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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法節慶巡禮 

─亞維儂藝術節

吳欣曄等

一走進亞維儂的舊城，就能看見滿滿的人

潮，除了揹著行囊、拿著相機的觀光客外，有許

多穿著誇張的戲服（圖1），帶著道具準備粉墨

登場的表演者，他們走在大街上，邊走邊大聲宣

傳著今晚自己將要演出的戲碼，或是乾脆就在街

道旁敲著節拍，跳一小段自己拿手的舞蹈，還沒

走到教皇宮，大家手裡都是厚厚一疊宣傳單……

這樣熱鬧、活力四射的氣氛，就是亞維儂藝術季

（Festival d'Avignon）最大的特徵。

目前節慶觀光盛行，世界各地多有節慶的

設立，內容包羅萬象，部分城市以節慶主導觀光

的走向，成功建立名聲、改變該城市形象，甚至

塑造新的城市意象，例如：英國的愛丁堡、法國

的亞維儂。法國，以擁有龐大的文化資源傲視全

球，且一直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觀光目的地之

一，其經驗的成功是文化資源與觀光產業結合之

結果。而國際知名的亞維儂藝術節即為法國文化

節慶中規模最大，也為指標性的文化節慶之一，

為藝術節和節慶觀光的結合提供了許多面向的成

功經驗。

參加節慶已經成為當代觀光旅遊經驗中重要

的一環（Picard & Robinson）。不論是節慶活動

或是文化觀光，兩者皆擁有相互依存之緊密關係

（黃聿卉，2005）。因此，從節慶活動的短期

節目安排和藝文團體之管理到長遠的節慶規劃都

會深深的衝擊著舉辦城市的文化經濟和社會等結

構。如Robinson（2010）主張，無論是觀光或是

節慶在地方發展中的運用，實行的祕訣在於由下

而上和由內而外，最大的關鍵是掌握在當地居民

的能量與共識。黃聿卉（2005）也同時強調了

藝術節的文化定位與文化主體性必須明確，以至

於進一步加強地方居民對於藝術節的向心力。換

句話說，就連國際性的藝術節如英國愛丁堡藝術

節或亞維儂藝術節，都仍在市民與藝術節的連結

上做很大的努力，因為一個可以凝聚當地意識和

居民高度參與的節慶，會擁有高程度的真實性，

因而會得到國際觀光客青睞，最後吸引了更多來

自世界各地的表演團體，增加經濟文化與社會觀

光等效益，良性循環下，得以成為一相當成功之

案例。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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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夏天將近一個月的藝術季組成要素包

