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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別說我們文學館成立時間，整整慢了人家40

年，實在一個國家地區文學館的內容與規模，正

清楚說明著當地「文學受重視」或「精神文明興

盛程度」的高低。而代表著日本精神文明高度的

近代文學，名次排在亞洲各國前面的日本當代文

學，一大半載體文件如手稿、圖書雜誌、文物資

料就收藏在這間寬敞明亮的建築物裡。其中小部

分還正在櫥窗裡展示著，公開給大眾參觀。誰說

一國精神文明強盛與否，外人是看不見的？

進文學館參觀得先購票，這是日本與台灣文

學館不同之處。更特別是，門票分兩種：一般遊

客如我，門票只要日幣100元，單參觀館內展示

品而已。「第二種門票」較貴，是進到「非展示

區」的圖書室查詢與借閱──這是目前台灣文學

館「尚未開張」的功能，亦即博物館功能之外，

提供研究者查詢與閱覽的「圖書館功能」。雖然

未購票成了進不去的「門外漢」，然而從「門

外」看得見一列列卡片等資料櫃井然羅列，二三

讀者正專心入神地翻閱資料。想見館中書物手稿

等，已經分類整理供研究者搜尋查閱，只限館中

閱讀影印，不可攜出館外。

館裡．館外

的確，近代文學館以國家資源花了龐大力氣

收集各地珍貴一手資料，不是應該科學化地整理

起來，給研究者、文學愛好者方便閱讀與研究

嗎？一般而言，徵集資料不難，如何編目整理妥

善保存，且發揮資料的最大功能，只怕才是文學

館更艱難的任務。此處給人的印象，作為展示部

分的「博物館功能」，重要性還不是那麼高，作

為典藏與研究的「圖書館功能」，實際占有可觀

比例。從眼睛看得見的情況即可說明：一是來館

裡查閱資料者，與來看展示者人數差不多；二是

入館查閱票價更高。把文學資料如手稿文物等，

分類整理到可供外界隨時查詢借閱，過程複雜而

專業，難度當然很高，相信台灣文學館刻正努力

當中。另外，文學館典藏的多為獨一無二之「絕

版珍品」，雜誌報章或電視媒體需「公播」使用

的話，收費尤其高。這些「文學館的業務收入」

在台灣「文學還不夠普及」或不受重視的社會

裡，完全沒有經營的條件。

眼下運氣不錯，撞上的展覽主題，正是台灣

讀者熟悉的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芥川龍之介

等。每家照片、手稿、圖書信件等收集齊全，與

作品相關的片語隻字都寶物一般被珍視保存，想

見文學作品在日本社會裡讀者之眾，流通之廣，

更造就收藏家與研究者之崇高地位。展示廳大玻

璃櫃裡，陳列著三島由紀夫坐塌塌米上雄赳赳、

手持長劍的裸身照片。那目光灼熱逼人彷彿噴得

出火，而身上一塊塊肌肉結實油亮，彷彿滾得出

聲音來。都說作家是靈魂的工程師，把範圍縮小

一點，一個民族的性情、靈魂，不是多少從他們

才華洋溢的作家身上顯現出來嗎？三島的例子至

少證明了作家不必一定是文弱書生。

真是個安靜的午後，展覽廳已不見其他參觀

的人。卻不知何處傳來一陣細微聲音，才意識到

原來窗外已沙沙地下起雨來。這可不妙，早上從

旅館出門時艷陽高照，壓根想不到有下雨這件

事，傘自然沒帶。等下閉館時間一到，就算是下

雨天，人家也不會「留客」，回程該如何是好？

正一邊發愁著，注意力一邊被窗外的景觀吸引過

去。

不看則已，一旦目光轉移，剎那間接觸的，

竟是四面八方壟罩而來的綠油油窗景。無論站在

暑假給自己兩週出國假期，選擇到東京舊書

店最集中的神保町，無特定目標閒逛一番。熟悉

日本文化的朋友聽說我有日本行，熱心送一本東

京《書之地圖》導覽手冊，裡面各種書店、圖書

館、博物館指引齊全，方便而實用，一冊在手，

不但新舊書店分區分類介紹，一週內去了兩家

「日本近代文學館」也都靠了它的指引。

作法是這樣：出發前晚先在旅館裡紙上作業

一番，對照資訊書與交通圖，把路線及轉乘站名

都記清楚，第二天便按圖索驥，照「本」出發，

搭地鐵轉火車，果然讓一個缺方向感語言又不通

的陌生客，東張西望加東繞西轉，最後都能安然

抵達目的地。從台北出發前兩天，無巧不巧在雜

誌上看到「神奈川近代文學館」正舉辦著「台灣

文學館交流展」。會注意到它，實在是不自覺被

那海報畫面散發的特殊魅力所吸引──以古都國

家文學館門牆作背景的紫灰色調，橫嵌一排敞亮

水藍文字，幾朵磚紅若有似無輕點在邊緣，整體

合成一股滄桑又安靜的氛圍，泛出濃烈的文學氣

息。再仔細一瞧，展期內有四場講座，前三場時

間已過，剩最後一場黃英哲教授的講演排在７月13

日，似乎來得及去給這位數年不見、卻一直知道

他對台日文學交流貢獻良多的朋友鼓掌致意與致

敬。

「日本近代文學館」駒場本館

既然為聽第四場演講而挑定到橫濱神奈川的

日期，其他時間不妨隨興安排。臨時決定去東京

這家規模大、知名度高的「日本近代文學館」

時，甚至資訊不充足，根據指標明明已來到館邊

了，卻不得其門而入。原來館舍建在公園裡頭，

難怪繞了半天找不到正確入口。

單從地圖上判斷，位於東京目黑區「駒場公

園」的近代文學館，須在新宿搭京王線再轉，看

起來似乎不很遠。但從人車擁擠的新宿站一轉二

轉，下車後再走進綠意盎然的公園時，竟感覺已

遠離了東京都會區，來到一個人煙稀少、古色古

香的安靜世界。原來公園裡精心保留了前田侯爵

舊日宅邸，雕工細緻，庭園森然，分「洋館」

「和館」兩處。1929年建立至今，80年的老建築華

貴依然，靜靜藏在綠蔭深處，門邊立著文字說明

