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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慧雯

文◎ 陳彥斌

　　臺東生活美學館在5月28日邀請西部藝術學者及臺東在地藝術

學者、工作者以雙邊對談方式，讓民眾從藝術價值的雙向討論

中，了解如何評定藝術的價值；大家齊聚一堂參與「藝術一斤值

多少？東岸西岸雙邊美學對談」座談會。

　　本次座談會邀請謝里法教授擔任主講人，鄭華鈞、廖光亮、林

建成等三位嘉賓為與談人，以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對「藝術、價

值」的議題做進一步的探討與大家一齊分享。

　　主講人謝里法教授曾週遊列國學習畫作，身份是畫家、作

家、教授也是評審，人生的資歷是多重且豐富的，他在座談會中

談到「辯論」這件事的過程其實是十分有趣的，雙方就討論議題

展開攻防，不論是非對錯，不管角度看法，都在辯論過程中彼此

由理直氣壯到激發火花，由想通到修正進而改變雙方堅持的立場

及態度。

　　謝里法透過「辯論」這個話題延伸出藝術價值是否有高低的

區分？藝術一斤值多少？他認為，藝術與文化都無法評斷高低，

因為藝術、文化都是直接反應當代時空背景，地方環境不同衍生

的風土民情自然不同。在談話過程中，睿智謙和的謝教授沒有直

接向眾人說明藝術一斤到底值多少？卻留下許多正面寓意協助民

眾深度思考。

　　本地陶藝家廖光亮表示，藝術很難去評定價格，他反而以承

襲排灣族的傳統精神解釋朋友之間不計較買賣利益，只是純然分

享創作的快樂，這樣的藝術無價；鄭華鈞則以師生共同從事社會

服務美化社區工作的經驗，分享教學的快樂與無價的回饋，他認

為，創作過程不以金錢計算，參與過程就是即大的收獲。

　　林建成也分享個人心得，他表示，許多都蘭藝術創作者在海

邊撿拾漂流木，自然地也以漂流木作

為創作素材，在一次颱風的蹂躪下，

朋友所有的創作在一夜之間全數沖

毀，他問朋友會不會難過？朋友說，

漂流木取於自然也回歸自然，怎會難

過！這讓他有了新的學習體認，這種

平民生活藝術內涵更勝於售價高低的

評定。同時也讓他開啟了一個很不一

樣視野，「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

看山又是山」的心境轉折與頓悟。　

　　「明信片」我想大家一定不陌生，郵局有在賣的,不然,就是

到各個觀光景點也有的風景明信片，但是，卻沒有親自設計明信

片過對吧!由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主辦了跟明信片一系列的相關活

動，就在5月份開囉！

　　我想這也是我第一次接觸到的不同性質活動，從邀請各個學

校的學生以及有興趣的民眾來參與創意彩繪明信片設計比賽，除

了要大力的推廣，心裡又深怕交回的件數不多，到了截止日的當

天卻出乎了我們的意料，成績讓我們都嚇了一跳，想不到大家是

那麼的踴躍，因為，有1800多件參賽作品,真的讓我們好訝異哦！

到了評審的這一天了，桌上擺滿了參賽作品，看的我都眼花撩

亂，嘴裡一直重覆唸

著，真的是太漂亮

了，真的是無法用言

語來形容這一次的作

品，各有特色，連年

紀最小的一組，也都

畫的很棒。經過一番

的篩選，名次終於出

來，這次得到優選以

上的作品會把它印製

成明信片送給參賽者以及展覽開幕當天的民眾，這可說是用錢也

買不到的東西，也是一輩子的紀念吧!

