型                      林語堂一生著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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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縣林語堂文學館位於林語堂出生地：漳州平和縣坂仔村，風光明媚，

河流流過，且遠處山巒層疊起伏，對於林語堂的童年來說，留下了相當美好的回

憶，該館於 2007 年開館，展示內容分為「山鄉孩子、和樂童年」、「文學大師、

文化巨匠」、「魂牽祖國、夢繞家鄉」、「載譽全球、名留青史」等四部份，故居一

入口，就有一本立體的大書攤展在地面上，上面寫著「我是漳州府平和縣人，我

的家鄉是天下最美的地方」，吸引遊客進入讓林語堂感動與喜愛的文學原鄉，展

覽館外，也有林語堂小時後住過的傳統閩南住宅、小學時上課的環境可供參觀懷

想。 

研究助理陳昱成與領隊陳溢源教授                         林語堂故居入口 

 林語堂故居戶外書本展示                           林語堂文學館展場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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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間於漳州師院有一場專題演講，講者為漳州師院中文系湯漳平教授，他是

漳州市林語堂研究會會長，講題為「唐初中原移民入閩與閩南文化之形成」，分

享閩南文化的生成與近代對台灣的歷史進程之影響。 

 

9 月 6 日(第四天) 

今天的行程是參觀南山寺、明清古街、文廟(孔廟)及世界文化遺產—華安土

樓。南山寺位於漳州市區九龍江畔的丹霞山麓，聞名海內外，擁有一千兩百多年

歷史，建於唐開元年間，至明朝才改稱南山寺。 

   明清古街長約一公里，完整保留騎樓式店面、中西合璧式建築、閩南風格民

居等三大類股民居建築，有趣的是，這裡還可以找到「台灣路」，街區內人文氣

息濃厚，可以找到傳統小吃、木版年畫、等傳統文化的蹤影。 

街道上有「唐宋古城歷史街區」介紹，標示了這個街區上幾個重要的文物保

護單位：明代石牌坊 2 座與漳州文廟、作家楊騷故居、台灣徐氏後裔的祖厝徐厝

巷等。 

明清古街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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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清古街的巡禮過程中，會經過位於文西路的文廟，享有盛名的漳州文廟

是中國四大孔廟之一，建於宋朝慶曆四年(1044)，鄭成功曾到此祭孔。 

漳州文廟 

世界文化遺產「土樓」的參觀經驗是非常獨特的，土樓的存在與過去閩粵山

區的匪盜之存在有相當大的關聯性，有鑑於這樣的社會環境，相同血脈、同姓氏

的宗族便會聚集而居，透過修築大型的土樓建築，達到防禦的效果。此次參觀的

土樓為圓形結構，此外也有方形的土樓，根據調查，福建土樓目前約有三千多幢，

位於華安縣的土樓現存 68 幢，我們這次所參觀的華安土樓也是這些保留下來的

土樓當中，較具有鮮明的地域色彩和特殊歷史價值、藝術價值、科學價值的，尤

其以「二宜樓」可作為其中代表、傑作，也是中國傳統民居的瑰寶。 

營隊學員於「二宜樓」土樓前合影                          土樓內部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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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隊學員於「南陽樓」土樓前合影               二宜樓內隨處可見書畫等藝術作品 

9 月 7 日(第五天) 

今天的行程第一站就是海外交通史博物館，館長親自接待我門，並安排解說

人員爲我門導覽。海外交通史博物館從「船式」建築造型上，就可以看出這是一

個以船舶和海外交通為主題的博物館，館內有幾個特展，如「海外交通史陳列這

館」、「古船陳列館」、「中國古代船模館」、「宗教石刻與海外民俗陳列館」。「海外

交通史」陳列館是主要也最屬規模較大的大展，展出古代泉州(古稱刺桐)的歷

史，展場有大量的文物與模型、古地圖、生活物件，可以看出古刺桐港的興衰，

「古船陳列館」展出修復後的宋代海船及各種貨船、客船、漁船和出使船等等。 

海外交通史博物館館長親自接待                    陳溢源主任向學員介紹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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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船舶模型                               宋元時期海外交通地圖   

 

 

 

 

 

 

 

 

 

 

 

 

 

 

 

 

 

 

學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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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蘭教聖墓是埋葬伊斯蘭教穆斯林賢人的葬墓。根據記載，伊斯蘭教傳入

