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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與活動

文學與藝術交識的人生旅程

2002年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期間，長年居住於

台南的趙雲、王家誠作家夫婦樂見台文館的成立，

捐贈個人珍貴手稿、生活文物以及不少極具文學史

料價值的珍本書籍，作為本館典藏研究之參證，本

次「男孩‧女孩和花──趙雲、王家誠捐贈展」（以

下簡稱捐贈展）的公開展出，呈現當年捐贈文物中

的部分文學手稿及書籍，以此展覽誌其嘉惠藝林之

雅意，也感謝趙雲、王家誠夫婦對於文壇的貢獻與

付出。

「男孩‧女孩和花」的展示概念

展覽籌備過程中，研究典藏人員首先得面對龐

大的文獻資料，從文學文本及手稿資料研究，尋找

主題對象與組織展覽內容，作為展覽前期的發展準

備，接續展示教育人員加入討論，進行研究內容轉

化，型構展示傳達語彙與思考展示空間呈現。本次

也不例外的，展覽內容在研究階段已初步完成展覽

主題敘事腳本，經與研究典藏人員進行展示觀點的

討論後，以趙雲、王家誠夫婦在生命各階段的豐碩

文學成果為焦點，以此推衍而出的展示設計思考提

問有：

一、如何在第一展區呈現趙雲與王家誠夫婦特殊的生

命背景與相逢契機（建立觀眾主題認識基礎）。

二、如何運用手稿與文本，述說兩人以文學、創作交

織而成的生活情景（瞭解文學風格與特長）。

三、如何展現作家對於書寫的熱忱，與兒童心理、

兒童美術議題的特殊關懷（介紹文學創作主

題）。

四、如何讓觀眾感受王家誠致力於藝術創作之畢生成

果，及為藝術家立言作傳的精神（彰顯藝術成

就，引發觀者有所共鳴）。

透過上述提問，從研究資料與討論當中，獲取

豐富的文學背景內容與主題故事應用於展示素材詮

釋，透過跨組室間的專業合作對話與意見交流，讓展

示觀點更為明確，更能精準地掌握主題，以使設計能

促進觀眾容易瞭解，或運用較為親近的展示手法以吸

引觀眾。

以時間敘述帶動主題認知

本次展覽主題「男孩‧女孩和花」，引自

1979年趙雲和王家誠共同合著的書籍《男孩‧女

孩和花》，該書以生活散文為基調，帶領讀者親近

作家夫婦的生活現場，經驗他們的人生，感受他們

生命的微妙起伏與轉變。因此，在展示手法上，首

次嘗試將主題轉化為空間畫面的視覺情境，展場入

口結合文學與藝術創作的內容延伸，運用大型畫框

交錯擺置，鋪陳空間景深，營造「男孩‧女孩和

花」的視覺端景，形成如畫作般的入口景致，透過

文．圖╱楊蕙如　展示教育組　　

本次「趙雲、王家誠捐贈展」展場入口運用大型畫框交錯擺置，營造「男孩‧女孩和花」的視覺端景，

暗示著展覽時空回歸到作家兩人生命相遇的起點。從兩人各自特殊的生命背景與相逢，邀請觀眾緩緩步

入作家夫婦以文學、藝術創作交織而成的生活情景。

談「趙雲、王家誠捐贈展」策展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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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的情境暗示著展覽時空回歸到作家兩人生命相

遇的起點，出發。

趙雲與王家誠兩人由大學時代即開始交往，他

們在創作路程上互相輔佐，生活上相互扶持，兩人

牽手在台南街道巷弄間穿梭散步的身影，是為大家

所記憶深刻。本次循著他們共同走過的人生道路來

鋪陳，沿著作家生平年表的展覽動線行進，對照生

活照片及文物閱讀，並搭配男孩與女孩樣貌的剪影

貫串場景，回溯作家文學發展歷程與人生階段的流

展場入口營造主題「男孩‧女孩和花」的視覺畫面。

立體的時間軸串接年表與動線引導。

「文學筆墨生涯」展區，呈現當年作家所捐贈的文學手稿與書籍。

轉。此處展出的文物包括：趙雲與朋友間的往返書

信、文學手稿與文本作品，以及在各國旅行接觸不

同文化所蒐集而來的紀念品等。此外，值得一提的

是此區也特別展出具有見證趙雲和王家誠夫婦愛情

象徵的畫作《情人》，此作品為王家誠描繪他心目

中趙雲永遠是繫著兩條長長辮子的永恆形象，透過

他們對生活的熱情與多元樣貌展現，從中不難看出

作家在文學創作的天地裡，用書寫來豐富心靈與表

達細膩情感的能量。



60 │  台灣文學館通訊  2013.06  NO.39  │

展覽與活動

以情境模擬喚起記憶追尋

文學性的展示多要求突破文字靜態的描述，轉

化為可觀看、可聆聽、可觸摸的立體呈現，在展示

思維上亟需蒐集相關素材資料與歷史背景文物來營

造、模擬，以展示設計的視覺映襯來為文學發聲，

傳達主題意象。在本次展覽中，除了展現文學成果

外，王家誠在美學方面的成就也是本次展覽重要的一

環。王家誠為台灣美術發展歷程中重要的前輩藝術

家，其以低調與樸質的態度，安然簡居於台南，默默

進行他所熱愛的創作與美術教育。此外，其教導學生

作畫，實地進行現場觀察、寫生，引薦當時十分缺乏

的國內外名家創作筆法與風格作為課堂素材，啟發不

少後輩學生朝美術領域發展，功不可沒。

展覽中「文人畫‧話」展區，即以王家誠的繪

畫創作為主，此次透過家屬的協助，借展《白骨與鮮

花》畫作中的「金屬鑲嵌曲角羊骨頭」文物，參照

當年作畫情景，展場空間試圖模擬靜物寫生的畫室場

景，以物寓情。透過作品的展出，呈現如藝評家蕭瓊

瑞所描寫：「王家誠含蓄的色彩是文人的，王家誠樸

拙的筆觸是文人的，王家誠空靈的構圖是文人的，是

生活與文化長期積澱層累的結果」之風格。

小結

台文館的展示除了展現台灣文學作家的生平與

文學手稿外，更肩負社會教育與文化傳遞的責任，

為了讓觀眾更加了解展覽主題與展場環境之間的交

集，如何將研究成果集結轉化為展示設計主軸，將成

為每一次策展過程裡展示人員所要面對與挑戰的重要

課題，透過本次的策展主題與實務經驗，從中學習反

省，獲益匪淺。

「兒童文學與美術教育」展區，以趙雲、王家誠對女兒們成長的觀

察與好奇角度切入，同時具備作家與父母雙重角色的他們更能理解

兒童的世界，與兒童對話。

以大量留白，簡筆化的筆法線條詮釋景物，為王家誠獨特的文人風格

表現，展場以畫室場景模擬情境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