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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全世界都在閱讀—百師入學」，邀請 100

位的文學名家，前往臺中市各大專院校、高中職、各

區圖書館與本局所隸屬四大中心開講。

文學　營養的花粉　生活之泉源

2015年 4月 9日，「當全世界都在閱讀—百師

入學」於臺中市政府惠中樓大廳舉行啟動儀式，臺中

市政府文化局長王志誠主持開幕儀式，現場文壇先

進，包括：詩人吳晟、作家廖玉蕙、劉克襄、亞洲大

學蔡進發校長⋯⋯等人共襄盛舉，一同打開象徵活動

揭幕的精緻大書，為今年百師入學的活動揭開序幕，

見證此百師入學全面啟動的歷史性時刻。

百師入學 颳起文化風
文 /陳君榜    圖 /圖書資訊科

為落實臺中市長林佳龍「文化立都」的政策，拉

近城鄉距離，文化局長王志誠致詞時表示：「此次的

百師入學活動擴大區域辦理，號召百位老師前進臺中

的山、海、屯、城區，以實際行動呼應重塑文化城

的計畫。並且將資源送入偏鄉學校，翻山越嶺進入到

高海拔的梨山國中，讓空氣稀薄的 2,000公尺和平區

部落也滿溢書香，山之巔的學子也能親炙大師風采，

豐富文學的創作土壤。」

在野餐詩歌中　凝眸生活的光與熱

「當全世界都在閱讀—百師入學」活動，第一站

來到霧峰區的亞洲大學，由知名作家吳晟擔任第一

▲ 楊富閔至曉明女中，在苦楝樹下以移動的文學教室和同學分享創作歷程。

▲ 詩人余光中於臺中教育大學開講                                                   
                            （攝影曾貴睦）

16日，即和勤益科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系的師生們，

分享他當年赴義大利參與國際貨櫃藝術展期間，在

歐洲各城市移動間捕捉各種對美感的追求，暢談旅

行攝影與詩寫的連結。並表示圖文搭配的創作方式

是一種挑戰，無論是文字的切入點不夠精準，抑或

是圖像構圖不夠張力，都是創作時所會面臨到的挑

戰和樂趣。

文化局長王志誠說：「創作本身就是一種自我整

理和自我完成的過程」，希望藉由他的經驗分享，能

對同學們從事文創領域時有激盪的作用。

文學沒有框架　和影音結合新趨勢

曉明女中今年以「鳥語花香」作為主題，在校園

隨處可見精美逼真的鳥類看板和花卉佈置，校方積極

推廣人文風氣的用心自不在話下。

棒，以詩歌的方式分享創作心得，朗誦「野餐」、「泥

土」、「我生長的小村莊」、「水田」等經典詩作，

並播放紀念母親吳陳純女士百歲冥誕，與兒子吳志寧

攜手合作的創作專輯《野餐》中的曲目。重現如音樂

會詩歌演唱的情景，讓與會的亞洲大學師生無不如癡

如醉，直呼過癮。

4月 9日，臺中在地作家廖玉蕙在沙鹿區的靜宜
大學擔任第二棒，與靜宜大學師生亦分享其「閱讀」

和「創作」的觀點，侃侃而談多年的教學和寫作經

驗，廖玉蕙說：「或許很多人將創作視為『很正經的

事』，但事實上創作是分享私領域的一種方式，藉由

創作可分享心情，亦可獲得他人的共鳴。」

演講如一段段旅行般　看不盡的風光明媚 

活動自 4月開始進行後，獲得了廣大的迴響，
好評不斷。像是緊接登場的凌拂、連美恩、徐樂眉、

林靖傑、舒國治、李長青、李志銘、楊富閔、林德俊、

黃明川⋯⋯等人，在臺中市的西至東、北到南，無

論在山、海、屯、城的任一處，都能聽見「百師們」

在校園中散播知識、散播愛的精闢見解。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長王志誠，同時具有詩人身

分的他，身體力行地響應「百師入學」活動。4月

▲ 百師入學活動深入校園，年輕學子遵循眾多前輩作家指引的方向， 
    找到屬於自己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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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9日，臺灣獨立製片第一人 ~黃明川導演，

在臺中科技大學與年輕學子分享，他與高雄市立美術

館合作，花費 5年光陰所拍攝的《典藏奇遇記：異

想天開詩與樂》影音專輯的片段，這部影片以 20位

詩人針對 40件藝術作品創作 40首詩，另由 3位作

曲家根據詩和藝術品譜寫出 8首曲子，在這個計畫

中，完整保留詩人身影，並讓藝術品、詩作和樂曲交

錯出動人的影像，讓在座同學大飽眼福、收穫匪淺。

曾多次開創臺灣影視先例的黃明川表示，審慎選

擇自己要從事的行業，同時具備警覺性，積極學習所

應具備的知識和充實各種技能，才有資格創作出新意

的作品，有本錢在現實的社會中與他人競爭。

文學與創作　完整人生的履歷

5月 6日，明道文藝社創社社長陳憲仁和獲得無

數文學獎肯定的知名作家方秋停，連袂來到東海大學

講談文學獎與創作之路。

陳憲仁表示，文學獎主辦單位多是不計成本回收

的理想實踐家，投入龐大的金錢與物力，目的在於挖

掘優秀的寫作人才，期望讓臺灣的寫作風氣更為興

盛，並表示文學獎投稿落選不要氣餒，持續的寫作與

練習從批評、檢視缺點中成長。

方秋停也在此次座談中分享過往的參賽經驗，認

為具有「新的切入點」往往能讓吸引評審的注意，建

議同學好好生活、好好閱讀、好好寫作，找到屬於自

己寫作的方向與定位。

接下來包括：吳櫻、楊翠、焦桐、岩上、向陽⋯⋯

等名家，陸續在這座文化之都開講，以文學講座領

路，為學生和市民生活注入新能量，看見文學裡每

一個可能的美好。更多詳情請見百師入學官方網站：

http://2015tcworldbookday.tw/100Masters/。

▲ 不同領域的「百師」，打開學子的格局和眼界。（攝影曾貴睦）

4月 23日，在光影錯落的苦楝樹下，氣勢磅礡

的鼓樂、柔美直笛、民歌表演為開場，楊富閔的樹下

講堂熱鬧登場。坐在高腳椅上的楊富閔，從容自在

地與曉明女中的同學們分享童年往事，「某年考試

的作文題目是『逛書店』，但彼時那個年代我所居

住的鄉下地區沒有書店，只能憑著想像硬著頭皮寫

下『清晨，我踩著零碎的步伐，踏著一顆顆的露珠，

來到了菜市場旁的書局裡梭巡』」。楊富閔笑著說，

文句本身並不通順，但當時的他還不瞭解生活周遭的

人文風景，也是一本本好書，直到日後才逐漸明白，

生活中每個細節都是可以下筆的好題材，文學和閱讀

也就在我們日常裡的每次呼吸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