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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務紀要

神奇與聰明
林海音的大象朋友

文│林佩蓉 研究典藏組　　　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典藏視窗

在 1950-60年代，著名女

作家、新聞媒體人林海音女士，

在嚴峻的政治環境中，主持《聯

合報副刊》十年的時間，集結了

不少人，一起創作、出版，包括

從日治跨語而來的、從中國乘坐

大船登岸的，林海音的身邊總是

熱熱鬧鬧，作家、藝術家因著她

以及她家的客廳，得以聚集臺灣

半個文壇的文人，大家聚在一起

談文學，也說日常，和和氣氣，

一起相聚。

這景象，就像是⋯⋯林海音

和她的大象朋友們。

在本館的典藏品中，有 45

只可愛的大象，2006年夏祖麗

女士與張至璋先生整理林海音的

文物時，小心翼翼的用泡棉紙一

器物／夏祖焯、夏祖美、夏祖麗、夏祖葳捐贈

1.5x0.8x2.5cm、1.5x0.7x1.8cm等／ NMTL20070111411-00-045

層又一層的將每一隻象包裹起

來，謹慎的親自帶到館裡來，

「這是媽媽和朋友的記憶，有一

大部份，媽媽送人了，送好友，

也送來訪問她的人」，我們仔

細看著這 45只象，個個模樣都

不一樣，有的小如別針大，大的

最多像是現在所流行的公仔般大

小。每一只都很漂亮，材質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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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本館的典藏人員細心的為

每一只象量身定製棲身的房間，

然後再一起置放在一個大型的

無酸紙盒中，大家安全的靠在

一起。

那麼，林海音是如何匯集這

麼多可觀的「象群」？在《生活

者‧林海音》一書中：「雖說

我是收集象的始作俑者，朋友們

也多以『送海音禮物』的名義變

出了一堆象給我送來，但是這何

嘗不也是大家為自己留下的生

活、旅遊紀錄呢！不論是親自發

想創作、或是旅行時有意無心尋

見，裡頭滿滿都是大家的回憶和

心思，我只不過是整理了家中一

個小天地出來，填滿這兒的，是

大家！」。因為擁有逾千件的收

藏，成為繪本豐富的題材，林海

音以兒童的視角完成了《聰明

──林海音大象收藏展》、《神

奇──林海音大象收藏展》兩本

童書，她在序裡面說，這些象包

含了許多親友令她難忘的誠心、

愛心、細心，也包含了她無比的

感謝。

感謝在任何時候，友情總是

讓人相信，生命溫暖有力量。

林海音的象偶，館方以 3D

掃描、建模的技術進行數位典

藏，也由專人運用相關史料，撰

寫成有趣的故事：〈誰在收集象〉

（黃敘慧），另外也成為數位遊

戲的內容，在本館採用遊戲徵選

首獎（學生組）潘瑩真、潘秋如

的腳本，所製作的線上遊戲裡，

我們將可看到五彩繽紛的大象，

自典藏庫房，信步而來。

本館按文物捐贈入館時間順序，持續於本刊中

刊登前一季的捐贈芳名，以記錄各捐贈訊息。

另本館亦收獲各作家、學者、出版社、民眾，

捐贈臺灣文學相關圖書，充實本館圖書室，嘉

惠民眾及研究者良多，本館另致謝函，不在此

備載。並懇請各方繼續惠贈。

近藤明理女士 王育德手稿文物

李柏如先生 李獻章相關文物

林煥彰先生 手稿、書畫

蘇蕙蓁女士 蘇天明牧師所藏《天路歷程》白話字圖書

呂芳雄先生 呂赫若全家福底片

棕色果先生 兒童文學期刊

曾志偉先生 許丙丁書畫

黃嫩心女士 黃靈芝相關文物

2018年9月至11月捐贈芳名文物捐贈芳名錄
文│研究典藏組　

您的心血，我們守護
敬請支持國內唯一國家級文學博物館，文學文物典藏工作。

舉凡文學養成、創作相關手稿、圖書、器物、相片等皆所歡迎，本館

擁有專業人力、設備，典藏您的文學積蓄、延長文物保存壽命。竭誠

邀請您一同豐富、厚植臺灣文學研究與發展。

文物捐贈聯絡方式：國立臺灣文學館研究典藏組   
電話：06-221-7201分機2200   
電子信箱：poeiong@nmtl.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