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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台灣文學地景──花東地景書寫之探查與實踐 

一、本文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一、計畫緣起： 

本計畫主要來自前 108-2、109-2 兩個年度，在本系（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

系）開設【台灣文學地景】一課的反思而來。 

本系在教學研究著重於人文地理議題，尤其針對空間、社會、文化之間的

互動有著諸多成果，教師研究、開課亦多以此為主要方向。此乃本系乃由花蓮

教育大學鄉土文化學系與台灣文學系整併而成，原意亦以希望能在以人文地理

學術基礎下，結合文獻、史料的研究，提供學生以台灣區域空間知識、並結合

實地田野調查能力的培養，形成完整的學術訓練。三年前個人開設【台灣文學

地景】一課，其目的亦在此，即結合系上同學既有的地理空間認知判讀與實地

探查能力，以文學作品為切入手段，對作品中所描述的地景樣貌，進行閱讀分

析，並期能深入分析其中所描繪的人地互動、人地關係，甚而是個人的識覺經

驗，期待能建立一種除了客觀物理樣貌下地理空間形繪，更屬於人的一種──

人本主義地理學──地理經驗，而這也是目前本系同學在相關地理學訓練之

外，較為欠缺的。 

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結合個人近年的研究設計出【台灣文學地景】之課

程，這也是本系第一次開設此課，其設計大綱及教學進度如下： 

課程描述 

台灣，做為一個在文學上的空間，隨著社會語境的改變，自然也形成諸多不同的樣貌，

加上個人經驗的差異，人地互動程度的不同，從而表現在書寫、文學上，更是姿繁色異繽紛

不已。本課程即將從歷時性的──不同年代下的台灣，共時性的──不同人地關係互動下，

這兩向度，選閱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分析其中形成的語境與個人經驗之間的關係，賞析其中

寫作技巧與呈現樣貌，最終，並試著請修課之同學，試將自己心目中的「地方」──具有意

義的空間，透過文字呈現出來其中具體作法與目標有下： 

１、透過講解與閱讀相關理論，了解何謂「文學地景」之意涵，與其書寫形成之關鍵？ 

２、閱讀前清時期，諸多宦遊文人筆下台灣的記述。 

３、選讀日治時期，殖民者視角下的台灣與本地視角下的台灣。 

４、外省人在台灣－－從空間到地方。 

５、我鄉－－以美濃出身的作家為例 

６、自然書寫下的台灣－－以劉克襄與廖鴻基 

７、原鄉－－原住民作家下的台灣 

課程目標 

一、透過文本閱讀，賞析文本所呈現的臺灣地景。 

二、透過文本分析，梳理文學寫作和人文風土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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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透過理論閱讀，初具文學分析之能力。 

四、透過課程進行，培養跨學科的能力。 

授課進度表 

週次 內容 備註 

1 課程初介：從空間到地方──何謂文學地景？  

2 １、文學作品裡的地方描述──重要的理論與分析方法  

3 ２、宦遊文人眼下的台灣 

３、帝國浮夢：日治時期日人作家的南方想像 

 

4 ４、從「空間」到「地方」──外省作家的「台灣」書寫  

5 同上  

6 5、我鄉－－以美濃出身的作家為例  

7 同上  

8 我鄉 2--文學中的花蓮--以王禎和與陳黎為例  

9 期中考試週 MidtermExam  

10 ６、屏東做為一種熱帶空間──以陳冠學與宋澤萊為例  

11 同上  

12 ７、自然書寫下的台灣──以劉克襄與廖鴻基  

13 同上  

14 ８、原鄉──原住民作家下的台灣  

15 同上  

16 ９、我寫我鄉──同學習作與討論  

17 同上  

18 期末考試週 FinalExam  

 

此設計的目的，主要先從理論的了解，尤其是人文主義地理學及現象學相

關理論的認識為開始，這些地景書寫，在地理物理客觀描述之外，全是這種屬

於人的一種「意向性」的產物，人對地方的認識，透過「識覺經驗」的形成，

對於空間的感知，描繪空間、建立意義，成為文字的描述，進而建立起「地方

感」，從而表現在這些書寫之中，透過理論的認識、現象學方法的學習將有助於

課程的學習。 

同時在教材的安排，亦先從台灣最早成為文學描述的「地方」，諸如陳

第、郁永河等在明末清初最早一批對台灣漢文書寫開始，進而以歷時性的角

度，選擇日治以及戰後等不同族群，甚或不同視角下對台灣各地方的描述，並

期待最後同學們也能以自己認識的「地方」（place）進行反饋書寫。 

然開課後，整個課程的進行，及以同學的作業書寫，乃至同學進行的課程

評鑑回饋，皆與先前預想的「理想」狀況，有不少的差距，尤其本課程課名，

即帶有「文學」兩字，而本系且還是以人文地理為主要發展的系所，然在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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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程回饋中，竟然出現「本課程不適合於本系開設，應開設於『華文系』比

