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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務紀要

詩人錦連（1928-2013），跨語言世代的重要詩

人。生前曾捐贈創作手稿予本館，今年年初辭世後，

在家屬細心整理並由本館研究人員周華斌多次拜訪及

協助後，於6月之際，家屬再次捐贈錦連藏書，計有圖

書、期刊等共86箱。詩人畢生創作的心血，藉由作品

呈現於世人眼前，而其一顆為文學奉獻的心志，則由

本館協力守護，深信典藏文物，即典藏創作，詩人精

神、馨香之氣，也得以被長久保存。（林佩蓉 撰）

8月21日由澳門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朱壽桐教授

領隊，八位學者到館參訪，分別是莊文永教授、傅天

虹教授、崔明芬教授、劉景松博士、朱叢遷先生、楊

青泉博士及穆懷林小姐，並由本館邀請成功大學人社

中心主任戴華教授、副主任陳益源教授以及中文系主

任葉海煙教授蒞臨與談。

朱教授受邀先發言，他表示台灣文學館與成大

人社中心是華文文學研究重鎮，此次共同與談經驗難

得。他並分享其推展「漢語新文學史論述」的過程。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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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文藝評論家協會」參訪學術交流座談會

韓國南道民俗學會台灣調查參訪

詩人之心，典藏守護──錦連文物入館

為回應本館6月間出訪韓國全南、全北大學，韓

國「南道民俗學會」亞洲的年度民俗調查調整為「臺

灣參訪之旅」，並特地於8月22日南下本館拜會李瑞

騰館長、張忠進副館長、王素惠秘書以及相關同仁。

匆促的行程適逢潭美颱風入境，所幸行前鄭雅

雯助理研究員提供縝密的民俗田野人脈資訊，因此

預先規劃的中元「鬼節」民俗、大甲媽祖信仰、城

本館邀請澳門文藝評論家協會、成大人社中心共同座談。

隍廟宇均順利蒞覽。此行以教授團為主，計有全南

大學：강성곤（姜聲坤KANG SUNGGON）、김기
용（金基用KIM KIYOUNG）、김숙희（金淑熙KIM 

SUKHEE）、나경수（羅景洙NA KYUNGSOO） 

、박종오（朴宗吾PARK JONGO）、서해숙（徐
海淑SEO HAESUG）、우재학（禹財鶴WOO 

JAEHAK）、이등연（李騰淵LEE DEUNGYEARN）、

이옥희（李玉姬LEE OKHEE）、한미옥（韓美玉
HAN MIOK），京仁教育大學김혜정（金惠貞KIM 

瑞騰館長認為這對於台灣在今年投入積極的研究──

華語語系文學研究發展亦可連結。成大人社中心已成

立兩年之久，戴主任認為人社中心正拓展的跨國化領

域文史研究，將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華文文學

的發展作為研究核心，未來加入澳門，應是指日可待

之事。座談會結束後，協會一行人參觀本館後結束此

次參訪，此次能結合大學、博物館及域外評論組織三

種領域的座談，是好的開始，可預期在未來的華語語

系文學論述中，應有更深入的交流。（林佩蓉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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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砂拉越衛理公會台灣歷史文物考察團訪問文學館

有朋自遠方來！馬來西亞基督教衛理公會歷史

文獻部文化考察團，8月22日前來國立台灣文學館參

訪，受到館方熱情接待，館長李瑞騰與團員們相談甚

歡，參訪團對於台灣文學館規模宏偉，展覽活潑多

元，團員們又驚又喜，直呼此行收穫豐富。

台灣文學館對於馬華文學的交流不遺餘力，2011

年副館長張忠進曾率隊前往拜訪，受到當地文化單位

盛情的接待，雙方互有往來，建立深厚情誼。

馬來西亞衛理公會為宗教團體，致力於歷史文化

的保存，2010年將真安堂舊聖堂重建，命名為「歷史

文物展覽館」，蒐集、保存、研究與教區有關之歷史

文獻、文物，此次台灣的行程共8天，走訪多處教會及

文化景點，訪台行程取經意味濃厚。

考察團一行13人，其中有三家當地報社成員，分

別來自《衛理報》、《詩華日報》及《聯合日報》，

《衛理報》總編輯黃孟禮本身對文學很有興趣，他以

欣喜的口吻說，台灣文學館的展覽將文學變得立體

化，令他喜出望外；他謙虛地說，馬來西亞文史方面

的人才不像台灣那麼多，這次前來學習很多。

李瑞騰館長以接待好友的心情，向參訪團員介

馬來西亞衛理公會歷史文獻部由《衛理報》總編輯黃孟禮 ( 右 ) 率團來
館參訪。圖左為《詩華日報》楊詒鈁。

為回應本館6月間出訪韓國，8月下旬「南道民俗學會」熱情回訪。

紹台灣文學館，還致贈館方出版的《台語白話字文學

選集》、《台灣文學館通訊》等，前者一套五冊，係

由台灣最早的一份報紙《台灣府城教會報》擷取其中

的文學內容集結成書，讓參訪團感受到館方的盛情；

《詩華日報》專欄作家楊詒鈁也回贈送她的著作《她

們的三年零八個月》。最後依依不捨互道珍重，參訪

團邀請文學館能再次前往馬來西亞訪問，期待下次再

相會。（左美雲 撰）

HEYJUNG），全州大學김미경
（金美京KIM MIKYUNG），

木浦大學이경엽（李京燁 L E E 

KYUNGYUP），安東大學이경희
（李京姬LEE KYUNGHEE），韓

國學中央研究院최진아（崔真娥
CHOI JINA），以及南道民俗學

會文化財委員이수자（李秀子LEE 

SUJA）。（張信吉 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