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文學館             開喜

熱情仲夏，醞釀多時的臺中文學館將正式開

館，與各位市民相見歡。為了鋪陳文學館的熱度，

在開館前後，文化局特地規劃一系列暖身活動，每

個月都安排相當精采的講座及活動，讓文學館未演

先轟動，活動報名相當踴躍，一到假日更是吸引許

多遊客到園區內拍照、打卡，成為臺中當紅的熱門

新景點。臺中文學館也培育志工，自 3月起開放預
約導覽，可至文化局網站下載申請表或致電文學館

辦公室洽詢，而假日則採定時定點導覽，下午兩點、

三點共兩場，可直接在自立街側的「墨痕詩牆」現

場報名，方便假日到園區內遊覽的旅客瞭解文學館

的歷史與規劃。

發現文學館    挖掘臺中美妙文采
從一年前就開始的「發現臺中文學館」系列活

動，讓尚未全區開放的文學館搶先發揮功能，辦理

文・圖／張晉豪

【活動篇】

文學館開館   歡迎逗鬧熱

陳明章老師的月琴班首度在臺中授課，圖為研習講堂。

依偎著柳川河畔，大榕樹的臂膀溫柔守護臺中文學館，為中臺灣的文學脈絡留下清晰

的軌跡。仲夏艷陽底下，文學館張開雙臂，無論是旅人還是文學愛好者，都熱情開喜

迎接您的到來。

圖為常設一館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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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你領略臺中文學的美麗索引

