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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活動「遊城東玩文學」，以城東的地

景環境為出發，邀請曾經在城東生活的作家向陽

老師以及師大博士後研究員林肇豊老師，以齊東

詩舍周圍的文學相關場域及人物，例如善導寺、

成功高中、自立晚報社、臺北刑務所⋯⋯等，帶

領民眾透過地景散步觀看歷史，並透過場景探索

文學活動的痕跡，勾勒出城東參與文學的面貌，

期望從城東文學地景切入臺灣現代詩之發展，展

開對城東文學詩路的探索。

今年城東文學散步延續去年「518國際博物

館日」系列活動之一「探索城市─齊東老街小旅

行」，並擴大以齊東詩舍所在地「城東」為活動

中心，亦是臺文館首次策劃「城東文學路線」的

第一條散步路線。

齊東詩舍所在位置處於清代淡水廳大加納

堡的「三板橋庄」，直至西元1920年實施「町

名改正」，重新規劃為幸町。而參考中央研究院

臺北市百年歷史地圖《町名改正台北市街圖》行

政區來看，大約包含樺山町、幸町、東門町、旭

町、錦町、福住町、大安，範圍約在今日中正區

北部（城內除外）、大安區北部一帶，可約略劃

為「城東」區域，亦即「臺北城外的東邊」。又

齊東詩舍所屬幸町與周圍的東門町因日治時期田

地幅員很大，所以在大正年間（西元1912年∼

漫步城東．走遊歷史

文───江怡柔　展示教育組

攝影──江怡柔、高天恆

博物館日遊城東玩文學

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將於2017年國際

博物館日探討的主題訂為「博物館與爭議性歷

史：無可言說的故事」（Museums and contested 

histories），關注博物館所發揮的社會作用，並

探討在人類發展的歷史進程中，人們是如何理解

那些難以敘述的歷史事實。齊東詩舍建於日治時

期，靜看1935年至2017年的歲月流轉，清領時

米糧運輸的痕跡、日治都市規劃的面貌，以及二

戰後走往自立報社、成功高中宿舍的詩人腳印，

都成為佇立在城東最美麗的風景。2017年博物館

日，臺文館除配合ICOM年度主題外，更規劃辦

理結合歷史、文學、地景、文化⋯⋯等多元視角

的「遊城東玩文學」活動，將博物館、民眾、生

活與文學彼此串聯交流。本系列活動規劃一場城

東文學散步路線、一場博物館日主題講座，藉由

活動主題設計，強化博物館與社會的緊密關係，

呈現文學的多元生活面向。

漫步城東文學路

旅行，是透過親身經歷重新感受時間與空間

所型塑的氛圍，歲月更迭，在同一空間內都曾留

有當下歷史發展的痕跡，時序依舊，故事持續進

行，過往，不曾抹滅，透過漫步導覽的過程，重

新訴說屬於它的曾經。

透過518博物館日散步路線，追尋城東無可言說的歷史，旅人當下與過去對話，
思考未來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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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成為日人建設全臺最高教育與研究機