括：國內外表演團體、展演的空間與場所、當地

居民的配合與應對，以及支持元素中不可或缺的

客源。而湧入亞維儂舊城的觀光客是否皆為藝術

活動所吸引，還是僅為了感受熱鬧非凡的氛圍

而前來？抑或只是碰巧經過，意外發現時值文藝

季？眾多表演團體受邀至亞維儂文藝季參與演

出，佔地不大的亞維儂城如何因應兩個月內湧入

的觀光客群，又如何安排與規畫表演的場所及空

間？而對於該文藝季的舉辦，與此節慶息息相關

的居民又有何感受與反應？

此次師大歐文所利用到法實習的機會，親訪

南法亞維儂藝術季，將針對以上議題藉由觀察及訪

問，分為亞維儂藝術節之空間利用、亞維儂藝術節

遊客訪談分析、台灣表演團體在亞維儂的訪談分析

及當地居民對於亞維儂藝術節的認同等大類逐步探

討。以下先進行亞維儂藝術季的簡單介紹：

亞維儂藝術節之節目特色

亞維儂藝術節自1947年由維拉（Jean Vilar）

創辦起，始終堅持當代藝術創作的自主性和創新

性，政治力量向來僅止於從旁協助和諮詢的角

色；其藝術總監每年依個人專業與當代議題設

定節慶的藝術風格和方向，由海內外遴選、邀

請作品能兩相呼應的導演及演出團體，並基於

文化民主化的原則，力求整體節目內容展現多

元化的表演題材和語彙。以今年節目表為例，

從7/6到7/26之間共有近五十種不同節目、三百

場左右的表演，在教皇宮、教堂、修道院、學

校、劇院、甚或近郊礦場所搭建的專業露天舞台

上演出；節目類型則有各式戲劇（theatre）、音

樂劇（musique）、舞蹈（dance）及靜態的錄像

（video）、裝置藝術作品（installation），演出

時間自中午十一點到凌晨四點半皆有，演出長度

十分彈性，短則一至二小時，長則三至六小時；

這些節目多為本國詮釋古典或全新現代創作，搭

配數項具代表性的跨國合作計畫，而在創新度上

則多屬首次於世界、全歐或法國上演；票價部分

則粗分為一般、折扣和青年學生票，範圍介於13

至38歐元之間，少數演出也有免費或單一價的優

惠。此種特性的表演規劃俗稱為內亞維儂藝術節

（Avignon In）。

反觀1971年起開始舉辦的外亞維儂藝術節

（Avignon Off），由於其緣起於要求藝術表演

的自由、反對任何官方或形式上的限制，故主辦

單位除了行政事務外，未訂定任何節目遴選制

度，亦不介入團體的演出規劃，藝術工作者在自

費參加、自選場地承租、自行宣傳並自負票房盈

虧的前提下，只要在規定時間前申請即可演出。

藝術生產上的毫無束縛，以及由私人劇場、咖啡

廳、電影院、河堤船屋、倉庫、民房、工廠等近

120個場地所串聯的廣大表演空間，造就表演藝

術在亞維儂城市各個角落百花齊放的盛景，以今

年而言，7/8至7/31的節慶期間即有數百個表演

團體演出，類型如：咖啡劇場（café theatre）、

雜耍類（c i rque）、小丑（c lown）、音樂會

（concert）、故事（conte）、舞蹈、舞蹈劇場

（danse-theatre）、偶戲（marionnette-objet）、

默劇（mime）、詩（poes i e）、奇觀音樂劇

（spectacle musical）、戲劇及音樂劇（theatre 

musical）；以節目取向來看多為反權威、反傳

統、反古典的實驗性表演，演出長度約在一至二

小時之間，演出時間由各團體訂定；票價部份則

分為一般票價（10-15歐元），若持有Off卡或為

兒童則可另享3至5歐元的折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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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維儂藝術節之內外競合

