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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立臺灣文學館（以下簡稱本館）致力推動臺灣文學國際化，並以文學作為國家在世

界位置的標記，這是落實臺灣以軟實力文化外交的實踐。今為更準確掌握臺灣在漢文

化圈的話語權與詮釋權，同時為了落實臺灣在荷蘭、英國的文學展覽、研究及外譯合

作，本館林巾力館長（以下簡稱筆者）特於 2023 年 7 月 18 日至 7 月 31 日，前往荷蘭

及英國拜訪，進行展覽及外譯合作等項之洽談，並出席本館與荷蘭萊頓大學圖書館之

合作備忘錄簽訂儀式，至英國東英吉利大學英國文學翻譯中心參加臺灣文學翻譯工作

坊，並赴英國愛丁堡出席「航向世界：台灣文學主題展」之開幕晚會。此行同時拜訪

駐外單位、藝文單位、臺灣學研究學者、譯者，就臺灣文學之國際推廣交流意見，並

擬定接續辦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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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本計畫為促進臺灣與荷蘭、英國文學交流，增進我國文學研究、外譯、展示、典藏

經驗，並洽談展覽相關合作細節。計畫重點為拜會荷蘭萊頓、英國諾里奇、愛丁堡等城

市，洽談展覽合作及外譯推展事宜，並參訪文學翻譯中心、圖書館、劇場等藝文單位，

作為本館推動國際推廣計畫規劃之參考。 

此外，為配合文化部 112 年度「行銷國家品牌進入國際計畫」(風潮計畫 Taiwan 
Brand Campaign），本館獲核定辦理之「臺灣文學全球拓點及交流展出計畫」，預計於

歐洲策劃「航向世界：臺灣文學主題特展」巡迴展覽及推廣活動，筆者出席本館與荷蘭

萊頓大學合作備忘錄之簽署儀式，洽談雙方未來的交流與合作；前往英國愛丁堡之展覽

地點進行場勘，並主持展覽開幕晚會等。 

此外，本館與位於英國諾里奇的東英吉利大學（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UEA)之英

國文學翻譯中心（British Centre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 BCLT)合辦「臺灣文學翻譯工作

坊」已進入第三年度，筆者於工作坊期間（7/23~7/29)前往拜訪該中心及國家寫作中心

（National Centre for Writing, NCW)，洽談文學外譯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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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表 

日期 行程 地點 

7/18 (二) 搭乘長榮航空，經曼谷轉機至阿姆斯特丹 (機上) 

7/19 (三) 拜會駐荷蘭臺北代表處陳欣新代表 荷蘭海牙 

7/20 (四) 本館與萊頓大學圖書館簽署合作備忘錄 荷蘭萊頓 

7/21 (五) 執行「戰後台灣文學批評（1945-2000）」研究計畫交流事

宜；與萊頓大學學者、譯者洽談外譯合作事宜 

荷蘭萊頓 

7/22-23 

 (六、日) 

(假日) 荷蘭 

7/24 (一) 搭乘荷蘭航空，前往英國東英吉利大學（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UEA) 

英國諾里奇 

7/25 (二) 參加本館與英國文學翻譯中心（British Centre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 BCLT)合辦之臺灣文學翻譯工作坊，並洽談臺

灣文學之譯者培訓合作事宜 

英國諾里奇 

7/26 (三) 執行「戰後台灣文學批評（1945-2000）」研究計畫交流事

宜 ； 拜 會 駐 英 國 台 北 代 表 處 文 化 組 陳 斌 全 主 任 

拜訪大 英圖書 館  (British Library)， 洽談 展 覽合作 事宜 

拜會英國宮廷劇院 (Royal Court Theatre)，洽談文學與戲劇

合作事宜 

英國倫敦 

7/27 (四) 執行「戰後台灣文學批評（1945-2000）」研究計畫交流事

宜；拜會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教授麥克• 舒密特  (Michael 

Schmidt)，洽談臺灣詩英譯推廣合作事宜 

英國曼徹斯特 

7/28 (五) 主持本館「航向世界：臺灣文學主題特展」開幕晚會 (本

館與愛丁堡市政府、愛丁堡中央圖書館 (Edinburgh Central 

Library) 和蘇格蘭說故事中心 (Scottish storytelling Centre)合

辦) 

英國愛丁堡 

7/29 (六) 執行「戰後台灣文學批評（1945-2000）」研究計畫交流事

宜；出席蘇格蘭說故事中心「航向世界：臺灣文學主題

展」講座：由陳韻如雙語朗讀《為愛遠航：伊萊莎牧師娘

的故事、宋伊莉莎白醫師的故事》 

英國愛丁堡 

7/30-31 

(日、一) 

搭乘英國航空至倫敦，搭乘長榮航空經曼谷轉機返臺 英國倫敦 

臺灣 

(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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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重要行程紀要 

一、拜會駐外代表處 

（一）駐荷蘭台北代表處 

筆者於 7 月 19 日上午 11 時拜會駐荷蘭代表處陳代表欣新，林副參事科揚及陳秘書柏良

在座。筆者首先說明本次訪荷主要活動係在 7 月 20 日下午 4 時與萊頓大學亞洲圖書館

簽署合作備忘錄，我方將捐贈亞洲圖書館各類臺灣文學圖書 578 種／套，並將於該館舉

行臺灣文學圖書特展。 雙方就 2024 年臺荷交流 400 周年紀念活動、臺灣文學國際推廣

計畫、譯者駐村計畫，以及駐荷蘭代表處參與阿姆斯特丹同志大遊行以提升臺灣國際能

見等議題交換意見，未來雙方將加強橫向聯繫，協作推動臺荷雙邊文化交流。 

會中也向代表提出將協助臺南市政府共同辦理臺南城 400 年的相關文學活動，以海洋、

船艘的移動概念，結合臺灣文學史中移民落地等文學發展，向大眾介紹臺南文學得發展

史。 

 

駐荷蘭臺北代表處陳欣新代表(左)與筆者(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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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左圖-左)與駐荷蘭臺北代表處陳欣新代表(左圖-右)、陳柏良秘書(右圖-左 2)介紹本

館駐村計畫及此行與萊頓大學之合作項目。 

 

（二）駐英國臺北代表處文化組 

在駐英文化組陳斌全主任、林欣怡秘書的全力協助下，本次前往倫敦行程中，安排參訪

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英國宮廷劇院 (Royal Court Theatre)。陳主任與藝術與數位

傳播組員 Jacopo Visentin 陪同拜會大英圖書館文化及展覽項目 Conrad Bodman 主任、中

文館藏部策展人 Han-Lin Hsieh 女士等館員，以及英國宮廷劇院國際項目製作人

(International Projects Producer)拉爾夫• 湯普森先生(Ralph Thompson)，為此行帶來許多

國際推展發展之契機。 

此外，本次安排前往英國諾里奇(Norwich)東英吉利大學英國文學翻譯中心  (British 
Centre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參加本館與該中心合作舉

辦之第三屆臺灣文學翻譯工作坊(Literature from Taiwan Workshop)，亦是透過駐英文化

組的引介，邀請本館共同參與之國際項目計畫之一。而本館於愛丁堡展出「航向世界：

臺灣文學主題展」及開幕晚會籌備階段，亦獲得駐英文化組、駐英國台北代表處愛丁堡

辦事處之協助，共同促成本次文學交流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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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簽訂合作備忘錄 

