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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不知道的，幸福

不為人知的幸福，究竟是怎樣的幸福？

以「不為人知的幸福」作為捐贈展名稱，是想要說一個關於幸福的故事發生在一個

未曾擁有物質幸福的作家身上。看著憂愁的面容，有誰能了解，表情的背後藏有的幸福？

於是我們盡可能地提問，在苦悶的時代裡，有可能幸福嗎？在貧窮的生活裡，有可能幸福

嗎？在四處碰壁的時局裡，有可能幸福嗎？

一生跌撞在坎坷路上的龍瑛宗（1911~1999），被小說家宋澤萊評為作品中充滿悲劇

原型及虛無意識的作家，跨越日本統治、國府時期的世代作家，他用創作，不斷地書寫，

尋找幸福，這樣的幸福究竟代表著什麼？是生活的意義、生命的力量。

用這篇小說，關於一位階級與知識水平互有差異的男女，彼此的結連擁有一段不為人

知的幸福，表面上看來非常慘淡的生活，但事實是，他們擁有彼此最忠實、純粹的愛情。

以龍瑛宗的〈知られざる幸福〉為旅券，開始龍瑛宗及其同時代知識分子，甚至是此

時此刻的我們，追索幸福之路。

第一站 站讀
如同迎向展場的第一個視線：偌大的書櫃影像、堆疊的圖書示意模型，展示龍瑛宗的

閱讀習慣，追求知識的企圖心。1925年，來自新竹北埔村落的龍瑛宗，初到城市求學，日

日光顧位於今臺北市重慶南路與衡陽路口附近的書店，如新高、杉田書店等，因為是窮學

生的緣故，總是在書局站讀，小心地翻閱圖書。他的經驗是，只要夠謹慎不弄壞書，就能

不遭老闆阻止或驅趕了。

第二站 遇到啟蒙者，認識到知識的力量及產生知識的方法
在臺灣商工求學期間，遇上了第二位影響深遠的老師加藤先生，他將龍瑛宗的作文

朗讀給全體同學聽，這樣的肯定，增加龍瑛宗的創作自信心，他深刻地體認到，光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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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跌撞在坎坷路上的龍瑛宗，被小說家宋澤萊評為作品中充滿悲劇原型及虛無意識

的作家，跨越日本統治、國府時期的世代作家，他用創作，不斷地書寫，尋找幸福，

這樣的幸福究竟代表著什麼？

介紹龍瑛宗捐贈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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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時期與同學合影

1927-1930年，龍瑛宗就讀臺灣商工，除了
學習專門課程，熱愛文學的他，喜歡與同好

者一起逛書店，享受站讀時光。

臺灣商工學校

學期成績通知書

龍瑛宗收集三年的成績

單，在專門學科上多為甲

等，惟珠算上較低，也可

能因為身體較為虛弱，體

育始終未能甲等，但在總

排名上皆在前五名，可謂

成績優異。

龍瑛宗筆記本

昭和15年（1940）任職於臺北臺灣銀行本
行，此為當時的銀行記事本，內容多為備忘

記事，例如蔬菜名、所見植物的樣貌等。以

此作為線索，可見與龍瑛宗在作品中細緻描

寫風土情景有關。

臺灣商工學校卒業證書

昭和5年（1930）3月15日的臺灣商工課程修畢的卒業
證書，同年4月，獲得該校佐藤龜次郎的推薦，進入臺
灣銀行臺北總行服務。

品味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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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是不夠的，必須多看書。在〈讀書遍歷記〉有如

