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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關不住‧作家發亮的生命

踏入楊逵文學紀念館，貼上耳朵的是「野菊

花喲野菊花，秋風裡開了一朵野菊花」，那吟唱

的音符彷彿能帶領觀眾往充滿活力與勇氣的台灣

文學世代走進。入口處以一面綴上許多摺扇的屏

風隔開了南台灣的豔陽，摺扇的創意來自楊逵贈

與他的牽手葉陶女士的定情物—題上土匪婆的摺

扇，而這一把把摺扇是新化鎮美術協會會員們的

作品，扇子上寫著楊逵著名的創作文句。這面扇

子屏風像是平面的時空之牆，穿越文字後，我們

得以窺見楊逵的人生故事。而門後的落地玻璃

裡，則重現了老作家創作生活的空間模樣，望著

那張有著歲月凹痕的老舊木桌，就好像能看見楊

逵在那桌前倚頭沈思的認真神情。走進展示廳，

空間的氛圍溫暖也明亮，設計師充分利用了光線

與字影，將楊逵的詩文字句以透光深色貼紙嵌在

建築體中，讓觀眾能夠透過自然光源閱讀，感受

老作家總是迎著光明的生命力。

楊逵文學紀念館由「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的

建築設計師劉國滄設計，分為上下兩層樓，一樓

以「人間楊逵」為主題，展出內容包含：呈現新

化時期生活的「出身大目降」、以影像及生活物

件描繪的「楊逵的家庭生活」、展現綠島時期的

創作意志與自我鍛鍊的「春光關不住」、關於楊

逵生命中重要朋友們的「知交好友來作客」；二

樓「楊逵的社會參與」，說明楊逵受到1915年噍

吧哖事件影響，引發他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強烈抵

抗，乃至他東渡日本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洗禮、回

台參與「台灣文化協會」、「台灣農民組合」，

與其妻葉陶創立「台灣新文學社」並發行《台灣

新文學》等，都表現出他生命歷程的實現與一生

的社會參與。另一部份「楊逵的文學實踐」則先

從他受到《台灣匪誌》的影響，堅持以寫作為歷

史發聲開始，接連展示其重要小說創作、普羅文

學觀點、戲劇、歌謠、諺語、翻譯與著作等。

楊逵的文句貼在每一層階梯上，每一步的踩

踏都能感覺出老作家反抗的堅持，緊閉的通往頂

在大目降．遇見楊逵文學紀念館
文．攝影／胡筑珺 （台南藝術大學 博物館學研究所研究生）

「楊逵文學紀念館」開館紀念藏書票，由台南縣政府文化局

委由蔡銘山設計製作。藏書票印有楊逵的手跡：「小伙子，

大家來賽跑，不為冠軍，不為人上人，老幼相扶持，一路跑

上去，跑向新樂園。」

楊逵文學路

從一朵玫瑰，我看到楊逵；

從楊逵的一生，我看到我所生長的土地。

――陳芳明

楊逵，本名楊貴，為台灣文學作家。1906年出

生於台南州新化郡大目降街（今台南縣新化鎮），

筆名有楊逵、狂人、楊建文、公羊等。幼時接受日

本教育的楊逵，曾赴日求學，返台後開始投入各種

農民運動及文化運動，前後受日警逮捕十次。從事

社會運動之餘，楊逵也慢慢領悟到文學也是服務社

會的一個媒介，因此開始嘗試文學創作。1934年

發表〈新聞配達夫〉（送報伕），榮獲日本東京

《文學評論》評選為第2名（第1名從缺），成為首

部被刊登在日本文藝雜誌的台灣作家作品。後陸續

發表〈泥人形〉（泥娃娃）、〈鵞鳥の嫁入〉（鵝

媽媽出嫁）、〈壓不扁的玫瑰花〉等作品，他擅以

劇本、小說、詩歌、散文等文類描繪平民百姓的生

活，除了文學創作，也辦雜誌、持續參與社會運

動，將其左翼意識灌注到作品與行動中。1949年起

草〈和平宣言〉，因對當權者的不合理政策提出異

議，而被處12年徒刑，曾自我調侃領過世界上最高

的稿費。1961年綠島出獄後，楊逵在台中建立了東

海花園，耕讀自娛，是其所謂「用鐵鍬把詩寫在大

地上」的時期。

晚年，楊逵夢想著將東海花園捐出，以眾人的

力量合建文化村，他則是其中的一個園丁。1985

年，楊逵辭世於台中，享年80歲，從此長眠在東海

花園妻子葉陶墓旁，然而他的宏願：「老幼相扶持

一路走下去，走向百花齊放的新樂園」，則一直活

在人們心中。

2005年11月27日，在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台南縣政府、新化鎮公所及地方文史工作者的奔走

努力以及楊逵次子楊建先生的全力支持下，楊逵文

學紀念館落腳故鄉。楊逵走完80年人間歲月，最

後，從「東海花園」回到自己出生的大目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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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以紀念館資源為題材展現他們豐沛的創意創