較好」等意見，且整體的評鑑分數亦不理想。（4.1／全校平均 4.4） 

這讓我深感挫折。 

個人對此亦有所檢討，結合課程設計與同學反饋，主要有以下幾個問題： 

（1）、就課程教材閱讀量而言偏多。個人認為這是主要的問題，也與一開

始設計即過於理想性有關，試要從理論上建立基礎，又要從古典文學為始一直

到現代文學，建立相關認知，從事後看來的確是有問題的，同時在這樣的閱讀

量期待中，作業亦相對吃重，對同學的負擔無疑是大的。 

（2）、同學的文學基礎，未能符合預期。這次修課同學主要本系同學為

主，雖說台灣文學系亦是本系前身，但在這幾年師資的變化與課程的調整，同

學的文學訓練顯然無法本系中文系、華文系、英美系等語文專業系所可比擬，

現在本系同學均以「地理系」的期待看待本系課程，閱讀大量文本，進行文本

的文學分析，且不曾出現在修課同學的預想中，基礎能力略顯不足，從而也使

學習效果打折，上文所述建議此課開在華文系而非本系，主要原因亦在此。 

（3）、課程以閱讀文本，進行文本分析為主，未能充份發揮本系同學原已

有的地理、實察學習效果。本系同學在其他相關課程的學習之下，均有豐富的

實察能力，同時也對於田野探查有著高度的期待，然本課程的文本閱讀，一方

面在先前文學基礎較為薄弱的現實之下，並未充份理解這些文字敘述形成的背

景，甚或與現實地景的關係，又未能有相關文學地景實察設計，使得同學面對

單純的文本閱讀已略嫌吃力的狀況之下，未能符合其期待，學習效果從而不理

想。 

 

在此第一次開設此課程的反思之下，又有幸得到本校院特色經費此許經費

的支持，於 109-2 再次開設【台灣文學地景】一課，並針對上述問題，在課程

設計上做大幅度調整，從後來的學習成果與同學反饋來看，這一次的課程設計

且是成功的。主要的調整如下： 

（1）、在保留理論的介紹，與分析方法的學習之外，刪除「帝國浮夢」、

「從『空間』到『地方』──外省作家的『台灣』書寫」等兩大主題，並加重

花蓮當地作家地景書寫的介紹。透過教材內容的縮減與改變，除減輕同學負擔

外，亦儘量與其現在所處的花東場域連結。 

（2）、適逢《男人與他的海》，這部以廖鴻基、金磊為主人公，描述其海

洋書寫、海洋經驗的記錄片上映，本課程亦安排全體修課同學至影城觀賞。文

學地景結合影像呈現，對於這些出身於影像世代的同學，其接受能力無疑是高

的，從觀影後的書寫回饋，即充份說明。 

（3）、在院辦特色經費支持下，安排兩日台 11 線文學地景實察，並邀作

家廖鴻基全程陪同參與，並由其解說其自己的海洋書寫經驗，同時，亦結合廖

鴻基充滿海洋識學經驗，並對海岸族群、文化──人地關係展現的散文作品

《台 11 線藍色太平洋》的閱讀，對其所描述的地景樣貌、人地關係進行對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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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悟。 

  

圖 1：作家廖鴻基帶領同學於秀姑巒溪出海口文學地景實察。109.04.16 

這樣課程設計的改變顯然是成功的，同學的回饋不再出現諸如上述此課程

只適合於華文系等語，對於觀影與兩日的實察，更被多數同學高度肯定，最直

接的表現於教學評鑑分數，不再令人尷尬。 

 

圖 2：實察後，同學的作業成果之一圖照。 

這也給我再次開設此課程的底氣，並思考如何能更完善此課程日後的開

設： 

如何在以本系同學學習基礎上，適度選擇或增減相關文本閱讀量? 