（一）荷蘭萊頓大學圖書館 

荷蘭萊頓大學合作備忘錄簽署儀式 
 

萊頓大學是荷蘭最古老的大學，擁有歷史悠久且全球公認的頂尖漢學研究成果，甚

至保留了正體中文的寫作與閱讀教學系統，而其亞洲圖書館不僅是荷蘭唯一的華文圖書

館，也是全歐洲最大的漢學圖書館之一，質量兼具的藏書向來讓世界各地的漢學家稱

羨。 
本次出訪之重要行程之一即是筆者與萊頓大學圖書館副館長馬可．德．尼特

（Marco de Niet）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駐荷蘭台北代表處陳欣新代表、萊頓大學中文

學系教授柯雷．范．馬吉爾（Maghiel van Crevel）、中國研究圖書館員兼中文善本特藏

部負責人馬日新（Marc Gilbert），以及三毛《撒哈拉的故事》譯者施露（Annelous 
Stiggelbout）、白先勇《孽子》譯者馬克．倫霍茨（Mark Leenhouts） 等參與臺荷文學

合作的重磅嘉賓，共同見證重要時刻。 
合作備忘錄包括雙方館員及專家的交流及文學講座、出版、專業培訓等，未來將以

實際行動推進臺荷雙向發展。而本館能取得本次與萊頓大學圖書館深化交流的機會，要

特 別 感 謝 該 館 中 國 研 究 圖 書 館 員 兼 中 文 善 本 特 藏 部 負 責 人 馬 日 新 先 生 （ Marc 
Gilbert），以及長期耕耘臺灣與歐洲藝文交流、《熱蘭遮之淚》譯者，也是本年度本館

「臺灣文學跨越計畫」策展人王儷靜（Lily Wang）的竭力促成。此次本館更精選總計

578 冊／套的出版品贈予萊頓大學圖書館，希望藉由這些匯聚臺灣文學精粹的著作，更

加豐富萊頓大學圖書館的館藏，正式開啟兩館合作的嶄新契機。 
 
 

 
筆者(左)與萊頓大學圖書館副館長馬可．德．尼特（Marco de Niet）(中)與駐荷蘭台北代表處代

表陳欣新(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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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頓大學圖書館「臺灣漢學資源中心」已收藏眾多本館出版品，此次再入藏逾 500 部匯聚臺灣

文學精粹的出版品作為其重要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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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洽談外譯合作  

（一）荷蘭萊頓大學（Universiteit Leiden） 

創立於 1575 年的荷蘭萊頓大學，是歐洲地區臺灣研究的重鎮。該校致力於培育國際研

究人才，發展跨國研究項目，其圖書館保存豐富的館藏資料及珍貴善本，在臺灣研究的

發展上，已累積非常可觀的成果，其中包含研究臺灣史的重要史料《熱蘭遮城日記》，

亦是由該校研究荷蘭時期臺灣史之重要學者包樂史(Leonard Blusse)教授、江樹生教授、

該校師生團隊多年研究、編纂及翻譯的成果。2014 年，臺灣的國家圖書館與該校簽署

備忘錄並合作設置「臺灣漢學資源中心」，亦是臺灣推動海外臺灣學術研究交流的重要

里程碑。 

文學作為臺灣研究的重要學門，翻譯更是促進國際傳播與文化外交的重要方式。本館自

2012 年成立臺灣文學外譯中心，積極透過推動各項翻譯出版、人才培育、國際推廣之

主題計畫，並致力於文學跨領域的協作，發展專案項目，帶動以臺灣文學為主體的國際

連結，另建置有「臺灣文學外譯房」 資料庫平台，呈現臺灣文學作品外譯圖書近千

本，翻譯語言別近 30 種。該校亦有類似的荷文譯作資料庫「VerreTaal-Chinese Literature 
in Dutch Translation」 (https://unileiden.net/verretaal/)，由該校漢學系、東亞圖書館及香港

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合作建置，介紹已譯為荷文的華語文學作品，包含臺灣文學之荷

文譯本。本館於 2021 年完成荷蘭外譯前期研究，本次特拜會及諮詢該校學者與譯者，

針對本館推動臺灣文學之荷蘭文編譯出版計畫之可行方式，進行意見交換。校方同時非

常期待能舉辦臺灣文學展，希望藉由作家辦理講座或讀書會來推廣臺灣文學，期望雙方

在未來有更積極的合作發展。 

 

（二）英國東英吉利大學英國文學翻譯中心 (British Centre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英國文學翻譯中心(以下簡稱 BCLT)長期推行將各國文學作品翻譯為英文的交流專案，

每年夏季學校，舉辦譯者訓練學程更是國際翻譯界聞名的活動，已串連全球無數譯者、

作家、編輯及出版商。本館透過駐英國台北代表處文化組陳斌全主任的牽線，已連續兩

年與 BCLT 合辦臺灣文學工作坊(Literature from Taiwan Workshop)，前兩年因全球新冠

疫情嚴峻而採線上舉辦，今年是第三屆，首次於英國諾里奇英國東英吉利大學校園內舉

辦實體工作坊。 
 
本屆臺灣文學工作坊由程異(Jeremy Tiang)擔任導師，並安排臺灣文學作家張娟芬全程

參與，與 12 位徵選自世界各國的譯者，進行為期 7 天的密集課程。作家的任務包含全

程參與，與導師共同自《流氓王信福》選出翻譯文本的內容約 1000 字篇幅，由 BCLT
事先提供學員閱讀。工作坊第一天，BCLT 將邀請所有 7 個工作坊的文本作家，分別朗

讀所選內容。第一堂台灣文學工作坊的課程，導師將請作家朗讀所選的 1000 字內容，

分享選文想法、基本概念及關注議題、作家的創作概述，讓學員對於翻譯內容有更多認

識。工作坊過程中，導師、作家與學員將會有密切的討論與交流，共同完成翻譯的工作。

最後一天為 7 個工作坊所有成員的聚會，發表 7 篇翻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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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一屆工作坊，以紀大偉〈早餐〉為翻譯文本、2022 年為甘耀明《邦查女孩》，

今年舉辦實體工作坊，本館力邀甫獲 2022 臺灣文學獎金典獎的作家張娟芬出席工作坊，

其得獎作品《流氓王信福》為本三屆工作坊之翻譯文本。此外，為擴大譯者培訓的目標，

除了徵選的 12 位新銳譯者參與工作坊外，今年本館亦安排第二屆的工作坊學員游騰緯

擔任觀察員，全程參與工作坊。 
 
本館近年來致力於推動文學翻譯工作，積極將臺灣文學作品翻譯為各種語言，介紹給世

界各地的讀者。本館所經營之臺灣文學外譯房網站平台(https://tltc-nmtl.daoyidh.com/)，
提供近千本外譯圖書的查詢。外譯計畫的核心是譯者，本館期透過此類譯者培訓計畫，

也透過此次出國計畫實地參與工作坊，藉以鼓勵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新銳譯者，期待持

續關注臺灣文學、積極爭取機會翻譯臺灣文學。 
 
本次參訪，亦安排與 BCLT 學術總監 Duncan Large、經理 Anna Goode、英國國家寫作中

心項目副總監 Kate Griffin 女士(Associate Programme Director at National Centre for Writing，