不同的藝術訴求勾勒出亞維儂藝術節（In）

和外亞維儂藝術節（Off）在本質規劃上的歧異，

並逐漸構成兩者在同一宏觀時空內互補平衡的微

妙狀態。就觀眾面來看，這正巧滿足不同層次的

文化需求，達到拓廣藝術欣賞人口之效：In雖傾

向需求較多文化資本的嚴肅精緻文化，票價較高

但節目品質具一定水準保證，而其規劃的相關座

談與辯論，則拉近傳統的舞台上下距離，使觀眾

得以自被動觀賞的位置轉化為主動與知名專業藝

術工作者的意見交流；Off因演出者的票房考量而

趨向通俗大眾文化，其進入門檻較低、票價較為

親民，唯部分節目在無人把關的情況下為吸引觀

眾而流於嘩眾取寵、營造噱頭，有損整體演出水

準，不過，該節慶中藝術團體得兼顧專業表演和

演出前後街頭宣傳的傳統，使演員和觀眾得以跳

脫原本的角色定位，建立供需兩方獨特的互動溝

通模式。

對文化生產者而言，此兩種節慶型態的同時

競演，使其得以相互觀摩不同的表演和技術，而各

種空間的演出型態也挑戰表演者和舞台技術人員的

功力，從而促成文化生產的良性循環：In的表演團

體不僅可橫向與同等水平者進行交流，亦可從Off

不受限的多元節目來激發創作靈感；Off演出者則

是獲得與In國際專業大師互動的管道，並透過節慶

來擴大知名度、吸引海內外其他演出機會，同時藉

此磨練自己產經銷的能力。最後若提高到城市的層

次來看，In活化了古城眾多文化遺產和公有閒置空

間，而Off則拓展私人空間的更多可能性，為相關

業者帶來額外的消費人潮與收入，整體而言，兩種

節慶不但增添城市的文化魅力，成為城市文化品牌

的象徵，還豐富了城市的觀光意象、擴大其經濟來

源及提升其居民的地方認同感。

亞維儂藝術節之空間利用與觀光服務

亞維儂在1947年第一屆藝術節舉辦以前，不

過是單純的農業小鎮，六十五年後的今天，卻成

為舉世聞名的「戲劇之都」（theater-city），除發

起人維拉（Jean Vilar）的遠見，藝文界及政府民

間的投入與支持外，亞維儂城本身豐富的歷史遺

產更是藝術節得天獨厚的一大優勢。

藝術節的舉辦原本就具能為亞維儂的文化古

蹟提供現成的訪客基礎（customer base），但亞

維儂藝術節當初設計格局若僅止於此，恐怕未必

能達到今天的全球知名度與魅力。亞維儂從創辦

當年就決定與地方古蹟相互合作，利用眾多雄偉

獨特的建築遺產作為展演舞台。善用城市具備的

造訪亞維儂藝術節的訪客很難不被如此歷史悠久

的古城展現的歡樂活力所感動。

亞維儂藝術節發展歷史中最具代表性也最經

典的表演場地，莫過於位於市中心的教皇宮中庭

（Palais des Papes）（圖2）。教皇宮在基督教的歷

史上尤其重要性，但如今龐大的宮殿風光不再，靠

著藝術節在中庭架設露天舞台的方式，結合現代風

格的戲劇表演與肅穆莊嚴的古老建築，一方面為教

皇宮注入新生命，另一方面讓觀眾有機會深入瞭解

古蹟，同時為戲劇節目增添一份新鮮與震撼感。

除了教皇宮中庭外，六〇年代起亞維儂陸續

加入各種戶內與戶外展演場地，2011年官網一共列

出27個展演場地，包括教堂、體育館、藝術學院、

博物館、室外場地等。在亞維儂「OFF」方面，場

地包括咖啡廳、小劇場，任何表演團體找到適合表

演的地點都能成為舞台。藝術節期間更有許多街頭

藝人及表演團體的街頭宣傳，使得整個城市充滿藝

術節的氛圍（圖3）。

亞維儂藝術節除了成功活化當地古蹟外，也

設置相關訪客設施以提升整體服務水準及訪客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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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主辦單位除提供英文與法文雙語網頁外，也編

