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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林莊生先生與我結識的因緣

林莊生（1930∼2015）為日治到戰後台灣文
化人莊垂勝（1897∼1962）之長子（從母姓），
他1961年赴美留學，1967年移居加拿大，擔任加
拿大農業部研究人員，1995年退休。1992年出版
《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以及那

個時代》一書，曾獲金鼎獎殊榮。1999∼2009年
間，又陸續出版《一個海外台灣人的心思》、《兩

個海外台灣人的閒情心思》（與陳虛谷長子陳逸雄

合著）、《站在台灣文學的邊緣》等書，最新著作

為2014年出版的《回憶台灣的長遠路程》一書，
持續筆耕不輟。這五本著作之內容，集中在台灣近

代人物、歷史、文學與文化範疇，有其一貫的關懷

與思想脈絡。

我個人早在1990年代攻讀博士學位期間，閱
讀到剛出版的《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

的朋友以及那個時代》一書，內心深受震動，透

過本書我具體貼近上一個世代台灣文化人的精神世

界，也深刻體會到他們在黑暗年代中的理想、堅

持、挫折與苦悶，而這些文化人之間的往來互動，

更處處流露出珍貴的情誼與人性光輝。他們的視

野、胸襟與抱負，使我眼界大開，而林先生文章展

台灣文化人互動與傳承的珍貴文本

林莊生先生將收藏多年的珍貴書信、文物，從渥太華分批寄交筆者全權處理。這批上一世代文化人的

生平事跡、所遺留的文字創作與書信，在在見證他們在黑暗年代中的挫敗、鬱悶與憂傷，乃至絕不放

棄的奮鬥與堅持，一一呈現在字裡行間，耐人尋味。

現的識見與雋永風味，成功傳達那個時代的特殊氛

圍，更讓人回味無窮。此後，我便十分注意林莊生

先生，在台灣發表的文章以及陸續出版的專書。

2009年9月《新修霧峰鄉志》出版，我負責編
寫的「文化教育篇」，曾針對當時他已經出版的三

本著作《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

以及那個時代》、《一個海外台灣人的心思》、

《兩個海外台灣人的閒情心思》加以簡要介紹，並

附上書影。2010年4月，他在加拿大透過台灣親友
輾轉得知此事，非常高興，似乎引我為知音，因此

特別託人將他新出版的《站在台灣文學的邊緣》

一書寄贈給我。我驚喜之餘，立即依照信上所示

Email信箱，寫信向他道謝，並真切表達敬佩景仰
之意。拜電腦科技之賜，從此我們展開長達數年、

互動極為頻繁的網路通信。他不但回信非常迅速，

內容也總是洋溢著無比真情與睿識，使我大為折

服，我們通信無所不談，似乎成了忘年之交，話題

多半集中在故鄉台灣的歷史文化與社會狀況，尤其

他曾親自接觸或熟悉的人物，談來更是如數家珍，

鮮活如在眼前，更常有引人深思的見解。

2013年1月起，我與楊翠教授接受台中市政府
文化局委託，共同執行「台中文學史」編纂計畫，

林莊生捐贈文物的因緣及其意義

文───廖振富　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教授　　

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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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內容包括作家及其家屬之專訪、文學資料之蒐