「臺中文學館」最初設立的初衷，並非與「臺

南文學館」之博物館的定位重疊，而是定位在臺中

文學推廣基地。在「臺中文學館」，我們除了期盼

大家能夠更加熟知臺中精采的文學故事與作家之

外，也期盼透過更多的文學教育及活動，使這裡成

為一處老少都喜歡，讓文學持續發生、滋長的場域。

園區內現存六棟木造的日治時期警察宿舍為本市重

要的歷史建築，一方面受限於室內空間不大，無法

負荷過多的實體展示，另一方面則必須尊重其歷史

空間的主體性，不宜過多的元素干擾歷史空間的氛

圍。因此佈展時，必須適當導入數位媒體來搭配實

體文物的布置，以兼顧歷史建築之空間性、歷史感

與文學展示之文學性與視覺效果，尋求共融共好的

平衡點。

室內展區由包含警察署長宿舍在內的兩棟「常

設展區」及一棟「特展區」所組成，而兩棟常設展

區則分別以「時間」與「空間」兩個面向的概念，

來交織出臺中文學的輪廓，讓民眾得以一窺概況，

卻不致於因過多資訊而感到沉悶。因此來參觀的朋

友們不妨把這裡看做一頁美麗的索引，引領你繼續

延伸探索、關心臺中文學的大小事。

溫潤而靜謐含光的臺中文學

昔日的警察署長宿舍轉型為「常設一館」，以

「時間」為主要展示概念，包含「臺中文學發展源

流、大事記」、「臺中文學概況」、「社群與文刊」、

「文學搖籃」及「社會關懷與批判」等主題。

「臺中文學發展源流、大記事」位於入口「玄

關」右側的「洋折衷接待室」，這是本館展示的起

點，由臺中近代文學之先驅「櫟社」展開，昔日文

人墨客及詩文的影像匯集成了時間流，投影在環繞

著櫟樹的流蘇絲線上，周圍臺度上陳列著量尺般的

大事年表，讓參訪者了解臺中近代文學的起源，以

文／ 謝文泰（建築師，臺中文學館建物修復承辦人）    圖／文化局提供

邀您穿越時空的文學劇場
【導覽篇】一系列人文活動，包含新書發表、創作分享、茶道、

文學、音樂藝文等多樣主題，除了讓一般民眾自由

入場，參與者還可登錄公務人員時數、取得志工特

殊訓練時數。去年 8月起就有許多詩社、茶道社
團選擇在館內舉辦活動，還有多位作家的新書發表

會，讓文學館月月飄書香，知名度也逐漸提升。

名家講座    大師親臨大方分享
開館倒數一個月更開闢「臺中文學館名家講

座」，邀請重量級臺中作家到場開講，作為文學館

開館的見面禮，將開館熱度炒熱到最高點！本講座

計畫由楊逵文教協會提案，由《臺中文學史》(2015)
撰述者楊翠、廖振富兩位老師策劃、主持本次系列

講座，特別扣合臺中文學史爬梳的經驗，從中精選

出七個主要的文學主題，七個場次的陣容更是場場

精采，還力邀路寒袖、劉克襄、廖玉蕙、陳雪、利

格拉樂．阿 等大咖作家親身分享。

希望藉由計畫的執行，能夠讓市民朋友以最輕

鬆的角度貼近臺中文學作家與文學作品，再次帶動

臺中文學走進人群，在人群裡走讀閱聽文學感動。

創客空間    新生代新想法
除了大師講座，還有以新生代作家為主角企劃

的「創客空間 手作文學」系列活動。「妖怪創作坊」

由朱宥勳策劃、何敬堯面授創作實戰，「文學線上

直播室」盛浩偉陪你雲端細讀，「臺中作家青年力」

分享新世代作家的觸角可以觸到什麼樣的世界，三

大主軸、十名講者，帶領民眾體驗嶄新的文學創作

方式、傳播媒介及作家世代。

講座類型的活動外，文化局還特別安排了民謠

大師陳明章老師於臺中文學館教授月琴和南管吉

他，全程免費，希望將傳統音樂文化推廣到大臺中

地區，以在地樂器說唱在地文化故事。陳明章以往

開課集中於北部和高雄，這是首次來臺中開課，各

班甫開放報名就迅速額滿，可見臺中市民引頸期盼

已久。

書包音樂會    「文青」召集令
臺中文學館全面開館，為迎接這個充滿城市夢

想料理的「文藝館子」開張，8月 20日也舉行全國
首創的「書包音樂會」誌慶，老文青、新文青、市民、

學生族，一起揹起象徵終身學習的各式書包逗鬧熱，

聆聽詩與民歌交響，重溫快樂時光，「文學葵花秘

笈」也在現場秒殺發送。

遇見文學大師    貢獻獎得主回娘家
另外，8月 27日上午，也邀請五位重量級的文

學貢獻獎得主回娘家，分享創作的心路，歌手鐘麗

琴及小老鷹樂團將演出文學音樂，高中文藝社團朗

誦詩文，傳遞文學之美。

經過一連串精采絕倫的暖身活動，臺中文學館

已經準備好了！未來文化局也將持續投入更多資

源，將文學館的功能發揮到極致，成為文化城的文

藝復興基地，誠摯邀請各位一起來見證臺中文學館

這璀璨的起點。

「臺中文學館開喜」系列活動表

圖為常設一館：臺中建城  詩響起

時間 活動名稱

8/26(五 )
「臺中文學館開喜」開館慶祝活動

臺中文學市集開幕

8/27(六 )

文學音樂會 -遇見文學大師

名家講座 -與利格拉樂‧阿 有約

8/28(日 ) 青年力講座 -「用甜點寫小說」

8/31(三 ) 妖怪創作坊

9/2(五 ) 「詩人紅」文學呷涼聊天會

9/3(六 )
文學館開喜音樂會

楊翠新書發表會 /楊翠講座

9/4(日 ) 「百師入學」江文瑜講座

9/10(六 )
至 10/9(日 )

八重山臺灣人特展

9/11(日 )
文學館開喜音樂會

臺中文學線上直播室

9/17(六 ) 文學館開喜音樂會

9/24(六 ) 文學館開喜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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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對臺灣文學的影響，獲得完整的輪廓之後，一