此的感觸：「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寶在於玄

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群物斯辨矣」。

這篇文章是徐幹所寫的，而據說「他年十四始讀五

經，發憤忘食，下帷專思，以夜繼日，父恐其得

疾，常禁止之」。龍瑛宗從其文意說明：在暗室裡

藏著寶石，是看不見的，一旦經太陽照射即可清

楚，白日表示什麼呢？就是知識，有了知識才可進

行價值判斷。

所以，苦讀，不斷地閱讀是龍瑛宗累積豐厚

文學知識的不二法門，「我在寒村已曉得寄匯到東

京，訂購當時有名的少年雜誌《赤鳥》的舊號，日

人稱為『back number』。這，對我影響不少」，

藉由日文不斷吸取世界文學，甚至還能閱讀英文資

訊，都是龍瑛宗不斷學習的經歷。他回顧自己幾十

年來的讀書工夫，將這些先人的群書化為他在文學

上的血與肉，再深植於內心，壯大了他的文學視野

與創作的心志，儘管不斷伴隨著挫敗的境遇，在理

想與現實之間的拉扯，龍瑛宗緊握手中的筆，在不

自由的年代，護守真實的美麗。

第三站 工作、創作，沒有不可能的事
1930年3月自臺灣商工學校畢業，經學校老師佐

藤龜次郎的介紹進入臺灣銀行任職，4月即被調往人

生地不熟的南投分行，這樣的調度對於龍瑛宗的身

體與心理上造成負擔，而一向內向的他，在面對日

語、福佬語以及客語間的轉換產生困難，以致被銀

行的經理斥責「不會講臺灣話的臺灣人在銀行沒有

用，即刻辭職好了」，在〈斷雲〉中作者理解到語

言的差異以及日人有意的操弄，雖感冤枉也只能忍

氣吞聲。為了生存下去，人生充滿血淚以及寂寥，

持續往前的動力，就是文學了，生活在南投的日

子，成為〈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主要的寫作題材。

這篇小說不只為龍瑛宗創下在日本文壇一鳴驚人的

佳績，也奠定了爾後持續創作發表的信心基礎，而

故事中的主人翁陳有三更成為殖民地臺灣小知識分

子的典型人物。

1936年左右，龍瑛宗獲知朝鮮日語作家張赫

宙的作品當選日本《改造》懸賞小說，雖然是簡單

的起心動念「人家會創作，我也應該試一試吧」，

仔細考量自己的作息後，龍瑛宗決定利用清晨上班

前的時間，每日寫作400字原稿一張或二張，以三

個月半的時間，可以完成一百張以上的小說了。

他這樣想並打定主意且實行完成〈植有木瓜樹的小

鎮〉。1937年獲日本《改造》雜誌第九屆日本懸賞

小說佳作獎，刊登在《改造》第19卷第4號。這部

小說也擬寫了臺灣知識分子的樣態，在1930年代

初世界經濟大恐慌之際，龍瑛宗具體的描繪封建餘

緒、殘渣，故事中的幾個角色，真實的存在，令人

讀來印象深刻。

第四站 走出、走進，打開文學之路
在龍瑛宗獲獎後的日本文壇相關報導評論裡，

多以該作品具現實性且質樸，作者情感纖細為多，

龍瑛宗發表談話時提到這部作品的創作核心，是想

呈現中學校畢業的臺灣知識分子其面貌以及所承載

的社會、經濟方面的壓迫，藉由薪資階級（職等、

薪水）、婚姻（聘金制度、早婚、婚姻買賣）等，

描繪比上不足也不願意比下墮落，身處在社會中間

層的苦悶生活。

第五站 不只是幻想，是一條腳踏實地追求
幸福的路

1941年戰爭時期的龍瑛宗曾經這樣剖析自己：

「幻想是孤獨的產物。由於我孤獨，於是我變成幻

想家吧⋯⋯打孩提起，我對許多事務充滿憧憬。

至少我的靈魂從世界的一個角落旅行到另一個角

落」，愛幻想的龍瑛宗很早就意識到作品的基礎是

現實，閉上眼隨著思緒飄洋過海，飛翔在千變萬化

的世界文學裡，成為著眼現實創作的養分，透過飽

讀西方文學，龍瑛宗作品中充滿現代主義的思想，

然而是否具有現實感仍是龍瑛宗在意的：「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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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赫宙致龍瑛宗信函，1937年6月15日（昭和12年）
朝鮮作家張赫宙（1905~1997）於1932年以〈餓鬼
道〉獲選《改造》第五回懸賞創作二獎，鼓舞同身處