制英文節目冊及英語服務人員。儘管對於國際訪客

而言，目前法語以外資訊與服務仍嫌不足，但隨著

藝術節不斷國際化，吸引的訪客日益多元化，相關

訪客服務勢必會隨著需求的出現而提升。

亞維儂藝術節遊客訪談分析

亞維儂藝術節成立目的是為了對抗巴黎過度

官僚、僵化的藝文表演體系。該藝術節強調藝術應

該自由發揮的精神與落實文化民主化的信念已長達

六十年之久，更成為法國一年一度的盛事節慶。然

而，1980年代是亞維儂藝術節經營模式的轉捩點，

該藝術節改由獨立之私人非營利組織接管，自此不

再由亞維儂政府撥款主辦（黃聿卉，2005）。因此

亞維儂藝術節必須逐步轉型企業型經營以獲得更多

觀光收入來維持節慶所需的經費成本。所以該節慶

逐步向全球觀光客源國推廣行銷，不再侷限於服務

法國人的文化需求。

從1980年代起，接管的主辦單位積極邀請

歐美各國藝術表演團體到亞維儂表演，台灣藝術

表演團體也於1988年首度受邀到當地表演（邱曉

珊，2009），此作法不只能擴增該節慶的文化多

元性，更能提升亞維儂藝術節的全球知名度，吸

引更多數國際觀光客遊訪。亞維儂藝術節行之有

年，在本次參訪，不難發現法國遊客仍是該節慶

最大的觀光客群，根據統計顯示，觀光目的地的

本國遊客往往都是當地觀光的最大客源。而據粗

略訪談結果，可發現法國遊客對藝術節所提供的

表演藝術產品非常滿意，且同意產品多元性，因

此法國遊客的再訪率偏高。

就這次訪問的法國遊客來看，雖然各自有著

不同的工作背景、教育程度，來自不同地區，對於

藝術表演還是具有一定的鑑賞能力和對表演的期

待，也願意花時間去讀取旅客中心所分發的節目冊

子，認真仔細研讀上面的相關訊息，選擇自己喜歡

的領域，表演型態，甚至是表演群體。藝術節所代

表的是將藝術還歸於民，將藝術從藝術的殿堂移至

日常生活的實踐（黃聿卉，2005）。當然，當這群

熱愛本土藝術節的狂熱分子親身體驗之後，所帶來

的迴響就不同於一般的過境客，他們會將心中的這

份熱忱發酵，相互交流，進而影響身邊更多的親友

也一同共襄盛舉。他們可能透過網路，部落格，甚

至社群，傳遞他們對音樂節的心得，也因為地利之

便，隔年可能更有心得而帶領更多人前來參加，或

者是成為很好的節目團體介紹和諮詢者，甚至本身

也可以變成宣傳效益的一部分。

但是，有別於法國觀光客對於亞維儂藝術節

的高滿意度，我們發現亞洲遊客對於此藝術節的反

應並不像法國觀光客一樣熱絡。從訪談中可了解

亞洲遊客大多屬於McKercher and du Cros所歸納的

意外發現型觀光客（McKercher & Cros, 2010），即

他們的觀光動機主要是洽公、探訪親友或遊訪其

他觀光目的地等，而不是以探訪亞維儂藝術節為

主。這群亞洲遊客意外發現亞維儂正舉辦節慶，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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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為此感到興奮，但卻不打算因而延長停留天

數。此外，亞洲遊客在不了解該節慶的狀況下，

僅能就所見的場景表示「活動熱鬧、街頭表演多

元」的淺薄觀感，很少能提及自身深度的文化體

驗（文化表演的深度）。

以下藉由訪談內容與個人參與其中的觀察，

歸納原因如下：

1. 語言障礙：亞維儂藝術表演項目以戲劇和

座談會為大宗，而多數皆以法文為主，對

於不懂法文的國際觀光客形成語言障礙。

而遊客中心的資訊和宣傳手冊也是以法文

為主，讓國際遊客更是不得其門而入。

2. 亞維儂難以擺脫既有的品牌意象：亞維儂

是法國南部小城市，長久以來就與南法普

羅旺斯的意象（陽光、薰衣草、鄉村）結

合。亞洲遊客在既有的印象和文化距離之

下，對亞維儂藝術節的了解不深。而他們

圖3

的觀光動機還是以原有的印象-即南法普羅

旺斯的薰衣草花田作為主要拉力。因此，

即使到達亞維儂，對於藝術節的參與和停

留都不會有深度的考量。

由此可知，亞維儂藝術節的龐大客群來源以

法國遊客為主，從當初的立意面來看，的確符合

平民化與大眾化的宗旨，為法國民眾提供了增加

文化資本與刺激的場所與機會，特別是後期的國

際化的推行，藉由藝術節的舉辦，邀請國際間之

名的團體前來，使得藝術愛好者能夠在特定時間

與地點將喜愛的藝術活動一網打盡，相當便民。

但對於吸引國際觀光客來說，或許亞維儂古城的

城市意象與南法風情更勝一籌。

台灣表演團體在亞維儂的訪談分析

由孫麗翠老師所帶領的台灣團體「上默劇」

為我們此次訪問的對象，今年已經是「上默劇」第

八次參加亞維儂外藝術節（Festival d’Avignon Off，

以下簡稱Off）的演出，更是第一個在亞維儂站上

舞台的台灣代表性團體，後續更以引領之姿帶領了

其他台灣團隊進城表演。

「上默劇」這次的表演主題是「圓月」，其

故事大綱為：一個詩人睡不著覺，在月下與月亮對

話，在玩月中與月亮共鳴，而劇裡有中國樂器琵琶

與磬做幫襯。故事欲體現出禪意、中國文人思想，

還有一種與大自然為一的理想，天人合一的境界。

此次主題內容中國味濃厚，但法國觀眾卻能理解其

中涵義，讓孫老師感到相當驚喜；而透過與法國觀

眾平行的討論，讓孫老師開始思考何為「表演的意

涵」？她認為，表演是一種媒介，透過表演搭起表

演者與觀眾體會彼此的心境的橋樑，將表演者的思

想傳達給民眾，也因此拉近與觀眾的距離。八年

前，「上默劇」來亞維儂的動機是觀摩學習，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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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間，孫老師覺得除了可以觀摩其他隊伍與世界

