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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主辦，國立台灣文學館承辦之「鼓動的

世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鈞特‧葛拉斯特展」，於

2012年10月9日起至2013年1月6日在台灣文學館展

出，展品包括233件打字稿、手稿、雕塑、畫作等珍

貴文物，呈現出葛拉斯創作的多元性，並從其作品

所碰觸關於德國社會現況的描述中，探索他對於社

會正義的關懷與理想，期待藉此開拓台灣與德國文

學交流更多的可能性，並提升國人積極參與社會和

文化活動的關懷心與行動力。

1 9 9 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鈞特‧葛拉

斯（Gün te r  G ra s s）於1927年生於但澤市

（Danzig），自1959年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錫

鼓》即揚名國際。除敘事小說、戲劇、詩集，亦有

雕塑、素描、水彩、版畫等藝術作品，才華洋溢；

文學作品主題常碰觸傳統禁忌，筆鋒採隱喻或轉喻

的技巧書寫，鉅細靡遺地呈現德國社會文化發展與

時代精神面貌，獲獎無數，但也常引發爭議，為當

代德語文壇最著名的作家之一。

10月8日上午於文化部1樓藝文空間舉辦了一

場隆重的開幕記者會。國立台灣文學館李瑞騰館長

文／林韋助　展示教育組　    攝影／周華斌、郭佳菱、王嘉玲

「鼓動的世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鈞特‧葛拉斯特展」於2012年10月9日起至2013
年1月6日在台灣文學館盛大展出，本館於開展前日於文化部舉辦記者會為展覽暖身。
開幕當日，鈞特‧葛拉斯本人因故無法訪台，為此本館特別委託林劉惠安教授親赴德

國進行採訪，錄製一段他對台灣觀眾所說的話，並於開幕典禮現場播放，使鈞特‧葛

拉斯本人越過地理上的限制成為典禮上的貴賓之一。

速記「鈞特‧葛拉斯特展」

表示，非常歡迎全國的民眾都能夠蒞臨地處台南的

文學館參觀此一國際性的特展，這是文學館長期著

力於國際化耕耘的成果之一，特展中開闢了一塊展

區陳列鈞特‧葛拉斯我的世紀共111幅水彩畫，大

眾在觀賞鈞特‧葛拉斯這些氣勢磅礡的圖文作品之

餘，不妨也反觀我們自己的土地整個世紀所歷經的

一切，期待台灣也能出現像鈞特‧葛拉斯《我的世

紀》這樣恢弘的作品。

開幕及媒體迴響

記者會現場。左起林劉惠安教授、台文館李瑞騰館長、行政院黃光男

政務委員、德國在台協會紀克禮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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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在台協會處長紀克禮表示，對德國的年輕一輩來

說，鈞特‧葛拉斯象徵著德國良心，象徵著反省的德國，

雖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歡鈞特‧葛拉斯，但他卻有如雕像

那般受到所有人的關注。

記者會的最後安排了一場文物揭幕儀式，礙於文物所

需的嚴格環境條件，無法將文物珍品運至台北會場展示，

但由本館精選了具代表性的三幅複製畫作：1959年《錫

鼓》出版、1969年人類登陸月球、1989年柏林圍牆倒

塌，為即將到來的展覽暖身，這些畫作背後都有豐富內涵

的文字支撐，等待著尚未體驗過鈞特‧葛拉斯美妙文字魅

力的讀者深入閱讀。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很高興我的畫與雕塑品將呈現在台灣觀眾的眼前。

這次的展覽聚焦於我同時做為作家與藝術家的職業。

藉由《我的世紀》這本書，我的兩個職業得以相互融合為一體。在這由戰爭與壓迫所刻畫

出來的最可怕的20世紀的每一年都產生了各自的題旨、一幅活生生的水彩畫，而圖畫與文字就
這樣相互呼應。我在其他的著作裡也如此做過，特別是在詩集裡，像是《給不讀詩的人》。

我已養成習慣，一旦我完成一份手稿，而那往往是長年的工作，不急著著筆書寫下一本新

書，而是先換一個工具，譬如開始投身於雕塑。這其實才是我所受的第一個職業教育，我真正

的職業教育是在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與柏林藝術學院。

目前這段時間我又開始於陶土的創作。赤陶作品生成，而某些赤陶作品會有青銅澆鑄，在

這裡的展覽可以看得到。

關於我的雙重職業，我曾寫過短篇的散文，我說寫作與做畫皆從同一個墨水瓶流瀉而出。

我常被問什麼對我比較重要，是作畫、畫水彩、雕塑，還是寫作？我將自己從這個二選一

中抽離，因為我想我的母親讓我與生俱來就有這兩個天賦，所以我沒有理由要放棄任何一樣。

於是您在這個展覽可以看到我工作的一部分之反射，而我在此祝您觀賞愉快。

鈞特‧葛拉斯給台灣觀眾的話

多達23種版本的《我的世紀》各國語言譯本在展場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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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記者會次日為了開展所舉辦的開幕典

禮，邀請到了更多來賓齊聚地處台南市的國立台灣

文學館共襄盛舉，包括德國在台協會處長紀克禮、

中華民國德語文學者暨教師協會理事長張守慧、學

術策展人輔仁大學德文系教授林劉惠安等嘉賓，參

與由本館李瑞騰館長所主持的開幕典禮。

德國在台協會處長紀克禮提及，鈞特‧葛拉斯

的作品呈現出具有反省面向的德國，葛拉斯更在德

國與波蘭兩國的和解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時他很

訝異台灣民眾如此關心外國文化，範圍跨越古典音

樂、繪畫、文學作品等，這是值得德國學習並且朝

此方向努力之處。

中華民國德語文學者暨教師協會理事長張守慧

與學術策展人輔仁大學德文系教授林劉惠安，都在

開幕典禮上致詞時共同推崇這位作品為人稱頌卻也

最具爭議性的巨匠，長年以來對於文學與藝術方面

的耕耘，他對於社會的描寫與批判經常導致其作品

不被主流所接受，但也因為這種誠實無畏的創作態

度，讓他的作品呈現出難能可貴的真實筆觸。

原訂於本年度6月份來台訪問的鈞特‧葛拉斯

本人，由於健康因素無法訪台，為此本館特別委託

林劉惠安教授親赴德國鈞特‧葛拉斯之住處與工作

10月9日來賓齊聚地處台南市的國立台灣文學館，包括德國在台協會處長紀克禮、中華民國德語文學者暨教師協會理事長張守慧、學術策展人輔
仁大學德文系教授林劉惠安等嘉賓，參與由本館李瑞騰館長所主持的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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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採訪鈞特‧葛拉斯本人，並且錄製了一段他對

台灣觀眾所說的話，這段話在開幕典禮現場播放出

來，使鈞特‧葛拉斯本人越過地理上的限制成為典

禮上的貴賓之一。鈞特‧葛拉斯對台灣觀眾所說的

話，被國內許多重要媒體包括《自由時報》、《聯

合報》、《人間福報》、《中華日報》等報導時引

述，葛拉斯認為自己同時擁有作家及藝術家雙重職

業的天賦，都來自與母親的賜予，都無法割捨放

棄，他在最後說：寫作與繪畫都從同一墨水瓶中流

出，希望台灣觀眾能享受這次的展覽。

此次展覽文宣以簡單卻大氣為主軸的設計風格，

輔以鈞特‧葛拉斯從事藝術創作時的照片、於

1999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情景，以及葛拉斯本
人的創作，再由白描葛拉斯肖像的方式融合全部

元素，呈現出這位巨匠真實而震撼人心的創作風

格。（海報、摺頁、人物插畫：翁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