集整理（配合未來「台中文學館」展示需要）等，

林莊生自然成為我規劃中的訪談人選之一，而他寄

給我的書信文物，不但成為這次工作的最大收穫，

其個人專訪更具備多方面價值，意義深遠。然而迫

於工作時限，我當時採取書面訪談方式，在7∼8
月間以電子信往來進行，全文經雙方整理確認，以

〈林莊生先生訪談錄〉為題，發表於《台灣風物》

63卷3期（2013年9月）。

二、林莊生先生捐贈相關文物之緣起

大約在2012年左右，林先生曾主動詢問我：
是否有興趣收藏他妥善保存數十年的大量書信及

其他文物，我對此訊息大喜過望，振奮莫名。直

到2013年8月，他正式將收藏多年的珍貴書信、文
物，從渥太華分批寄交筆者全權處理。其中書信數

量約兩百餘件，收信人分屬莊垂勝、林莊生父子兩

代。寄信者包括：林獻堂、蔡培火、陳虛谷、葉榮

鐘、洪炎秋、徐復觀、朱點人、黃春成、日籍學者

岸田秋彥、陳逸雄（陳虛谷之子）等人，他們都是

20世紀台灣重要文化人，涵蓋年代從1940∼1980
年代，內容廣泛涉及政治、文化、歷史與社會，而

林莊生與父執輩的對話，更可看出兩代間的思想傳

承與演變軌跡。對瞭解台灣近現代知識分子的思想

與心靈世界而言，這些書信可說是一種兼具私密

性、可親性而無可取代的特殊文本。除書信之外，

其他文物還包括莊垂勝詩稿《徒然吟草》手稿本三

種、葉榮鐘在《自立晚報》連載之「台灣民族運動

史」完整剪報，以及相關人物照片等。

筆者受林莊生先生之信賴，深感責任重大，陸

續著手整理，而有感於這批台灣前輩人物之書信與

文物，應讓更多人有機會接觸參考，於是認真思考

如何善加處理，以發揮其應有的價值。當時他在寫

給筆者的信上，也殷切表達這樣的期待：

 

第二次小包也安全地到了您手，很高興。這

樣，我手中的資料全部移交您了。希望經您這

位大廚師之手，這些資料能按類歸檔，使後來

之人能很容易地使用。除了您正在準備中之說

明文之外，我覺得第一應先做的是，把葉先生

和岸田先生之日文信，翻成中文。這樣，從事

研究的人對整個collection始有一個總的了解。徐

先生之信，您如能進一步給與注釋或導讀，再

好沒有。⋯⋯文化這種東西有點像四百公尺的

「接棒比賽」，需要一代接一代，而能發揚光

大才能有生命力。現在我把這個「棒」交給您

了，加油吧！對信之內容如有不清楚的地方，

我隨時樂於作答。  

                                            林莊生 2013年8月26日

林莊生這裡談到書信處理的具體建議，包括

撰寫專文介紹、日文信的翻譯（葉榮鐘與林莊生的

通信，不少屬於日文信）、書信的整理解說，此外

我們還進行很多後續討論。最讓筆者動容的是這

段話：「文化這種東西有點像四百公尺的『接棒比

賽』，需要一代接一代，而能發揚光大才能有生命

1992年出版《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
朋友以及那個時代》一書，曾獲金鼎獎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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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現在我把這個『棒』交給您了，加油吧！」林

