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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運動月系列活動─文化份子大論壇 議程表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辦理地點：臺北市立美術館地下樓視聽室（臺北市中山北路三段181號） 

辦理時間：108 年 9 月 28日至108年9月29日10:00-17:00 

報名方式：本論壇採用線上報名，請至報名網站https://tncmmm.gov.taipei/Content_Lis

t.aspx?n=C732D026BC99DA26 報名。 

108 年 9 月 28 日（六） 

時間 主持人 分享人 與談人 

10：00 ─ 

10：10 
報到時間 

10：10 ─ 

10：30 
開幕式：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代表致詞 

10：30 ─ 

12：00 

第一場次   

時代「創造」青年 

現今已流傳慣用的「青年」一詞，創始於日治時期。當時的「青年」，指的是

具備流利雙語能力及文字書寫技術的知識份子，參與臺灣文化協會的運動者

們，展現了青年推動社會改革、充滿理想抱負的形象；但當時總督府也組織青

年團，將青年形塑為穩定地方社會秩序的理想人物，青年形象的創造及詮釋，

也成為國家統治的必須手段，青年顯然是當時推動社會風氣及文化的創造的

「文化份子」。本場論壇邀請陳文松從殖民時代青年被創造的歷史談起，並邀

請陳允元談談當時青年的各種樣貌，帶我們一窺彼時社會的諸多青年如何創造

時代。 

李鎧揚 

（臺灣大學歷史所博士

候選人） 

陳允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

語文學系助理教授、《日

曜日式散步者：風車詩社

及其時代》） 

陳文松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副教授、《殖民統治與

「青年」：臺灣總督府的

「青年」教化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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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13：30 
午膳休息時間 

13：30─ 

15：00 

第二場次 

漫畫作為一種歷史大眾化的新載體 

歷史書寫需對事實進行研究，給人帶來嚴肅不容易親近的印象。歷史如何傳播

給大眾，一直是相關推廣單位所要面臨的重要課題。2012年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以臺灣歷史、自然、人物作為主題，推出《CCC創作集》，以漫畫綜合雜

誌推廣臺灣歷史，更新了歷史知識傳播的新形式。 

本場論壇由對文化銀行創辦人邵璦婷主持，並邀請《CCC創作集》中以臺灣歷

史為創作的知名漫畫家張季雅、以及《CCC創作集》賴國峰共同進行，談談漫

畫作為歷史大眾化素材的各種可能性及未來發展。 

邵璦婷 

（ 文 化 銀 行 共 同 創 辦

人）    

張季雅 

（漫畫家、《異人茶跡》

作者） 

賴國峰 

（CCC創作集編輯部責任

編輯） 

15：00─ 

15：30 
茶敘時間 

15：30 ─ 

17：00 

第三場次  

尋找臺灣的聲音：戰前戰後臺灣音樂的文化意涵 

日治時期是臺灣音樂產生鉅變的時代，對戰後臺灣音樂留下深遠影響。 

1930年代的臺灣文藝之風鼎盛，在音樂環境上，除了廣為人知的古倫美亞唱片

公司引進大眾流行音樂，臺灣尚有少數學習西洋樂理的音樂家，逐漸的對臺灣

音樂添加新元素。在那個時期，音樂家也被賦予尋找/採集臺灣聲音的任務。 

聲音是土地的文化符碼，音樂則是最能反映時代的文化載體。因此每一個年代

都會有人找尋臺灣的聲音，用來見證時代的文化。本場論壇邀請研究員劉永

筑、水晶唱片創辦人任將達與《台灣流行歌：日治時代誌》作者林良哲，共同

討論跨時代的「文化份子」們如何思考臺灣音樂在不同時空下的文化意涵與對

應作為。 

劉永筑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

究所訪問學員、《1926

年臺灣日蓄與金鳥曲盤

研究》） 

任將達 

（水晶唱片創辦人、黑名

單工作室成員） 

林良哲 

（作詞者、《台灣流行

歌：日治時代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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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9 月 29 日（日） 

