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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起，我們來到了高雄、桃園、彰化、臺南等地，帶來鍾理和、鍾肇政、賴和、
葉石濤、楊逵五位作家的講座及文學地景、地方風物導覽活動。藉由這次的旅程，我

們所期望的，無非是這輛臺灣文學列車，能駛向更為廣袤豐厚的文學沃土。

「尋訪文學‧邂逅作家──臺灣文學開講」是為了推廣《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

彙編》叢書，由國立臺灣文學館主辦、文訊雜誌社承辦的文學講座暨地景導覽活動。先

後於臺北紀州庵文學森林、齊東詩舍舉辦了柏楊、林海音、龍瑛宗、司馬中原、琦君、

鄭清文、楊喚等七位作家的專題講座。2016年2月起，這輛「臺灣文學列車」繼續開往高

雄、桃園、彰化、臺南等地，帶來鍾理和、鍾肇政、賴和、葉石濤、楊逵五位作家的講

座及文學地景、地方風物導覽活動，讓讀者實際走入作家筆下的文學世界。

第六場：鄭清文小說中的女性角色

講者：李進益‧鄭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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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踏文學‧漫步地景

文───陳鈺翔　《文訊》雜誌社編輯

圖───國立臺灣文學館、《文訊》雜誌社

側寫「臺灣文學開講」

凜冽的冬季午後，齊東詩舍

湧入許多愛好文學的好朋友，我們

在李進益老師的帶領下，徜徉於鄭

清文的短篇小說故事，李進益以鄭

清文作品中「沒有男人的女人」

為主題，透過〈堂嫂〉、〈玉蘭

花〉、〈相思子花〉、《大火》等

小說裡面的女性遭遇，探討在早期

農業社會環境中，她們命運的成因

是偶然？還是必然？李進益認為，

第六場：藉由李進益教授（左）的導論，鄭清文老師（右）暢
談自己的寫作理念。

小說家藉由女性人物的形象塑造，闡釋生命意義，具體呈現了作者的人生觀，並以女體

作為隱喻，表達他對臺灣百年歷史、政治文化的看法。

有聽眾向鄭老師提問：「為什麼你身為一個男性，卻是把女性的心理描寫得這麼出

色呢？」鄭老師笑咪咪的說，寫作者要與筆下人物保持一定的距離，若自己今天寫的是

一位男性角色，讀者很容易把他套入作家本人的形象，因此他才藉由女性角色寄託個人

的思想與意念。鄭清文小說的表現手法深受美國海明威「冰山理論」影響，他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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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的東西，露出水面的，永遠只有八分之一，有八