步步踏入臺中文學的世界裡。

從入口「玄關」往中央「座敷」看去，偌大的

空間中放著一張茶几，上面投影著櫟社詩人呂敦禮

的〈大墩新建府城〉詩作與吟唱，簡短而有力地訴

說著臺中如何帶動全臺風起雲湧的文學思潮。畫面

延伸至後院端景之九芎樹，將院景引入室內，任其

自然散發出歷史空間的文學性。

在緊鄰著座敷的「次之間」，幽暗中飄浮著一

顆隱晦含光的巨大自然形珍珠，珍珠是裝置藝術，

同時也是大型的互動式資訊平台。歷代作家觸景生

情、感物殤時，書寫出一篇篇動人的作品，影響著

後世不墜，就像柔軟的珠貝進了一粒砂，觸發了眼

淚，一層一層地包裹住刺痛，隨著時間的累積，珍

珠質散發出深邃而靜謐的光芒。珍珠獨有的溫潤，

隱隱透露出動人的光澤，這就是「文化城」最迷人

的質感。您可以藉由雙手，撫慰珍珠的表面，讓表

面浮動出臺中重要的文學歷史事件、社群的影像，

帶您領略臺中文學的點滴。

珍珠黑暗的背景中有著點點繁星，細看則是一

個個窺探的視孔，這個「窺文學」區可以讓孩子們

洞窺「臺中文學發展源流、大記事」、「社群與文

刊」、「文學搖籃」及「社會關懷與批判」等主題

所醞釀舖刻畫而成的動畫，一窺臺中文學的大時代

背景。

在搖籃裡哺育、在社團裡成長、在社會裡吶喊

  「社群」是反映作家內心世界最具體的組織，
「文刊」創作則是作家內心最具體的產出；「社群」

是昔日文壇相互砥礪的平台，「文刊」則是思想傳

播的重要媒介。許多曾在臺中出現的文學社群、刊

物，有的源遠流長、有的曇花一現，但是都曾掀起

巨大的浪潮、帶來深刻的影響！在「社群與文刊」

展區，透過投射在入口屏風上發刊詞，帶領我們重

回當年文人齊聚一堂振臂吶喊的情景；同時也透過

欣賞這些珍貴的刊物介紹，讓我們了解作家昔日辛

苦耕耘之後美麗的果實。

在「臺中文學的搖籃」展區中，從一只旅行箱

開始，跟著作家走讀他們的成長環境與寫作背景，

當年諸多體制內、外的搖籃，孕育著負笈臺中的莘

莘學子，還有許多本土與外來作家、學者在搖籃之

間交流，推動甚多文學與文化活動，培育出許多傑

出的作家，累積了可觀的文學成就，進而造就臺中

文學的多元面貌。

在「社會關懷與批判」的展區裡，我們一窺作

家當年是用怎樣的意志力與微弱的文字，在社會發

出巨大的聲響？多次的政經更迭、文化的強勢殖

民，是怎樣衝擊著作家的內心？流亡作家從藏身處

捎來一封封家書，談著心志、透著關心，收信人在

廚房噤聲淚讀，甚至藏灶燬跡。政治之外，許多重

大的民生、社會議題，也是作家關懷的對象，從

九二一震災到食安、農運、種族、性別、生態等議

題，這些「事件」與「臺中文學」究竟發生過怎樣

的一段影響？有人透過報導文學反映時事與批判；

也有人孤身以文字作為呼喊平權的武器。進而走出

作家的關懷與批判，我們又可以在鏡像裡得到怎樣

反省？

一幅任你我自由走踏造訪人文地景

走出展館一館，讓戶外庭園院重新整理情緒，

漫步到常設二館。常設二館裡頭以「空間」作為展

示主軸，讓訪客以輕鬆的心情來走訪臺中文學地

景、認識臺中作家。搭配互動式的多媒體，讓訪客

得以悠遊其中而不顯枯燥。

走進常設二館，映入眼簾的是一幅異質桃花

源，結合枯山水意象與後院飛瀑似的榕樹氣根，空

間中自然散發出強烈的文學性。靜坐在景石上，你

可以撩撥起一圈圈的漣漪，水面浮現出臺中城區、

山城、海線及屯區各地理場域的相關文學訊息，讓

您一窺作家、作品與臺中地理關聯的印象，然後在

書牆上的書籍、電子書中，延伸閱讀。

由緣側走入文學旅行的展區，可以接觸到許多

文學場域之重要故事、作家、作品及在地庶民生活

的樣貌。解說板、文物搭配局部多媒體，讓參訪者

得以挑選所喜愛的文學地景，規劃出一張自己專屬

的文學旅行地圖，踏上真實的旅途。

玫瑰壓不扁、春光更蔓延

臺中文學館特別以最具代表性及影響力的楊逵

作為開館特展主題。延續常設展區的「時」、「空」

交會手法，本次特展也分為「楊逵的文學路」、 「春
光世代蔓延」（時間）與「春光的暖房」、「楊逵

的臺中地景書寫」（空間）來呈現楊逵文學的豐富

面貌。

「楊逵的文學路」將楊逵生命史、文學作品、