以下簡稱 NCW)開會，在駐英文化組與 BCLT 及 NCW 的計畫基礎下，針對與本館後續

合作方向，包括臺灣文學譯者培訓、作家駐村等項目交換意見。此次第三年翻譯合作活

動即將期滿，將帶領館員思考可否將此模式引進臺灣辦理？邀請對方來臺參與，以合作

方式(共同掛名、台灣指導)延續辦理，同時也擴張臺灣在文學翻譯的人際關係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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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與英國文學翻譯中心 BCLT 合辦第三屆臺灣文學翻譯工作坊, 活動時間為 2023/7/23~7/29。

本工作坊(Literature from Taiwan Workshop)為夏季學校(Summer  School)系列工作坊之一，上

圖為夏季學校徵選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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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出席本館與 BCLT 合辦的第三屆臺灣文學翻譯工作坊。本屆為期 7 天的實體工作坊，由新

加坡作家暨譯者程異、臺灣作家張娟芬實地帶領 12 位新銳譯者進行文本之研析與翻譯。 

 

筆者(左 2)與英國東英吉利大學之 BCLT 學術總監 Duncan Large(左 1)、經理 Anna 
Goode(中)、NCW 項目副總監 Kate Griffin 女士(左 2)、臺灣籍新銳譯者游騰緯(左 1)合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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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拜會英國曼徹斯特大學麥克• 舒密特教授（Professor Michael 
Schmidt） 

本館於 2022 年啟動與英國英詩刊物 PN REVIEW 之合作，企劃臺灣漢詩專題。此刊物為

1973 年由麥克•舒密特教授（Professor Michael Schmidt）與布萊恩。寇克斯（Professor 
Brian Cox) 於英國曼徹斯特維多利亞大學 （現為曼徹斯特大學）創刊，名為 Poetry 
Nation， 直到 1981 年正名為 PN Review。 此刊物目前總編為舒密特教授。 PN Review 一
年發行六期訂閱制紙本及電子版本之期刊。發表內容在線上供訂閱之讀者永久搜尋。 
PN Review 具有歷史性的手稿，信件，紀錄等，已供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圖書館作為永久

收藏，對世界英文文學及詩界之影響盛大。 
 
PN Review (https://www.pnreview.co.uk)為英文詩界最重要的一個「非/半學術性」期刊， 
對英國及英文詩界之貢獻極大。期刊主要發表內容包括當代英文新詩，翻譯， 散文，

詩作/文學評論， 英文詩界/出版界要聞。 舒密特教授積極尋從文學創作中發掘當代獨特

的「聲音」， 而他深信透過世界各地「好的」詩作的翻譯，能幫英語世界中的讀者探

索並了解這個多元的世界。PN Review 的創作者及讀者遍及世界各地，而也因為此期刊

的性質及對英文文學界的貢獻與影響力， 讀者群橫跨了學術界內外，除了文學， 歷史

及文學創作系的教授及學生之外，也包括了許多對當代英文文學有熱忱的讀者。 當代/
二十世紀英語界重要的詩人 Octavio Paz, John Ashbery, Paul Muldoon, 及 Simon Armitage
等都賦予此期刊品質極高的讚賞。 
 
總編輯舒密特教授近年來致力於發表世界上不同的聲音，除了亞裔（如新加坡及香港）

詩人作品之外，他也出版了鮮為人知的阿富汗及衣索比亞詩人的英文創作及翻譯詩作。 
他清楚表示他對此臺灣詩翻譯計畫的支持與期待。此次拜會行程主要與舒密特教授討論，

包含對於臺灣詩的翻譯計畫之概念及後續推廣方向交換意見。 
 
此次的拜會提及本館與國科會將開展跨部會的合作，期待有機會與詩歌合作。另外臺灣

亦有能量參與 UNESCO City of Literature，臺南或臺北將來也許可成為 UNESCO「文學

之都」，但因目前礙於臺灣非聯合國會員國，可能窒礙難行，未來還是可以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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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 舒密特教授為筆者導覽英國波提哥圖書館(Portico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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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觀博物館及藝文單位  

（一）大英圖書館  

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是英國的國家圖書館，收藏有超過 1.7 億件館藏，其中

包括英國的印刷與數位出版品的圖書、檔案資料。館藏有來自各國的文字文物，包括圖

書、報紙、刊物、地圖、手稿、聲音等藏品。大英圖書館也透過藏品的展示規劃，與各

國的圖書館、博物館聯繫合作，規劃各項展示活動。2019 年推出的「書寫：留下你的

印記」（Writing: Making Your Mark）展覽，即展出人類文明的文字體系演變與多樣化，

展示全球 40 多種書寫系統中的百餘件展品，透過館藏藏品、文物，讓文字、藏書成為

立體、可觀的圖書形式。 

本館是國家級文學博物館，2003 年以蒐藏、保存、研究、展示及推廣臺灣文學為核心

任務，並期許成為與世界文學交流的重要據點。本館目前典藏文物逾 13 萬件，充分反

映臺灣文化發展的軌跡，也是臺灣文學研究的核心。其中，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被

指定為重要古物的有 12 組(182 件)，其中包括臺灣白話字寫成的蔡培火《Chàp-hāng 
Kóan-kiàn (十項管見)》一書，及日治時期文人作品藏書等。近年來，本館透過推動國

際文學展覽，除了將包括「走向人民—俄羅斯文學三巨人」特展、「文學拿破崙── 巴
爾札克特展」、「世界一舞台：莎士比亞在臺灣特展」、「百年之遇──佐藤春夫 1920
臺灣旅行文學展」等國外文學家的展覽介紹給臺灣讀者，也與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書展、

捷克摩拉維亞圖書館合作辦理臺灣文學展覽，將臺灣文學的內容與發展介紹給國外讀者。 

本次參訪，討論到聲音檔(Sound Archive)合作研究以及展覽的可行性，並將回國後擬議

未來簽署 MOU 的可能性。此行認識這座全球影響力深遠的世界級圖書館之外，並拜會

該館文化及展覽項目 Conrad Bodman 主任、中文館藏部策展人 Han-Lin Hsieh 女士等館

員，分享本館館務發展與文學交流展覽等推展項目，並針對未來兩館之合作項目交換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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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館藏部策展人 Han-Lin Hsieh 女士(中)向筆者介紹大英圖書館之中文類藏品。 

 

筆者(左)向大英圖書館文化及展覽項目 Conrad Bodman 主任(右 1)介紹本館館務發展與文學交流

展覽等推展項目。 

 

筆者(中)與大英圖書館文化及展覽項目 Conrad Bodman 主任(右 2)、中文館藏部策展人 Han-Lin 
Hsieh 女士(左 2)等館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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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皇家宮廷劇院(Royal Court Theatre)  

皇家宮廷劇院（Royal Court Theatre），一座以培養劇作家著稱的劇院，成立至今已逾

130年，坐落於倫敦斯隆廣場，每年有數萬人到訪劇院，並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戲劇愛好者

前來觀賞演出。 

皇家宮廷劇院長期致力於培育年輕劇作家，提供支持與資助、演出的機會，成為全球劇

場界重要的劇作家搖籃。自 1956年以來已經製作數百齣作品。著名的法國劇作家薩繆爾·
貝克特（Samuel Beckett）、德國的貝托爾特·布萊希特（Eugen Bertholt Friedrich Brecht）、