先生鄭重託付之真摯殷切，使筆者深感責任重大，

必須將這個「棒子」努力接續傳下去。

林先生將保存多年的珍貴資料寄交給筆者時，

曾表明除了提供給筆者研究參考，並希望捐贈給母

校中興大學圖書館收藏。但筆者認為：基於史料典

藏的專業設備需求，與研究者參考的方便性，國立

臺灣文學館的收藏條件應該優於中興大學圖書館。

幾經考慮，2014年8月筆者終於說服林先生同意，
將這批資料全數捐贈給國立臺灣文學館，其後經該

館聘請的專家學者審議通過，目前已列入該館永久

典藏。

2014年10月，為了更詳細暸解這批珍貴資料
的來龍去脈，且更深刻掌握林莊生及其著作的思想

根源，我專程飛往加拿大，在林先生家中借住數

日，對他進行深入訪談。由於時間充足，我們連續

七天暢談各種話題，包括他的家庭背景、求學經

歷、加拿大工作經驗、台灣人物見聞、中央書局

相關資訊等。另一方面，此行他又當面交給我不少

珍貴文物，再次反映他對我的信任之深與寄望之殷

切，我內心感激之情，難以言宣。返國之後，我立

即交代助理積極進行資料整理，包括分類打字、

日文書信翻譯等等。不料，回台才經過三個月，

突然在2015年1月26日接到林夫人郭孋容女士來信
告知：林莊生先生已經在1月24日病逝於渥太華，
這個噩耗讓我震驚、遺憾，更有措手不及之憾，匆

忙間立即寫一篇紀念文章〈珍惜最後五分鐘──敬

悼林莊生先生〉，刊登於《文訊》雜誌2015年3月
號。而我原先想再度前往渥太華對他進行二度訪談

的規劃，已難以實現。他在臨終前，還特別吩咐夫

人郭女士，逐字記錄以下交代我的話：

Jan. 16, 2015 我中風，講話困難，右手右腳沒有

能動，不能自由跟您聯絡。我的著作能受您認

可，對我來說是莫大的高興與貢獻。我能把重

要的文件（交給你）實在非常高興，希望能讓

後代人利用。有您這麼好的傳達人我能將一生

的工作傳達下代，使我能高興與安心離世。因

此非常感謝，希望您能再發展下去。

稟承前輩如此鄭重的託付，我責無旁貸，有義

務將這批珍貴史料妥善處理、推廣，讓學界或一般

有興趣的民眾能看到這些珍貴文物。於是加緊與臺

灣文學館聯繫後續事宜，希望未來能出版專書，或

規劃主題展示，以方便各界認識及利用，從而發揮

更大的價值。

由於我個人教學、研究工作都十分忙碌，尤

其2013∼2015兩年間，我與楊翠教授共同接受台
中市政府文化局委託，如火如荼趕工撰寫《台中

文學史》（這套書上下冊，已於2015年6月正式出
版），時間被極度壓縮。而林先生捐贈文物總量龐

大，相關人物與時代背景十分複雜，這個整理的浩

大工程，除了打字、翻譯，還牽涉不少專業文史知

識，需要更充足的時間進行整理研究，目前正陸續

進行中。而在整理的同時，特別應本刊邀請撰寫此

文，以便讓更多人暸解相關訊息。

2014年10月廖振富（左）在渥太華林莊生家中與其夫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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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莊垂勝、林莊生父子收藏書信及其人際