作，期盼能夠實現楊逵先生晚年「東海花園文化

村」的夢想。

在新化鎮公所與地方人士、志工團隊的努力

下，楊逵文學紀念館已經成為地方推動文化事業

的根據地，不管是每年例行性舉辦的「春光音樂

會」、「徵文比賽」、「楊逵文學路—大家一起

來賽跑」，或是不定期的美術聯展等，總能吸引

許多社區民眾及外地觀眾熱烈參與其中。新化鎮

公所與地方文史工作者也費盡心思，設計多樣化

並富涵楊逵創作意念的紀念商品，讓鎮民與旅行

者除了靜態的展示瀏覽及動態的活動參與之外，

能更加貼近老作家的身影、心靈。

春季‧楊逵紀念音樂會

隨著「楊逵文

學」在新化的萌

芽，除了在每一年

的10月，新化鎮公

所與楊逵文學紀念

館固定舉辦館慶及

楊逵冥誕紀念活動

之外，每年3月亦舉辦楊逵紀念音樂會。這些活動

的主角正是新化地區的青年學子以及在地社團，

除了新化國小、新化國中、新化高中、新化高工

的學生樂團，也有松年大學及曼陀林音樂團的表

演，以及知名歌手、民歌手的獻唱，在這些活動

裡，觀眾可以看到楊逵文學改編的戲劇演出、舞

蹈、手語歌曲，以台灣民謠以及楊逵精神為主題

的音樂演出。

五月母親節活動

在五月花開的母親節裡，配合葉陶的冥誕紀

念日，新化鎮公所與楊逵文學紀念館聯合舉辦2007

年母親節慶祝活動，搭配文學紀念館的展覽－

「楊逵的牽手─葉陶展」，以及與台南縣溪南區

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一起合辦的「我愛我家歡

樂派」活動，活動內容包括：親子闖關遊戲、幼

稚園舞蹈律動表演、外籍朋友歌舞表演、親子才

藝秀、模範母親表揚暨中小學聯合音樂會等。

夏季‧野菜宴及葉陶粽

楊逵為了抵抗日治殖民體制，曾費盡心力籌

備「怒吼吧中國」的話劇，當時，他約了30多名好

朋友到家中，打算討論話劇的內容與演出方式，

卻因為家中沒有米可供好友們吃，而和家人們傷

樓的陽台門貼上斗大的「春光關不住」，陽光從

深褐色的玻璃後透進室內，那一刻，迎著光發亮

的，正是楊逵爭取和平的堅毅精神！喜歡慢跑的

楊逵，曾這樣寫下：「小伙子，大家來賽跑，不

為冠軍，不為人上人，老幼相扶持，一路跑上

去，跑向新樂園。」照片裡跑步的他，眼神平和

慈祥卻也堅韌不拔，他像是一位老園丁，堅定的

呵護灌溉著台灣文學的種子，就像〈壓不扁的玫

瑰花〉（原名〈春光關不住〉）中所提到的：

「沉重的水泥塊終究關不住春光，重壓下的玫瑰

總能找到小小細縫抽出它的枝條、還長著這麼大

一個花苞…」，在這裡，我們看見楊逵曾經懷抱

過的夢想，也看見了台灣文學在燦爛的春光下，

綻放成為一座美麗的玫瑰花園。

時光機‧重返那一段被遺忘的時空

楊逵文學紀念館，讓新化人重新認識了楊

逵。

走出紀念館，沿著新化老街走，在華麗的巴

洛克式建築下，我們得以想像楊逵幼時與童年好

友玩耍嬉鬧的模樣。在楊逵的母校新化國小，我

們可以穿越「楊逵文學走廊」，看見楊逵的文學

作品被影像化的捏塑成型。在楊逵第一份工作的

地點大目降糖業試驗所（今新化高工），我們可

以漫步樟樹林下的「楊逵文學步道」，細數楊逵

那些銘刻在步道上的年代事記，就像看見楊逵的

一生在眼前展開。

在新化高工校園裡，一條長達150公尺的樟

樹林蔭大道，以楊逵的生活格言「振作、沈思、

微笑」做為主題，沿著地磚以年代大事紀錄了楊

逵的生命歷程，而楊逵作品的文句鏤在鑄鐵牆面

上，仔細尋找還可發現許多以楊逵作品精神為題

的裝置藝術品喔！在步道的盡頭，黑色光亮的大

理石面上刻著「和平宣言」，不遠處我們還能看

見楊逵慢跑的身影，像是要跑向他心中未竟的和

平新樂園。而在楊逵步道的另一端則是「葉陶楊

坊」，是為紀念楊逵的牽手葉陶而開設的餐廳。

除了穿越時光空間的原鄉之旅，在與地方的

連結上，楊逵文學紀念館也結合了鄰近中小學的

鄉土教學編寫教案及辦理戶外教學。在暑假期

間，館方定期與新化國小辦理「鵝媽媽兒童文學

營」及教師研習營，讓文學紀念館融合地方文化

特色，將館內資源教材化，讓孩子們能夠從中對

於楊逵與台灣文學有更進一步的瞭解，也達到深

耕地方文化館教育新生代文化人才的功能；而在