羅馬尼亞的尤金·尤內斯庫（Eugene Ionesco）、美國阿瑟·艾許·米勒（Arthur Asher Miller）
等人的作品，也都曾在劇場上演。 

透過作家培養、工作坊、讀書會、劇本創作計畫等多元活動的舉辦，皇家宮廷劇院引領

著劇場界思潮的開放與演出、觀賞形式的轉變也與不同文化背景、語言的戲劇工作者建

立了跨越國際的互動與聯繫，也與世界各地主要的劇場、劇作家建立合作關係，提供劇

作家團體的支持計畫與交流，由資深劇作家帶領新生代作家精進創作能量。皇家宮廷劇

院每年收到超過 2,000 多本來自全球的劇作品投稿，而經過精選製作推出的新劇作，除了

在倫敦演出外，也在紐約、雪梨、布魯塞爾、都柏林等地登場，促進各國藝術家間的交

流與創新。 

對於劇作家的培育，皇家宮廷劇院於 1973 年起開始舉辦「年輕作家戲劇節」（Young 
Writers Festival）雙年活動，已成為英國戲劇界重要的新興力量，英國著名的鬼才編劇尼

克．佩恩(Nick Payne)、劇作家西蒙‧史蒂芬斯(Simon Stephens)的首齣作品都在這個戲劇節

問世，其後也都曾擔任過皇家宮廷劇院的劇作指導講師。自 2011 年起，戲劇節也開始接

受 26 歲以下作家的創作，更進一步開展新生代的故事與舞台。針對 18-25 歲年輕作家開

放的「年輕作家計畫（The Royal Court Young Writers Programme）」，則提供 12 周的培

訓計畫，入選的作家可獲得補助，並參加寫作、練習、劇本閱讀與討論、寫作指導、客

座劇作家與導演的建議，以及期間創作作品的討論與回饋等課程與活動。 

臺灣文學館主辦的「臺灣文學金典獎」自 2005 年開始辦理，即設有劇本創作獎項，歷年

所評選獲獎的作品內容多元，關注臺灣歷史、族群、社會議題，也探索個人成長、自我

認同、人際關係，透過各種戲劇類型呈現劇本創作者的創意與開放的想像。2021-2023 年

與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合作辦理的「文學劇本改編工作坊」，邀請戲劇和文學專業

講師共同設計課程，帶領學員改編不同主題的臺灣文學作品，成為舞臺劇本，並挑戰讀

劇形式在舞台上展演。經由獎項的國際推展上，本館也期待積極擴展發表的國際舞台，

包括翻譯推廣、舞台劇合作培訓演員、公開演出等推動。 

本次參訪，在駐英台北代表處文化組陳斌全主任的引介及文化組藝術與數位傳播組員

Jacopo Visentin 的陪同下，拜會皇家宮廷劇院國際項目製作人 (International Projects 
Producer)拉爾夫• 湯普森先生(Ralph Thompson)，本館分享辦理文學獎劇本創作獎、文學

改編工作坊、外譯出版等館務項目，湯普森先生亦提出臺灣劇本翻譯出版等國際合作項

目之提議，因此將在回國後進行劇本成果盤點並召集相關學者討論發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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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右)與英國宮廷劇院國際項目製作人 (International Projects Producer)拉爾夫• 湯普森先生

(Ralph Thompson)(中)、駐英國台北辦事處文化組陳斌全主任(左)合影。 

 

拉爾夫• 湯普森先生(右)與筆者(左 2)、駐英文化組陳斌全主任(中)、藝術與數位傳播組員 Jacopo 
Visentin(左 1)分享文學改編、劇本出版等國際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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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席展覽開幕晚會及活動 

愛丁堡「航向世界：臺灣文學主題展」 

本館獲文化部「『行銷國家品牌進入國際』風潮計畫」支持，展開一系列遍布歐洲的臺

灣文學展出計畫，於今(2023)年 8 月起至 11 月間，在英國、荷蘭、德國、奧地利、捷

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陸續推出「航向世界：臺灣文學主題展」（Sailing Onto the 
World Stage: Themes in Taiwan Literature），並邀請臺灣作家前往當地舉辦講座，將臺

灣文學的當代風潮，強力帶進歐洲各國的視野中。 

巡迴展覽的首站來到蘇格蘭愛丁堡並且在市政廳舉辦開幕酒會，愛丁堡議會議長凱米．

戴伊（Cammy Day）、臺灣駐愛丁堡辦事處處長張嘉政、蘇格蘭國家說故事中心活動經

理丹尼爾．亞伯克隆畢（Daniel Abercrombie）、「航向世界：臺灣文學主題展」策展

人王儷靜（Lily Wang）、《為愛遠航：伊萊莎牧師娘（Eliza Caroline Cooke）的

故事》繪本作者陳韻如（Jenny Jamieson）、蘇格蘭教會國際合作經理桑迪．斯內登

（Sandy Sneddon）及其夫人、譯者周長志（Robert Redman）皆到場共襄盛舉，共同宣

告系列展覽在歐陸正式登場。 

此次「航向世界：臺灣文學主題展」於蘇格蘭說故事中心（Scottish Storytelling 
Centre）展出包含臺灣女性文學、同志文學、生態文學和飲食文學的英譯作品。而本次

計畫的第一站就選定愛丁堡，是因為早在 19 世紀，來自愛丁堡的馬雅各醫師就為臺灣

引進第一臺珍貴的活字印刷機，成為文化發展的重要助力。希望透過臺灣文學的風采，

讓英國讀者認識臺灣這片和蘇格蘭友誼深遠的土地。愛丁堡議會議長凱米．戴伊則談

到，今年 3 月愛丁堡代表團訪問臺灣，與愛丁堡大學一起經歷許多有意義的訪問，在音

樂、藝術等面向已展開許多合作。很開心本次能與本館合作展覽，透過文學將兩國人民

聯結在一起。 

開幕酒會上，由日籍小提琴家沼口志希（Shiki Violinist）演奏臺灣音樂家嚴詠能的

〈Formosa Lily（福爾摩莎百合）〉、〈臺灣米〉、〈有一天〉等歌曲；並邀請《為愛

遠航：伊萊莎牧師娘（Eliza Caroline Cooke）的故事》臺英華三語繪本的作者陳韻如

（ Jenny Jamieson ） 、 繪 本 主 角 李 庥 和 伊 萊 莎 家 族 後 代 喬 伊 絲 ． 洛 哈 （ Joyce 
Lockhart），在優美的琴聲中，進行別具意義的臺英雙語朗讀分享。 

每年八月是「愛丁堡國際藝術節」，其中也有書展活動，臺灣文學可爭取參與，並與駐

愛丁堡辦事處接洽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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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丁堡議會議長凱米．戴伊（前排左 4）、蘇格蘭國家說故事中心活動經理丹尼爾．亞伯克隆

畢（後排右 4）、臺灣駐愛丁堡辦事處處長張嘉政（前排右 2）、繪本作者陳韻如（前排右

3）、本展策展人王儷靜（前排右 4）等與會貴賓合影。 

 

筆者(右)致贈本館文創品予愛丁堡議會議長凱米．戴伊（Cammy Day）(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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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愛遠航：伊萊莎牧師娘（ Eliza_Caroline_Cooke）的故事》、《為愛遠航：宋伊莉莎白醫

