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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3 日不只是大家熟知的「世界書香日」（El Día Mundial del Libro)，對

於世界文學界更是非常重要且具有象徵意涵的日子：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西班牙大文豪塞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以及出生

於秘魯的麥士蒂索人作家兼史學家印加·加西拉索（Inca Garcilaso de la Vega)，三

位在文學界具有代表性的作家都在 1616 年的這一天逝世。因此，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UNESCO)於 1995 年將此日訂為我們熟悉的「世界書香日」以此向作家及他

們的作品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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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023 年)適逢西班牙語在臺灣的第六十週年，學會於世界書香日的前夕

(4 月 21 日，星期五晚上 20:00~21:30）舉辦了第十四場線上工作坊，向西語文學

大師致敬（Homenaje a los maestros hispanos de literatura)。本工作坊邀請了張淑英

老師（Luisa Chang, 臺大外文系教授及臺灣西班牙語學會理事長）、劉碧交老師

（Cecilia Liu,文藻外語大學西班牙語文系教授）及楊瓊瑩老師（Sophia Yang, 政

大歐文系西班牙語組教授），分別由這三位對於西語文學頗有研究的教授向我們

分享西語文學的作家與作品。本次工作坊由講者之一的楊瓊瑩老師擔任主持人，

線上參與人數約 90 人，參與情形相當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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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主講人張淑英老師以「河/水的詩性與意象」為主題，由本年度文壇大

事出發，追本溯源，含括西班牙中世紀的詩人 Jorge Marinque、Fray Luis de León、

浪漫主義詩人 José de Espronceda、九八年代代表作家 Antonio Machado、二七年

代代表作家 Federico García Lorca 及詩人 Rafael Alberti、拉丁美洲的近代著名詩

人，例如: 智利詩人 Pablo Neruda、墨西哥的 Octavio Paz 以及阿根廷的 Jorge Luis 

Borges。這些詩人的作品中都包含「河」或是「海」等和「水」相關的元素，象

徵生命或人生處境的深刻意涵。張淑英老師以「時空的記憶與歲月的河」為例，

將水這個元素比擬為抽象的「時間」，並透過翻譯以及比較文學等方式帶領聽眾

進入一個嶄新的文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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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張淑英老師以超現實主義詩人代表 Octavio Paz 的詩作 El río 來分析

與探討其寫作風格：在他的詩作中，時間是一個「無盡的循環」，並且隱含著內

在自我省思的概念；張老師在探討 Fray Luis de León 的詩作《隱逸生活》(Vida 

retirada)時，透過比較文學的手法和中國詩人陶淵明的《歸隱田園》做了中西文

學與文化的比較，讓聽眾能夠用不同的面向來探討西語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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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主講人劉碧交老師帶領我們認識了一位較鮮為人知的西班牙十四年

代作家 Wenceslao Fernández Flórez。這位來自加利西亞（Galicia）的作家是西班

牙十四年代寫實主義的代表作家，其寫作風格類似九八年代的作家，也效仿浪漫

主義作家 Bécquer 的風格。劉碧交老師和我們分享了該作家的不同人生階段：早

年揚名馬德里並獲得作家 Azorín 的推薦，是馬德里知名的小說家以及西班牙皇

家學院院士；西班牙內戰時期由於政治理念和當局不合，Wenceslao 決定採取噤

聲的方式與當局妥協，並開始撰寫和足球與鬥牛相關的文章，其中以足球評論期

刊《球門之間》最具代表性；於 50-60 年代逐漸沉寂於西班牙文壇，開始以幽默

的語調描繪大自然，並透過大自然描寫人生，其中以代表作 El bosque animado 為

此階段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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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老師也提及 Wenceslao 的風格以及人生觀，Wenceslao 將寫作視為自己的

人生樂趣，認為寫作可以使他感到心靈上的滿足。他不受制於當時的文學流行潮

流，善於以詼諧幽默的揶揄來批判資產階級人士，並且善於描繪風景和大自然，

是結合幽默主義、寫實主義以及自然主義的現代西班牙文學作家。 

 

 
 

最後一位講者是也是本次工作坊主持人楊瓊瑩老師。楊老師以性別、空間與

母性為主題，向我們介紹了備受歐美文壇讚譽的西班牙當代女性作家卡門．瑪汀．

凱伊特（Carmen Martín Gaite)的寫作風格及代表性作品。瑪汀·凱伊特西班牙是內

戰後作品產量豐富的女性作家，其作品經常以女性之議題為主軸，主要在探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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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牙內戰前後及後佛朗哥時期女性的社會地位和性別價值的轉變。按照作品出版

的先後順序，呈現了西班牙女性主義的發展特色：第一階段為四 0 年代及五 0 年

代，在佛朗哥獨裁時期以及存在主義的框架下，作家以間接及委婉的方式探討女

性的壓抑，代表作為《紗簾後》(Entre visillos)；第二階段為六 0 及七 0 年代，佛

朗哥高壓政策已逐漸緩和，當時盛行「平等女性主義」，作家以對談的方式探討

「女性潛意識」之世界，巔峰代表作為《後室》(El cuarto de atrás)；第三階段為

八 0 及九 0 年代，西班牙邁過渡入民主化之轉型期及後佛朗哥時期，面臨後現代

文化及「差異女性主義」的衝擊，作家回歸女性追求自由及母性的議題，代表作

為《奇特的是活下去》(Lo raro es vivir)及《離家》(irse de c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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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老師強調性別身分認同、空間的對峙與平衡、回歸母性皆是瑪汀．凱伊特

作品裡的重要主題，以四部作家的代表作《紗簾後》(Entre visillos)、《後室》(El 

cuarto de atrás)、《奇特的是活下去》(Lo raro es vivir)及《離家》(irse de casa)為

例，帶領聽眾穿越時空回到佛朗哥獨裁執政時期及後佛朗哥時代，作家不時透過

想像力和寫作，尋求個人隱密及自由的空間，也透過兒時記憶塑造空間意象，以

達到自我逃脫。楊瓊瑩老師運用精闢的分析，帶領大家更進一步認識瑪汀．凱伊

特，這位銜接西班牙兩個時期、呈現西班牙內戰後社會寫實主義以及西班牙民主

化過渡期的女性作家，其作品透過客觀的歷史見證，進而探討人們（特別是女性）

潛意識的自我內心世界。 

 

節目尾聲的提問環節，本次參與同學以及聽眾都非常積極的向三位老師提

問並且分享自己對於本次西語文學工作坊的心得與想法。節目最後，主持人楊

瓊瑩老師也希望透過本次工作坊，可以使聽眾以不一樣的角度和面向來看待西

語文學，進而對其產生不一樣的想法與興趣。最後，楊瓊瑩老師期許未來臺灣

西語界有更多的學者和學生投入，讓西語文學與西語文化能夠在臺灣更加蓬勃

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