如何在本系同學原有地理學訓練上，選擇更可適其發展的教材? 

如何在本系同學既有田野實察的能力上，做為其分析文學地景的工具? 

如何發揮本校在花東地區的特色，將花東文學地景做為主要教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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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也成為本計畫「台灣文學地景──花東地景書寫之探查與實踐」主要

的思考方向。 

 

二、研究主題與目的 

本教學研究計畫，即著眼於上文所述，在探討相關理論、簡介台灣文學地

景書寫狀況下，瞄準花東在地文學，其所描述下的「地方」──花東本地，為

主要方向，並希望透過地景實察，藉以與這些書寫互為對照，並採如現象學、

解釋學的詮釋方法──「互為主體」的分析，以自己的觀照融這些文學書寫於

一，審視自己所親臨的地景，同時以自身的書寫做為回饋。 

地景（landscape），原汎指地表上一切視覺可見的有形景物，但人做為空

間的能動者，人與空間的關係，人在空間中的活動，人在空間中的經驗，同樣

也是形構地景最重要的因素，甚且是地景構成的主角。 

花東本就有豐富多元的地理樣貌，豐富的自然資源，多變多樣的地景樣

貌，在今日的台灣尤顯獨特珍貴，這也讓花東成為台灣旅遊重地。同時，建立

在此多元的族群，與豐富多樣的人地活動，更有別於西部各縣市較為單一的樣

貌，且是花東地區重要的人文特色。 

2. 研究問題 (Research Question) 

1、透過理論的研讀，建立文學地景之分析方法，並對於文學描述下的地

方呈現的手法有基本的認識。 

2、透過文本的選讀，建立文學地景的賞析能力。 

3、選讀花東文學地景作品，並能與現實地景進行對照。 

4、透過文學地景實察，並與文字書寫互為對照。 

5、透過作品的研讀，能對作品所描述的客觀物理樣貌評析。 

6、透過作品的研讀，能對作品所描述的人地活動、人地關係進行了解與

分析。 

7、透過自我反思書寫，形成對於書寫與實察的反饋。 

8、透過文字、海報、影像等，呈現學習成果。 

3. 文獻探討 (Literature Review) 

1、相關理論與分析方法： 

文學地景的研究，本就是建立在文學與地理學等跨學科的整合運用上，事

實上，過往古典文學對於方志的書寫研究，即可視為一種廣義的文學地景研

究。 

在台灣現代文學語境中，亦早已有許多成果，就如范銘如《文學地理：台

灣小說的空間閱讀》（2008）即是一重要例子，這本專書使用了文化地理學、人

本主義地理學、現象學等理論，對台灣現代小說諸多議題，如台灣鄉土小說所

描述的「鄉土」、「都市書寫」、「後鄉土」等議題，有諸多討論 

本研究亦本於文化地理學、人本主義地理學、現象學的方法為重要教學、

文本分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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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麥克．克朗在其《文化地理學》一書中，對於地理景觀變遷和文化發

展之間的關係，提出了所謂「歷史重寫本」概念： 

 

地理景觀如何隨著文化的逐步發展將不同時期的變化記綠下來，留

下自己獨特的痕跡。這些痕跡積累起來可以成為一個“歷史重寫本”

（palimpsest）。（Crang，2003，28） 

 

他進一步對此詞提出解釋： 

 

“palimpsest”一詞源自中世紀書寫用的印模，原先刻在印模上的文

字可以擦去，然後在上面一次次地重新刻寫文字。其實以前刻上的文字

從未徹底擦掉，於是隨著時間的流逝，新、舊文字就混合在一起：重寫

本反映了所有擦除及再次書寫的總數。（Crang，2003，28） 

 

地景的書寫，同樣也反應了這種變化。同時 Crang 在此專書中，更重視文

學作品對於地理景觀描述上的意義，就如其所說，文學是否能當作一種對於地

理「客觀」描述的依據，從現在各學科互相浸染的現實上，答案是肯定的。就

如麥克．克朗所說： 

 

一些地區的文學作品一直被當作資料和數據使用。這些作品就像是一份調

查報告，成為一種可利用的地理數據。在“量化革命”的黑暗日子裡，這

種作法一度被視為“主觀行為”而不予重視，……。（2003，54） 

 