交流、增加自我的知名度外，更可互相切磋，獲得

進步。對於亞維儂外藝術節，孫老師認為其提供了

一個自我激勵、精雕細琢的機會，透過表演、觀眾

的反應、以及團體間的交會，讓自我有更精進的空

間，再加上Off開放的申請制度下，表演方式、內

容很自由，可以充分表達自己的主張，提供了一個

展現自我理念、自我實現的表演平台。

在當地，每個參與Off的表演團體須透過自我

的推廣、遊街，走入街頭、群眾中推票，達到宣傳

的目的，「上默劇」當然也不例外。對於「上默

劇」來說，這過程著實不容易，因為一切必須靠自

己，但在表演後觀眾的熱烈回饋，正是給予表演團

體的鼓舞。另一方面，透過自我的推廣的過程，增

加了團體間的凝聚力，淬鍊自我的毅力與藝術理

想，這樣的經驗對表演者在未來的創作中也帶來實

質的幫助。而今年上默劇的票房高達九成，幾乎座

無虛席，便可望見這次「上默劇」在亞維儂Off的

努力。

除了票房效益及自我的成長外，最後一部分

談到的是國際性的交流及台灣團體在國際的能見

度。「上默劇」在亞維儂Off表演後，各地的邀約

不斷，更受邀至上海、貴州、歐洲各地巡演，產值

效應相當可觀，在當地的報紙也可望見深入淺出的

報導及評析，透過這些傳播，讓「上默劇」站上國

際舞台，也讓台灣表演藝術可以繼續在世界各地深

耕、發光。

由此可知，參與亞維儂Off帶來的效益大多反

映在文化層面上，大多數參加亞維儂Off的團體

皆屬於由下而上的力量，表演內容大多由民間團

體自由發想，產出創意性十足的作品。此種「文

化生產（cultural production）」的模式讓民間團

體不需受到官方的箝制，獲得更大的創作空間，

也能透過自由的平台讓藝術創作者有更多的溝通

與交流機會，而亞維儂Off正是民間團體體現這

由下而上力量的最佳展演機會與空間。

亞維儂當地居民訪談分析

亞維儂藝術節廣負盛名，展演期間讓這個古

城增添濃厚的文藝氣息之外，更因為湧入的人潮

多了幾分熱鬧的氣氛。城中各個角落都可以是表

演場所，彈性的展演時間讓觀光客不因此受限而

屈就行程安排，如此利多的規劃方式讓大部分觀

光客能盡興而歸。但亞維儂藝術節實際執行上便

利了觀光客，是否也有顧及當地民眾的需求及感

受呢？亞維儂藝術節的初衷為平民化與大眾化，

當地民眾是否體會到該活動舉辦的立意呢？

透過此次訪問兩位當地居民的結果發現，身

為當地居民，當然在藝術節舉辦期間感受濃厚的

節慶氣氛，但卻因工作時間受限，無法前往觀看

自己有興趣的演出，大多僅能欣賞街頭表演，即

便如此，受訪者仍認為節慶節目的多樣性可以滿

足不同客層的需求。另外，受訪者表示，當地居

民雖然並無享有票價特殊優惠，但對票價的合理

性與接受度皆持肯定的看法，例：花費13歐元欣

賞一齣舞蹈表演是很合理的票價，也相當值得。

受訪者Meddy（男大生）表示，在欣賞演出

後對其文化能力的提升及培養有限，例如他對舞

蹈有興趣，但參與藝術節並非他涉入該領域最大

的動機來源。他也提到，年輕人（多為學生）在

藝術節期間獲得不少短期工作機會，例如他目前

正是為政府部門服務，維護交通，其他則為有關

藝術節諮詢的工作；若有相關教育背景的學子亦

會在藝術節舉辦期間爭取實習的機會，在展場擔

任導引或者導覽人員。而另一受訪者Claire（紀念

品商店店員）與她的老闆認為，雖然藝術節增加

了許多短期工作機會，但就她工作的性質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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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節期間並無帶來顯著的收益，但對於餐廳及