關的重點區域，例如城外幸町的醫學專門學校

（今臺大醫學院）、高等商業學校（今臺大法商

學院）、第二中學校（今成功高中）、第二高

等女學校（今立法院）、商工學校（今開南商

工）⋯⋯等。

作為日治時期的「學校街」區域，齊東詩舍

周圍人文薈萃，本次「城東文學散步」以齊東詩

舍為路線中心，策劃路線從善導寺、臺北市立成

功高中及其教職員宿舍、自立晚報社總部舊址、

齊東詩舍、東門市場以及臺北刑務所，進行歷史

與文學的對話，除了對「城東歷史」能有進一步

的認識外，更結合作家與文學的小故事，對於想

要深入瞭解城東文化與文學的民眾是一個很好的

切入視角。

【善導寺】

1895年在臺北城內府前街（今重慶南路）

所建立淨土宗的佈教所，係「善導寺」的前身，

1907年市區改正，搬移至圓山的忠魂堂內，

1926年因建物老朽，移至樺山町新建廟宇。

1929年創建完成的「善導寺」，原名「淨土宗臺

北別院」，是日本淨土宗總本山「知恩院」在臺

灣的別院，為當時日本淨土宗在臺灣的佈教中心

和信仰中心，管理全臺灣的淨土宗寺廟。

善導寺曾是詩人周夢蝶聆聽印順導師宣講佛

法的地點，詩人向明亦曾在《走在詩國邊緣》寫

下周公於此發生的趣事，而〈十三朵白菊花〉則

是周夢蝶在善導寺因得到一束白菊花所寫下的自

惋感觸心境。另外一位詩人林泠所寫的〈彩衣─

一九六九夜訪善導寺〉，場景雖同為善導寺，然

與周夢蝶看透生死形成了相當鮮明的對比。 

【成功高中及其教職員宿舍】

日治時期「臺北州立臺北第二中學校」是

現今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1922年地方人

士倡議設校於艋舺祖師廟，而後於幸町65番地

（今臺北市濟南路1段71號）創建校舍，1925年

遷入啟用。學校雖採日臺共學制，但主要係以

臺灣學生為主體，學校除了培養出相當多的優

秀作家外，擔任教職的紀弦與祝豐（司徒衛）

亦是臺灣文壇上相當重要的人物。成功高中附

近的教職員宿舍（臺北市濟南路2段4號421室）

則曾是詩人紀弦的住處。紀弦是戰後臺灣現代

詩運動的領導者，而其學生被稱為「路門五

傑」的金耀基、羅行、楊允達、黃荷生、薛柏

谷，則皆在文壇上相當活躍。

1952年紀弦獨資創辦《詩誌》，1953年改

名為《現代詩季刊》，甚至之後與覃子豪主編的

《新詩週刊》皆是以紀弦的教職員宿舍為刊物社

址，詩人向陽說道：「濟南路2段4號421室可謂

臺灣現代詩的發源地。」同為成功高中的教師祝

豐（司徒衛）長期從事教育及編輯工作，曾出版

《書評集》及《書評續集》，是臺灣最早的書評

專書。

林肇豊老師分享詩人周夢蝶在善導寺的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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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是本土文學的發表重鎮；2.異議人士文學

發表的園地，如楊青矗、陳映真、姚嘉文、呂秀

蓮⋯⋯等；3.對臺灣當時青年作家特別的重視。

【齊東詩舍】

日治初期由於殖民政策剛剛起步，來自日本

內地的政務與技術人員大多直接被安置在清末的

衙署內。1896年起，總督府才陸續於城內東門及

南門之官有空地大量興築和式住宅，安置來臺之

日籍官員。1899年後，城內的土地使用已趨近飽

和，故各種公共機構與相關設施逐漸外移至城外

週邊改正後之土地。而齊東詩舍兩棟建築物約建

於1935年間，是日治時期政府高階官員之宿舍。

光復後，國民政府亦將此區沿用為中央政府官

員之宿舍群，其中臺北州臺北市幸町148-6番地

（濟南路2段27號）在1949年由當時空軍副總司

令王叔銘將軍入住。王將軍之後任「空軍上將總

司令」、「國防部參謀總長」等職，直到1992年

才遷出官邸。臺北州臺北市幸町144-32番地（濟

南路2段25號）建築則是由中央銀行委員周彭年

【自立晚報】

臺北市濟南路2段15號為《自立晚報》報社

的總部，1947創辦的《自立晚報》報社原地址

在保安街一帶，報社標榜著「無黨無派、獨立經

營」為理念，強調言論自由與民主思想。1971年

10月17日總部遷入臺北市濟南路新廈，同時啟用

高速彩色輪轉印報機。1980年代，報社經歷了一

場革新，從這個階段開始，《自立晚報》報社陸

續開辦《自立早報》、《自立週報海外版》，稱

為「自立報系」。《自立晚報》於2001年10月

停刊，報社解散當天，全臺灣的記者聚集在濟南

路上，是臺灣第一次報社記者走上街頭。

《自立晚報》在臺灣文學史上亦有其貢獻。

1950年11月5日由葛賢寧、鍾鼎文、紀弦策劃

〈新詩週刊〉，作為詩人發表作品的園地，於

《自立晚報‧副刊》刊登，固定每週一出刊。而

《自立‧副刊》歷年主編後來皆是臺灣文壇上相

當重要的作家，如柏楊、司徒衛、黃驗、向陽、

劉克襄、林文義、沈花末。詩人向陽提到《自

立‧副刊》在1980年文學發展史上的基本貢獻

濟南路上自立晚報報社前詩人向陽回憶青春歲月。 詩的王國─齊東詩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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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入住，直至1994年才遷出。