然也這些「主觀」的文學作品，可以保留人們對地區的理解，「由數據描繪出的

地理缺少了由人親身感受的豐富內涵」（2003，55），甚至這些作品與地景之

間，更是一種互為形塑的關係，就如其所言： 

 

有一點很清楚的，即文學作品不能被視為地理景觀的簡單描述，許多時候

是文學作品幫助塑造了這些景觀。（2003，55） 

 

這些文學作品即是有這樣的作用。 

而人本主義地理學（HumanisticGeography）更是本計畫理論所依，重要創

始者段義孚的相關著作，更是本計畫重要參考。其中段義孚闡述人本主義地理

學的經典著作《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1998），將也是本課程進行後，所

必讀的理論作品。 

接受「現象學」、「存在主義」思想影響，從而以「人」的角度，省視地理

空間與人之間的關係，乃其思想精髓。尤其透過「空間」（space）、「地方」

（place）術語的解釋，對於人與空間關係，與識覺經驗的建立，從而建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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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感」的過程，有著精采的描述。「地方」做為人「意向性」的產物，文學作品

正適合做分析的標的，因為它直接保留人對地方思維的一手材料。 

同時對人本主義地理學研究者來說，人對於空間和地方所形成的「地理

感」（GeographySense），更是他們主要研究的對象。就如學者潘桂成所說：「傳

統地理學研究“地理區的客觀的地理知識”，人本主義地理學者研究“地理區

的客觀地理知識的地理感”，所以稱為“地理區的主觀地理知識”。」1而地理

感是人與地理環境互動過程中，透過感官對環境產生「識覺」（Perception），進

而產生經驗，而這些累積的經驗使人產生對於環境的「評價」（Evaluation），而

得出個人對於地理環境的獨特意義，這即是地理感。2人可以透過感官，形成對

於空間的感受，就如段義孚所說：「人類的空間感反映人的感受和精神能力」

（Yifu,Tuan，1998：13），然人的思想卻往往超越感官所能得到的，也就是說，

許多對於空間的感受，往往是透過人的思想作用所形成：「這些空間模式乃是經

驗累積而至最後概念化的結果。」（Yifu,Tuan，1998：14）然「空間」往往是非

具體的，「35 坪大」、「長方形的」、「開闊的」、「熱呼呼的」等等，所表現的只

是一種抽象的概念，但當人在此空間「停留」且與之互動，空間被人賦予意

義，將使空間成為有意義的「地方」──「我的地方」、「我的家」、「上課的教

室」等等，誠如在段義孚的相關論著中，就把「家」視為一個最具體而微的

「地方」：對人而言，能安身庇護具有重要意義的地方。 

TimCresswell《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一書中，承繼了段義孚的概

念，並加以擴充解釋，從中也可以看到不同文化下、不同族群，面對同一個空

間，進而產生不同的意義與解釋，產生不同的「地方感」，然意義的賦予，是空

間成為地方的關鍵：「當人將意義投注於局部空間，然後以某種方式（命名是一

種方式）依附其上，空間就成了地方。」（Tim Cresswell，2008：19）。 

而這種概念，亦被臺灣本地學者蔡文川所承繼，就如在其專書《地方感：

環境空間的經驗、記憶與想像》，對地方感的演繹： 

 

對於地方感的最簡單定義，可以說是對一個空間的感情及記憶。 

它是社會、文化、歷史、環境、政治所建構的觀念， 

它是摸不到、看不到的主觀感覺； 

它是個人或群體的經驗， 

它存在於任何我們熟悉、對我們有意義的大小空間。（蔡文川，

2010，21） 

 

這些文學作品即具這樣的意義，它不僅保留了地景客觀樣貌的描述，同時也呈

現了地景能動主體──人，在此地景活動下的感受與記憶。而這也是本課程最

 
1潘桂成：〈譯者潘序〉，《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頁（7）。 
2有關「地理感」，可參閱同前註的論述，及段義孚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

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頁 7-29 中，對於「經驗」、「識覺」以至於形成「地理感」的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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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意義所在。 

 

