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謝里法小說《紫色大稻埕》手稿捐贈式
暨座談會

與談者／李欽賢、謝里法、張良澤、彭瑞金等。

時間／2009.9.26（六）14：00~17：00

地點／台灣文學館．2F第一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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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來台灣，是否也會像崔承喜一樣造成旋風，影

響這一代的台灣人？

李欽賢先生：

我想以美術史工作者及台灣文學面向談這部

小說。這本書六百多頁，背景從1920年代到二次戰

爭，人物故事場景之涉獵極深廣。特別是把藝術

家當主角來陳述歷史，將台灣美術歷史劇情化的

手法應屬空前創舉。謝老師對台灣文化、美術歷

史的觀察掌握相當精準，人物描寫塑造也淋漓盡

致。藝術家之成長背景、求學留學過程的穿插，

畫會、台陽展、藝術家互動關係之著墨，支配者

與被支配者認同的宏觀議題，都具有高水準可讀

性。大稻埕書名強調了台灣文化重鎮，也是美術

發源地及近代化資訊收發站之史實。從大稻埕出

發串連全台灣，延伸至日本東京而歐洲。1920、

30年代貿易景觀、洋風建築、藝文風氣、都會市

町、咖啡風尚、台灣博物館、樺山小學等具代表

性地標都生動重現。登場人物幾乎網羅文化界知

名人士，可說是一部大河小說。

彭瑞金教授：

首先對這本書第一個感想是小說形式之定

義。亦即按規範而寫的小說與非規範小說之評論

標準為何？這本台灣美術史小說屬特殊文類之演

義小說。是將台灣美術運動史上的真名實姓美術

家、圖畫、獎項，配以感情虛構情節，變成有血

有肉的美術運動史故事。我也許能體會作者辛苦

寫這本小說，是因為很想知道台灣美術界前輩，

也就是台灣現代美術拓荒者，他們是如何建構台

灣美術的理想，寫台灣文學史的人也會有這樣的

抱負。我們也想知道台灣文學1920、30年代台灣

新文學運動開始後，台灣的新文學作家到底帶來

什麼台灣文學改革的訊息，或者他們心目中到底

想如何建構台灣文學。記得二十幾年前謝里法先

生曾向我提問，為何戰後台灣作家不繼續用日文

創作，否則台灣應不止一部「亞細亞的孤兒」。

還有，為何文學家以客家人多，而畫家卻少有客

座談會與會講者，左起：李欽賢、謝理法、鄭邦鎮、彭瑞金。

謝里法先生應國立台灣文學館文物徵集之推

動，捐贈其長篇小說《紫色大稻埕》手稿及圖書

一批予本館。為持續宣傳本館文物徵集、推廣文

學創作與研究，特於2009年9月26日於本館2樓第一

會議室舉辦「謝里法小說《紫色大稻埕》手稿捐

贈式暨座談會」，並邀請畫家李欽賢先生、學者

張良澤、彭瑞金教授等與談。因篇幅所限，僅擇

要依序記錄當日座談會內容。

鄭邦鎮館長：

日前黃文範教授來函感謝本館將其捐贈文物

妥善保管，及歸還他尚需要的資料，又提及與琦

君女士120多封往來書信捐贈意願。更早前本館向

陳冠學老師徵集手稿時，他提問了百年後收藏空

間等問題。今天很感謝謝里法先生慷慨捐贈及信

任本館，也很高興大家一起來見證。

謝里法先生：

謝謝大家來參加座談。現在大家不再用手寫

 文．圖／曾麗蓉

稿，以後畫家也不用手畫了，百年後的問題，恐

怕是留下了什麼才是重點。約30年前我將一些資料

捧回台灣請大家看，但是沒人在意。因無法再帶

回美國，所以在市立美術館前將這些資料撕毀。

當時若有台灣文學館就能保住資料。文學館就是

收集這些不要的垃圾，整理後把垃圾變成黃金，

實在很感激。

《紫色大稻埕》裡的人物若還活著，也大約

百歲了。我把歷史人物請出來談歷史，將上一代

當下一代寫，因此必須充滿想像力，虛擬他們的

談話、爭執、諷刺、挖苦，如洪瑞林、張萬傳、

李石樵講話很機靈、俏皮。難度最高的是如何以

中文白話表達當時的時代語言、語調。人物特徵

盡量可信，但更可愛動人，如廖繼春的溫馴、林

義雄的凶悍。把朝鮮女舞蹈家崔承喜來台造成轟

動之史實、影響，在小說中加入想像，描述崔承

喜的韓國舞蹈與才子呂赫若的台灣歌謠完美搭

配。雖不可信，但變為可愛。最近熱比婭的《愛

的十個條件》紀錄片話題讓我想起崔承喜。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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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我是客家人）。如何突顯台灣美術運動特

色，想必是謝里法先生想要表達的。

張良澤教授：

大家都說優點，我也對這本書裡50年間之時

代背景、社會演變、思潮變遷的深入研究考證，

深表肯定。前面都已談了小說人物內容與架構，

不過為免被說吹捧，我就挑一些毛病。本書介於

歷史與小說之間。小說家、畫家、音樂家特徵是

浪漫。有這種浪漫本質的我就想挖出他們內在感

情世界，如轟轟烈烈的戀愛情史。但是謝里法說

這些人的家族都在，不能亂寫，這就是歷史小說

的極限。他說會考慮我的建議，寫第二部《黃色

大稻埕》。台灣文學巨作按慣例須三部曲，所以

第三部我再建議寫這些人物戰後的《灰色大稻

埕》。最後有些小問題，如學徒畫圖報酬的情節

與當時物價欠合宜；資料部分如《台灣藝術》封

面說明東京發行，應改為台北發行；小說情節有

關《台灣文藝》、《台灣文學》雜誌之年代有

誤。另外還有「居留28天」其實是台灣俗語「拘留

29天」。因為日本時代的法律是：法院未判罪之前

最高拘留29天。

謝里法先生：

我回應幾點。所謂「好小說是騙人的，壞小

說騙不了人」值得大家思考。小說中我點出意識

型態的問題，日本時代的認同意識也是和現在一

樣攪擾不休的。那時代有人自問：我是台灣人，

還是日本人？有人說：我是台灣人，也是日本

人，因被日本統治幾十年，土地屬日本，應認同

日本。現在已經沒有人說：我是台灣人，也是日

本人。但是有人開始說：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

人。我本身台灣人，但是當過中國人、日本人，

現在拿美國護照是美國人，是亂七八糟人。我以

這樣的角度探討台灣人這個族群。小說裡有很多

日本人的反省敘述，及當時台灣人要被遣送回唐

山時的心情描寫。日本投降之前很擔心日本與美

軍戰爭時，台灣人會站在哪一邊？至於剛才《灰

色大稻埕》一說，可由歷史應證得知大稻埕是永

遠的黨外綠色，不會是灰色。

曾麗蓉
國立台灣文學館 研究典藏組 助理研究員

本文作者 

與會來賓一同見證《紫色大稻埕》手稿捐贈儀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