　　整個活動除了明信片設計比賽，5月21日當天早上8時30分至

12時30分還有手作原味明信片研習活動以及下午2時展覽的開幕式

及頒獎典禮，這次研習活動可說是一種是的體驗，從如何用紙槳

來做成一張紙完成之後，接著就是把一張空白的紙，設計成一張

卡片或明信片，任由各人的發揮，看到現場，有大人、學生，還

有親子同樂，每個人都做上癮，到了下課的時間都還捨不得走,繼

續未完成的作品，在現場作完的作品有提供郵票也可現場寄出

去，讓你的親友收到你親手做的明信片，這跟買的意義可說是非

常的不一樣。到了整個活動的重頭戲了,下午得獎的作者也陸續來

到了會場報到，整個會場可說是人滿為患，看過去的景象就是拉

著家人的手，趕快去尋找自己的作品，告訴他們那些是自己的作

品，臉上露出了那種說的笑容，看在我的眼裡覺得那是一幅很美

的畫。

　　經過隆重的頒獎儀式，也可說活動到了一個段落，初次的體

驗讓我有新的學習，但心裡卻有想對每個人說不完的感想，每當

我身邊的朋友遇到了我，都說有一陣沒看到我，到底在忙什麼

呢？於是，我滔滔不絕的又再說了一次整個活動的過程，可說是

讓我不能忘懷的活動。

文◎徐瑞雲

　　「十三中隊的弟兄們，

我們沒有忘記你們，我們

和親朋好友來看大家，要

向各位獻花致敬⋯」。受

難者涂南山中氣十足的嘶

吼聲音，在細雨霏霏中，

顯得格外悲憤、格外淒

涼！在場二、三十人幾乎

都感動得淚眼紅眶！

這是「火燒島60年」紀念活動中的一項儀式！時間是2011年

5月17日下午四時三十分許！今天距離第一批政治犯1951年被送到

綠島囚禁，剛好是一甲子60年！而所謂的「十三中隊」，是當時的

新生訓導營共有十二中隊，每隊約一百二、三十人。在囚禁中不幸

罹難的，集中埋葬在「新生訓導營公墓」的這裡，受難者稱他們為

「十三中隊」。

舉著兩束花，走在最前面的涂南山繼續呼喊：「我是第四中

隊的涂南山，我隊上的施秋霖跳海自殺，王玉祺上吊自盡！他們都

是不願再受國民黨的折磨⋯」。一位跟在我後面的難友說：「請大

家幫我找一位姓洪的，他是南投草屯人，當時是腎臟病死亡，我很

想念他⋯」。

但公墓根本是亂葬崗，雜草叢生，墓碑又都簡陋低矮！受難

者口中唸出的幾位名字，在雨勢潺潺、寒風颯颯中沒有人找到！大

家依續把手中的鮮花，一束一束的放在每座墓碑前。我問一位受難

者說：「十三中隊都是男的嗎？」他歪了一下頭，搖搖手說：「不

是！有位難友妻子千里迢迢從臺灣來這裡會丈夫，面會後悲痛難

忍，在綠島碼頭就跳海自殺⋯我們也把她埋在這裡⋯」！

這裡的每一座墓碑，矗立數十年，似乎還在控訴著人世間的

殘酷、不義！主辦人曹欽榮老師說：「十三中隊目前剩下三、四十

座，大部份是外省籍難友，因為臺灣籍亡者，幾乎都已被親人遷葬

故鄉了！而除了難友外，有部份是在這裡病故的官兵⋯」。

參與獻花儀式的工作人員，都是年輕小伙子，他們從公墓最

上端的墓碑，一座一座的獻下來！經一番巡視，確定每座墓碑都有

花了，大家才上車。我看著座落山坡的墓碑，每一座都坐南朝北望

著太平洋！心中想著：「這些屈死的冤魂，生前被隔離在火燒島受

盡折磨，連死後都想回到海的彼岸－臺灣吧⋯！」

難友說：「那是林烈臣」、「那是黃石貴」⋯

祭拜「十三中隊」前，是參觀綠島人權園區。受難者長輩目

睹「重塑」的當年新生訓導處景象，眼睛都亮起來！畢竟一景一物

都太維妙維肖了！如第九中隊的寢室，四、五十位擬真人像當年的

他們一般栩栩如生，有坐有臥，有的在燈下看書、寫信，還有拉小

提琴、彈吉他，也有兩難友在對奕圍棋⋯。

年紀都已八十高齡上下的受難者們，共同置身60年前的情

境，精神、體能似乎都回到青春的時光。彼此嘻笑怒罵，或侃侃而

談，有家屬質疑管訓怎會有小提琴、吉他？難友爭著說：「這都是

自製的，如小提琴是陳孟和以一年時間就地取材完成！如今還展示

在紀念館中呢！而一顆顆的圍棋棋子，是由饅頭黏成的，加上墨汁

的就成為黑子⋯」，令大家不得不佩服政治犯的生存智慧！

進入勞動區展示室，最顯眼的是養豬場。一大群黑豬中，坐

著一位打著赤膊的擬真年輕人。難友楊田郎一進門就拍手叫絕，大

笑指著擬真人像說：「他是林烈臣，專門養豬，他也是小提琴高

手，所以這些豬都是在優雅的音樂聲中長大的。」另一難友也指著

一個劈石頭的擬真人像說：「這是黃石貴，他是打石專家」！可見

主辦單位在重建現場上，考據多麼用心、精確。讓難友一看就能叫

出擬真人像的名字。