2、文學地景與教學應用： 

近年來對於文學地景的研究可說是越來越多，研究方法亦相當多元，其中

最值得注意，也與本教學研究計畫直接相關的，即是許多文學地景運用於教

學、地理實察上，這有幾篇學位論文即以此為主題。 

陳怡婷《文學地景在中學地理實察之應用研究》（2019）即以文學地景做

為中學地理教學實察運用為主題之論文，其同樣採用人本主義地理學、文化地

理學的方法，透過文學地景的分析與實察學習效果，進行量化分析。其主要採

用的文本為郁永河《禆海記遊》中，有關北投、陽明山等地景的描述，並以此

為實察主題，設計學習單。就如其所言： 

 

選用郁永河的〈北投硫穴記〉作為文學地景本，學生在進行實察過程當中

並選用郁重遊郁永河三百多年前在北投地區開採硫磺的路徑，更能夠透過

地理實察程中的親身遊歷和體驗觀時空變遷人為發展後況，塑造出獨一無

二的地景體驗並且透過文學寫作再現。（2019，56） 

 

同時也肯定文學地景在地理教學上不同面向發展的可能性。 

劉文放《高雄市旗鼓地區之文學地景書寫研究》（2010）、章雅琦《瓦歷

斯‧諾幹的雙崎文學與文學地景》（2021）、張曼萱《文化的想像與生產-以張文

環文學地景為對象》（2013）、張文玉《吳濁流、龍瑛宗、鍾肇政小說中的故鄉

地景分析：兼敘「浪漫台三線文學」走讀資源》（2022），就如同其個別題名，

雖是個別作家的書寫為研究對象，然全也是地方、地理研究下的成果，這些研

究全也指出，這些作品對於地方，全也可以做為認識的另一種手段──透過文

學的。 

就如劉文放在其結論所述，也直接點名這些書寫的重要性──一種屬人的

對於地方的觀看： 

 

地方，是一種觀看、認識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本文從文學地景書寫

的分析著手，觀看作家如何有意識的挪用地景，去創造地方書寫／文學。

地方書寫的重點，在於「意義」與「經驗」，文學地景書寫要深化變成地

方書寫，與人本主義地理學的「地方感」概念有關，地方感的打造，是文

學地景書寫最核心的關鍵，也是地方書寫的原則。（2010，153） 

 

並且進一步聯結這些作品與地方文化觀光產業、行銷、地方主體性建構的重要

性。 

其中值得一提的，吳懷晨〈通識化國文課程的教學理念與實施──以

「國文：花東文學地景」為例〉（2011），此為作者在台東專科學校二專部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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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實際教學經驗轉化而來，且與本研究計畫主題高度相關。此論文詳列文本、

分析方法、與課程實施成果，乃至同學學習回饋，相當值得本計畫參考。唯，

其在教材選擇上，較偏重客觀地理景觀之描繪，對於人文地理所著重的人地關

係、人地互動等，較少著墨，而這也是與本教學研究計畫差異比較大之處。 

 

3、花東作家地景書寫： 

本教學研究計畫除了理論閱讀之外，主要閱讀的文本，將以作品中有著花

東在地自然、人文地景描述的在地作家的作品為主。在此可先列於下： 

（1）、結合歷史、自然、人文描述的楊牧「地誌詩」，諸如〈七星潭〉、

〈沙婆礑〉、〈池南荖溪一〉、〈池南荖溪二〉、〈佐倉：薩孤肋〉、〈隰地〉、〈松

園〉等詩作。 

（2）、在作品中，呈現花蓮農村地景、街景樣貌的王禎和相關作品。 

（3）、對於花蓮移民史、農村、街景等地景人文樣貌有諸多描繪的，方梓

《來去花蓮港》，以及以林道生半生創作、生活為標的，同時對於花蓮街區發展

亦有描繪的，姜慧珍《時代的回聲：林道生的人生樂章》。 

（4）、以東部海岸為基地，充滿海洋識覺經驗描述，同時亦有深刻海洋經

驗的廖鴻基相關作品。 

（5）、融台東原住民各族群之文化、地景於作品中，對於原住民人地關

系、人文樣貌有精采敘寫的，作家巴代相關作品。 

（6）、融海洋書寫、達悟族人文地景樣貌於一的，夏曼藍波安相關作品。 

（7）、眾多旅人對於花蓮、台東等豐富的人地互動經驗敘寫。 

 