中國甚早，至今在泉州，已是各種宗教融合的景況，伊斯蘭教聖墓佔地遼闊，還

有一個明朝三寶太監鄭和第五次下西洋專程到泉州拜謁的「行香碑」。 

 

 

 

 

 

 

 

伊斯蘭教聖墓                                鄭和「行香碑」 

開元寺是福建省內最大的佛教寺院，規模宏大，建築精緻，保留情況相當良

好，是中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開元寺牆壁上的雕刻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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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觀洛陽橋是個很有趣的經驗，因為洛陽橋的建橋過程已經跟神話傳說融合

在一起。洛陽橋是宋代泉州郡守大書法家蔡襄所建，是中國第一座跨海的大石

橋，原名萬安橋，始建於 1053 年，並且整整花了六年的時間才興築完畢，素有

「海內第一橋」之譽，在橋的起點處，有個巨大的蔡襄的紀念雕像，走過橋到另

一側，有紀念石碑與公祠，是個知名的觀光景點。蔡襄曾寫〈萬安橋記〉，其碑

刻是書法珍品，現在保存在橋頭蔡忠惠公祠內。 

洛陽橋橋頭蔡襄雕像                         洛陽橋紀念碑(上) 學員參訪洛陽橋(下) 

晚間在泉州師院舉辦一場交流座談會，泉州師院師生皆到場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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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8 日(第 6 天) 

華僑大學是中國重點建設大學，直屬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領導，創建於

1960 年，是一所綜合性大學。9 月 8 日上午在華僑大學有一場專題演講，由倪金

華教授主講，講題「周作人與日本隨筆」，從魯迅與他弟弟周作人談起，之後談

到周作人幾次赴日與日本文化的洗禮，接著談到周作人對隨筆文體的審美選擇，

最後以周作人對人生趣味的多方追求總結。演講隨後並就地展開了一場交流座

談。 

在華僑大學舉辦倪金華專題演講與交流座談會 

 

下午行程，前往中國閩台緣博物館。中國閩台緣博物館是一間嶄新的國家級

博物館，反映福建與台灣歷史關係，故稱「閩台緣」，佔地 154 畝，建築外觀像

是飛碟一般，令人印象深刻，博物館二樓的主題展「閩台緣」，從歷史學、考古

學、人類學、社會學、民俗學等角度，透過實物、文獻、圖片等資料，對比出福

建閩南與台灣的密切關係，以及中國人民與台灣同胞文化承接的歷史。博物館三

樓的「鄉土閩台」主題展，則按照春夏秋冬四個季節，運用展示情境手法，讓民

眾彷彿身歷其境感受閩台兩地共同的民俗風貌。 

隨後參觀了黎明大學裡面為紀念巴金所設的「巴金研究所」，欣賞豐富的藏

書與回憶巴金與黎明大學的過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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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閩台緣博物館(左)                       閩台緣博物館館長楊彥傑(右) 

利用 3D 投影效果製作的展示內容，有動態影像呈現生活面貌 

 

晚間前往泉州師範學院參加由泉州師院籌畫的文藝晚會，該校安排了南音、

提線木偶「小沙彌下山」表演等精采表演， 

第七天  泉州師院並邀請了已經與中央電視台簽約的五位傑出校友回來獻唱，五

位男歌手展現高超的和聲之美，此外還有舞蹈表演、令人印象深刻的戲劇表演，

互動遊戲等等，台灣赴大陸的學生們也分別以四個節目表演參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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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音演出(左)                        提線傀儡〈小沙彌〉演出(右) 

 

9 月 9 日(第 7 天) 

今天是行程最後一天，在泉州師院有最後一場專題演講「閩南民間故事與閩

南人的審美取向」，由戴冠青教授主講，戴教授從「閩南民間故事的文化土壤」

談起：閩南文化是一種移民文化，閩南地區流傳著許多豐富多彩的民間故事，閩

南民間故事是閩南文化不可或缺的部分，不僅通過民間傳播潛移默化地規範著民

眾的道德修養，同時也對整個閩南社會的建設、和諧、繁榮都具有重要的促進作

用，成了一種閩南文化精神的有力載體。而其審美取向，有幾個特色：(1)神鬼想

像與善惡有報、(2)冒險想像與拼搏進取(3)英雄想像與行俠助人(4)鄉戀想像與尊

宗敬祖(5)儒商想像與義利和諧。其中，洛陽橋的故事就將蔡襄「英雄化」並且有

神鬼想像的成分在裡面。由廣大群眾共同創作、千百年來流傳的閩南民間故事，

可以說是一座閩南民間歷史文化的寶庫。 

隨後隆重舉辦閉幕式，完成了這一次七天六夜的「2010 台灣─廈門文學之

旅夏令營」兩岸交流營隊，隨後全體學員前往石井碼頭，搭船前往金門。適逢颱

風，原本從金門飛高雄的班機取消，全部學員飛往台北，在搭乘客運返回台南國

立成功大學，七天六夜的營隊，於此畫下完美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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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廈門‧漳州‧泉州文學之旅大學生夏令營閉幕式 