分之七在水底。」因此，探尋這些簡潔質樸的文字

背後所蘊含的深遠意義，才是我們讀者最重要的課

題。鄭清文也開心地向大家分享自己正在撰寫中的

長篇小說，年逾八十的鄭老師，帶著招牌的親切笑

容侃侃而談，不時笑笑地詢問大家：「我這樣回答

可以嗎？」讓人深刻地感受到他對文學、對這片土

地的真摯情感，他至今仍筆耕不輟的創作能量，彷

彿一盆小火爐，溫暖了這棟日式建築裡，每一位熱

愛文學的聽眾。

第七場：唱出土地與人們心聲的能言鳥：

閱讀楊喚的幾個角度

講者：須文蔚‧陳玉金

冬日漸暖，陽光從齊東詩舍的屋簷輕輕地滾下

來了，詩人楊喚已逝世超過60年，但他的作品與故

事，卻是我們臺灣人最熟悉的共同記憶，須文蔚、

陳玉金老師引領我們了解楊喚典律的形成，以及閱

讀楊喚的幾個不同的角度。

因多次選入教科書，楊喚文學最為人熟知的無

非是他的童詩創作，陳玉金以楊喚的童詩繪本《童

話裡的王國》、《春天在哪兒呀？》為例，分析繪

本與一般童書的不同處，這兩本作品分別由廖未林

與黃小燕兩位不同世代的畫家繪製插圖，一書色彩

濃烈、文字天馬行空；一書畫面清爽、圖文設計頗

富巧思，現場聽眾沉浸在愉悅的童趣氛圍裡，欣賞

這場由文字與圖畫帶來的歡樂演出。

楊喚過世後，文藝界朋友為他集結並出版生

前作品，他的童詩也開始收錄於教科書，須文蔚強

調，在這樣「典律化」的過程中，楊喚以一種「無

菌式的童話詩人」姿態深植人心，他的文學世界中

的其他面向卻逐漸被世人所忽略、遺忘，實在非常

可惜。須文蔚將焦點著重於楊喚的抒情詩，他的詩

作音響活潑、富含情味、以詩言志、大量用典，惟

作品精神多為成長時期的浪漫、而非成熟後的沉

潛。不過須文蔚非常推薦大家閱讀楊喚的一個系列

作品──「詩的噴泉」，作品內容深刻有趣，開始

體現冷肅的意象與沉穩的哲思，這也象徵了年輕詩

人的努力與成長，只可惜他英年早逝。須文蔚說，

評價楊喚最好的說法，莫過於楊喚本人的詩句：

詩，是不凋的花朵，

但，必須植根於生活的土壤裡；

詩，是一隻能言鳥，

要能唱出永遠活在人們心裡的聲音。

第八場：鍾理和文學與美濃

講者：鍾怡彥／導覽：老爹

水稻蔥蘢，錯落於馬路與住宅邊，隨處可見檳

榔樹成群結隊，搖曳生姿。在冬末春初乍暖還寒之

際，我們來到高雄美濃小鎮，前往笠山腳下的「鍾

理和紀念館」。甫下車就看見鍾理和的巨大石像，

迎接我們這群來自臺灣各地、卻同樣愛好文學的訪

客。鍾理和先生的孫女鍾怡彥老師已經笑咪咪的在

館內等著我們，她以地理環境、氣候、生態、田園

景色、菸葉種作、飲食、服飾配件、保守觀念八個

第七場：須文蔚（左）、陳玉金（右）教授以抒情詩、繪本的
角度引領讀者接觸更多元的楊喚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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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主題，輔以鍾理和的作品文字，實際帶領我們閱