社會教育方面，在地的松年大學與新化美術協會

照片提供╱楊逵文學紀念館



56 　台灣文學館通訊 　volume 19特別報導 57　在大目降．遇見楊逵文學紀念館

楊逵文學營、楊逵音樂紀念會，更帶領當時他所

創辦的「蘆葦中心」與松年大學的學員，將許多

楊逵的作品改編成戲劇演出。有趣的是，康先生

所設立的「楊逵園」，原建築起造人李朝泉竟然

就是楊逵就讀新化國小時，坐同一張桌子的同班

同學！就連松年大學演出楊逵文學作品的學員，

也恰巧正是楊逵當時未過門童養媳的姪子姪女

呢！

康文榮先生的努力終究得到台南縣政府與新

化鎮公所的肯定，在台南縣蘇煥智縣長、前新化

鎮長徐茂喬先生及現任鎮長姚溪海先生的支持

下，將位於新化鎮中正路的舊地政事務所籌設改

建為楊逵文學紀念館。其間過程雖因經費問題而

阻礙重重，但最後仍在爭取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

會「地方文化館計畫」補助後順利開館啟用。

而康先生也用在地文史工作者的熱情，加上楊

逵次子楊建老師的無條件全力協助，克服萬難

將楊逵在新化出生、成長、求學資料一一找

到，尋訪老作家在故鄉的足跡身影，設計為楊

逵文學路的旅行地圖，把楊逵和故鄉母土緊緊

串連在一起。

楊逵文學紀念館

開放時間：

週二〜週五09:00-12:00‧14:00-17:00

（週一及國定假日休館）

地址：712台南縣新化鎮中正路488號

電話：06-5908865

透腦筋。正愁著

該準備什麼招待朋

友時，楊逵突然心

生一計，他找來孩

子們協助，採摘住

家院子裡自然生長

的刺莧、狗尿菜及

刺菜等多種野菜，再請妻子以野菜和僅剩的米烹

煮成野菜粥，佐以醬瓜、醬薑等配菜。朋友們抵

達後，楊逵就用瓦盆、刺竹當作餐具，盛裝了醬

瓜與野菜粥來宴客，雖然沒有大魚大肉，更缺美

酒，但楊逵以詩當酒、以歌當菜的豁達大度卻成

為當時的一段佳話，這也就是野菜宴的由來。目

前館方與地方餐飲業共同推出野菜宴及端午節的

葉陶粽。

文學餅、冰山玫瑰花糕

為使紀念館能

夠更貼近民眾，地

方文史工作者康文

榮先生及在地美食

工作者何美鳳一起

腦力激盪研發出名

為「楊逵文學餅」

的冰山玫瑰花糕。「能源在我身、能源在我心，

冰山底下過活七十年，到處碰壁卻未曾凍僵」，

這是楊逵於70歲生日時，所寫下的心情描述，也

因為這句話，成為楊逵文學餅—冰山玫瑰花糕的

動力來源，也將楊逵文學精神深藏其中。文學餅

結合冰山、玫瑰餡、與毛線帽三特點，冰山指的

是楊逵心情寫照，並融合楊逵所寫的「壓不扁玫

瑰」精神，利用玫瑰製作成玫瑰花釀，再加上綠

豆仁製作餅皮，外型以楊逵生前常帶的毛線帽為

外型。

楊逵文學紀念館落腳故鄉的
重要推手――康文榮先生
採訪．撰文／胡筑珺

2005年11月27日，楊逵文學紀念館

落腳故鄉—大目降（今台南縣新化鎮），

而紀念館背後的推手，則是台南縣新化鎮

蘆葦啟智中心創辦人、亦是地方文史工作

者：康文榮先生。

原本專注在生命教育的康先生，在淡

水參加了馬偕博士逝世100週年活動後深

受感動，他開始思考在家鄉的人物中，誰

能有如此值得紀念的貢獻？就在此時，楊

逵家屬捐出楊逵文物與手稿給國立文化資

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的報導，讓康文榮

先生驚訝地發現「楊逵是大目降人」，他

開始計畫以人道的社會主義文學家楊逵為

對象，結合社區參與及生命教育，推廣楊

逵對平凡小人物及弱勢團體的關懷精神。

康先生首先開始從事楊逵文物的蒐集，並

在新化老街承租一棟建築物，設立「楊逵

園」愛心商店，一方面展售身心障礙者縫

紉品，一方面展售楊逵及台灣文學家的著

作，並在二樓成立楊逵影像中心。而除了

楊逵園的設立之外，康先生也辦理了一系

列的相關活動，包括「台灣心、玫瑰情」感謝新化鎮公所及楊逵文學紀念館協助提供相關資訊。

照片提供╱楊逵文學紀念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