以上的種種書寫，早有各種豐富的研究和個別的評論，其中有幾種篇章與

本教學研究計畫所採取的方法類似，值得注意。 

就如，利文祺發表於本校人社東華電子報的網路文章〈楊牧作品中的「花

蓮神話」──利文祺〉（2015），在文中以聖俗對立的角度，分析楊牧作品中

「花蓮」做為一種神聖感的地方的存在，並分析這些詩作所呈現的歷史、文化

意義。注意到此現象，當不止於利文，也如李星瑩《楊牧詩及其晚期風格探

究》（2017）中，也論述這些基於楊牧這些基於花蓮地景、人文詩作的特殊意

義。當然，陳義芝在〈楊牧詩中的花蓮語境〉（2012），首開以「地誌詩」為

名，對於楊牧這些詩作的研究，指出其所代表的「台灣意象」及「地域感性」

（或可直說為「地方感」）更值得注意。 

除以上之外，以下諸篇章，也都論述到本研究計畫所列作家之文本所呈現

的地景意義。如呂文翠以空間議題，對王禎和小說中的「鄉土」所寫的篇章

〈花蓮花蓮：充滿否定性的市井家園－論王禎和小說中的「鄉土」〉（1997），文

中的於王禎和作品中《玫瑰玫瑰我愛你》等中的花蓮街景，具有一定的喻義，

更具有「鄉愁」：「他所描寫的花蓮世界，正展現他心靈中曲折的懷鄉儀式──

充滿否定性的市井家園──恰恰證明了他在現實人世中尋求依歸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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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58）當然這也與當年鄉土小說興盛年代之語境有著共有的「感覺結

構」（structures of feeling）有關──鄉土依舊，然景物（地景）已非。這將是本

課程討論的重點。 

陳木青〈女力在花蓮－論方梓《來去花蓮港》的族群書寫與土地認同〉，

則以方梓《來去花蓮港》所呈現日治時期花蓮港街區地景與族群現象為分析重

點，當然其更「女力」──作品中的女性人物的形象為重，進一步帶出作品中

主人公，花蓮新移民如何在此安家立命的過程。 

「地景」並不是只有在陸地，廖鴻基、夏曼．藍波安兩位台灣海洋書寫的

代表作家，也以他們的作品呈現其海洋經驗，與在其中的人地關係。當然研究

兩位者眾，實無法一一列舉，其中王國安〈論夏曼．藍波安與廖鴻基海洋書寫

的差異〉（2012）則將兩位並列，並分析其差異。在兩人「身體」力行與海洋接

觸的經驗中，存在著「海平面上、下的視角的不同」，從而產生不同的識覺經

驗，而這也是兩位族群身份差異下所產生；兩人對所謂「生態保育」觀念的差

異，這當然是族群文化、生命經驗下所產生的差異；而最終歸於兩者原、漢身

份的不同，同時對於海洋「信仰」的殊異。 

當然，夏曼．藍波安的書寫，更透過其原、漢雜揉的語言，展示了達悟族

在海洋圍繞下人地關係的特殊性，就如同廖鴻基新作《最後的海上獵人》

（2022）所展示的，以台東成功漁港為基地，台灣僅存的旗魚鏢獵漁法，為依

存於台東海岸地景所生的人地的關係最好的詮釋，而這也是本課程重點探查的

地方。 

而巴代融歷史、地景於一的書寫，也是從清領到日治時期花東族群互動最

好的展示──一種文學性的，諸多討論往往從歷史、族群的角度討論，如林芳

玫〈從地方史到東亞史與世界史：巴代歷史小說的跨文化與跨種族視野〉

（2021）等即是，這是從「宏大敘事」（grandnarrative）的角度來看這些作品，

但如果細看，更可發現其中基於花東地理環境，人與自然互動，從而在生產、

制度、文化上的種種樣貌──一種人地關係、文化地理學上的敘述，更是這些

作品重要的特色之一，而這也是本研究計畫所著重的地方。 

地景經濟──觀光活動，無疑是花東最重要的產業之一，這些大量旅人不

僅在花東留下足跡，在如今網路發達、個人自我發聲遍布的年代，也在網路上

留下大量的圖文，為他們在此的人地互動留下痕跡，也是他們對花東「地方

感」形成最好的見證。這些大量網路書寫，絕對是重要的材料，唯，其數量龐

大，內容多寡不一，在此實無法細數。在日後課程進行時，將特留一至兩週時

間，將引導同學對這些書寫表現的，其所呈現的識覺經驗樣貌、地方感的特

性、旅人的視角重心何在等議題進行討論。 

 