旅館業者來說，藝術節確實為一年中收益的黃金

時段。此外，由與Claire的老闆訪問過程得知，

不論是公、私領域，各行業之間並無建立夥伴關

係或合作網絡，所以非餐旅相關業者想要在藝術

節期間增加收益著實有一定的困難度。就社會與

經濟層面而言，亞維儂藝術節為年輕人帶來工作

機會，為餐旅相關行業帶來人潮與錢潮，但對當

地其他大部分產業與經濟來說，短期收益並不顯

著，在其間獲利的僅為部分行業且期間短暫。

以城市意象來看，藝術節的舉辦改變了亞維

儂平時給人的印象，為原本寧靜的亞維儂舊城帶來

熱鬧的氣氛，眾多的表演活動為原本沉穩、靜謐的

古城帶來活潑的氣息。對此，兩個受訪者皆給予正

面的評價與認同。然而在熱鬧的背後，藝術節的舉

辦也為亞維儂帶來社會空間的問題，例如：藝術節

的舉辦帶來大量車流與人潮，原本嫻靜、舒適的舊

城變得擁擠、吵雜，對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有一定

程度的影響。藝術節的舉辦氣氛熱鬧、活潑，獲得

許多藝術愛好者及年輕人的喜愛，但相對地也有待

改善的空間。但綜合整體來說，當地居民對該文藝

季相關活動仍持正面、支持的態度。

總結

亞維儂藝術節至今已邁入第六十四個年頭，

在創辦人堅持的民主化以及平民化理念中，不僅

使法國當地觀眾及遊客得以有機會欣賞各種不同

類型的表演，在激發民間表演團體創作能力與

發展過程中，此藝術節也是為不可或缺的推手；

在後期亞維儂藝術節以國際化為導向，許多享譽

國際的表演團體紛紛受邀至亞維儂，除了鞏固自

己在國際間的地位與知名度之外，也讓許多更多

觀眾有機會參加這場藝術的盛會，增加民眾的文

化資本，對於往後文化資本的提升與培養，產生

一定的影響。縱使藝術節期間的客源無法純化為

專程為節慶前來，但在節慶中感受到的氣氛及潛

在影響力，其價值的兌現仍需要時間的琢磨。再

者，由本次訪談結果得知，當地居民的參與力有

所受限，但仍持正面、支持的態度，表示亞維儂

藝術節在執行面上備受肯定。

除此之外，該藝術節成功地將亞維儂城市意

象定位為國際藝術之都，改變了當地文創產業的結

構，提供了居民以及當地藝術團體工作機會，振興

了當地以及周邊城市的觀光產業，提升了富含藝術

與文化的生活品質，並吸引了國際上其他城市紛紛

仿效利用藝術節帶來的社會、文化影響，以達成其

城市振興或吸引觀光等不同面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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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訊息
書名：LIMONOV（2011年荷諾多文學獎） 

作者：Emmanuel Carrère 

內容簡介：

Limonov是存在於現實生活中的人物。這本精湛的小說超越了虛構故事，如同序

言中寫道：「他是烏克蘭的黑社會、蘇維埃社會的地下組織頭目、流浪街頭之後成

為曼哈頓豪宅的僕人、巴黎的風雲作家、巴爾幹半島的失聯士兵、而現在，他是後

社會主義的青年流亡黨的親信領袖。」

Limonov的故事能夠帶來一些啟發，不只是他個人，不只是俄羅斯，而是能夠藉

由他的故事認識二戰之後的歷史。作者幾乎是將故事主角的人生看的比自己重要，

他在主角如同破碎地毯的一生上打滾，為了掌握小說的真實性，他寫了一份完整的

人物傳記，並整理出一篇歷史文章，之後，他創作出一個比現實還真實的冒險故事，就像將整個世紀末所

發生的俄國歷史展開在讀者眼前。 

2008年1月作者發表了期刊《XXI》，是一篇關於Limonov的專論，今天，他讓Limonov這個不尋常的

人物在小說裡的存在，真實地更甚於虛構人物。 

「俄國對我來說，就像是一個深不可測的冒險國度。」從俄羅斯這個國家，到世代血脈相傳的族譜，

都使作者深深著迷。他讚美俄國是個「處處充滿驚奇的場所，孕育著許多冒險故事」，也是「神賜的奇異

恩典」。 

在這本小說發表後，是否多少有點自認為是俄國人了？作者自述：「老實說，我不這麼認為。我不認

為我融入了俄國社會，因為雖然我能閱讀俄文，但是我的口語並不好，這讓我感到挫折...我是個百分之百

的法國人，然而俄國對我來說，就像是個人間秘境，是個冒險的奇幻國度。在法國，我的生活很平靜、腳

步很慢、也有公民身份，而相反的，俄國就完全是風起雲湧的地方，一個我們不太願意在那兒居住、也不

是一個非去不可的地方，卻是個能讓我們更珍惜自己的國家的地方。很不可思議。我開始對俄羅斯產生興

趣，是在十多年前，我拜讀了托爾斯泰及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之後。」。「我的小說中的主角Edouard 

Limonov生在後蘇聯時代，於27歲時被放逐，並於1989年後回到俄羅斯，定居於這個現今西方人仍難以理

解的地方。他是一個身經時代變遷的人物，他的複雜性及故事的可述性實在太多，讓我有深入往下探掘的

動力，為讀者訴說蘇聯及俄羅斯政府交替時期的這段歷史。」（信鴿法文書店林幸萩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