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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學創作中旅行在文學創作中旅行

2011-05-01  記者 沈祐平 文

旅旅行在敘事性文學裡，一直扮演著重要而特殊的場景，事實上，在敘事線較長的小說裡，旅行
總是重要的元素。在旅行中，故事將持續遇到「外在變化」刺激，從而有更開闊或深入的延展。

同時，旅行是作者浪漫想像的具現，賦予了讀者一種情感上參與的權力。這種參與，就像是村上

春樹在慢跑中，敏感而謙和的和自己的身體對話，並將這種揭露與讀者共享。

 

但村上的例子是純粹的自我揭露，關於旅行的迷人處，更多在於一種內外平衡的自我實現。完整

的例子如Paul Theroux在《旅行上癮者》一書中，他獨自划著獨木舟，在廣闊海洋壯遊時，曾

提到：「划船時的孤獨並非壞事，對作家來說，在大自然裡從事一項孤獨的活動，可以說是必要

的。」以簡單的文字，生動地記錄他在旅行中，對自身內外的探尋過程和感受，從而能向讀者清

楚地展示他所抱持的價值。

 

但其實「旅行」之於敘事文學的意義，並不只像七龍珠中的「天下第一武道大會」是個撐起場面

的工具而已，在歷史的演變中，旅行一直具備特殊的象徵意義。

 

 

平民旅行平民旅行 古今意義大不同古今意義大不同

 

『足下、腳底，足之神就是旅之神。』—日本宗教對旅行之神的定義，暗喻旅行的辛苦。

 

旅者之神。（圖片來源／開眼電影網）

 

在古代，無論中外，平民旅行其實是很危險的事情。由於交通和通訊的不便，以及鄉間治安的問

題，平民每一次的旅行其實都是賭命。在中世紀歐洲就曾有著名的「大蓬車之旅」意即許多目的

地相同的旅者，搭乘蓬車組成的車隊成群行動，目的就在於防禦野獸和盜匪。正因如此危險，一

般人不會冒著生命危險（也沒有動機）離鄉背井，像如今的觀光客般去某地「看」東西，只有在

迫切需要下，他們才會旅行。同時期的「朝聖旅行」和前者便完全不同，是由菁英組成，並帶有

高尚文化的色彩，反之，「大蓬車之旅」演變到美洲拓荒時期後，也確立了自身的冒險形象，成

為另外一種浪漫形式的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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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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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這些旅行形式都已經消失了。在交通便捷，資訊發達的時代，我們已不可能將過去的任何

一種旅行狀態完整再現。如今的旅行，已經歷許多演變，剛脫離大眾旅遊的時代，漸漸走向分眾

化。但綜觀旅遊書籍，無論是現代的哪種旅遊形式，由於喪失早年真實的推動因素，常流於任性

自溺、在單調的假事件和符號中團團轉。其實人在旅遊途中會有恐懼，有焦躁，有浮誇而膚淺的

感動與沒來由的亢奮，有不愉快的相處經驗，有無聊的等公車時間，有四處瀰漫的淫慾……但它

們常被掩蓋。事實上，旅遊的一項重要本質，便是對不按牌理出牌的期待，但執筆者卻又不願描

述它，就像第一位西方民族誌研究者大嚷要走出圖書館，到部落去弄髒褲管，自己卻不肯在部落

住宿。

 

 

文學創作與旅行文學創作與旅行

 

前段提到歷史和旅行間的關係，其實歷史資料的堆砌，對於旅行的架構設定有很大的幫助，就像

清代鼎盛的工藝美學創造了紅學一樣。綜觀華人文學圈，以上一代的武俠小說作家為例，對於山

川、地理、歷史、人文、園林、術數等，多有相當見解。因此他們筆下的旅行場景很真實，而在

這樣具體的景況中，角色自能產生與現代人不同的視角與思辯。

 

思辯，這也是如今網路小說最缺乏的東西。在此必須提及一部作品：《蒙面之城》。這部網路小

說的時空背景，是在西元2000年左右的中國大陸，新一代年輕人逐漸成長，卻形成一個自我認同

混亂，徬徨且壓抑的族群。他們看不見過去，看不見未來，走出家鄉，卻不知道要去哪裡。在這

群青年中，有部分的人打破沉默螺旋，將這個世代的情感具體書寫，如作家韓寒便是一例，蒙面

之城的作者也是。而這些人的文風也有相似之處，其敘事方式類似歐美翻譯小說，喜歡營造沈鬱

的氛圍，透過自我解構來重新建立意義，與自經驗探索的傳統文學作品做出區隔。

而《蒙面之城》或是韓寒的《長安亂》中，皆是藉由旅行不斷變化時空場景，慢慢的凝聚主角原

本模糊不清的身影，在這兩部作品中，他們也對現今中國人的旅行做出詮釋。

 

外在刺激缺乏，只好自行尋找刺激。（攝影／沈祐平）

 

真真假假真真假假 這是誰的旅行這是誰的旅行

前段的兩部作品有一項可貴處，是他們成功脫離（或淡化）旅行中假事件的影響。但在更多旅遊

相關作品中，假事件（pseudo-event）無所不在。在《觀光客的凝視》一書中提到，布爾斯丁

對假事件的描述：「與當地環境和居民隔離的觀光客，總是成群結隊的跟著導遊，一路上盡情享

受人為設計的失真景緻，傻呼呼的陶醉在假事件裡，絲毫不見周遭的『真實』世界。其結果是旅

遊業者和居民變本加厲，上演一幕幕更華而不實的假象，好讓向來輕信的觀光客和當地的民情離

得更遠。長久以來，廣告和媒體聯手編織的，那些供人凝視的影像，已經構成一個封閉且自我永

續的幻覺系統。」

 

暫不論「假事件」是否應斷定事件為「假」而否定其本質，可以看出的是，當今旅行「所見所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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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機街頭文化　磅礡展出重機街頭文化　磅礡展出

由雜誌社所主辦的重型機車展「Ride Free
5」，在五股工商展覽館盛大展開，呈現具有
速度和藝術感的騎士文化。

場場難忘　啦啦隊賽事場場難忘　啦啦隊賽事

我的啦啦隊人生是由無數次參與的賽事累積而
成，場場都獨特、場場都難忘。

」者，越來越多是經過刻意產製的訊息。簡言之，當你執起筆寫下一段旅行時，你能確定，那是

你的旅行嗎？

 
 

會經歷怎樣的旅程，其實你早就知道了。（攝影／沈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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