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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題Ⅱ

走過輕狂時代的
文學風景

文──周得豪　 紀州庵文學森林行銷企劃副理

圖──紀州庵文學森林

紀州庵文學森林之旅

五〇~七〇年代，紀州庵周遭的城南區域是文人、作家
生活的場景，揉雜著市井移民的多族群居住痕跡，凝聚

出獨特的生活氛圍。寫字的人、城市與社區間存在的一

種共生關係，呈現出時代的眾生相，也為地方留下最平

實貼切的文學故事。

從古亭捷運站2號出口走出，首見的是車水馬龍的羅斯福路，與旁邊和平東路交錯的路口，兩排高樓

大廈林立，是臺北中正區重要的商業區塊。從出口往南走進一小巷——同安街，很快會感受到它是條彎

彎曲曲的小巷。不僅是路徑有些彎曲，地勢也是高低起伏，像是都市計畫中遺漏的小徑，尚留存著近百

年來的曲折樣貌。紀州庵文學森林（以下簡稱紀州庵）就位在這條小巷的最末端，步行約需十至十五分

鐘才到得了。

通往紀州庵的路程中，就如同尋常街道般，逐漸進入了沉靜的日常生活樣貌。隱藏在道路兩旁的，

是佇立在此40年之久的洪範書店與爾雅出版社，叉路上的百年雀榕，則是最好的指引標誌。再往前走些

路，可見到轉角屋子的牆面，有著插畫家彩繪的文學故事，這時就知道快到紀州庵了。

紀州庵文學森林

2002年底，臺大城鄉所一門田野調查課程，有群學生在同安街底發現了這棟看似荒廢的老舊建築，

在好奇心的驅使下，訪問了住在附近的居民，才知道這塊被大樹圍繞的地方，準備要開發成公有停車

場。但不是每個人都想要停車場，而希望留下一個有老樹的公共環境。

基於希望保存老樹的心意，這群學生和當地民眾開啟了一段長達十年的古蹟保存運動。只有「保存

街區導覽路徑，行經街角處的文學故事壁畫。

老樹」的原因，還不足以說服公部門暫緩停車

場的開發。這時，學生在閱讀中發現作家王文

興老師，年少成長階段曾居住在這裡，也曾創

作以這棟屋子為背景的小說《家變》，自此開

啟了另一段在地文學史料的調查研究。最後在

學生、居民、藝文界人士與北市文化局的努力

下，終於在2014年完成了紀州庵古蹟的修復，

並委託財團法人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營運規劃

館舍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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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城南

臺北城南是個歷史文化悠久的區域，日治時期被規劃

發展成新市街，是許多公務機關與日本人居住的地區，也

有著當時最好的休閒娛樂場所，如新店溪畔的競馬場、游泳

池、渡船口、河畔酒館等。直到戰後，國民政府來臺接收了

日人的建設與規劃，資源重新分配使用的結果，除了日式住

宅群，也有傳統宮廟，當地漢人、日本人與戰後移民的歷史

交會於此。

因著臺大、臺師大、中央政府機關等的圍繞和公務人

員眷舍分配關係，許多臺灣文壇具有重要影響的出版社、文

藝機構皆設駐於此，連帶重要的文學性刊物也在此發行，促

成臺北城南成為戰後臺灣文學發展的重要文學場域。曾居

住在此的文學人，有夏濟安、吳魯芹、齊邦媛、何凡、林海

音、余光中、王文興、楊牧、紀弦、亮軒、隱地等作家；文

藝刊物，如《純文學》、《創作月刊》、《藍星》、《文學

雜誌》、《大學雜誌》、《中外文學》、《新生報》、《現

代文學》、《國語日報》、《創世紀》等數十種刊物皆曾興

盛於此區（註一）。紀州庵即位在城南區域的中心位置。

上／半世紀前的萬新鐵路，是余光中生活記憶的場景。

下／失修的日式房舍，仍隱藏在城南巷弄間。

既「輕」又「狂」的文學時代

五○~七○年代，紀州庵周遭的城南區域是文人、作家生活的場景，揉雜著市井移民的多族群居住

痕跡，凝聚出獨特的生活氛圍。它的「輕」在於，寫字的人、城市與社區間存在的一種共生關係，呈現

出時代的眾生相，也為地方留下最平實貼切的文學故事。它的「狂」在於，這群居住於此的文人、作家

們，透過書寫、出版與成立文藝社群，支撐起臺灣半壁文壇的輝煌時代。

走過半個世紀，文學早已不是現代社會的文化主流。但因著時代變遷遺留下的空間況味與人事痕

跡，還有眾人對地方故事的情感寄託，我們開始規劃數種街區散步路徑，希望可以讓民眾再次走入時代

的記憶中。每條路線都以紀州庵作為出發起始點，包含有文學、建築、生態與鐵道等四大主題。

在行走中，我們會見到隱藏巷弄、頹圮失修的日式房舍，它可能是達官貴人的居所，也可能是深

居簡出的文人舊居。轉過巷子，隨時會見到一棵百年老樹，庇蔭著世代人們的生生不息。遇到道路高

起，原來是半世紀前乘載煤礦、木料的萬新鐵路（臺鐵新店線），讓余光中為它寫了《記憶像鐵軌一樣

長》的生動文字。又遇道路向下緩坡，是已被填平覆蓋的瑠公圳第三霧裡薜支線，始得知清末時期城南

即是一片漫漫田野，至今兩旁還留著舊時的彎曲古巷。走到新店溪畔，前方不遠處的中正橋（舊名川端

橋），是詩人覃子豪、徐鍾珮書寫的夕陽美景處。

大時代的文學故事，既「輕」且「狂」，我們僅能透過巷弄中的路徑踏查，遙想當世代文人交往的

情誼。文學的風景，存在於每位生活在土地上的人們，持續創造出新的故事經驗，並為此流傳下去。

註一：城南文學史料調查研究，可參閱《城之南．紀州庵與臺北文學巷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