師 （ Elizabeth_Blackburn_Christie ） 的 故 事 》 臺 英 華 三 語 繪 本 的 作 者 陳 韻 如

（Jenny_Jamieson）與愛丁堡讀者面對面，分享兩位蘇格蘭女性對臺灣的貢獻，與兩國人民的

美好互動，吸引許多觀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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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 

一、此次與荷蘭萊頓大學簽立合作備忘錄並捐贈出版品，是本館今年繼與美國關島大

學、捷克哈維爾圖書館簽署 MOU 之後，達成亞洲、中歐並串聯西歐的國際拓點目

標，希望藉此能持續擴展各種國際策展與出版、講座培訓等相關活動，未來本館亦

將致力推動並深化國際交流事務，維持和學術研究單位與友館的緊密連結，讓臺灣

文學成為世界永續共享的文化資產。 

二、「航向世界：臺灣文學主題展」愛丁堡開幕儀式邀請愛丁堡議長凱米．戴伊

（Cammy Day）蒞臨致詞，以及臺灣駐愛丁堡辦事處處長張嘉政、蘇格蘭國家說故

事中心活動經理丹尼爾．亞伯克隆畢（Daniel Abercrombie）等貴賓與會，充分感

受到當地政府與文化機構對臺灣文化的高度興趣，也十分重視與臺灣的交流關係，

同時也感謝駐外單位與海外臺人的居中聯繫促成，這些來自多方的支持與協助是此

行重大收穫，除了鞏固彼此已建立的友善關係，並將以此次經驗為立基，激盪出更

開放而寬廣的國際思維觀念，持續開拓本館的文學外交網路。 

三、本館近十年來，積極與國外團隊發展各項外譯計畫，本次至荷蘭及英國參訪，在現

有外譯推展基礎上，不僅具體參加及觀察國際性的文學翻譯工作坊之辦理情形，並

透過與兩國譯者、學者及文學出版社專業者之實際交流與對話，均有助於了解疫情

後之兩國在推動藝文及文學發展的具體情形，作為本館未來發展與荷蘭及英國的國

際型合作計畫之參考。 

四、包括英國在內的幾個國家譯者、研究者對本館駐村計畫頗為關注，目前臺南、臺北

臺文館都有空間作為駐村之用，特別是與臺南市政府文化局簽署合作備忘錄後，將

有更好的腹地和空間可以發展，館方將多元運用這些空間，期待發展更寬闊的國際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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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議事項 

一、立即可行建議 

實踐雙向溝通渠道之建構與完備 

在本次臺灣文學與文化的強力輸出之後，基於互惠互利的合作共識，我們更將積極引進

國際展覽、輸入海外文學的最新脈動，實踐雙向溝通渠道之建構與完備，期盼透過長期

的深耕對話，發展出更多文學交流的路徑與樣貌。 

本館透過共同展覽、外譯合作、研究交流發展以臺灣文學為主體之文化外交，呈顯臺灣

主體性，是本館國際推展的重要方向及中長程執行項目。本館將持續主動與駐外單位、

海外臺灣研究學術單位、文學出版社及譯者，拓展國際關係網絡，建立各項交流及合作

模式，並將持續關注及連結臺灣研究之國際發展趨勢，適時拓展相關專案計畫，壯大臺

灣文學之國際影響力。 

二、中長期建議 

提升展覽與延伸活動之多元性 
 
此次「航向世界：臺灣文學主題展」囿於預算與時程限制，在展覽及活動形式、講者類

型之多元性方面，仍有值得提升之空間，期許未來能突破目前平面展示架較簡易的形

式，提升觀眾參觀的五感體驗。 
 
為提升國際展覽之觀眾參觀的五感體驗，可朝向運用數位科技技術的方向，也可使講座

活動深化，發展其他具高度互動性與沉浸化的活動方案，如劇場、論壇或工作坊或與大

專院校課程結合等，並有充分時間邀請更多臺灣及當地的講者進行互動交流，以期開發

各種年齡、教育背景及不同興趣取向之觀眾群，落實文化部「風潮計畫」行銷國家品牌

進入國際之核心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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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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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位置：⾸⾴>全球僑社動態

陳欣新⾒證國立臺灣文學博物館與萊頓⼤學圖書館簽署
MOU

2023/08/05

陳欣新⾒證國立臺灣文學博物館與萊頓⼤學圖書館簽署MOU

駐荷蘭代表陳欣新⾒證國立臺灣文學博物館林⼱⼒館⻑與萊頓⼤學圖書館副館⻑

Marco de Niet簽署雙邊合作備忘錄。

更多僑務新聞請⾄僑務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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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路徑： 回首頁 > 館務資訊 > 本處活動 

駐荷蘭代表新欣新見證國立臺灣文學博物館林巾力館長與萊頓大學圖書館副館長

Marco de Niet 簽署合作備忘錄。(2023.7.20, 萊頓) 

張貼日期：2023-07-31 

駐荷蘭代表新欣新(右)見證國立臺灣文學博物館林巾力館長(左)與萊頓大學圖書館副館長 Marco 

de Niet(中)簽署雙邊合作備忘錄。(2023.7.20, 萊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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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7-28臺文館與荷蘭萊頓⼤學圖書館簽署MOU　 逾500部出版品進駐荷蘭唯⼀華文圖書館

國立臺灣文學館今年繼與美國關島⼤學、捷克哈維爾圖書館簽署MOU之後，再創國際拓點新紀元！

7⽉20⽇臺文館館⻑林⼱⼒親赴荷蘭，與萊頓⼤學圖書館副館⻑⾺可．德．尼特（Marco de Niet）共同簽
立合作備忘錄。駐荷蘭台北代表處代表陳欣新、萊頓⼤學中文學系教授柯雷（Maghiel van Crevel）、圖

書館中文善本特藏部負責⼈⾺⽇新（Marc Gilbert），以及三⽑《撒哈拉的故事》譯者施露（Annelous

Stiggelbout）、⽩先勇《孽⼦》譯者林恪（Mark Leenhouts）等參與臺荷文學合作的重磅嘉賓，共同⾒
證重要時刻。

林⼱⼒館⻑表⽰，此MOU包括雙⽅館員及專家的交流及文學講座、出版、專業培訓等，未來將以實際⾏動

推進臺荷雙向發展。⽽能有這樣與萊頓⼤學圖書館深化交流的機會，要特別感謝該館中文善本特藏部負責

⼈⾺⽇新先⽣（Marc Gilbert），以及⻑期耕耘臺灣與歐洲藝文交流、《熱蘭遮之淚》譯者，也是本年度本
館「臺灣文學跨越計畫」策展⼈王儷靜（Lily Wang）的竭⼒促成。

萊頓⼤學是荷蘭第⼀所⼤學，擁有全球公認的頂尖漢學研究成果，甚⾄保留了正體中文的寫作與閱讀教學

系統，⽽其亞洲圖書館不僅是荷蘭唯⼀的華文圖書館，也是全歐洲最⼤的漢學圖書館之⼀，質量兼具的藏

書向來讓世界各地的漢學家稱羨。此次臺文館更精選總計578冊／套的出版品贈予萊頓⼤學圖書館，希望藉
由這些匯聚臺灣文學精粹的著作，豐富萊頓⼤學圖書館的館藏，也正式開啟兩館合作的嶄新契機。

    © 中華⺠國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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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欣新⾒證國立臺灣文學博物館與萊頓⼤學圖書館簽
署MOU
2023-08-05 駐荷蘭臺北代表處提供

分享 ⼤ 中 ⼩

陳欣新⾒證國立臺灣文學博物館與萊頓⼤學圖書館簽署MOU

駐荷蘭代表陳欣新⾒證國立臺灣文學博物館林⼱⼒館⻑與萊頓⼤學圖書館副館⻑Marco de Niet簽署雙邊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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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ing the signing of memorandums of understanding (MOUs) with the University of Guam and the Vaclav
Havel Library of the Czech Republic earlier this year,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NMTL) and the
Leiden University Library signed an MOU on July 20, once again marking a significant milestone in NMTL's
continued expansion across the globe.