讀鍾理和筆下的美濃風情。

提起美濃，必定會想到什麼特色產品呢？當

然是古色古香、清麗雅緻的油紙傘！我們滿心期待

地來到「李記紙傘」，老爹告訴我們，美濃油紙傘

是在民國13年時特地從廣東請師傅來傳授的一門手

藝，民國73年後，油紙傘從以往的素面、強調實用

性質，逐漸轉變為裝飾性的商品。接著我們來到當

地的客家伙房「穎川堂」，老爹先以外觀特色為我

們講解客家建築與閩南建築的分辨方法，再逐一從

堂號、眉對、洞對、祖先牌位等細節說明六堆地區

的客家文化。與此同時，旁邊的伙房不時傳來麻將

的洗牌之聲，在這個鍾怡彥口中「時間過得很慢」

的美濃小鎮，我們深刻體會到文化交融的力量，以

及這片土地兼容並蓄的美。

第九場：從鍾肇政短篇小說看鍾肇政文學

講者：彭瑞金‧鍾肇政／導覽：黃瑞朋‧涂花賢

3月微雨的早晨，為了一睹臺灣文學界元老級

人物──鍾肇政先生的丰采，我們帶著期盼的心情

來到桃園龍潭。講座首先由彭瑞金教授概述鍾老的

文學成就，一如學界的普遍現象，鍾肇政文學研究

也多是重長篇而輕短篇，彭瑞金認為，唯有綜觀鍾

肇政文學生涯的發展歷程，才能發現短篇小說在鍾

肇政文學裡的重要意義。彭瑞金以〈柑子〉、〈大

嵙崁的嗚咽〉兩篇作品為例，指出鍾肇政是如何從

平凡的故事「素描」文學的「實感」，進而開啟讀

者對整個文化與生存背景的省思。

鍾老謙虛中帶點俏皮地講述當年投稿的第一篇

作品──〈婚後〉，是《自由談》月刊舉辦的徵文

活動，鍾老提筆寫下太太懷孕、自己即將當上爸爸

時緊張、喜悅的複雜心情，「《自由談》4月號的第

一篇，各位猜猜，竟然是我！」鍾老臉上綻放大大

的笑容。然而，往後幾年的投稿過程卻不是那麼順

利，但鍾老從不輕言放棄，退稿的情況漸漸減少，

「到了民國49年，《魯冰花》開始在林海音主編

的《聯合報》副刊連載，我變成一個作家了！」鍾

老高舉雙手說道，在場的聽眾無不感染他的喜悅之

情，也為他百折不撓、達成夢想的精神感動。

第八場：導覽員老爹（右1）講解油紙傘業傳入美濃地區的發
展與流變。 

第八場：鍾理和先生的孫女──鍾怡彥老師向大家介紹鍾理和
文學筆下的美濃風情。

左起：鍾延威（鍾肇政之子）、封德屏、鍾肇政、彭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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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學員人數較多，我們分為兩組，由兩位

導覽黃瑞朋、涂花賢分別介紹龍潭國小、通學巷、

第一市場、龍元宮、下街伯公祠、龍潭大池等地，

親臨鍾老在《臺灣人三部曲》中描繪的場景、充實

當地客家活動習俗的文化知識。黃瑞朋表示，希望

藉由這樣的地景踏查，讓大家有興趣閱讀鍾老的作

品，感受他對這片土地的熱愛。

第十場：在前往烏托邦的路上遇見賴和

講者：申惠豐／導覽：林虹汝‧徐詩婷

「勇士當為義鬥爭」，走進賴和紀念館，這句

充滿抗爭力量的賴和詩句馬上映入眼簾，這位我們

耳熟能詳的臺灣新文學之父，他代表的歷史意義，

是如何穿越時代、在距離日治時期已超過半世紀的

臺灣社會，繼續帶來深遠的影響呢？

申惠豐老師詢問在座的我們，如果我們生活

在賴和所處的那個年代，會以什麼樣的姿態生存？

我們會像賴和小說中的人物、還是那個寫小說的人

呢？若是只透過歷史課本，我們可能難以想像當時

的生活處境，但是文學作品可以，申惠豐以〈一桿

「秤仔」〉、〈鬥鬧熱〉等賴和名篇，引領我們進

入那個在殖民統治下充滿淚水的高壓社會，進而反

思我們現在的人生。

第九場：由彭瑞金教授（前排左4）主講的鍾肇政文學講座，鍾肇政先生（前排左5）亦親臨現場，分享自己投稿第一篇作品〈婚
後〉的創作經驗。

第十場：主講人申惠豐教授（左）與導覽員林虹汝（中）、徐
詩婷（右）小姐帶領學員閱讀賴和「勇士當為義鬥爭」的反抗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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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年輕的導覽員林虹汝、徐詩婷為我們介紹

