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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出人文景點

歷史倒帶

文/ 編輯部　陳倩姿

台中
市雅稱文化城，但

問起許多人往往不

知文化之名從何來？硬要答

案，大底浮現的不外是台中火

車站、日月亭..等百年建築，

總感覺差了一些人文味道。

事實上，哲人不遠。

二○年代林獻堂先生所創立的

「台中文化協會」，由於領導者

和會員大都來自台中州，因而台

中市群英匯聚，活動及影響力讓

文化城之名遠播。來到五六○年

代，台中市因緣際會，再度聚集

了一批文學精英，讓文化城美名

繼續延續。

民國五○至六○年代，台灣民

眾的生活隨著局勢的穩定逐漸改

善，工商經濟尚在萌發階段，社

會的步調仍然緩慢，安定且價值

觀樸實環境正是文學茁壯溫床。

昔日台中文教區

文學茁壯溫床

在當時這批文學精英或正當

盛年、或是青春年少，許多人已

在文壇嶄露頭角，他們生活、工

作、聚會之處串連出台中市獨有

的人文景點。今年滿三十週年的

明道文藝社栽培出無數的文學精

英，社長陳憲仁是藝文界中浸潤

三十多年的老台中人，在他的描

繪下，一份屬於台中市的特有人

文景點地圖躍然紙上。

這份地圖的界限以火車站前面

的中正路為中心，西至三民路，

南起林森路、北至光復路，是當

時台中市的文教區域，也是最熱

鬧的市中心。從余如季先生民國

五十一年所拍的照片中可看到當

中正路口仍然矗立著大型的防空

警報鐵塔，街道上只見公車來

往，行人大都步行或是腳踏車代

步的樸實景象。

報社囊括大批文學高手

區域內學校有光復國小、忠孝

國小、居仁國中、台中女中、中

興大學、台中師專及靜宜文理學

院等，在那個時候有許多的作家

相繼在這些學校任教或讀書，才

氣縱橫的老師為日後文壇新血舖

展出成才之路。

校園之外，每天必需要出刊的

報社更是囊括了大批文字高手，

當初有民聲日報的主編逸峰；自

由日報的桑品載、尤增輝、彭選

賢、白慈飄；台灣日報的陳篤弘

和路寒袖。陳憲仁指出這些台中

當地的報紙也為台中市的文人提

供了一個文章發表的重要管道。

書局則密佈在中正路、中山

路、成功路、三民路等人潮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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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熟悉的文學人物，也曾和你一樣在台中這個文化城中居住、工作、休閒。

【編按：本期封故事在企劃階段特地請教明道文藝社的陳憲仁社長，陳社長提出繪製50、60年

代台中人文景點構想，也因此讓90年代的讀者能透過這些人文景點和文學人物時空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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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熱鬧地區。

在那個時候，有一批批的文

學作家，或任教、或工作、或居

住、或優游出入於這些地方，構

成了人文薈萃的畫面。

書局、舊書攤  

讓愛書人流連忘返

談人文區域就不能忽略書局

及隱藏在騎樓下或巷弄裡的舊書

攤。

當初台中市的書局、書攤、

舊書攤，大部分全集中在此區域

內。陳憲仁說，二三十年前，社

會環境單純，書局、書攤的書，

幾乎全是文學類的天下。像中

正路上的中央書局，建築外觀典

雅，一樓賣教科書和參考書，二

樓則是以文學類及學術類的書籍

為主；三民路的汗牛書局文藝書

甚多；位在成功路有百年歷史的

瑞成書局（現址在雙十路）則除

了文學書外，命理及民間傳說故

事是其特色。

書局是賣書的場所，藏書看書

的圖書館也是人文景點之一。現

在位在自由路和民權路口巴洛可

式紅磚建築的合作金庫，就是當

年的省立台中圖書館。早年資訊

不發達，也沒有網路，鄉鎮或學

校，也沒有完善的圖書設備，要

看書報找資料，非上這個圖書館

不可，圖書館內的藏書總讓愛書

人流連忘返。

醉月樓是文人雅士喜愛聚會處

不過，對於許多年輕的學子和

文人而言，吸引力更大的地方來

自台中圖書館斜對角的美國新聞

處。陳憲仁回憶，他唸中學時美

國新聞處是他最愛消磨的地方，

「裡頭空間舒適明亮，每月都會

有新進的翻譯書，這些書大都是

文學類的，在香港翻譯印刷後提

供給華人世界閱讀。」美國新聞

處就像個翻譯書的小型圖書館，

民眾可以借書出去，「像海明

威、費茲傑羅等的小說都很受歡

迎」，陳憲仁笑著說，在津津有

味的閱讀中，美式的觀點和文化

當然就隨著小說文學進入知識份

子的思想中。

陳憲仁所描繪的人文景點大

部份都是和文教相關，唯一獨樹

一幟和禮俗文化沾不上邊，卻也

羅列在地圖上的是中正路上的醉

月樓，醉月樓是當時台中市最大

的酒家，也是台中市醫師及文人

雅士喜愛聚會的地點，雖然無法

「醒掌天下權」，但是「醉臥美

人膝」也足以讓醉月樓得到浪漫

文人的青睞。

人文景點等待再放光芒

文學的發展來到七○年代碰

到了一堵厚牆，台灣在七○和八

○年代，歷經了政治解嚴、經濟

民國51年台中車站前廣場中正路口，

一座高聳鐵塔上置有強大防空警報器

下有「收復失土重整山河」標語。

圖/　余如季

封面故事Cover Story



1111

起飛、股市狂飆，社會進入凡事

講求速度效率的功利年代，中區

的人文景點除了學校外，一一吹

起熄燈號。台中圖書館和救國團

北移，報社重心北上、書店關門

（瑞成書局除外）。市面上雜誌

書報百家齊放，唯獨需要人文素

養精看細讀的文學「斯人獨憔

悴」。

時間的流逝累積成許多的故

事。文化，是一種內化的生活習

慣，在現代人對快速步調備感壓

力之餘，近年來社會興起一股

「慢食」之風。慢，讓人們能夠

再重拾對美的感受和咀嚼。在重

新審視放慢步調的價值同時，台

中市的人文景點正悄悄的等待再

放光芒的時機。

民國五、六十年代在台中市活躍的文學作家

歷史倒帶  播出人文景點

歷史倒帶  播出人文景點 

校　園

靜宜文理學院：張秀亞、張漱菡、蕭傳文

中興大學：孟瑤、琦君、齊邦媛、丁貞婉

          保真、王家祥（學生）

東海大學：席慕容、漢寶德、蔣勳、趙滋蕃、江舉謙；

          葉珊(楊牧)、許達然（學生）

台中師專：王逢吉；

          岩上、莫渝、洪醒夫、蘇紹連、陳義芝、

          瓦歷斯．諾幹（學生）

台中一中：楊念慈、端木方、楚卿等老師

台中女中：秦家洪、秦貴修；

          趙淑俠、趙淑敏姐妹、丘秀芷、廖玉蕙（學生）

衛道中學：林懷民

其　他

文化中心：陳千武

台中電影製片廠：尹雪曼、魯稚子

台灣省新聞處：童世璋、張時坤、遙星(張星魁)

個    人：楊逵、白萩、姜貴、詹冰、楊御龍、彩羽、江自得

          趙天儀、繁露、李升如、王映湘、丁穎、王臨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