The MOU was signed by NMTL Director Nikky Lin (林⼱⼒) and Marco de Niet, Deputy Director of the Leiden
University Library, and was witnessed by Representative to the Netherlands Chen Hsin-hsin (陳欣新), Professor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Maghiel van Crevel, Subject Librarian and Curator Marc Gilbert, and other
distinguished guests.

Director Lin elaborated on the details of the MOU which includes exchanges and visits between librarians and
experts, publications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with the aim of encouraging future collabor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Netherlands. Lin also said that the partnership with the Leiden University Library was made possible thanks
to the efforts of Marc Gilbert as well as Lily Wang (王儷靜), a translator who has long been committed to promoting
art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aiwan and Europe.

Leiden University was the first university to be established in the Netherlands and its expertise in Chinese studies is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Its Asian Library is not only the sole Chinese language library in the Netherlands but also
one of the largest Chinese Studies libraries in Europe.

This time, the NTML donated a total of 578 volumes or sets of publications to the Leiden University Library in an
effort to enrich the library with a valuable and diverse collection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mark the start of the new collaboration between both sides.

 © Ministry of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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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Terug naar hoofdpagina 

Representative Chen Hsin-Hsin (right) witnesses the signing ceremony of 
the MOU for Taiwanese literature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Leiden University Asian Library. 

(2023.7.20, Leiden) 

Post Date:2023-07-31 

Representative Chen Hsin-Hsin (right) witnesses the signing ceremony of the MOU for 

Taiwanese literature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Leiden University Asian Library. (2023.7.20, Lei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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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位置：⾸⾴>全球僑社動態

台灣文學航向歐洲 ⾸站蘇格蘭台英雙語朗讀揭幕

2023/08/03

「航向世界：台灣文學主題展」近⽇在⾸站蘇格蘭愛丁堡舉⾏開幕酒會，愛丁堡市議會議
⻑戴伊（前右6）、台灣文學館館⻑林⼱⼒（前右5）、策展⼈王儷靜（前右4）、繪本作
者陳韻如（前右3）、駐愛丁堡辦事處處⻑張嘉政（前右2）、台灣⾸位女宣教⼠伊萊莎

的後代洛克哈特（前右1）等⼈出席。（台灣文學館提供）

繪本作者陳韻如（左）近⽇在「航向世界：台灣文學主題展」開幕式向愛丁堡市議會議⻑
戴伊（右）致贈由策展⼈王儷靜創作的油畫，作品呈現蘇格蘭和台灣都有的⾼⼭地景，以

及台灣原⽣百合和蘇格蘭國花薊花。戴伊說，將在辦公室展⽰象徵台蘇友誼的這幅畫。
（台灣文學館提供）

台灣文學館「航向世界：台灣文學主題展」將在歐洲數國陸續登場，⾸站來到蘇

格蘭，開幕當天有台、英雙語繪本朗誦以及⼩提琴演繹前「打狗亂歌團」團⻑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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詠能創作的歌曲，別出⼼裁。

在文化部「『⾏銷國家品牌進入國際』風潮計畫」⽀持下，台灣文學館推出「航

向世界：台灣文學主題展」，將陸續在英國、荷蘭、德國、奧地利、捷克、斯洛

伐克、匈牙利展出，並邀請台灣作家舉辦講座。

展覽⾸站為蘇格蘭⾸府愛丁堡，開幕晚會近⽇在市政廳舉⾏，愛丁堡市議會議⻑

戴伊（Cammy Day）、「蘇格蘭國家說故事中⼼」（Scottish Storytelling

Centre）經理亞伯克隆畢（Daniel Abercrombie）、台文館館⻑林⼱⼒、策展

⼈王儷靜、繪本作者陳韻如（Jenny Jamieson）、中英文譯者周⻑志（Robert

Redman）、駐愛丁堡辦事處處⻑張嘉政等⼈出席。

陳韻如是「為愛遠航：伊萊莎牧師娘的故事」、「為愛遠航：宋伊莉莎⽩醫師的

故事」兩本台、英、華3語繪本的作者。特別的是，伊萊莎與⻑老教會⾸位駐台

牧師李庥（Hugh Ritchie）的後代洛克哈特（Joyce Lockhart）女⼠應邀在開

幕晚會與陳韻如分別以英、台語朗讀繪本，現場還有⼩提琴伴奏。

⽇籍⼩提琴家沼⼝志希並另外獨奏台灣⾳樂家嚴詠能的作品，包括「福爾摩沙百

合」、「台灣米」、「有⼀天」、「刺⼀領彩⾊的希望」、「豬歌」等歌曲。嚴

詠能⽣前曾獲⾦曲獎「最佳台語專輯」肯定。

伊萊莎（Eliza Caroline Cooke）和宋伊莉莎⽩（Elizabeth Blackburn

Christie）都是蘇格蘭女性，活躍於19世紀的台灣。伊萊莎是台灣⾸位女宣教

⼠，曾創辦台灣第⼀所女⼦學校。

宋伊莉莎⽩同樣是宣教⼠，也是蘇格蘭第⼀位同時獲3個醫學學位（內、外科和

藥師）的女性，曾為台灣設立⾸座婦幼專科診所。以伊萊莎和宋伊莉莎⽩為主⾓

的兩部台灣繪本今年5⽉已納入愛丁堡中央圖書館館藏。

戴伊致詞提到，愛丁堡與台灣持續在各領域交流合作，今年3⽉也有愛丁堡代表

團訪問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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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列舉愛丁堡正與台灣推動、研議的合作案，包括在為19世紀台灣建立⾸座現代

醫院的宣教⼠⾺雅各（James Laidlaw Maxwell）故居設立紀念牌；促成⾳樂廳

「亞瑟廳」（Usher Hall）與⾼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節⽬聯演；與⾼雄或