4. 教學設計與規劃 (Teaching Planning) 

基於上述與教學目標，課程設計除了理論、文本閱讀外，在教學方法上除

了講授，將特別重視個人文本閱讀的分析與分享，並以分組專題報告的方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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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同時每個主題將有一份小閱讀報告，以隨時觀察同學學習狀況。 

同時，在獲得經費挹注的理想狀況下，將安排一次三天兩夜的花東文學地

景實察，發揮本系既有的特色與學生原有的學術訓練，並再邀作家廖鴻基老師

親自導覽，以其《台 11 線藍色太平洋》、《最後的海上獵人》為藍本，規畫並完

成文學地景實察，且希冀在可能狀況之下，邀請作家巴代分享他的寫作經驗與

其中呈現的台東原住民族群之歷史與人地關係呈現。 

（一）、具體目標條述如下： 

1、透過理論的研讀，建立文學地景之分析方法，並對於文學描述下的地

方呈現的手法有基本的認識。 

2、透過文本的選讀，建立文學地景的賞析能力。 

3、選讀花東文學地景作品，並能與現實地景進行對照。 

4、透過文學地景實察，並與文字書寫互為對照。 

5、透過作品的研讀，能對作品所描述的客觀物理樣貌評析。 

6、透過作品的研讀，能對作品所描述的人地活動、人地關係進行了解與

分析。 

7、透過自我反思書寫，形成對於書寫與實察的反饋。 

8、透過文字、海報、影像等，呈現學習成果 

 

（二）、預計的教學進度設計如下： 

 

授課進度表 

週次 內容 備註（教學空間） 

1 課程初介：從空間到地方──何謂文學地景？ 課堂教師講授 

2 
一、文學作品裡的地方描述──重要的理論與分

析方法 

課堂教師講授 

作業（1）：理論文本閱讀 

3 同上／花東地景與文學簡介 課堂教師講授 

4 二、在文學中的花蓮──以楊牧作品為探討對象 課堂教師講授與同學文本討論 

5 
三、花蓮的族群與街區發展──方梓《來去花蓮

港》作品與閱讀與討論／人地關係的討論 
課堂教師講授與同學文本討論 

6 四、王禎和筆下的鄉土花蓮 課堂教師講授與同學文本討論 

7 五、文學描述下的花蓮──整合討論與分組報告 
課堂分組討論與報告 

作業（2）：花蓮文學地景報告 

8 專題演講：廖鴻基──我的海洋經驗 課堂演講 

9 期中考試週 MidtermExam 作業繳交 

10 花東文學地景實察（日期另訂） 花東文學地景實察，預計 3 天

2 夜。 

作業（3）：實察報告 

11 實察課程調整 

12 實察課程調整 

13 六、海洋、族群與人地關係──夏曼．藍波安的 課堂教師講授與同學文本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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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 

14 
七、歷史視角下花東原住民──巴代書寫下的人

地關係呈現 
課堂教師講授與同學文本討論 

15 我與花東──我的觀察、書寫與回饋 課堂分組討論與報告 

16 
網路上的旅人──花蓮遊客視角下的花東與地方

感的形成 
 

17 作業展與同學討論觀摩互評 

課堂分組討論與報告 

作業（4）：我的花東文學地景

經驗（作業展） 

18 期末考試週 FinalExam 作業繳交 

（三）、成績考核與評量 

1、作業（1）、（2），採理論、文本閱讀後，整理成閱讀報告，經分組討論

後，並由教師評閱。教師透過作業觀察同學學習狀況，並透過參與分組討

論方式，指導其書寫與改進。 

2 、作業（3）實察報告，將在實察進行後，對於所觀察的實際地景，與文

學書寫之間的關係，進行觀察、分析與書寫，著重文本與實景的對照。作

業將由教師評閱為主，主要觀察其實察成果，並是否有注意到文本書寫與

實景的關係，並能使用學習理論，深入分析這些書寫形成的語境與作者之

技巧。 

3、作業（4），為一整合式報告，鼓勵同學以整合性的圖、文或影片，呈現

本學期所分析之文本，甚或文學地景實際成果。除採教師評閱的方式之

外，將以海報或動態作業展的方式，鼓勵同學互動，且採計互評。 

4、評分分配：作業（1）：15%、作業（2）：15%、作業（3）：30%、作業

（4）：30%、平時表現與出席：10%。 

 

