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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繩宜野灣文化協會受臺東生活美學館之邀到臺東參加馬卡

巴嗨的演出活動，也藉此完成來臺悼念前會長與那原一留下的詩

碑。回到十年前，與那原一擔任會長期間來臺東參加都蘭山藝術

節及南島文化節，將琉球的三味線和沖繩舞蹈帶來臺東交流，這

兩年來臺東生活美學館也和沖繩陸續有音樂、美術和人權文化的

交流，藉由藝術加深雙方之間的情感。

期待見一面

    被譽為臺東縣榮譽縣民的與那原一會長在三年前過世，他生

前親自用毛筆為臺東寫成一首詩，詩名為「臺東讚頌」，內文

是：「麗日祥雲臺東縣，都蘭山上曙光紅。滿目滄波復浩然，眼

前絕景向誰傳。」目前這首詩刻在都蘭山碑林步道(臺11線

151.5K益豐農場入口進入)，大石頭上，團員們非常期待能抽空

到與那原一前會長寫的詩碑前感懷他。

     宜野灣文化協會會長重田照吉感謝林永發館長這次邀請來臺

東參加馬卡巴嗨表演，也順道完成團員心願，以緬懷前會長與那

原一對於臺東和沖繩交流的貢獻。在會長重田照吉、主任米須美

枝子代表致詞時，團員不禁潸然淚下，帶領團員默禱一分鐘，場

面感人，團員們還是打起精神，迅速就定位，開始簡單隆重的傳

統舞蹈和三味線演奏，在與那原一的詩碑前演出，精神同在，彷

彿回到過去與那原一會長在臺的情景。

三味線和沖繩舞蹈

    這次宜野灣文化協會來臺表演的樂器主要以三味線居多，搭

配太鼓、古箏、拍板，而沖繩的「三味線」大約起源於15世紀左

右中國的「三弦」，傳到當時的琉球王國，也就是現在的沖繩，

經過當地生活方式在祭典和娛樂的文化中，而形成沖繩特色的

「三味線」。

文◎許家綺

文◎姜秀琴

▲林永發館長與廈門行人員合影

文◎陳銘城

    沖繩舞蹈的內容為傳統的宮廷舞和表現民間百姓生活的民族

舞蹈，服飾隨著表演的內容不同，對於歌曲內容的詮釋，有色彩

艷麗的、穩重莊嚴的、單調樸實的等等各種不一的傳統和服，經

過不同時代的轉變，依舊保有日本傳統的精神。　　　　　　　　

茶香、物產豐、人情味濃　　　　　　　　　　　　　　　　　　　

    這幾天的相處，在林館長、臺東縣議會饒議長、臺東市陳市

長、本館顧問、江組長、葉南慧理事長和志工廖于萱的接待之

下，沖繩的朋友們發現了臺東人的熱情，也品嚐了許多的臺東名

產，欣賞許多景緻的風景、原住民的表演，令他們收獲滿滿。從

表演前等待的時間，樂意與觀眾合影留念，表演結束時，也到臺

下一同和觀眾同樂。從接機到最後的送別，短短的幾天，大家也

都建立起友誼之情。我們雖然語

言不是很通，但是透過肢體語言

和簡單的英、日語，也能傳達所

要表達的意思，我們不但不覺得

麻煩，還發生很多的趣事，反而

拉近彼此距離，登機前大家依依

不捨的相互道別，也感受到沖繩

朋友的熱情。　　　　　　　　　

    此次的文化藝術交流可說是

盛況空前，因為琉球從沒過這麼

完整的表演團隊前來臺東表演，

曲目相當多元，也引來觀賞民眾

的滿堂喝采。此次雙方透過文化

交流，將臺東豐富的人文和自然

生態傳遞出去，達到宣傳觀光的

目的，還有民眾不必到國外也能

欣賞到高水準的表演。在交流接

觸當中，感受到文化的不同，並

能接受、欣賞和包容，想必在這

一同參與的時刻，都會在大家的

回憶裡留下這美好的一幕。　　

　　第三屆海峽兩岸論壇
於6 月11日在廈門展開，
臺東美學館應邀參加。
10日下午隨同林館長一行
四人前往出席「海峽兩岸
關愛下一代成長論壇」。　
　　6月12日上午廈門海峽
會議海峽廳正式揭開兩岸
論壇的平臺，會場佈置頗
具用心，斗大的「聚焦基
層、共享成果」八字特別