時代特性勾連，緊扣住臺灣文學的發展脈絡，其一

彰顯其創作史與文學精神，其二藉此彰顯出臺中市

文學圖像的某個斷面，其三則將楊逵與世界反殖

民、抵抗文學疊合。「春光的世代蔓延」展區則透

過楊逵與不同世代作家的紀錄影像，彰顯出楊逵跨

世代文學影響。

「春光的暖房」及「楊逵的臺中地景書寫」則

是透過場景再現的方式，結合相關作品及事件解

說，讓訪客了解楊逵文學的內在精神，內蘊旺盛春

光，無法囚禁，永遠在尋找縫隙，綻放豐美花實。

走出臺中文學館，帶著內心猶存的悸動與些許

的興奮。這趟充實的心靈饗宴，想必正喚醒著我們

喜愛文學的靈魂、邀約文學陪伴的人生！

圖為常設一館：文學關懷與批判圖為常設一館：文心飛瀑

圖為常設一館：文學珍珠互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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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自日治時期即為臺灣文壇的中心，從傳統

文學社團櫟社、臺灣文社，開風氣之先，引領全台，

到新文學組織臺灣文藝聯盟及其相關文學刊物，乃

至林獻堂所領導的臺灣文化協會，都以臺中為主要

活動據點，而市區的中央書局不但是當時文學家、

藝術家活動的根據地，也是新文化的傳播站；延續

到戰後，臺中則是銀鈴會、笠詩社等本土文學社團

的發跡地。以上史實，充分彰顯臺中作為臺灣文學

發展中心的光榮傳統與重要地位，「文化城」之美

名可謂其來有自。

館舍用途    多元豐富
臺中文學館原為日治時期的警察宿舍，1932

年落成。基於歷史建築之永續保存，呈現時代的精

神與脈絡，記錄大臺中地區文學發展的軌跡，以

及彰顯在地文學家的成就，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於

2009年登錄其為歷史建築，並在 2010年 4月進
行古蹟修繕與活化再利用工程，於該區設立「臺中

文學館」。館舍於 2015年 4月外觀修繕完成，開
放為文學公園，並進行內部展示工程的設計、佈置，

2016年 8月底全館開放。

以「臺中文學」作為核心

臺中文學館館舍共分 6棟，空間規劃包含常設
展區、主題餐飲、研習講堂、主題展區、兒童文學

區及行政區。各館舍以展覽、研習、推廣為主要用

途，透過多元活潑的展示手法及互動裝置，達到文

學教育與文化休閒之目的。館舍因深具建築美學與

歷史氛圍，已成為文化觀光的新亮點。

文・圖／臺中市文化局

【規劃篇】

多用途館舍規劃   彰顯臺中文學發展

圖為文學主題餐廳預定區

常設一館

‧臺中文學大事紀

‧文心飛瀑

‧臺中建城 詩響起

‧文學貢獻獎特區

‧文學珍珠互動區

‧窺文學

‧文學社群叢刊

‧臺中文學搖籃

‧921地震文學牆

‧文學關懷與批判

常設二館

‧作家影音區

‧坐看文起時 互動區

‧山海屯城區文學風景

‧ 發現臺中文學地圖

‧臺灣縣八景詩

‧繆斯的「鉛」引

‧心情郵便局

‧紀念戳章平台 

主題特展館 :楊逵特展第一區
‧楊逵起居室

‧情境模擬：鄧伯藤下的楊逵

‧「花現楊逵」互動區

‧楊逵手稿照片區

主題特展館 :楊逵特展第二區
‧楊逵文學社運大事紀

‧楊逵文學顯影

‧春光的世代蔓延

‧電子書閱覽區 

文學主題餐廳預定區

‧我的初書時代－臺中作家第一本書特展

研習講堂

‧文學活動空間

兒童文學區

‧奇幻閱讀區

‧異想童話世界

‧故事小王國

臺中文學館各館區展覽項目全覽

【臺中文學館全區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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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日治時期，屬於小京都的年代，當時三大

