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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潘芳格捐贈展」
展覽介紹

「台灣島上的女人樹

杜潘芳格，有著多重的身分，女性、客家人、基督徒、現代詩

人、跨越語言的一代。女性與客家人的身分與生俱來，基督教是由母

親而來的信仰，現代詩人則是通往文學道路的身分、跨越語言的一代

則是時代造就的不得不為。本展的展示設計，期望透過其各種身分特

質的呈顯，讓觀眾認識這位作家及其作品，並理解她的時代與生命。

展場區分為文學創作、女性生命史、跨越語言的一代、客語文

學的實踐等4個主題，在進入各區展間之前，觀眾可以在展場大廳先
觀看GOOD TV精心製作的影片「誕
生在島上的女人樹──杜潘芳格」，

認識杜潘芳格的成長背景及文學成

就。成長於新竹縣新埔客家望族的潘

芳格，生命故事就很精彩，自由戀愛

遭父親反對，最後獲得成全與杜慶壽

醫師結婚。婚後一心想往文學發展的

她，卻連生了7位兒女，養兒育女的
勞心勞形，讓她無法專注在寫作上。

日治時期已完成學校教育精通日語的

她，面對戰後語言、文化的轉換，亦

讓她的文學創作之路多所阻礙。幸而

有笠詩社文友們的鼓勵與協助，開始

發表詩文譯作，對於文化的反思讓她

開始以客語創作，建構客語文學的主

體性。

文學創作

本區展出杜潘芳格的詩集及創

作手稿，呈現其詩觀與多面向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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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名稱「台灣島上的女人樹」出自其詩作〈相思樹〉中的

詩句：「我也是╱誕生在島上的╱一棵女人樹」。「相思

樹，會開花的樹╱雅靜卻不華美，開小小的黃花蕾。」台灣

島上的女人樹究竟是一棵怎麼樣的樹？請跟著我們一起進入

杜潘芳格的文學世界。

展場入口，枝枒相連的樹木形成一片樹林，以詩文為養分，結出生命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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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本館捐贈展的展覽文物通常以作家本人的捐贈

為主，但杜潘女士捐贈本館的文物中並沒有個人的

詩集，因此我們從其他作家的捐贈文物中，找齊全

部7本詩集，見證當時文學社團活動、文友互贈作
品、互相蒐藏的文壇情誼。杜潘芳格早期曾想寫小

說，後期創作以新詩為大宗，並有部分散文。從

少女時期就喜愛閱讀、思考的杜潘芳格，對生命、

生活都有許多的想法、想像，呈現在作品中包含

了以抒情為基調的原鄉追憶、以美善為題材的現實

關照、以真理為依歸的生命哲思等，展場設置了4
本互動書籍，讓觀眾閱讀╱聆聽杜潘芳格不同風格

的作品。展場內的平板電腦放入經過剪輯分類的影

片，有十幾首詩人的作品在其中，可以聽到詩人以

客語朗誦自己的創作，以及解說創作的心路歷程。

女性生命史

杜潘芳格從年輕時開始書寫日記，當時正是二

次世界大戰末期，其持續不斷地書寫，留下數量可

觀的日記，是珍貴的常民文化史料，也記錄了台灣

社會由戰爭末期到今日的過程。日記以杜潘芳格最

能靈活運用的日文寫成，對不黯日文的人而言，簡

直就像密碼一般，但從日記的題名及內容的漢字我

們仍能一窺一二。日記是一個人最私密的書寫，包

含了無數的心情；實際上，除了心情，日記本內還

有大量的四葉幸運草，是杜潘芳格在各地撿拾的。

她曾感性地說：自從丈夫去世後，就再也沒撿過幸

運草了。

因年代長久加上長期的使用、翻閱，挾帶紙

條、幸運草等，此批日記入館時，部分有損壞狀

況，本館進行文物修復，移除劣化的膠帶、重新裝

禎破損的日記、清潔蟲蛀的孔洞並修補，以延長文

物壽命。

跨越語言的一代

試想如果有一天，你被禁止用熟悉的語言、

文字來表達、記述任何事情，而必須學習另一種語

言、文字來使用，會是什麼樣子？跨越語言一代的

作家遇到的就是這樣的困境，實際上，日治時期出

生、成長的台灣人在戰後都遇到這樣的問題，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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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筆桿的作家比一般人更嚴重，原本豐富的詞彙、