台北建立「創新姊妹市」關係，以促進城市創新建設治理的交流合作。

林⼱⼒指出，此次計畫⾸站選定愛丁堡，因為早在19世紀，⾺雅各就為台灣引進

第⼀台珍貴的活字印刷機，成為文化發展重要助⼒。台灣與蘇格蘭的友誼深遠；

期待台灣文學風采有助英國讀者認識台灣。

「航向世界：台灣文學主題展」7⽉底在「蘇格蘭說故事中⼼」展出，8⽉1⽇移

師愛丁堡中央圖書館，將展出⾄10⽇，呈現台灣⼈權文學、原住⺠文學、女性文

學、同志文學、⽣態文學、飲食文學的英譯作品。

根據台文館提供的資料，展出作品包括施明正的「渴死者」、郭松棻的「⽉

印」、夏曼．藍波安的「天空的眼睛」、巴代的「⽩鹿之愛」、吳明益的「複眼

⼈」、廖鴻基的「⿁頭⼑」、李昂的「殺夫」、平路的「東⽅之東」、⽩先勇的

「孽⼦」、邱妙津的「鱷⿂⼿記」、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焦桐的「完全

壯陽食譜」、洪愛珠的「老派少女購物路線」。

展覽並介紹台灣的地理、歷史、族群和社會演進過程與特⾊，以利觀者貼近理解

台灣文學創作。

更多僑務新聞請⾄僑務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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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學航向愛丁堡 福爾摩沙百合與薊花相遇

台灣文學館推出「航向世界：台灣文學主題展」，⾸站來到蘇格蘭愛丁堡，現場呈現旅

歐畫家王儷靜畫作「福爾摩沙百合和薊花的相遇」，象徵兩地文化交流的獨特意義。

根據台灣文學館1⽇發布新聞稿，國立台灣文學館獲文化部「⾏銷國家品牌進入國際風潮

計畫⽀持，推出「航向世界：台灣文學主題展」，將在英國、荷蘭、德國、奧地利、捷

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陸續推出，邀請台灣作家前往當地舉辦講座，將台灣文學的當代

風潮帶進歐洲各國視野中。

新聞稿指出，展覽活動⾸站為蘇格蘭愛丁堡，並於當地時間7⽉28⽇在市政廳舉辦開幕

酒會，現場贈送愛丁堡市議會議⻑凱米．戴伊（Cammy Day）、油畫作品「福爾摩沙

百合和薊花的相遇」，此畫由旅荷畫家、策展⼈王儷靜所創作，畫中以蘇格蘭和台灣共

有的⾼⼭百岳為背景，蘇格蘭的國花—薊花和台灣原⽣種的福爾摩沙百合在⼭⾕上錯落

有致，代表雙邊的合作交流遍地開花之深意。

台文館館⻑林⼱⼒致詞時表⽰，台灣與歐洲各國的文化交流，在COVID-19（2019冠狀

病毒疾病）疫情趨緩後的這1年有了更多且具體的進展，本次計畫的第1站就選定愛丁

堡，是因為早在19世紀，來⾃愛丁堡的醫師⾺雅各就為台灣引進第1台珍貴的活字印刷

機，成為文化發展的重要助⼒。希望透過台灣文學的風采，讓英國讀者認識台灣這片和

蘇格蘭友誼深遠的⼟地。

凱米．戴伊則談到，今年3⽉愛丁堡代表團訪問台灣，與愛丁堡⼤學⼀起經歷許多有意義

的訪問，在⾳樂、藝術等⾯向已展開許多合作。很開⼼本次能與台文館合作展覽，透過

文學將兩國⼈⺠聯結在⼀起。

此次「航向世界：台灣文學主題展」7⽉24⽇起⾄7⽉31⽇於蘇格蘭說故事中⼼

（Scottish Storytelling Centre）展出包含台灣女性文學、同志文學、⽣態文學和飲

食文學的英譯作品。8⽉1⽇起移師愛丁堡中央圖書館（Edinburgh Central Library）

持續展出⾄8⽉10⽇。更多資訊可上國立台灣文學館官網查詢https://gov.tw/RiA。

更多僑務新聞請⾄僑務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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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學館推出「航向世界：台灣文學主題展」，⾸站來到蘇格蘭愛丁堡，開幕活動當天由館⻑
林⼱⼒（右）致贈愛丁堡市議會議⻑凱米．戴伊（Cammy Day）（左）油畫作品「福爾摩沙百
合和薊花的相 遇」。（王儷靜提供）

更新⽇期：2023/08/02  回上⼀⾴

Copyright© 中華⺠國僑務委員會‧OCAC, R.O.C.(Taiwan)
菲華文教服務中⼼

Culture Center of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he Philippines
地址：Room 1004, 10th Floor, Federal Tower, Dasmarinas Street cor. Muelle de

Binondo, Binondo, Manila, Philippines
電話：+63-2-8243-0059~61    傳真：+63-2-8242-2266

LINE ID: Taiwan-Philippines
電郵：manila@ocac.gov.tw

開放時間：星期⼀⾄星期五，上午08:30-下午05:30
    星期六，上午08:30-下午12:30

(於⼤⾺尼拉地區實施「第⼀級警戒」(Alert Level 1)期間，
星期六暫停對外開放，謝謝您與我們合作共同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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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稿時間：2023/08/01 15:22:20

⾸⾴ / 中文稿

臺文館「臺灣文學主題展」航向歐洲各國　 ⾸
站愛丁堡盛⼤開幕

(中央社訊息服務20230801 15:22:20)國立臺灣文學館獲文化部「『⾏銷國家品牌進入國

際』風潮計畫」（Taiwan Brand Campaign）⽀持，展開⼀系列遍布歐洲的臺灣文學展出

計畫，「航向世界：臺灣文學主題展」（Sailing Onto the World Stage: Themes in

Taiwan Literature）將在英國、荷蘭、德國、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陸續推出，