醒目；雙方代表互表願景，各達善意，從言詞中看到兩岸的需求
是共通。　　　　　　　　　　　　　　　　　　　　　　　　　　　
　　下午，「海峽兩岸關愛下一代成長」論壇，看出兩岸對下一代
的成長都極具用心。會後大合影，為所有與會人員留下希望與笑
容。迎賓晚宴席開數桌，兩方愉悅暢飲，相談甚歡，互留通訊，
期待再次相會。　　　　　　　　　　　　　　　　　　　　　　　
　　6月13日上午一場「推進海峽兩岸青少年文化教育交流」座談
會，藉由此次的交流，有助於對青少年的品德教育及重視傳統文
化更加落實與延續。　　　　　　　　　　　　　　　　　　　　　　
　　論壇圓滿閉幕，下午參觀「中國閩臺緣博物館」，導覽人員一
一解說，探討兩岸的淵源。百家姓的族譜，琳琅滿目，供來者查
尋參閱，也稱得上是個尋根之旅。　　　　　　　　　　　　　　　
　　當天回到廈門已近傍晚，我們「抓緊時間」（把握時間），在
林館長巧妙安排下，邀約友人帶領我們夜遊「海上公園鼓浪
嶼」。夜晚的鼓浪嶼，熱鬧中帶有另一種寧靜，漫步在這無動機
車行走的小島上，沈澱中享受放鬆、愜意的心靈時光，好喜歡這
種輕快的感覺。左彎右拐，穿梭幽徑狹巷，忽明忽暗，三兩遊
客，在這靜謐清幽的小巷，忍不住駐足拍照留影。步出巷子又是
另一世界，商店林立，極具時尚；真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
花明又一村」。想起陶淵明桃花源記中「初極狹，才通人；復行
數十步，豁然開朗」。　　　　　　　　　　　　　　　　　　　　
　　夜已晚，我們搭上渡輪離開這個世外桃源，隨著渡輪緩緩離
去，屋頂的光也漸形遠去。兩岸，一邊是霓虹燈閃爍，高樓四起

熱鬧喧嘩的廈門，一邊則是拋開塵囂的人間仙境，堪稱現代桃花
源。　　　　　　　　　　　　　　　　　　　　　　　　　　　　　
　　第五天，走訪福州參觀林覺民的故居，彷彿看到他們夫妻鶼鰈
情深的足跡，感人肺腑的生離死別，膾炙人心的《與妻訣別書》
永留民間。　　　　　　　　　　　　　　　　　　　　　　　　　　
　　「南後街三坊七巷」，是福州城市歷史文化名城中古城風貌的
核心，也是中國十大歷史文化名街。步行在古色古香的街道上，
如置身在清代電影的場景中；兩旁商店門前懸掛著一串串的燈
籠，喜氣洋洋。參觀富家大宅，跨過門檻穿過廳堂，繞過迴廊，
後院假山流水；裡外建築古風遺韻，頗具歷史風格。　　　　　　
   趕往林則徐紀念館，回顧他的英勇事蹟；禁絕鴉片，不畏強
權。說道：「此禍不除，十年之後，不惟無可籌之餉，且無可用
之兵。」堅決之心可見一斑。在他童年寫有：「海到無邊天作
岸，山登絕頂我為峰」之氣宇不凡的情操。　　　　　　　　　　
　　導遊加快腳步轉往福州馬尾船政文化博物館，見牆上刻著「船
政足為海軍根基」，是國父孫文所提。移往昭忠祠，順著階梯隨
坡而上，來到英國領事分館，眺望閩江，不自主的哼出「閩江夜
曲」來。　　　　　　　　　　　　　　　　　　　　　　　　　　　
　　6月15日行程最後一天，熱愛寫畫的館長怎可放過這好題材，
完全見不到前一天的疲憊，隨著他又來到渡輪口。早晨的岸邊，
除了少數遊客，大多是在地居民，晨起運動，耍劍、跳舞、遛狗
散步，十分熱鬧。　　　　　　　　　　　　　　　　　　　　　　　
　　館長在岸邊找了一個極佳的位置，凝視對岸的鼓浪嶼，看著館
長落筆自在，畫中流露出高雅灑脫。片刻，鼓浪嶼的面紗，在他
妙筆生花下活現於畫上，一旁觀畫，渾然神遊其中。畫作完成
了，這時館長的臉上展露出充實及滿足的笑容，這就是一個藝術
家的寫作精神與態度吧！　　　　　　　　　　　　　　　　　　　
　　搭乘中午班機離開廈門，結束了五天的廈門之行，雖在倉促中
有遺璣之憾，但仍收獲滿滿，除了飽覽當地的民俗風情及歷史文
化，還有雙方正視「海峽論壇關懷下一代成長」的主題。幾天來
的所見所聞，深深意識到兩岸人民都嚮往和平、安定的生活，時
代如何變遷，海峽如何寬闊，也阻隔不了炎黃祖孫的血脈情。當
兩岸交流正熱烈的推動著，這趟豐碩、多元的廈門行，卻是我對
中國大陸首度打開的第一扇門呢！　　　　　　　　　　　　　　