文法，思考的深度，在這樣的語言轉換中，或而流

失或而無法表達，有人因此停筆、有人經過長時間

的努力才得以用中文發表作品。本區可見杜潘芳格

的日文藏書及各種語言版本的手稿，積極「跨越語

言」的努力嘗試。因為以日文創作、書寫，引起日

本人的興趣來台灣拜訪杜潘芳格，而得以託人在日

本買小時候吃過的日本咳嗽藥，久咳不癒，吃了許

多藥都沒好的咳嗽，獲得緩解，也算一件美事。

客語文學的實踐

本區展出演講稿〈母語个功能〉、手稿〈詩的

教養──我對客語詩的創作觀〉，呈現杜潘芳格為

何要以客語書寫的論述。大量的客語詩手稿，可感

受詩人回歸母語創作，以最親近的語言表達心中所

感、腦中所思的那份親切。手稿中不時出現註解，

以中文解說客語文字的意涵，其對客語文學的推廣

與用心可見一般，展場中的影片也盡量以客語版本

的內容作為呈現，期望讓非客家族群的觀眾能由此

認識客語及其文學。

結語

杜潘芳格是一位獨特的詩人，可以單純地閱讀

她的詩作，進入自身的想像，她的文字充滿各樣的

可能性，可以溫婉、可以銳利、可以遨遊天際、可

以遁入塵土；也可以了解她的生命歷程後，再來看

她的作品，又有一種不同的體會。展覽手冊收錄3
篇作品，詩人李長青重新潤飾的〈鋼鐵蝴蝶──向

杜潘芳格致意〉、杜潘芳格女兒杜佳陽的〈記父親

病中九日〉，以及口述歷史的〈基督徒詩人──杜

潘芳格女士自述〉。作品皆由杜潘芳格親自挑選，

認為能呈顯其生命中的三個重要元素──文學創

作、家庭、信仰。透過此三篇作品，讓觀者以全人

的角度，認識杜潘芳格捐贈予本館的珍貴手稿、日

記及文學文物。藉由捐贈的展示物件，輔以客家委

員會、GOOD TV、黃明川導演精心拍攝的影片，
透過相關文物、影音內容的呈現，期望觀者能夠體

會杜潘芳格「雅靜卻不華美」的文學世界。

1. 7本詩集來自3位不同作家的捐贈，齊聚於此呈現杜潘芳格詩集命名
中的「密碼」巧思。

2. 展場內的互動書籍，打開書頁、閱讀聆聽杜潘芳格不同風格的詩作，
共有〈子宮〉、〈中元節〉、〈變成蝴蝶像星星那麼遠的！〉、〈重

生〉等4首詩。平板電腦內有詩人朗誦自己的作品、解說創作的心路
歷程，觀眾可點選觀看。

3. 由「文學創作」進入「女性生命史」展區，坐下來，翻開《台灣詩人
選集》，閱讀，杜潘奶奶以生命寫成的詩篇。

4. 杜潘芳格的日記，記錄了一位女性從青春洋溢、步入婚姻、養兒育
女、攜手相伴、子孫成群的過程，至今仍然持續地書寫中。

5. 日文書籍是杜潘芳格閱讀的大宗，也是其知識的來源，有些是日本人
出版的書籍、有些是外文書籍的日譯版本。 

6. 展場中有〈母語个功能〉7頁的演講稿，觀眾可滑動展板細細閱讀，
了解杜潘芳格對母語的思考，了解為何我們要努力學習母語，以便明

瞭「我是誰？」、「我是怎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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