網路

2013年暑假，林莊生寄交筆者之相關文物，
筆者已請助理進行初步掃描。其中最大宗的是書

信，另外有詩文稿、剪報、照片等。詩文稿包括

《徒然吟草》手稿本、莊幼岳整理抄錄版、刊印本

（各一冊），另有林莊生〈父親與我〉手稿一件。

剪報專冊則是《日據時期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

自立晚報連載剪報，共同署名作者：吳三連、林柏

壽、陳逢源、葉榮鐘、蔡培火，這是真正的撰稿者

葉榮鐘當年陸續寄給林莊生的剪報，經過林先生細

心蒐集整理而來。

至於最大宗的書信，數量甚大，初步統計如下

表。另外，專書《兩個海外台灣人的閒情心思》一

書，主要是利用陳逸雄與林莊生兩人通信加以編輯

而成，兩人往來書信原件，包括林莊生寄陳逸雄73
件；陳逸雄寄林莊生72件（合計145件），林先生
已經妥善收藏於資料專冊中，不另列表。

表列書信，只有陳虛谷信函是影印本：因當

年林先生為了協助陳逸雄編輯其父親專書《陳虛谷

作品集》，已將信函原件寄給陳逸雄。除此之外，

其他都是書信原件。要解讀分析這些信函的意義與

價值，需具備不少基礎知識，尤其是莊垂勝人際網

路的掌握。考察莊垂勝與林莊生父子兩代通信之對

象，大致來自以下幾種連結網絡：

其一，莊垂勝的鹿港舊友：葉榮鐘、洪炎秋兩

人，他們都是莊垂勝從年少至年老，終生不渝的摯

友，彼此影響極深。目前保存葉榮鐘寫給莊垂勝的

信，可看到這點。而林莊生在父親去世後，在海外

與兩位長輩通信數十年，彼此談論範圍極廣，不但

兩位長輩對他勉勵極多，他也常主動分享在海外見

聞，尤其美加兩國的政治與社會狀況，葉榮鐘、洪

炎秋身處在時代環境相當封閉的台灣，也透過林莊

生，打開另一道接觸自由世界的窗口。

洪炎秋日治時期曾留學北大，戰後曾任台中師

範學校校長，因二二八事件牽連而去職，後來歷任

台大中文系教授、國語日報社社長，也曾當選立法

委員。他不但一生經歷特殊，文章更是自成一格，

文學成就日受重視。他常勉勵林莊生要勤奮寫作，

對林莊生影響極深。而葉榮鐘撰寫《日據時期臺灣

政治社會運動史》，林莊生總是在第一時間扮演海

外忠實讀者的角色，提供很多回饋意見，兩人往來

寄信者　 收信者　 數量　  簡要說明

林獻堂　 莊垂勝　 4 　　 涵蓋時代，從日治到戰後（1940∼1955），多寫於日本。

陳虛谷　 莊垂勝　 22　　 皆屬影印本，原信已由林莊生寄給陳逸雄。其中14件，收入《陳虛谷作品集》專書。

葉榮鐘　 莊垂勝　 7 　　 皆屬1943∼1944年間，戰爭時期之書信，部分以毛筆書寫。

黃春成　 莊垂勝　 3 　　 皆屬戰後時期之書信（1945∼1949左右），都以毛筆書寫。

朱點人　 莊垂勝　 3 　　 戰爭時期日文信2件，戰後1945年中文信1件。

莊垂勝　 陳虛谷　 2 　　 40年代戰爭時期所寫，討論作詩情形與陳炘作品。

蔡培火　 林莊生　 1 　　 1969年12月，耶誕節所寫。談日治時期提倡民族運動，以及推廣台語白話字的用心與目的。

洪炎秋　 林莊生　 21　　 分別寫於1963∼1980年，通信時間長達18年，內容非常多樣化。

徐復觀　 林莊生　 24　　 寫於1974∼1981年。最後一件，為徐復觀去世後，其夫人徐王世高所寄。

葉榮鐘　 林莊生　 28　　 分別寫於1962∼1976年，長達15年。中文信11件、日文信1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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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非常熱絡。葉榮鐘藉由積極撰述台灣歷史、人

物，尋找精神出路，也為了台灣文化的傳承而終生

奮鬥不懈，林莊生在海外認真又即時的回應，對葉

榮鐘產生很大的激勵作用。

其二，莊垂勝日治時期參與政治運動的前輩或

同志，如林獻堂、陳虛谷、蔡培火，都是臺灣文化

協會的活躍成員與主要領導人物。但戰後他們的命

運卻大不相同，林獻堂是莊垂勝的父執輩，早年曾

資助莊垂勝、葉榮鐘到日本留學，1940年代戰爭時
期特別邀請莊、葉兩人加入櫟社，刻意加以栽培，

而他們倆人終生都對林獻堂非常敬重。陳虛谷同時擅

長新舊文學，與林獻堂、莊垂勝交情極深。陳虛谷喜

好傳統漢詩，對莊垂勝造成深刻影響，莊氏加入櫟

社，除林獻堂銳意栽培鼓勵外，陳虛谷的慫恿，也

是決定性的因素。戰後他因政局黑暗而遠離現實社

會，且晚年不幸中風，不良於行，最後選擇隱居和

美鄉間別墅「默園」終老。而蔡培火則在戰後加入

國民黨，並擔任官職，與昔日同志漸行漸遠，林獻

堂晚年自我放逐於日本，蔡培火曾受命赴日勸說林

獻堂返台，終究無功而返。雖然當代人對蔡培火的

評價爭議甚大，但他在日治時期獻身民族運動，對

提倡台語白話字的努力，其貢獻仍不可磨滅。

其三，莊垂勝在文學領域之同好，主要是黃春

成、朱點人兩人。台北人黃春成在1931年與台中
地區文化人莊垂勝、葉榮鐘、洪炎秋、賴和等人，

共同創辦《南音》雜誌，因而互動頻繁。1932年

林獻堂致莊垂勝信

1955年4月27日，寫於日本。

林獻堂晚年自我流放於日本的書信，是1955

年去世前一年所寫。信中除回報在日本之近

況，主要是安慰莊垂勝無需為喪失良田三頃

而沮喪，並稱許作詩進步，不但展現林獻堂

豁達的胸襟，更是念茲在茲極力鼓舞莊垂勝

寫詩的熱情，反映對晚輩傳承漢文化的殷切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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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南音》被禁，接著黃春成遠走滿洲，至戰後
初期方恢復通訊，目前林莊生仍保留當時信件三

封，都是戰後階段所寫，彌足珍貴。從他與莊垂勝

的通信，可清楚看出他蔑視現實利益、瀟灑豁達的

個性。另一著名小說家朱點人，也曾在《南音》雜

誌發表文章，同樣是因為對台灣文學的共同關懷志

趣而結識。莊垂勝與朱點人的互動，主要有兩個部

分。首先是朱為《南音》供稿，而莊為雜誌編輯之

一。此外，則是戰爭末期臺北帝國大學熱帶醫學研

究所岸田秋彥博士一家，疏開至霧峰避難，朱點人

委託莊垂勝代為照顧，兩人為此多有書信往來。從

書信內容看來，朱點人個性溫文儒雅而重義氣，喜

好書法（林莊生保有朱點人書法一幅），最後竟因

政治而遇害，令人不勝唏噓。

其四，莊垂勝透過上述人際網路而結識兩位來

自台灣以外的文化人：日本學者岸田秋彥，與戰後

中國來台學者徐復觀。林莊生在父親去世後，與他

們持續密切通信，激盪出不少智慧的火光，具有跨

世代傳承與文化薪火相傳的深刻意義。

岸田秋彥（1897∼？），日本愛知縣小牧市

人。1925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醫科，1939年任
職於臺北帝國大學熱帶醫學研究所。1944年，為
躲避空襲，一家「疏開」至霧峰，借林獻堂空房暫