　　2011年5月14 日至15日，綠島人權園區舉行本年度第一梯次的
社區研習營。參加的學員有：臺東大學學生、志工與臺東監獄學
員，也有從嘉義和花蓮遠道而來的學員。在綠島當地也有原本沒
報名，但臨時跑來聽課的學員，其中有民宿業者，早餐業者還有
公館派出所警員參加。　　　　　　　　　　　　　　　　　　　　　
活著的英雄，鍾逸人　　　　　　　　　　　　　　　　　　　　　　
　　這次邀請的政治受難者講師有三位。其中，1947年228事件被
捕的二七部隊隊長鍾逸人，因白色恐怖遭判刑、坐牢17年。鍾長輩
原多次婉拒重返綠島，卻意外因海外同鄉楊朝諭醫學博士陪同，
再度回到綠島。曾先後寫下「辛酸六十年」上、下冊回憶錄的鍾
逸人，現又出版「火的刻痕」新版著作，合計共三本。此行，鍾
長輩親自於5月14日「臺灣人權簡史」課程中，透過兩小時的時
間，細數其自身的二二八與白色恐怖見證。　　　　　　　　　　　
　　現年已90歲的鍾長輩談起話來仍舊中氣十足，不須用麥克風，
完整陳述他所經歷二二八的整體事件經過。同時，鍾長輩亦詳細
描繪他於二七部隊期間拿到日軍藏槍彈武器地圖的緣由。同時，
他也提及日本人於二次大戰戰敗後的困境，諸如期盼透過武器交
換，臺灣人能夠保護尚未離境的日本婦孺的人身安全。　　　　　
　　在座談會前一天，鍾逸人先到綠島人權文化園區參觀，這是他
自四、五十年前離開綠島後，首次再度回到當年坐牢的地方。目
睹展場與園區的重建，鍾逸人感動的幾乎落淚。當年，坐牢17年，
徒留未婚妻和母親在家等待他的歸期。家屬面對的種種辛酸和牽
掛，實在不足以為外人道也。看到新生訓導處的部份重建與縮小
比例模型，他心頭的悸動與內心的記憶全數湧上來。強作鎮定後
的鍾逸人，心中仍有無限感慨。長長的白髮，顯示出當年這位二
七部隊隊長的英雄落寞，卻仍透露出一絲堅毅。　　　　　　　　
　　5月14日下午，園區的導覽由臺灣游藝設計公司曹欽榮解說。
主要向學員說明：一、園區綠洲山莊服務中心全區新佈展的全景
圖和戶外說明點（一共14點）；二、綠洲山莊禮堂火燒島60年/人
權園區10年特展；三、歐陽文畫展；四、受難作家創作展；五、新
生訓導處模型區；六；新生訓導處展示區。希望學員能夠為夏季
志工服務機會，有所準備。　　　　　　　　　　　　　　　　　　
「字裡行間的父親」：葉光毅與他的受難者父親　　　　　　　　
　　5月15日上午，政治受難者座談會，分別邀請到來自臺南被判
無期徒刑的黃至超以及父親葉盛吉遭槍決的成大教授葉光毅現身
與學員座談。葉光毅在父親槍決前出生，由母親和外祖母扶養長
大。但從小在臺南長老教會環境中成長的他，卻從父親生前留下
的日記、文章中摸索出，自己父親為何變成一位共產黨員，因而
他也逐漸走出與母親不同的政治思考與判斷。　　　　　　　　　

菜最能讓身
體健康。這
次前往綠島
在綠洲山莊
八卦樓的
東、南側空
地受訪，那
裡曾經是他
和5位難友種
菜的地方。　

瘦小身影下的巨大堅毅，黃至超　　　　　　　　　　　　　　　　
　　另一位身材受小的受難前輩黃至超，已84歲，住在臺南市後壁
鄉。21歲那年，在家務農的他，因好友被捕，遭刑求吐血，要黃至
超為他作保。沒想到，黃至超便遭貼上地下黨游擊隊員的身份。
形容自己連槍都沒看過的黃長輩，就這麼被判無期徒刑。因為罪
刑，差一點連家裡耕作的田地也要沒收。所幸，黃至超在遭判刑
時尚未繼承到任何家內財產，土地才得以保留下來。坐牢的20多年
時光中，黃至超曾在綠島新生訓導處外役生產班種菜、養羊，之
後囚禁於泰源監獄和綠洲山莊，1975年10月從綠島釋放。　　　　
　　出獄後的黃至超回到臺南後壁鄉下期間，他從事了許多短期零
工；但因警察調查，不堪其擾，只得一再換工作。黃至超現在每
天都在後壁鄉的國小裡當志工，學校校長提供場地讓他種有機蔬
菜，他種的菜不施肥料，社區鄰居都能免費取用，他堅稱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