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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務紀要

周馥儀執行長為志工夥伴介紹賴和紀念館。

汲取一瓢藝文流光
齊東志工參訪側記

而後於1997年搬遷至對面大樓，紀念館內館藏賴

和遺物，包含藏書、手稿、行醫用具、生活用品

⋯⋯等文物，依其生平為賴和的精神作一系列的

展示。

賴和的閱讀藏書橫跨文學、史地、東西方

哲學、美術、新聞、宗教、軍事等，可以從中

窺探其學習視野是全面且寬闊的。手稿的展示可

見其語言使用的交疊，亦可看出賴和對其作品的

用心。文學作品為追求公平與正義，常替市井小

民、弱勢族群發聲。跟著周馥儀執行長的導覽腳

步，除了更進一步瞭解和仔仙在臺灣文學史上的

地位外，更經由紀念館的活動規劃感受人員們對

於賴和文學及臺灣文學推廣的用心之處。走出大

樓，市場的叫賣聲依舊，過往賴和筆下的人物似

乎重現在每位參訪者的心中。

臺文館齊東詩舍志工年度參訪學習，從賴和紀念

館、臺中文學館、臺中國家歌劇院的導覽學習

中，重習知識、重溫感性，透過參訪交流強化未

來服務能量。

文───江怡柔　展示教育組

攝影──江怡柔、郭彥岑　

立夏後的參訪，係醞釀成長的時節，伸手汲

取探查的是藝文的養分。今年的5月9日，國立臺

灣文學館齊東詩舍為導覽志工安排一日的博物館

教育參訪，早晨滂沱大雨為即將啟程的文學之路

沖刷得更加明亮，手中的相機，記錄每一個時刻

裡所留下的想法與感動，而我也透過鏡頭，聆聽

且細數這塊土地的過往，賴和紀念館、臺中文學

館、臺中國家歌劇院，我們站在房舍下跟著導覽

老師的步伐，觸碰屋內每一吋時光的流逝，透過

導覽簡介，我們嘗試從導覽者的視角重新認識館

舍裡所鋪陳的故事情節，我們在想、我們在聽、

我們在瞭解，我們歸回原點再次出發。

彰化市舊市仔尾─賴和紀念館

遊覽車緩慢行駛在狹小卻熱鬧的街道，錯過

了下車處也無法回頭，一如歷史的流轉，只能向

前。推開藏身在大樓內「賴和紀念館」的大門，

周馥儀執行長及館內志工夥伴正熱切地等待著我

們的到來。1995年賴和家人在早年賴和醫館舊址

籌畫興建「和園」大樓，成立「賴和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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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芬玲老師導覽臺中文學館。

 

舊日式警察宿舍─臺中文學館

「只要有一撮泥土，我就萌芽，只要有一

滴露珠，我就微笑⋯⋯。」臺中文學館「墨痕

詩牆」上如此刻上詩人趙天儀所寫的童詩。臺

中西區第五市場的喧囂在一進到臺中文學館後

彷彿回到過去時光，充滿詩意及綠意，參天老

樹為此地添加些許懷古氛圍。原建於1932年日

本警察宿舍，在歷經整理修復後，以新的樣貌

與大家見面。

同為日式建築的「臺中文學館」不論是在

建築修復與空間位置，亦或是展覽規劃，都是

齊東詩舍志工伙伴們最期盼想要瞭解的，在「臺

中文學館」吳芬玲老師的說明下，我們從館舍的

沿革、修復的歷程到空間展覽規劃都為志工夥伴

們作了詳細的介紹。日式警察宿舍與做為總督府

高等文官宿舍的齊東詩舍之間的差異，展區的設

置、展覽的手法、教育的推廣，好奇的、疑惑

的、有趣的都是彼此交流與瞭解的重要過程，志

工們熱切地圍繞在導覽老師身邊尋找解答、經驗

分享。踏出「臺中文學館」，市場只剩零星的攤

販收拾著，「櫟社」的意象、楊逵的特展、童書

的園地⋯⋯，如「春光關不住」般迴盪於每位志

工的腦海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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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新地標─臺中國家歌劇院