殖民地的龍瑛宗。1937年龍瑛宗獲獎，被媒體稱為是
「臺灣的張赫宙」，在前往日本領獎前，龍氏曾寫信

請教張赫宙有關日本文壇的狀況，張氏的回信，建議

可直接拜訪文藝首都社的總編保高德藏及湯淺克衛。

《中華日報》日文欄主編作品剪貼本

龍瑛宗於1945年終戰後曾短暫南下任職《中
華日報》日文欄主編，以專題收納臺灣作家的

文學評論、讀書心得、文化觀感等，如「名作

巡禮」，除了提拔不少臺灣作家外，自己化身

各式筆名發表作品的也不在少數，如〈女の一

生〉等。

〈杜甫在長安〉剪報本

1980年11月20日，龍瑛宗發表於《世界日
報》的〈杜甫在長安〉，是龍瑛宗靠著日文參

考書，寫出的首篇中文作品，也不再需要鍾肇

政等文友的幫忙，以自己的筆和想法創造了杜

甫這樣的人物，裡面提到杜甫愛白牡丹、於大

雁樓碰到日本留學生等，都非歷史事物，而是

作者的虛構，這是龍瑛宗的作品特色之一。

品味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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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需關心的，就是在這片土地上所經營的生活樣

態。⋯⋯臺灣文學要展望將來，就要逐漸拋開生活

性，朝向健康的生活者之文學前進。」（〈台灣文

學の展望〉）

對於文學的實踐活動，學者認為戰後初期的

龍瑛宗應該是最早提出對殖民地文學的看法，以發

表在1945年11月20日《新新》創刊號的〈文學〉而

言：「在虛假的地方是沒有文學的。那是披上文學

假面具的偽文學。我們應該暫時先否定自己。我們

必須再出發。必須走正確之路」。什麼樣的路才是

正確之路，龍瑛宗在《中華日報》的「文藝欄」上

發表的文學評論，在在都顯示著他視文學為文化世

界化，例如翻譯作品的閱讀、比較；社會是否近代

化，走過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能否反映社會中種

種不合理的現象，能否描述為了追求更好生命而奮

鬥的內容；而在文藝欄上的「知性之窗」，則是提

出須破除封建社會中，不具知性、社會民主化的行

為，方能走向個人與社會的幸福之路。

終站，另一個起點：你的幸福，我們守護

每一場捐贈展，不只是介紹作家及其作品、文

學成就，更多的時候，是捐贈者與受贈者藉由空間

展示的機會，見面、認識、傾聽彼此的聲音，彷彿

是：我一生的幸福，如今安放在這裡，可以嗎？當

然，你的幸福，我們守護。

這一次展出龍瑛宗及其家人細心珍藏的文學文

物，他們是第一位捐贈文物至本館的作家，入藏品

包括重要文學雜誌、圖書、手稿、照片、器物、剪

報等一千餘筆，其中如《文藝臺灣》創刊號、〈故

園秋色〉手稿等已正式列入文資法中的「重要古

物」及「一般古物」。本次捐贈展一方面向龍瑛宗

及家人無私的奉獻之心致意，一方面也希望能讓民

眾更貼近龍瑛宗的作品，藉此感受充滿美學藝術、

深厚底蘊的臺灣文學。

〈媽祖宮の姑娘たち〉

寫於1977年9月，未刊稿，由葉笛翻譯為〈媽祖宮的姑娘們〉，後收錄於《龍瑛宗全
集》中。全文共計〈同學會〉、〈食飽嗎〉等12章。以林克三的經歷鋪排臺灣從戰前
到戰後的時局變化，以及族群的變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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