時間 主持人 發表者 與談人 

10：00─ 

10：30 
報到時間 

10：30─ 

12：00 

第四場次 

歷史創作的虛與實 

從1920年代起，「文學」在臺灣一直被翻新，文體上開始出現以白話文寫作的

形式，而內容中也開始出現以臺灣為主體的書寫題材。以文學、小說來寫故

事，遊走在紀實與創作之中，引領讀者從無邊際的想像中，以更自由的方式走

入歷史的空間，透過作者的筆鋒與讀者近距離情感共鳴，無疑是傳遞歷史故事

最有溫度的管道，因此文學創作一直為歷史書寫開拓更寬廣的領域。 

本場講座由莊怡文博士主持，邀請衛城出版社編輯盛浩偉及以非虛構寫作創作

《陳澄波密碼》的作者柯宗明共同對談，談談歷史小說經歷寫實創作、架空虛

構到今日的非虛構寫作，各種手法的代表作品與作者選擇，探討今日歷史人物

在今日文學寫作中再現的新可能。 

莊怡文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

所博士後） 

盛浩偉 

（衛城出版社編輯） 

柯宗明 

（ 《 陳 澄 波 密 碼 》 作

者） 

12：00─ 

13：30 
午膳休息時間 

13：30─ 

15：00 

第五場次 

現代戲劇創作中的歷史面容 

從新文化運動時期以來，戲劇一直是知識份子將文化推向大眾的媒介，彼時文

學家們的創作，就時常被搬上舞台再詮釋，成為戲劇演出的素材；即便時至今

日，當年的文學作品，仍在戲劇的題材中傳演不輟。 

「歷史創作」和當代人的「歷史意識」狀況緊密相聯。有的創作是為了重建族

群歷史意識，有的則是反映當代認同的焦慮，也有的是為了直面社會衝突，療

癒傷口、展望未來。「歷史創作」總是牽引出歷史所遺留的矛盾和糾葛，並試

圖引領受眾釐清問題。 

本場次由北藝大的張啟豐教授主持，邀請近年來改編多齣取材自新文化運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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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影視作品的製作人陳南宏先生，以及出身傳統戲劇、跨足現代劇場的栢優座

座首許栢昂，探討他們如何自歷史取材、如何選擇視角去再現、轉譯或與歷史

進行當代對話。 

張啟豐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

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陳南宏 

（賴和作品電視劇改編者） 

許栢昂 

（中國戲曲學院戲劇與

影視學碩士、栢優座創

辦人） 

15：00─ 

15：30 
茶敘時間 

15：30─ 

17：00 

第六場次 

製造地方：地方文化的展示與建構 

「地方」，是國家展現治理成果和宣示統治權的場域。1935年，為了展現帝國

統治殖民地的成果，日本政府在臺灣舉辦了臺灣博覽會，透過地方博覽會，建

立「中央」與「地方」的連結，「地方文化」成為殖民文明建設的客體，彼時

的「大稻埕」即係日治時期臺灣博覽會的分會會場之一，以閩式建築風格塑造

南洋印象。但「地方」也可以是建構共同體的框架，讓地方社群界定我們和他

者、自己的地域特色、自己的利害關係。到了現代，「地方文化」始終在政府

力量和社區自力營造兩股力量下，不斷被詮釋、再製造。 

本講座將邀請臺大歷史系呂紹理教授和大稻埕國際藝術節發起人周奕成先生共

同對談，討論國家如何製作地方、連結地方和國家的共同體意識，也探討地方

如何透過自發性的藝術節，建構出想像的共同體，展示自己的邊界、形象與策

略目標。 

莊勝全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

究所博士後） 

呂紹理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

民統治的形象表述》） 

周奕成 

（大稻埕國際藝術節發

起人） 

17：00─ 

17：10 
閉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