賴和紀念館內的相關文物，並帶我們走過鄰保館、

慈生仁愛院、王敏川故居等地。鄰保館地區在1937

年由楊老居醫師聯合當時的彰化市長共同搭建簡易

住所，讓貧苦之人得以棲身安住，楊老居創辦的慈

生仁愛院，至今仍持續著照顧孤兒與身心障礙者的

神聖使命。王敏川先生亦是賴和的文藝戰友，曾任

《臺灣青年》編務，並加入「臺灣文化協會」，積

極投入知識啟蒙。漫漫的歷史長河裡，我們生活的

這塊土地上都會有如同賴和、楊老居、王敏川等為

人民犧牲奉獻而不求回報的先賢先烈，或許追求烏

托邦的理想仍遙不可及，但這些人的精神，已經是

這趟旅程中，最美麗的風景。

第十一場：葉石濤的白色恐怖書寫

講者：李敏忠／導覽：陳正雄

「這是個適於人們作夢、幹活、戀愛、結婚，

悠然過日子的好地方。」晴光熠熠，我們來到葉石

濤筆下最美好的城市──臺南府城。然而，這麼迷

人的地方，在白色恐怖時期，又曾發生過什麼樣的

故事呢？李敏忠老師以葉老描述其被捕入獄的一段

關鍵紀錄──〈紅鞋子〉為例，帶著我們一同坐上

時光機，回到1940年代後期，初光復的臺灣社會。

〈紅鞋子〉是葉老以「簡阿淘」為主人公所寫

的自傳性系列小說之一，文中出現的許尚智、辛阿

才、甘瑞月等大多真有其人，透過這些人的思想與

行為，葉老描繪出光復初期受軍國主義教育、皇民

化影響，又馬上接受中國化的臺灣人民，那種需要

重新尋覓自身定位的不確定感，也揭示了葉老在出

獄後對人道主義的關懷、以臺灣為主體的自由主義

思想。

講座結束後，我們來到葉石濤文學紀念館，

此處是為了紀念他對臺灣文壇的貢獻與價值所成立

的，藉由相關活動繼續傳播葉老的精神理念。我們

接著前往勸善堂、萬福庵、石舂（鐘）臼、葫蘆

巷、全美戲院、林百貨等地，陳正雄老師說，臺南

有很多美麗且富涵歷史意義的建築都被拆除了，在

我們眼前的這些地方都可能會面臨相同的命運，地

方文史工作者四處奔走，努力不讓這樣的情況發

生。身處這些小說中的文學地景，葉老的文字再度

浮現心頭，「沒有土地，哪有文學？」文學，就是

土地與生活的結合，要如何保存這些歷史建築、發

揚它們的價值，絕對是追求文明與進步的現代人必

須嚴肅以對的課題。

第十場：在慈生仁愛院的楊老居先生銅像前，導覽員虹汝（左
3）為我們講述這一位對彰化地方貢獻良多的先賢事蹟。

第十一場：透過陳正雄老師（後排左5）的豐富導覽，學員們
對葉老筆下的臺南歷史文化與古蹟建築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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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場：楊逵的理念與實踐

講者：林瑞明／導覽：康文榮

「臺灣文學開講」系列活動最後一場，擔任

壓軸的作家是臺灣文壇「壓不扁的玫瑰花」──楊

逵，主講人林瑞明教授就讀研究所時，曾入住東海

花園，協助楊逵種花、進行訪談，林瑞明笑稱自己

是在當他的「書僮」，也藉由這樣的經驗，跟大家

分享與楊逵往來相處的一些心得。

楊逵身形瘦小、個性內斂，卻擁有傳奇性的

一生，年少時為逃婚而前往日本打工、念書，返臺

後積極參與農民運動與文化工作，數次下獄，仍不

改其志，以自身抗爭經驗為寫作題材，書寫階級剝

削、土地掠奪的故事，呼籲弱勢人民團結起來反抗

不公，楊逵曾說：「我決心走上文學道路，就是想

以小說的形式來糾正被編造的『歷史』。」林瑞明

認為，楊逵小說中的類似情節都還在我們身邊上

演，這也是楊逵精神為什麼這麼值得重視的原因。

楊逵么女──楊碧女士也來到現場與學員相見

歡，提及父母之恩，語氣充滿感謝與懷念。她說，

母親葉陶賞罰分明、管教嚴格，而父親楊逵個性沉

靜，但非常擅於觀察事物，常為他人著想，與豪放

外向的母親實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講座結束後，熱情滿滿的康文榮老師帶我們

走過麗景照相館、新化老街、蘇有志故居、蘇家

古厝、新化國小等，旅途的最後一站來到了新化

高中，一進校園就看見以楊逵精神設計的銅雕人

像「馬拉松──奔向未來」，校園內也處處可見玫

瑰圖案的藝術造景。看見這位偉大的文學家，如此

受到在地人重視，並將他的理念與價值實際融入生

活，令人動容，雖然楊逵的理想新樂園尚未真正實

踐，但這支希望的火炬已成功點燃，玫瑰精神永不

凋零。

尾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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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活動圓滿結束，相信這一路上熱情參與的學員們

都是收穫滿滿，對文學、文化、土地、歷史有更深

刻的體悟與連結。隨著時代不斷推演，老一輩的作

家作品或許會漸漸地被人們遺忘，但是他們的文學

精神與生命能量必定要在臺灣文學史上留下應有的

保存與紀錄，成為後世永遠的楷模典範，《臺灣現

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叢書肩負的就是這樣的使

命。藉由這次的旅程，我們所期望的，無非是這輛

臺灣文學列車，能駛向更為廣袤豐厚的文學沃土，

誠摯感謝，每一位熱愛臺灣文學的朋友。

第十二場：「臺灣文學開講」系
列活動由臺灣文壇「壓不扁的
玫瑰花」──楊逵畫下尾聲。左
起：康文榮、李燿州、楊碧、封
德屏、林瑞明、許正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