居，藉由朱點人引介，與定居霧峰萬斗六的莊垂勝

結識。1946年，岸田留任臺灣大學熱帶醫學研究
所，舉家遷回台北，隔年返日。莊垂勝與岸田結

識，一開始是受託於朱點人，但由於岸田雖出身醫

科，卻具有深厚的漢學素養，且喜好書畫，故兩人

相當投緣。岸田返日後，1959年開始與莊垂勝通
信，而莊垂勝身故後，其子林莊生接續這段情誼，

仍與岸田通信不輟，讓這段戰火下的跨國友誼得以

歷久不衰。岸田曾將朱點人在1950年寄給岸田的
信轉寄給林莊生，目前林莊生一併寄給筆者研究。

2014年10月，林莊生更將岸田給林莊生的26封信
（通信自1970∼1989，長達29年），在家中全數
面交筆者研究。

徐復觀（1904∼1982），中國湖北人，原是
軍人出身，來台後1949 年到台中定居，1952年
在台中省立農學院開始擔任教職，1955年轉至東
海大學中文系任教。1958年和張君勱、唐君毅與

葉榮鐘致莊垂勝信

1943年6月5日。

戰爭時期，葉榮鐘調到台北

報社任職，提到戰爭時期物

資缺乏情形，因洋酒價昂，

遂購入便宜的土製五加皮酒

「用以騙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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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共同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

言〉，被視為「當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1969
年自東海大學退休，應唐君毅之邀，前往香港任

教，於1982年病逝於香港九龍。
戰後徐復觀刻意遠離軍政界，專心從事中國思

想史的研究著述，在定居於台中期間，與諸多台灣本

土文化人結交論道，莊垂勝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依

林莊生回憶，莊、徐二人交往之初，是以日文作為

溝通語言，其後隨著莊氏逐漸掌握「國語」，才改

用國語交談。當時，徐復觀主張恢復傳統儒學，與

社會主流的西化思潮相抵觸，而漢學素養深厚的莊

垂勝認同徐復觀的文化觀點，被徐引為知音。莊垂

勝過世後數年，徐復觀也遷居香港，但林莊生仍持

續與他書信聯繫，除追憶莊垂勝事跡、請教文學與

思想觀點之外，也討論台灣民主化與獨立等政治議

題，這些書信記錄了林、徐二人的互動經歷，也保

留了徐復觀晚年的思想觀點，可謂彌足珍貴。

四、結語

由於上述書信數量極多，時間跨度大，寫信者

身分各異，且內容涵蓋範圍甚廣，需以長時間解讀

始能深入鑽研。雖然林莊生在他的著作《懷樹又懷

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以及那個時代》及其

他著作中，曾經引用不少書信內容，但都僅是片段呈

現。再者，由於資料尚未公開，其豐富性仍未被學

界或一般人認知，因此急需全面的整理研究，進而

出版，方能發揮更大的學術料價值。期待相關研究

開展後，上一世代台灣文化人的精神世界，乃至他

們之間跨越種族與國界的深刻情誼，能被逐漸被後

代人所認識。而這批上一世代文化人的生平事跡、

所遺留的文字創作與書信，在在見證他們在黑暗年代

中的挫敗、鬱悶與憂傷，乃至絕不放棄的奮鬥與堅

持，一一呈現在字裡行間，耐人尋味。

這群人有的選擇積極應世，企圖在體制內改革

（蔡培火），有的為理想而喪命（朱點人），有的

選擇隱居或遠遁異鄉（林獻堂、陳虛谷、莊垂勝、

黃春成），有的則積極著述，尋找精神與文化的出

路，等待光明到來（葉榮鐘、洪炎秋、徐復觀）。

而戰後被遣送回日本的日籍學者岸田秋彥，更是終

生難忘對台灣的深刻情誼，包括寫文章哀悼朱點人

的遇難，感激莊垂勝一家在戰爭時期對他們家人的

照顧，更與林莊生通信數十年，一直到老邁無法執

筆為止。這些人、這些事，不應該長期被遺忘在歷

史的暗角，使今人徒有失根、失憶之嘆。噫！發前

人之潛德幽光，誠乃我輩之責。遙望雲天，山高水

長，故人風範，其歸來乎！

黃春成致莊垂勝信

1949年12月17日。

信中詢及張星建被刺一事，並附自作詩稿

〈雜感〉兩首，這是其中一首：「烽煙遍

地鬢毛班，滿目泥沙步自艱。老去情懷猶

磊落，欲憑詩句振河山。」反映置身在動

亂時代中，仍充滿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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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日報》日文版
文藝副刊作者協尋啟事
本館將針對1946年的《中華日報》日文版文藝副刊整理、翻譯，以利讀者進一步閱讀、研
究。上述日文版文藝副刊，泛指1946年3月至1946年10月作家龍瑛宗主編的家庭、文藝、文
化專欄及日文版廢除等相關詩、文。