5. 研究設計與執行方法 (Research Methodology) 

 

1. 研究架構 

本教學研究計畫，可分成幾個部份來談，一、開課前的準備，二、課程的

實施，三、學習後的成果評測，四、整體課程的檢討等。以下並以流程圖示

之： 

 

開課前的準備 

 

課程的實施 

 

成果評測 

 

課程檢討 

 

主題選定 

 

理論閱讀 

 

作業卷宗評測 

 

教學意見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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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選擇與摘錄 

 

文本閱讀 

 

分組討論與報告 

 

作業評閱成果分

析 

 

實察地點選擇與

行前實勘 

 

作業書寫 

 

個人成果海報展

覽 

 

分組討論意見收

集 

 

 文學地景實察活

動 

 

 下次開課前修正

準備 

 

2. 研究問題意識 

承上述，本教學研究計畫基於以下問題意識而成： 

（1）、如何有效學習使用分析理論，並對人、文學、地景之間的關係，能

有一定的了解? 

（2）、如何選擇貼近本校系選課同學的生活環境，並切合本校所處自然人

文環境特色的文本，以為閱讀討論之用? 

（3）、如何利用文學地景實察活動，讓本系選課同學得以在原有的訓練之

下，使其更能接受這些文本之內容? 

（4）、如何引導同學討論這些文本，並透過閱讀、實察活動等，轉化為自

身的回饋，並以影像、文字等方式做出回饋? 

 

6. 教學暨研究成果 (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天有不測風雲，成為此次計畫最大的變數。因 0403花蓮地震，到 6月底

為止餘震不斷，同學宿舍受損，學校全面改為線上上課，也逼使計畫得因應改

變，誠屬不得已，但也無可奈何。主要的改變有： 

 
一、 課程調整： 

1、 為安全考量，實察取消。 
2、 縮減花東地景書寫的分析。惟，在學期初始，即已邀請作家陳黎就其作

品中的花蓮街區、地景之書寫作演講，因此保留花蓮街區地景書寫的分

析與作業，並鼓勵留在花蓮的同學，在安全無虞的前提下，自行前往花

蓮市街區實察，並與文本互為對照。 
3、 調整「日月潭書寫」的比例，並以「刮除重寫的羊皮紙」之理論看待日

月潭書寫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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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增「文學中的美濃」以吳錦發《秋菊》為主要閱讀文本 

 

 

5、 增「大武山下的屏東平原地景──以陳冠學《田園之秋》為主要討論對

象 

 
6、 增「創傷與療瘉──宋澤萊屏東海岸書寫」 

 

二、 作業與成績考察調整 
1、 保留花蓮街景的實察作業。 
2、 保留《最後的海上獵人》文本分析，刪除地景實察部份。 
3、 為因應線上課程，增課堂筆記卷宗評閱。 

三、 教學執行： 
1、修課人數及系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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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學活動舉隅： 

 

 
(2) 教師教學反思 

1、 因全校改為線上教學，無法進行實察、亦無法以圖文展覽展示作業成果

無疑是本計畫最大的遺憾。惟，同學作業成果，改以線上相互觀摩，報

告、討論上課心得取代，亦可說有成果。 

2、 因無法實察，無法發揮本系同學原已有的地理學訓練與方法，相較其他

如中文系、華文系等文學系所同學，在文本閱讀能力及廣度有所不及，

其作業表現及學習成果，部份同學未臻預期，這再待下次開課繼續努

力。並也說明此次計畫無法實行預計的實察計畫是多麼可惜。 

 

(3) 學生學習回饋 

總體而言，同學質性的回饋基本上相當正面，教學評量數字回饋，亦在學

校平均值以上，教學引導分析的方法，同學亦能充份吸收，表現在作業上相當

可觀，以下或以同學部份作業及心得，以為說明： 

A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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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同學： 

 

 

C 同學，上課筆記（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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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議與省思 (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文學地景的分析與教學，與一般文學文本有很大的差異，除了使用

理論的不同，切入視角的不同，現地的研究與實察，以及相關地理區位

知識的建立等更是必要。在目前各階段的文學教育而言，或者是地理相

關教學中，往往比較缺乏，值得再加以關注。 

個人已針對此次教學經驗，以「文學做為認識地方的方法」為相關

主題書寫論文，提出相關教學實踐的方法，以為本計畫的經驗總結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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