並邀請臺灣作家前往當地舉辦講座，將臺灣文學的當代風潮，強⼒帶進歐洲各國的視野中。

⾸站來到蘇格蘭愛丁堡，當地時間7⽉28⽇下午6點半在市政廳舉辦開幕酒會，臺文館館⻑

林⼱⼒親⾃代表臺灣出席，愛丁堡議會議⻑凱米．戴伊（Cammy Day）、臺灣駐愛丁堡辦

事處處⻑張嘉政、蘇格蘭國家說故事中⼼活動經理丹尼爾．亞伯克隆畢（Daniel

Abercrombie）、「航向世界：臺灣文學主題展」策展⼈王儷靜（Lily Wang）、《為愛遠

航：伊萊莎牧師娘（Eliza Caroline Cooke）的故事》繪本作者陳韻如（Jenny

Jamieson）、蘇格蘭教會國際合作經理桑迪．斯內登（Sandy Sneddon）及其夫⼈、譯者

周⻑志（Robert Redman）皆到場共襄盛舉，共同宣告系列展覽在歐陸正式登場。

臺文館館⻑林⼱⼒致詞時表⽰，臺灣與歐洲各國的文化交流，在COVID-19疫情趨緩後的這

⼀年有了更多且具體的進展，⽽本次計畫的第⼀站就選定愛丁堡，是因為早在19世紀，來⾃

愛丁堡的⾺雅各醫師就為臺灣引進第⼀臺珍貴的活字印刷機，成為文化發展的重要助⼒。希

望透過臺灣文學的風采，讓英國讀者認識臺灣這片和蘇格蘭友誼深遠的⼟地。

愛丁堡議會議⻑凱米．戴伊則談到，今年3⽉愛丁堡代表團訪問臺灣，與愛丁堡⼤學⼀起經

歷許多有意義的訪問，在⾳樂、藝術等⾯向已展開許多合作。很開⼼本次能與臺文館合作展

覽，透過文學將兩國⼈⺠聯結在⼀起。

開幕酒會上，由⽇籍⼩提琴家沼⼝志希（Shiki Violinist）演奏臺灣⾳樂家嚴詠能的

〈Formosa Lily（福爾摩莎百合）〉、〈臺灣米〉、〈有⼀天〉等歌曲；並邀請《為愛遠

航：伊萊莎牧師娘（Eliza Caroline Cooke）的故事》台英華三語繪本的作者陳韻如

（Jenny Jamieson）、繪本主⾓李庥和伊萊莎家族後代喬伊絲．洛哈（Joyce

Lockhart），在優美的琴聲中，進⾏別具意義的台英雙語朗讀分享。

⽽陳韻如也以蘇格蘭台灣協會會⻑的名義贈予議⻑凱米．戴伊由旅荷畫家、策展⼈王儷靜所

創作的油畫作品〈福爾摩沙百合和薊花的相遇〉，畫中以蘇格蘭和臺灣共有的⾼⼭百岳為背

景，蘇格蘭的國花——薊花和臺灣原⽣種的福爾摩沙百合在⼭⾕上錯落有致，代表雙邊的合

作交流遍地開花之深意。議⻑表⽰會將此幅畫放在辦公室，讓更多貴賓看⾒臺灣與蘇格蘭美

好的情誼。

此次「航向世界：臺灣文學主題展」7⽉24⽇起⾄7⽉31⽇於蘇格蘭說故事中⼼（Scottish

Storytelling Centre）展出包含臺灣女性文學、同志文學、⽣態文學和飲食文學的英譯作

品。8⽉1⽇起移師愛丁堡中央圖書館（Edinburgh Central Library）持續展出⾄8⽉10

⽇。更多豐富的展覽與演講資訊，歡迎查詢國立臺灣文學館官網（https://gov.tw/RiA）。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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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文館館⻑林⼱⼒（前排左5）、愛丁堡議會議⻑凱米．戴伊（前排左4）、蘇格蘭國家說故事中⼼活動經理丹尼

爾．亞伯克隆畢（後排右4）、臺灣駐愛丁堡辦事處處⻑張嘉政（前排右2）、繪本作者陳韻如（前排右3）、本展

策展⼈王儷靜（前排右4）、李庥和伊萊莎家族後代喬伊絲．洛哈（前排右1）、蘇格蘭教會國際合作經理桑迪．

斯內登及其夫⼈（後排右3及右1）、繪本譯者周⻑志（後排左5）等與會貴賓合影。（圖／王儷靜提供）

（右）臺文館館⻑林⼱⼒致贈臺文館文創品予（左）愛丁堡議會議⻑凱米．戴伊。（圖／王儷靜提供）

（左起）臺文館館⻑林⼱⼒、本展策展⼈王儷靜與蘇格蘭國家說故事中⼼活動經理丹尼爾．亞伯克隆畢相談甚

歡。（圖／林⾺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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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愛遠航：伊萊莎牧師娘（Eliza_Caroline_Cooke）的故事》、《為愛遠航：宋伊莉莎⽩醫師

（Elizabeth_Blackburn_Christie）的故事》台英華三語繪本的作者陳韻如（Jenny_Jamieson）與愛丁堡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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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8-01臺文館「臺灣文學主題展」航向歐洲各國　 ⾸站愛丁堡盛⼤開幕

國立臺灣文學館獲文化部「『⾏銷國家品牌進入國際』風潮計畫」（Taiwan Brand Campaign）⽀持，展
開⼀系列遍布歐洲的臺灣文學展出計畫，「航向世界：臺灣文學主題展」（Sailing Onto the World Stage:

Themes in Taiwan Literature）將在英國、荷蘭、德國、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陸續推出，並
邀請臺灣作家前往當地舉辦講座，將臺灣文學的當代風潮，強⼒帶進歐洲各國的視野中。

⾸站來到蘇格蘭愛丁堡，當地時間7⽉28⽇下午6點半在市政廳舉辦開幕酒會，臺文館館⻑林⼱⼒親⾃代表
臺灣出席，愛丁堡議會議⻑凱米．戴伊（Cammy Day）、臺灣駐愛丁堡辦事處處⻑張嘉政、蘇格蘭國家說

故事中⼼活動經理丹尼爾．亞伯克隆畢（Daniel Abercrombie）、「航向世界：臺灣文學主題展」策展⼈
王儷靜（Lily Wang）、《為愛遠航：伊萊莎牧師娘（Eliza Caroline Cooke）的故事》繪本作者陳韻如

（Jenny Jamieson）、蘇格蘭教會國際合作經理桑迪．斯內登（Sandy Sneddon）及其夫⼈、譯者周⻑志

（Robert Redman）皆到場共襄盛舉，共同宣告系列展覽在歐陸正式登場。

臺文館館⻑林⼱⼒致詞時表⽰，臺灣與歐洲各國的文化交流，在COVID-19疫情趨緩後的這⼀年有了更多且
具體的進展，⽽本次計畫的第⼀站就選定愛丁堡，是因為早在19世紀，來⾃愛丁堡的⾺雅各醫師就為臺灣

引進第⼀臺珍貴的活字印刷機，成為文化發展的重要助⼒。希望透過臺灣文學的風采，讓英國讀者認識臺

灣這片和蘇格蘭友誼深遠的⼟地。

愛丁堡議會議⻑凱米．戴伊則談到，今年3⽉愛丁堡代表團訪問臺灣，與愛丁堡⼤學⼀起經歷許多有意義的
訪問，在⾳樂、藝術等⾯向已展開許多合作。很開⼼本次能與臺文館合作展覽，透過文學將兩國⼈⺠聯結

在⼀起。

開幕酒會上，由⽇籍⼩提琴家沼⼝志希（Shiki Violinist）演奏臺灣⾳樂家嚴詠能的〈Formosa Lily（福爾

摩莎百合）〉、〈臺灣米〉、〈有⼀天〉等歌曲；並邀請《為愛遠航：伊萊莎牧師娘（Eliza Caroline
Cooke）的故事》台英華三語繪本的作者陳韻如（Jenny Jamieson）、繪本主⾓李庥和伊萊莎家族後代喬

伊絲．洛哈（Joyce Lockhart），在優美的琴聲中，進⾏別具意義的台英雙語朗讀分享。

⽽陳韻如也以蘇格蘭台灣協會會⻑的名義贈予議⻑凱米．戴伊由旅荷畫家、策展⼈王儷靜所創作的油畫作

品〈福爾摩沙百合和薊花的相遇〉，畫中以蘇格蘭和臺灣共有的⾼⼭百岳為背景，蘇格蘭的國花——薊花
和臺灣原⽣種的福爾摩沙百合在⼭⾕上錯落有致，代表雙邊的合作交流遍地開花之深意。議⻑表⽰會將此

幅畫放在辦公室，讓更多貴賓看⾒臺灣與蘇格蘭美好的情誼。

此次「航向世界：臺灣文學主題展」7⽉24⽇起⾄7⽉31⽇於蘇格蘭說故事中⼼（Scottish Storytelling

Centre）展出包含臺灣女性文學、同志文學、⽣態文學和飲食文學的英譯作品。8⽉1⽇起移師愛丁堡中央
圖書館（Edinburgh Central Library）持續展出⾄8⽉10⽇。更多豐富的展覽與演講資訊，歡迎查詢國立臺

灣文學館官網（https://gov.tw/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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