 

三、心得及建議 

筆者與助理研究員楊順明有幸隨團觀察，親眼見證兩岸文化交流所產生正面

意義。這次的夏令營，其實分兩個部分，台灣學生前往大陸參訪，大陸學生也隨

後來到台灣，兩岸學子彼此進行交流。 

這 7 天行程共計參訪了魯迅紀念館、鼓浪嶼、漳州市薌城林語堂紀念館、平

和縣林語堂文學館、南山寺、明清古街、文廟、華安土樓、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聖墓、開元寺、洛陽橋、中國閩台緣博物館、黎明大學巴金研究所等地，並與「廈

門大學」、「漳州師院」、「泉州師院」、「華僑大學」進行交流。「廈門、漳州、泉

州文學之旅」涵蓋博物館、大專院校、世界文化遺產、歷史地標、古蹟與寺廟等，

行程豐富而充實，也與當地的學者教授、作家、博物館館長、大學生與研究生有

了接觸。 

    由於承辦單位國立成功大學中文系與閩南地區的幾所大專院校過去已有豐

富交流經驗，此次赴大陸參訪，可謂非常順利，當地學校也表現了十足的歡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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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在歡迎晚會上除了有茶點，還安排了不少精緻的演出：說書、街舞、傳統舞

蹈、南管、演唱、話劇、互動遊戲，讓學生之間有了充分展現彼此特色的機會及

達到互相觀摩之效果。  

本營隊所規劃的「2010 台灣─廈門文學之旅大學生夏令營」，行程非常豐

富，成行之前，已有其他學校的老師也想參考這個路線，或跟著走訪，活動之後

也曾接到學生的詢問電話，想知道未來還有沒有參訪的機會，以便能深刻體驗兩

岸的差異，以及參與學生之間相當難得的兩岸文學交流盛事。 

這次營隊的舉辦，安排了名家的演講，如廈門大學朱雙一教授「從廈門大學

走出的台灣文壇名家─尋覓王夢鷗、姚一葦、余光中早年在廈大的文學足跡」的

專題演講，這是朱雙一教授到台灣訪問時，與這幾位作家有過書信、訪談，或蒐

集當年報刊之資料所得第一手資料所作的講座，十分珍貴，這些都是學院課程之

外非常難得的學習資源。 

兩岸文學交流，這是一個起點，無疑也是一個新扉頁，這一次，學生們彼此

走進了對岸的文學現場，讓兩岸學生對台灣文學有了更多的觀察、更大的視野，

看著這些初次接觸便很快地打成一片的兩岸學子，這樣的交流也較容易讓兩岸學

生知道兩岸文化的差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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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錄 

(一)參訪行程表 

日  期 時  間 行    程 

12：10-12：30 成功大學校門口集合 

14：10-15：05 台南-金門（飛機） 

16：30-17：35 金門-廈門，抵廈門 

18：00-19：00 晚餐 

19：30-21：30 

交流座談（一）-廈門大學    

地點：南光會議室：320 室 

主持人：李曉紅+陳益源       

主題：林語堂在廈大 

第一天 

09 月 03 日 

(星期五) 

22:00 下榻廈門：金威酒店 

7：00-8：00 早餐+退房 

8：30-9：00 
開幕式-廈門大學 

主持人：李無未主任 

9：00-10：30 

專題演講（一）-廈門大學 

講者：朱雙一      

講題：台灣文壇名家的文學起步 

10：30-12：00 
拜訪廈門大學人文學院、魯迅紀念館（南普陀寺）

等地。 

12：00-13：30 午餐 

13：30-17：00 
參觀鼓浪嶼（林語堂結婚地、賴和行醫處） 

（導覽：廈大研究生。） 

17：00-18：30 晚餐：（廈門） 

18：30-20：00 晚餐後，前往漳州（車程約 1.5-2H） 

20：30-21：30 
歡迎晚會-漳州師院 

地點：學生宿舍活動中心 

第二天 

09 月 04 日 

(星期六) 