詩社中最具批判性格與抗議精神的，正是臺灣中部

詩人共同組成的「櫟社」，當年的集會所「瑾園」

至今仍座落在大智路上。1927年創建的中央書店，
是臺灣文化協會重要聚會地點，也是臺灣規模最大

的中文書局。即使到了戰後，也有注重臺灣現況的

一群臺中詩人所組成的「笠詩社」，臺中成為現代

文學社團的發跡地。自古便是文人雅士的聚集之

地，「文化城」的美名絕非浪得虛名。

邀請作家參訪館舍    給予建議盡善盡美
「文學」與臺中也可以從歷史的脈絡中，摸索

出其密不可分的親密關係。為延續及保存歷史建

築，彰顯臺中市的文學地位與意義，「臺中文學館」

在這個重要時刻誕生。而文學館在文化局與各界人

士共同努力下，終於要正式與大家見面了！由於瞭

解市民朋友對於文學館的高度期待，文化局對於館

舍的軟硬體規劃皆採用最高規格檢驗，在開館前

夕，更邀請到多位來自南北各地的知名作家、學者

至文學館進行兩梯次的參訪視察活動，從文學家的

角度審視文學館，給予最直接的建議與鼓勵，協助

文化局做得更好。

7月 31日的梯次參訪作家有廖振富、阮美慧、
吳晟、蘇紹連、顏艾琳、喜菡，大家從大榕樹下出

發，對於館舍設備一一仔細檢視，作家們認真地提

出意見，現場氣氛輕鬆愉快，在參訪楊逵特展時，

王志誠局長更與吳晟老師模仿楊逵的招牌坐姿，引

來哄堂大笑，大家也忙著搶拍這個突發的經典畫

面。走完園區後便到一旁的餐廳茶敘，作家們皆提

文／張晉豪    圖／陳俊宏

南北作家、學者   參訪文學館
【建言篇】 出相當寶貴的建言，王局長也一一回應說明，讓作

家們瞭解文學館目前的狀況。茶敘後大夥到園區中

合影，把握機會閒話家常，為一個下午的參訪劃下

美好的句點。

兩梯次作家參訪團    廣納各方寶貴意見
第二梯次安排李昂、劉克襄、陳憲仁、楊翠、

鄭炯明、陳明柔及陳坤崙等作家學者參訪，王局長

亦親自領隊，帶領眾人訪視各館舍，一路上驚呼連

連，對於園區內館舍的數位展示及建物維護讚譽有

加，大家皆一致認為文學館擁有體質優良的古蹟建

築，讓園區內充滿歷史溫度，配合上豐富的館內展

覽，必然可以相輔相乘。當然除了誇讚，參訪團也

誠懇地提出如詩牆的修正、對於原稿的重視度、低

密度空間的應用及園區中樹木解說牌需求等等，針

對各自的專業提供相當實用的建議，還相當熱心地

幫忙校對展館中的文字與圖片，讓館方受益良多。

作為臺中地區第一座文學館，文化局從規劃開

始便戰戰兢兢，加上臺灣的文學館數量不多，讓臺

中文學館的使命更大，乘載著臺中文壇保存與推廣

的使命，除了文化局內部全體總動員的安排相關活

動，這次的作家參訪更是意義非凡，由「文學家」

來看「文學館」，用最專業客觀的視角，給予文學

作家們開心參齊聚臺中文學館

參訪楊逵特展館，王志誠局長與吳晟老師一時興起，模仿楊逵草

根、豪邁的招牌坐姿。

館最真誠的意見，希望 8月 26日正式開幕呈現給
民眾的文學館，是貼近群眾又具專業深度的內容，

屬於臺中市民的文學館。

謝文泰建築師為老師們示範文學珍珠的互動裝置 參訪過程氣氛輕鬆笑聲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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