進入相片展示區，難友都忙著尋找自己，現年79歲的女難友

張金杏指著她的照片，驕傲的說：「我十九歲就被抓進來，你看當

時的我多麼青春、可愛，在這裡雖然沒有漂亮衣服穿，但有十幾位

男同學同時在追我⋯」此時的她，臉露笑容，散發著姑娘的嬌嗔！

李舜治說：「我們父子三人在綠島當同窗」！

85歲的李舜治，站在自己的相片前凝視幾秒鐘，顫抖的手慢

慢移到下一排，指著名為李喬岳的相片說：「這是我爸爸」！手指

又顫抖往下移，指著名為李舜梆的相片說：「這是我大哥」！「沒

想到我們父子三人在綠島當同窗」！我問：「在營中可以互動

嗎？」他答：「我是七隊，他們是六隊。工作時會碰面，但不能說

話！」停了幾秒！他激動起來說：「在這裡要說什麼話！」接著哽

咽的說：「誰能體會我母親當年的心情！」聽到這一句，一股濃烈

心酸，從我心底陣陣翻滾！

李舜治是南投市營盤口人，臺中高工畢業後在紡織廠工作，

24歲（1950年）時被捕罪名是參加「臺中地區工委會」！該案逮

捕五、六十人，槍斃十餘人，他被判十二年。他的父親當時是里

長，大哥是教員，也分別被以不同罪名被判五年感訓！他的弟弟就

讀陸軍官校，也曾被點名有叛亂嫌疑，經孫立人將軍下令明察，才

免於被羅織命運！

李舜治說：「什麼臺中地區工委會？我根本聽都沒聽過！」

而該案案首張伯哲他也不認識！莫名其妙的被抓，莫名其妙的坐牢

12年。至於他父親、大哥犯的是什麼罪？他更是不知！他感慨說：

「綠島管訓的政治犯，大都是被冤枉的！我們只是被特務用來領取

辦案獎金」。

再進入另一空間，這裡展示新生訓導處縮小比例全景，幾十

位受難者圍著模型地貌比手畫腳，有好幾位我在紀錄片中曾見過，

如郭振純、胡子丹、陳勤、陳孟和，還有臺中的前輩黃圳島⋯等！

他們為媒體朋友及家屬解說左邊那條溪是流麻溝，當年築了一座小

水壩，受難者洗澡、洗衣都在那裡！也指著長長的圍牆說：「這座

『萬里長城』的石頭，大多是海邊的咾咕石，我們辛辛苦苦搬來砌

成圍牆，把自己關在裡面！」

歷史可以原諒，但不能忘記！

下午3時30分舉行的「2011人權藝術季開幕」，原應是活動的

最高潮，但因雨勢不斷，不得不由室外改在園區的中山室舉行。受

難者、家屬、官員、記者及觀禮的來賓，兩、三百人塞爆小小空

間！主持人之一的陳銘城逐一介紹數十位參加的受難者，歷經五、

六十年歲月風霜，都已是耄耋之齡了，但看來個個精神抖擻！

張金杏代表受難者致詞，肯定活動的意義，強調這一段歷史

不能被遺忘！她說：「臺灣社會只知有二二八，不知白色恐怖有成

千上萬的受難者！我們付出的生命與青春，對臺灣的民主、自由、

統一貢獻很大⋯」。包括文建會主秘蔡湘、臺東美學館館長林永

發、綠島鄉長李數奼⋯等，都強調「歷史不能忘記」，也都期盼這

種悲情不要再發生。

長笛演奏家陳麗明在會中獻上＜望你早歸＞等三首。受難者

歐陽文當年在綠島時，拍攝到一幀＜歸途＞照片，曾參加國際比賽

獲獎，相片中趕著牛車的女孩董多美，後來嫁給政治犯廖天欣，這

對綠島佳偶今天也趕來參加。另有已故受難者田志敏，當年在綠島

時學習貝殼畫與蛋殼畫，其妻廖桂珍代他致送一幅供館方收藏。

會中也表揚受難者陳孟和，他除了提供當年許許多多的照

片，讓60年前的影像豐富呈現外，他多年來積極推動綠島人權園區

的設立，並參與籌建工作，園區內從寢室的擬真人像、勞動區到縮

小比例的地景，大多靠他的記憶來重現，才能設計得如此維妙維

肖，讓受難者置身其間，馬上回到半世紀前的時空。並為這一頁苦

難的歷史，留下珍貴見證。

　　他們是時代精英，生命賤如螻蟻

　　當年，政治犯一批一批，被上手銬，縛著麻繩，暗夜中從基隆

港、高雄港出發，有的歷經兩天兩夜，有的航行一天一夜來到綠

島，前後約有3000人被隔離在火燒島上。第一批的李舜治回憶說：

「出發時大家都不知道要去那裡？我還以為會被集體投海！」那時

的政治犯，都是臺灣社會的傑出精英，但生命賤如地上一隻一隻的

小螻蟻！

在回臺灣的船上，望著視界逐漸糢糊的綠島，腦中不斷閃現

活動中的各種景象！腦海忽

然定格在綠洲山莊的一張圖

片，圖片中的人身著軍裝，

臉上皮笑肉不笑！相片下注

的名字是「姚盛齋」，他是

新生訓導處第一任處長，他

在第一次向政治犯訓話時

說：「在這裡，我是十字

架，順我者生，背我者是自

取滅亡⋯」令我背脊不禁涼

了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