然有關當初於該副刊發表之作者，除少數已知外，仍有大多數無法取得聯絡。以下明列作者

名單，希望借助各位讀者的力量，協尋目前無法取得聯絡的作者或其家屬。謹致謝忱。

可取得聯絡者：

王育德、吳濁流、吳瀛濤、李錦上、莊世和、楊逵、葉石濤、詹氷、蔡德本、龍瑛宗。

無法取得聯絡者：

EYM、KG、YKT、山川菊栄、山岸多嘉子、文治、王昆彬、王花、王清蓮、王碧蕉、王德鍾、以羣、

吉紫、安部静枝、安達、朱有明、吳振源、呂鵠城、坂井一彦、李太郎、李岳勳、李栽、李瓊雲、

辛謹治、東嬌美、林花霞、林苑村、林覓村、武海、邱春瑛、邱素沁、邱媽寅、阿川燕城、施金池、

洪晁明、英玲、孫土池、孫林茂、徐淑香、高木、高田武、崔淑芬、張明秀、張雪英、陳邦雄、

陳和信、陳怡全、陳松月、陳金火、陳金生、陳素吟、陳茲心、陳捷成、陳喬淋、陳喬琳、陳雲鵬、

陳輝瑜、彭素、游仲秋、紫園、黃仲秋、黃昆彬、黃明富、黃震乾、黑蟬、廈仙、椰林子、楊春吉、

葉永昌、葉錦雀、僑霖、夢生、徳田静子、趙天麟、遜吐血、劉金寶、廣瀬庫太郎、蔡玲敏、鄧文輝、

鄧石榕、鄭文輝、鄭茂淋、賴傳鑑、賴耀欽、龍雲昇、燦爛、襟矢道彥、籬齋。

廣告

廣告

國立臺灣文學館辦理民國104年度第1期「台灣文學好書推廣補助」，經召開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之補助名
單詳列如下：

《回家》、《誰在暗中眨眼睛》、《瓦歷斯微小說》、《台北戀人》、《卻顧所來徑：當代名家訪談錄》、

《2013飲食文選》、《戰爭殘酷》、《繪本原創力──臺灣繪本創作者的故事》、《池上池下》、《星星都
在說話》、《雨天的心情：林良給青少年的55個愛的鼓勵》、《2013台灣詩選》、《花貓帽》、《寧視》、
《河岸花園了》、《九歌102年散文選、小說選、童話選》、《讀書放浪：藏書記憶與裝幀物語》、《無愁
君》、《花狗》、《九十九座山》、《詩人不在，去抽菸了》、《流浪的狗：林煥彰X曹俊彥經典繪本》、
《東魚國夢華錄：王幼華作品集》、《悠悠瘋狗天》、《花之器》、《永遠的搜索：台灣散文跨世紀觀省

錄》、《三都追夢酒》、《有一顆水藍色的星球》、《再見小童》、《時光小學：爸爸，不住在我家》、《盛

夏的事》、《畢業那一年──石縫裡的信》、《早起的頭髮》、《妹妹的新丁粄》、《冬夜繁星》、《台語原

來是這樣》、《凝睇──朵思詩集》

本項補助，旨在協助文學好書的出版與推廣，使文學出版社能永續經營，同時提高優良文學好書的能見度，並

擴增國內文學閱讀人口，最終提昇國內文學創作能量。「台灣文學好書推廣補助」本期共計106件文學好書提
出申請，經評審委員初審、 複審、決選後決定補助名單及金額，受補助金額所採購之好書將寄送到國內偏鄉
學校、圖書館及弱勢團體等單位作為文學推廣之用。

────────────────────────────────────────────────

民國104年度第1期「台灣文學好書推廣補助」名單公布

本年度第2期受理申請時間為104年8月1日至8月31日止。
作業要點及相關表單請至本館網站（www.nmtl.gov.tw）下載。
業務洽詢：展示教育組黃華庸06-2217201#2305，Email: huayung.huang@nmtl.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