22：00 下榻漳州：漳州大酒店 

第三天 7：00-8：00 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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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10：00 

交流座談（二）-漳州師院    地點：系會議室 

主持人：施榆生 

主題：林語堂與漳州 

10：00-11：30 參觀漳州市薌城林語堂紀念館（導覽：施師） 

12：00-13：30 午餐： 

14：00-17：00 
拜訪平和縣林語堂文學館（林語堂出生地） 

（1-1.5 個小時車程） 

17：30-19：00 晚餐 

20：00-21：30 

專題演講（二）-漳州師院 

講者：湯漳平 

講題：唐初中原移民入閩與閩南文化之形成 

09 月 05 日 

(星期日) 

22：00 下榻漳州：漳州大酒店 

7：00-8：00 早餐+退房 

8：00-10：00 參觀南山寺、明清古街、文廟 

10：00-12：00 往華安 

12：00-13：30 午餐：（可於土樓用餐） 

13：30-17：30 參觀世界文化遺產—華安土樓 ，前往泉州 

17：30-18：30 晚餐：（可於往泉州路上用餐） 

第四天 

09 月 06 日 

(星期一) 

20：00 下榻泉州：金威假日酒店 

7：00-8：00 早餐 

8：00-12：00 參觀海外交通史博物館+聖墓  

12：00-13：30 午餐：（可於附近用餐） 

13：30-17：00 開元寺、老君岩、洛陽橋及其他 

17：30-19：00 晚餐：（可於泉州師院附近用餐） 

19：30-21：00 
交流座談（三）-泉州師院 

主持人：黃科安 

第五天 

09 月 07 日 

(星期二) 

21：30 下榻泉州：金威假日酒店 

第六天 7：00-8：00 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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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10：00 

專題演講（三）-華僑大學 

 主持人：王建設 

講者：倪金華 

講題：周作人與日本隨筆 

10：30-12：00 

交流座談（四）-華僑大學 

主持人：王建設、陳益源 

主題：閩台兩地名家創作中的地域因素 

12：00-13：30 午餐 

13：30-16：00 參觀中國閩台緣博物館 

16：00-17：00 參觀黎明大學巴金研究所 

17：30-19：00 晚餐 

19：10-20：30 
文藝晚會（南音、提線木偶表演，泉州師院策劃） 

泉州師院 

09 月 08 日 

(星期三) 

21：00 下榻泉州：金威假日酒店 

7：00-8：00 早餐+退房 

08：30-10：00 

專題演講（四）-泉州師院 

講者：戴冠青 

講題：閩南民間故事與閩南人的審美取向 

10：00-11：00 閉幕式-泉州師院 

11：30-12：30 午餐：（可於往石井碼頭路上用餐） 

14：40-15：40 泉州-金門 

18：40-19：35 金門-台北 

第七天 

09 月 09 日 

(星期四) 

18：35-19：25 金門-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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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交流團隊及學員名單 

觀察員 

國立台灣文學館公共服務組陳昱成研究助理 

國立台灣文學館公共服務組楊順明助理研究員 
 
領隊 

陳益源（國立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副領隊 

蘇敏逸（國立成功大學中文系助理教授） 

執行秘書  

廖凱蘋 陳怡君 

學員 

陳玉樹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趙惠敏 國立中興大學  

李淑如 國立成功大學  

陳凱琳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  

謝三進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李吟臻 國立成功大學  

汪祐安 玄奘大學  

吳翊良 國立成功大學  

吳尚儒 國立台北大學  

曾惠芬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  

王淑瑜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  

黃薇仰 國立台北大學  

李詩意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莊漢昇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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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信漢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郭晉妤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  

張怡婷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  

李侑儒 國立台北大學  

陳怡如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  

陳雲姿 國立台北大學  

林芷卉 國立台北大學  

塗惠雯 國立成功大學  

廖千慧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  

蘇秋鈴 國立台南大學  

楊智凱 國立台北教育大學  

黃昱升 國立台北教育大學  

蔡雨璇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洪俊彥 國立中央大學  

余佩芳 國立中央大學  

許詠淩 國立成功大學  

黃育翎 國立台北大學  

陳懿安 國立成功大學  

張中函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  

張雅琪 國立台北大學  

王薈雯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盧鈴爵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陳奕翔 國立成功大學  

薛裕民 國立中山大學  

林亮宇 國立成功大學  

姚蘊玲 國立成功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