抬頭凝望光影流動，與藝術家董陽孜作品結

合，呈現每一個「當下」的美好。臺中國家歌劇

院為日本建築師伊東豊雄所設計，世界首創「美

聲涵洞」（Sound Cave）概念被譽為「世界第九

大新地標」。遊覽車穿過市政北五路，建築表層

上的洞穴，似乎招喚我們進入充滿奇特的異想世

界。志工伙伴們跟隨著陳逸真老師的介紹，從低

樓層逐步往高樓層探索，「曲牆」的建築工法、

「水幕防火」的設施、地板空調孔、裝置藝術、

牆上彩繪⋯⋯，從視覺、觸覺、聽覺的不同方

式，去認識臺中國家歌劇院在建築上的特殊性，

1372片小係數所組成的每一座曲牆，如同藝術品

般的細膩，讓人忍不住驚嘆，劇場與庭院的結

合，把劇場的遊戲由室內轉向戶外，也代表著藝

術存在於生活。

充足的知識與開闊的視野是擔任導覽志工

很重要的一環，我們走訪賴和紀念館、臺中文學

館、臺中國家歌劇院，描摹在房舍裡的歷史，經

由導覽老師的介紹逐漸成形，它們隨著各自的節

奏在時光裡蛻變著，我們漫步在過去的痕跡，似

乎述說著歲月的流轉，參訪旅程裡無論是文學的

養分還是建築的身影，都將成為生命裡難以忘懷

的回憶。

臺文館志工於臺中國家歌劇院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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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臺灣：
殖民統治時期臺日作家研究
臺灣新文學的傳統，建立在以臺灣為主體的前提上，在於描述與臺灣的土地、人民、歷史、

社會、文化有關的作品上，而不在於作者是否為臺灣人，作品是使用中文或日文創作的問題

上。日治時期的作家可以分為三類︰以中文創作的臺灣人作家、以日文創作的臺灣人作家、

以及以日文創作的日本人作家。因此，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研究，必須將這三類作家的整體

作品加以綜合研究，才能有全面的視野，尤其是從比較的視角，探討跨文化研究、殖民地文

學研究、後殖民現象研究。

殖民統治時期的臺灣文學書寫，可以從以下幾個側面加以比較考察：

1、日本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包括臺灣、朝鮮、滿州，必須包括代表統治階級的日本人作家

的作品，亦即殖民地與宗主國兩方面的觀點，才能免於片面。

2、臺灣新文學的發展，受到西方文藝思潮和日本現代化的衝擊，造成本土性、殖民性與現代

性的糾葛，可以從臺灣人作家和日本人作家雙方的作品中，加以釐清和探討。

3、呼應皇民化政策，「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代表作家，以及當時被派遣到生產現場描寫

「產業戰士」的作家中，日本人和臺灣人幾乎各佔一半。因此對「皇民文學」的探討，必

須將日本人作家和臺灣人作家的作品相提並論，才能對當時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創作心態

有一較為平衡的瞭解和論述。

4、日治時期的「探偵小說」、「歷史小說」、「通俗小說」的作者有日本人、也有臺灣人，

而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各有不同社會階層的讀者群，也表現出不同的社會情境和心

態，值得加以綜合研究。

5、描寫原住民和漢人民間習俗的作品，對日本作家而言，這類題材反映出殖民地風物人情、

異國情調的趣味，而與臺灣人作家的創作心態和文化觀點迥然不同、兩者值得比較探討。

6、日治時期女作家抬頭，作品大多以描寫臺灣女性和風俗的通俗小說知名，作者包括臺灣人

和日本人，值得相提並論，以期通盤瞭解臺灣女性文學的發展脈絡和作品特色。

7、其他相關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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