2000年，時任臺北市文化局局長龍應台關

注齊東街日式宿舍及老樹保存的重要性，並著手

相關規劃。2002年12月齊東街幸福里里民源於

對這批建築歷史記憶空間的認同與情感，共同發

起響應就地保存，辦理一連串搶救活動。在公、

私部門共同努力之下，遂有後續文化資產保存及

修復行動相繼開展。

為推動歷史建物的保存與活化，文化部文化

資產局在2011年1月開始修復，2012年4月完成

相關工程。2013年7月31日由國立臺灣文學館經

營管理，正式對外開放。

齊東詩舍的誕生對文學上的重要性在於：

1.臺灣現代詩的創作者有一個可供聚會活動與發

表的場所；2.齊東詩舍是一個「詩的王國」，可

讓喜愛詩文的朋友來此活動、欣賞展覽，成了臺

北市文學地景新亮點。

【東門市場】

日治時期市場販賣的方式主要係以路邊販售

為主，地點多以廟埕前的空地或者人群往來頻繁

的交通路口做為市集集散地，而市集的命名多以

主要交易物或地點來決定，東門市場即是以東門

為起源。露天的販售，加上臺灣亞熱帶的氣候，

造成食物衛生品質不佳，除了影響周遭環境之

外，更容易產生傳染疾病。為此，日本殖民政府

於1920年代開始推動公有市場的建設，東門市場

的建造約在1928年左右，其設計與西門市場以及

南門市場的獨棟建設有所差異，主要是沿著金山

南路2段與信義路2段81號間的小巷拐彎所形成的

街底大菜市。二次大戰之後跟隨國民政府遷臺的

中央要員進駐這一帶政府所接收的日式宿舍，規

劃了眷屬區的仁愛東村、信義東村等，東門市場

頓時成了這批要員、家眷採購民生用品的主要去

處，因此東門市場另外也有貴族市場、官夫人市

場的稱號。

白先勇小說〈一把青〉中師娘在東門市場買

滷味時聽聞空軍飛行員摔機；〈思舊賦〉中官家

小姐私奔後在東門市場買菜時遇見娘家老僕，皆

係以東門市場為小說裡的場景之一。

從東門市場經過東門彈子房、空軍新生社

的飲食部，轉個彎，映入眼簾的是1896年所建

「臺北縣臺北監獄署」，1990年改名為「臺北監

獄」，1924年再度改名為「臺北刑務所」，由清

朝遺留城門所拆除的巨石改建，是臺灣第一座西

式監獄。「臺北監獄」圍牆遺跡位於臺北市大安

區愛國東路底、金山南路交叉口附近（及金山南

路二段44號），在今日中華電信臺北南區營運處

（電信金山大樓）的周圍。

日治時期「治警事件」曾被羈押於此的有林

幼春、蔣渭水、賴和、王敏川等41人，時間雖

短，卻留下了臺灣文學史上重要的「監獄文學」

作品。如賴和的〈繫台北監獄〉五首之二：「幽

囚身是自由身，尺蠖聞雷屈亦伸。我向鐵窗三日

坐，心同面壁九年人。」即是一代表作。

到了三月就開黃花穗狀的花，瞧那些蒲葵新

理了髮的多漂亮！他們排列在大學紅牆外，

鋪花磚的人行道上，像一個儀隊，我每天檢

閱的。他們向我立正敬禮。我則報以微笑。

然後又伸出許多的掌狀葉來和我握握手。我

乃給以一聲聲的祝福。於是一棵棵的數過

去，共計是六十二位。

──紀弦〈濟南路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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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安老師，以筆下生動有趣的漫畫圖像與民眾

分享二二八事件，以及歷史漫畫創作歷程，從

漫畫的視角帶領大家回到事件發生的時代，以

圖畫重現歷史場景。

在孟夏的上午，天氣陰涼，飄了些許的雨，

一轉眼，又乍然放晴，詩舍裡大夥正熱切的聆聽

漫畫家杜福安老師的講演，透過繪畫的筆，重現

二二八這段曾經不能說，也不可說的歷史，除了

史料的訴說外，更藉由漫畫的視野再現歷史場景

與氛圍，歷史漫畫的創作，圖像、服裝、建築以

及造型等考據也就成了創作過程中相當重要的

環節，2017博物館日「遊城東玩文學」第二場

「從漫畫看歷史：談《烈火中的二二八》」在

圖畫的探索裡畫下難忘的句點。

塔柏依（Talboys）在1996年所著《利用

博物館作為教育資源》（Using Museums as an 

Educational Resource）提到：「博物館為一個儲

存國家、文化與共同記憶的資訊工具，提供大

眾一個探索、互動、沉思、啟迪、學習與享受

自身與他人文化遺產的場所。」1984年美國博

物館界名著《新世紀的博物館》（Museums for a 

New Century）中提到：「若典藏品是博物館的

心臟，教育則是博物館的靈魂。」因此博物館除

了展示的功能外，更具有其透過博物館角色所延

伸而出的多重使命，而博物館所發揮的社會性作

用，促進人類和諧共處，更是博物館人共同的目

標。齊東詩舍作為一個文學主題的博物館，思考

著如何透過文學，展示歷史，關注社會議題，貼

近民眾的生命經驗，發揮其博物館的價值，成為

具有價值與積極的參與者。

善導寺裡留有一抹席進德筆下周夢蝶的身

影，探尋成功高中漫步來往教職員宿舍的紀弦與

司徒衛，濟南路四季伴隨詩人的足跡。《現代

詩》季刊的筆墨，「自立晚報社」的印刷機，為

歷史留下一頁回憶。齊東詩舍從日治的房舍到今

日詩人的園地。白先勇筆下〈一把青〉的東門市

場，是充滿歷史情節的地景。臺北刑務所的圍

牆，訴說賴和、蔣渭水、林幼春等文人的曾經。

2017博物館日「遊城東玩文學」第一場「城東文

學散步」，帶著大家一起走訪城東的歷史景點，

也聊聊有趣的文學背景，微風的午後，滿載文學

故事而歸。

 

走遊漫畫歷史書

「歷史」係站在當下與過去進行對話，

是做為瞭解過去，思考未來的指引，今年為

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518國際博物館日」第

二場以講座方式邀請臺灣迪士尼電視卡通資深

執行導演，同時也是知名漫畫家、動畫家的杜

臺北刑務所圍牆前林肇豊老師訴說賴和、蔣渭水、林
幼春等文人所創作的監獄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