供遊客瀏覽。

園中老建築固然優雅引人，對我而言，從萬

里外給吸引到此的緣由並非外貌，而是導覽上介

紹的：成立於1962年這家「日本近代文學館」收

藏有文學書45萬，雜誌60萬冊，加上作家手稿、

照片、文物等，總資料件數超過120萬件。比起台

日本近代文學館之旅

文／應鳳凰（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台灣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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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文學館內部展示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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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除了固定的「常設展」，每年更有兩次主題

不同，花樣翻新的大型「特展」。今年夏天尤其

特別，正是籌劃多時，跨國迎來的「台灣文學館

交流展」。

就在徒步走往文學館的路上，也許景色怡

人，也許山丘有陡坡，給人一種「接觸文學」是

向著高處走的意境。進到館區，熟悉的黑底藍

字：「台灣文學館の魅力」大幅看板，迎著陽光

即時映入眼簾。館外四處貼著黃英哲的演講海

報，聽眾正陸續進場。門內接待人員笑臉迎人，

忙上忙下招呼著。樓下共三個展示廳，鋪著紅色

地毯的圓形演講廳設在二樓，容納220個座位。

最興奮是見到台灣認識的熟面孔，除了黃英哲夫

婦，還有垂水千惠、塚本照和等。已退休的塚本

教授專程從奈良趕來，不只對台灣文學的執著，

他那永遠溫煦謙和的神態，同樣令人感動。

黃英哲教授的講題：「台灣的『藤野先

生』」，圍繞著「魯迅文學在台灣」議題，呈現

日據文壇台日中之間複雜的三角關係。演講之

後，近客遠客同到樓下展示廳參觀魅力四射的

「台灣文學館交流展」。

這是破天荒第一回，百餘件台灣文學的手

稿、書籍、文物走出島嶼，來到海外的日本，在

文學館大廳公開展出。讓日本民眾有機會透過文

學認識台灣，用具體實物的展示，排列組合築起

三度空間，這是「用眼睛看的」立體的台灣文學

歷史。十分慶幸跑來日本，親眼「看見」台灣文

學館的魅力與多彩。不論是精心佈置的圖像與光

影，還是公開展示供人慢慢瀏覽的硬體與軟體。

除了「台南州廳」建築物的立體模型，還有簡明

扼要，能引人注目的「台灣文學年表」，更有櫃

中一排五顏六色，令人目眩神馳的台灣文學日譯

出版品。我最喜歡的，是那本搭配展覽而印製，

中日文對照之「展覽圖說」，內文版面紙張，無

不設計得精緻精美且精彩。這次台灣交流展的標

題真是好，因為「魅力」，所以「多彩」，也可

以倒過來說：台灣文學因為多彩才這麼魅力四

射，不靠翻譯全「看得出來」。

館內哪個角落，都看到滿眼的青翠碧綠；各種樹

影搖曳在一列列方框裡。欲滴的翠色，加了一層

雨的簾幕，輕輕罩住館外無邊天地。千萬片綠葉

形成的綠意隨風輕舞，波浪般一層深一層淺，彷

彿正向窗內呆立的人招手，又像綠色的裙襬就要

控制不住地掃進窗戶裡來。這一刻忽而明白，原

來文學館設在公園裡的好處，不只是遠離車聲、

噪音，更在於無論晴雨，窗外都有濃濃綠意，可

供紓解、舒適參觀者因久望而疲累的眼睛。

不遠千里偶然來了東京近代文學館，竟邂逅

這片雨景。在一個安靜到聽得見細雨落葉聲的午

後，算得上一場奇遇，必與文學有宿世因緣才能

得此福報。

神奈川近代文學館

如果不是先參觀過他們那樣慎而重之，一櫃

櫃精致展示的日本文豪手稿照片，不能瞭解隔天

走進神奈川文學館，當看到滿室來自台灣的文學

展品時，那種參雜著「與亞洲同步」的驕傲，以

及「他鄉遇故知」的激動與感動。

位於橫濱市港口邊的神奈川近代文學館，同

樣，也建在一座公園裡。園名頗具寫實之美，

叫「看得見港的山丘公園」（港の見える丘公

園）。就算小丘，仍然是山，這座背山面海的近

代文學館，視野因此格外開闊，經營方式也彈性

而靈活。如招牌雖掛的是：「縣立神奈川近代文

學館」，經營方式卻是「縣立民營」，集合專家

參與館務。館舍雖屬「神奈川縣」財產，經營權

卻交給「財團法人神奈川文學振興會」民間人士

來運作。縣籍作家作品固然是收藏重點，不斷擴

大館藏數量與質量，廣泛地與外地文學館交流，

才同時能發揮「圖書館、博物館、資訊館」三大

功能於一身。

成立的時間雖比前者晚了22年，收集與典藏

量增加的快速，卻令人刮目相看：從1984年開館

至今，各種圖書雜誌手稿已超過106萬件，其中百

分之八十以上來自作者或家屬的捐贈，只有百分

之十五是由館方購買，足見文學界對它的充分信

筆者站在台灣文學館的照片前與黃英哲教授留影。（筆者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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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奈川近代文學館外大幅海報看板。（筆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