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淬煉文學如冶金

「作家文物捐贈展」是國立台灣文學館（以下簡

稱本館）常態性規劃辦理的展覽，於本館二樓展覽室

E持續輪替展出。此一系列展覽，旨在感謝台灣文學

作家及其家屬對本館的慨允捐贈文物，將其有系統地

整理、建檔，予以妥善保存典藏，並藉由捐贈展的規

劃展出，彰顯作家的寫作成就，也使參觀者親炙文學

大師的手跡、藏書等各式珍貴文物。我們認為，這是

向作家致敬最好的方式。

策展緣起

在今年4月15日至8月31日推出的「小說的冶金

者：朱西甯捐贈展」，展出百餘件台灣重要的小說創

展場入口營造出「淬煉為金」的意象。

文／簡弘毅　展示教育組、顧敏耀　研究典藏組　　攝影／簡弘毅

「小說的冶金者：朱西甯捐贈展」，展出百餘件台灣重要的小說創作者朱西甯先生的捐贈文物，在其辭

世15年後的今天，別具意義。朱西甯一生出版三十餘部作品，多為長、短篇小說，兼及散文、傳記，此
次展覽以4個主題展出作家不同面向的寫作歷程，也呈現朱家「文學家族」的獨特背景。

「小說的冶金者：朱西甯捐贈展」策展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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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西甯先生的捐贈文物，在其辭世15年後的今

天，別具意義。朱西甯（1926~1998），本名朱青

海，祖籍山東臨朐，生於江蘇宿遷，杭州藝術專科

學校肄業後棄學從軍。1949年來台，任職軍旅20餘

年，曾任《新文藝》主編、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總編輯，以上校退役，後專事寫作。1998年逝於台

北。自1952年出版第一本作品《大火炬的愛》開始

展現小說創作的長才，一生出版三十餘部作品，多為

長、短篇小說，兼及散文、傳記。早期作品以軍旅生

涯及中國鄉土題材為主，大量運用地方語言與風俗，

鄉土寫實色彩濃厚；後期逐漸揉合現代主義筆調、基

督教精神與中國傳統哲學，探討人性與存在價值，展

現不同的寫作風格。文學成就深獲各界肯定，先後獲

得中國文藝協會「年度榮譽文藝獎章」、時報文學推

薦獎、第四屆聯合報長篇小說特別獎等。

1998年朱先生辭世後，朱家家屬在2001年1月

將其一生著作、藏書、手稿、照片與衣物、器物等

入口處作品摘句。

「我從海的那邊來」意象呈現。

三千餘筆文物，悉數捐贈予文建會文化資產保存研究

中心籌備處（簡稱文資中心），並於2003年本館成

立後由本館予以專業典藏保存。

本次「小說的冶金者：朱西甯捐贈展」以4個主

題展出朱西甯不同面向的寫作歷程，也呈現朱家「文

學家族」的獨特背景。首先，在展場入口處，以52

座大小不一的燈箱與仿金屬感展示物，呈現流動的金

脈疊砌而成一堵文學之牆，燈箱上則銘刻上朱西甯作

品摘句，搭配一旁的生涯與創作年表，為本次展出給

予破題之效。

分區介紹

第一區「我從海的那邊來」，主要呈現朱西甯

有關原鄉中國與家族傳記的作品，包括其五十多萬字

之未完成遺作《華太平家傳》手稿、筆記資料、草稿

等，及2001年文資中心委託藝術家許維忠製作之朱

西甯半身塑像。現場也以投影設備，模擬朱西甯搭船

即將登陸台灣海港時，海天蒼茫的景象，並以《華太

平家傳》之句點出本區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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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絕多都在五歲前不大記事兒，記也僅僅記

些沒頭沒腦的零星片斷，我偏不然。

多少煙塵歲月，邈遠飄忽，在我卻杳然清明，

依稀若在眼前，任挑一樁五歲前的舊事，如何

始，如何終，瑣瑣碎碎，我可都大半瞭然。

第二區「軍旅生活是我寫作的材料」，以軍旅生

涯為背景，展出朱西甯有關戰爭史、軍事等題材之作

品，和他的軍裝大衣、軍籍獎勳章與許多軍中公文書

器物等。朱西甯從1949年投筆從戎開始，至1972年

辦理退役，總共在軍中待了23年，主要擔任文藝行

政官，主掌軍中文宣業務，也曾主編《新文藝》等軍

中文藝刊物。朱西甯的作品有不少以軍中作為場景，

包括《八二三注》、〈將軍與我〉、〈在離島上〉

等，不僅描寫高層將領，也描寫底層大兵。

第三區「我的創作技巧不斷求新求變」，朱西

甯除了戰爭、懷鄉文學外，也力求小說形式的不斷精

進，致力揉合中國傳統文化、基督教精神與鄉土風

俗元素，並加入現代主義技巧，使其小說成就臻至高

峰，並不斷挑戰寫作的藝術高峰，使其寫作風格與主

朱西甯軍裝上衣，金色鈕釦為國徽圖形。

《華太平家傳》手稿。

題不囿限特定類型，多數也成為當代台灣小說中的經

典之作。

本區展出其大部分文學作品，包含部分散文著

作、戲劇創作手稿，參與文壇活動並和眾多文友的合

影照片。此外，展場內也模擬還原小說家早年於軍用

砲彈箱上克難寫作的場景，表現文學從生活中產生的

精神，這個砲彈箱跟隨朱家多次搬遷，成為他在艱苦

環境下仍不停寫作的象徵。對於這個砲彈箱，朱西甯

的夫人劉慕沙曾描述說道：

司馬中原雖家計沉重，仍經常與段彩華、舒暢

等文友到我倆以砲彈箱為桌椅、厚紙箱為衣

櫃，幾可稱家徒四壁的陋居來，大談辦文學雜

誌，甚至到大西北拓荒辦學校的美夢。（〈朱

西甯背後的風景〉，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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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西甯（後左）、劉慕沙（後右）及三位年幼女兒

的全家福。

朱家「文學家族」的豐碩成績。

朱西甯軍裝上衣，金色鈕釦為國徽圖形。

各版本之《八二三注》及其手稿。展場內朱西甯著作一隅。

文學家族

朱西甯除了個人的文學創作之外，他也是由馬

叔禮、丁亞民、朱天文等年輕一代作家發起的「三三

集刊」重要精神導師，熱心指導熱愛文藝的眾多年輕

人。其夫人劉慕沙，女兒朱天文、朱天心、女婿謝材

俊（唐諾）皆為當代文學作家，形成知名的「文學

家族」，影響廣泛。

因此，本次展覽也規劃了第四區「我的家人

也是作家」，展出朱西甯家人的著作、譯作與得獎

殊榮。朱西甯夫人劉慕沙女士為知名日本文學翻譯

家，翻譯日本文學名家菊池

寬、志賀直哉、川端康成、三

島由紀夫等代表作品三十餘

種，亦從事散文創作。此外，

大女兒朱天文、二女朱天心、

三女朱天衣、朱天心夫婿謝材

俊也都是知名的小說、散文、

評論之創作者，在當代台灣文

壇中各自扮演著多元而不可忽

視的角色，「文學家族」之

名，絕非溢美。在這個展區

中，我們得以看到朱家人豐沛

的文學成績，為朱西甯文學生

涯增添更多風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