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
立臺東生活美學館自97年7月接

管綠島人權文化園區籌設業務以

來，以『人權教育』及『永續島嶼』

二大目標，持續進行園區的各項軟硬

體建設。硬體部份包括綠洲山莊及莊

敬營區內的建築物修復工程，以及新

生訓導處展示區均己完成；軟體部份

有史蹟史料調查、人權藝術季及解說

導覽訓練等活動，己累積了階段性成

果。

這次開放參觀的新生訓導處(1951-
1965)展示區，是以重建復原該時期

的第三大隊(第9至12中隊)房舍原貌，

作為展示新生的生活情景。展示區內

藉由物件說明、當事人見證及官方檔

案，進行歷史重建。這是自2001年以

來，綠島人權文化園區進行規劃及文

史調查部份成果的具體呈現。

新生訓導處展示區分為五個部

份，『勞動．改造』以擬真塑像展出

新生訓導的受難者在白天勞動、上課

思想改造的生活情形。此展區的臘製

作品，由國際知名的林建成美術工室

製作，具有國際水準，也是亞洲密度

最高的臘像展覽區。『教室區』模擬

呈現新生訓導處上課情形，並有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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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轉乾坤，虎嘯春回。為迎

接虎年的到來，台東生活

美學館邀請了李奇茂、唐健風、

圓揚師父、楊智雄、陳拙園、李

國揚等書法名家和政商人士，以

及視障書法家廖燦誠、台東縣視

文◎王愷君

文◎蕭道田

文◎黃力勉

當人權安魂曲響起

障協會方丁風理事長率四
位視障會員，於二月六日

在美學館一樓展覽室現
場接力大筆揮毫，氣勢
雄偉，熱鬧非凡。作品
目前作品高掛在美學館
建築上。現場也展出花
東書藝家及台東縣書法

教育學會會員的作品，各
式各樣的「虎」，有繪畫
也有書法，更有複合媒材

表現。現場並展示了一百多株的
蘭花。

    　　看到了視障人士胸有成竹的
大筆一揮，感動了我，我們越是
看的到卻更容易被視覺所罣礙，
常常因為信心不足或是怕被人家
笑所以就不敢寫，越是想太多那
種流暢的筆氣越是出不來。書法

National Taitung Living Art Center

林館長捐贈6萬元，讓愛薪火相傳

眼盲退休老兵戴根學，揮毫寫

出生命字帖。

「黃昏的故鄉」從琴弦中淒楚流瀉，

撫慰前仆後繼望鄉的心靈。

無盡的勞動改造，卻永遠也改造不了

澎湃熱血與頂天脊梁。

陳孟和的15年青春歲月，在綠島被漂

洗成黑白的無言天問。

1954新生訓導處營區鳥瞰圖，每一轉

角都是無盡吶喊和冤魂的重重疊影。

文◎李吉崇

文◎許家綺

文◎李孟發

李孟發特別提出「綠島大象活化計畫」，與世

新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系，臺灣大學領導學程專業

團隊共同合作，並獲得綠島鄉公館國小姚麗吉校長

的大力支持。「綠島大象活化計畫」結合美術教育

和社區營造，公開徵求學生創意，由溜滑梯過去的

使用者－綠島國小和綠島公館國小的小學生擔任設

計者。最後，由綠島公館國小六年級的田茹芳獲得

全校最高票。

民國98年10月30日，在小朋友的搬運與森巴鼓

隊歡送下，綠島大象從綠島國小載運至公館國小。

小朋友與公館村民眾並在校門口列隊歡迎。接著，

在兩校孩子們的雙手彩繪下，將廢棄的大象溜滑

梯，化身為戶外裝置藝術。現在「綠島大象」以溫

暖陽光的橘色為底，搭配可愛、象徵海洋的水汪汪

大眼睛，臉頰旁點綴一顆象徵眾人愛大象、愛綠島

的紅色愛心，是綠島孩子們的心目中的守護神。公

館國小校長姚麗吉也說：「原本只是單純的將廢棄

物活化變成裝置藝術，不過大象即將成為綠島觀光

新地標及守護神。」

李孟發說：「透過「綠島大象」的小故事，希

望人們要飲水思源，珍惜身邊所有的一切；更重要

的是，強調綠色環保，廢棄物活化再利用的精神。

即使是破舊的廢棄溜滑梯，也能被改造成可愛的藝

術品。也期望透過本活動能提供企業跟政府做為決

策參考，讓未來的臺灣更環保，呼應全球對於永續

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重視。」

為幫助綠島公館國小學童圓遊台灣的夢並協助

台東縣政府辦理99年全中運行銷，今年2月到6月，

李孟發將推動『綠島大象遊臺灣』計畫，目前已獲

得台東、高雄、台南市等政府機關及民間單位支持

前往展示，推廣「綠色環保」理念。

眼 盲退休老兵戴根學，在八二三炮戰時傷斷左手，但因憑

藉對書法的熱愛，苦練就一手好字。在今年春節期間受

邀到台東生活美學館揮毫，從落筆到完成一氣呵成，筆觸鏗鏘

有力，「虎」、「春」、「福」等字躍然於紙上，連許多明眼

人都自嘆不如。戴根學為台東生活美學館「虎蘭有春」春節活

動寫下生命美學典範。

國 國內最大金控公司－國泰金融集團，久仰台東生活

美學館館長林永發的書法才情，特別商請林永發館

長寫虎年春聯，並印製30萬份分送，希望全國民眾虎年

「虎嘯春回、事事如意」。林館長特別將潤筆費轉贈給

台東家扶中心，幫助貧困兒童一臂之力。

是我國國粹，在電腦普及化的時

代，書法這項技術逐漸由實用性

成為藝術性，也因此會的人越來

越少，敢寫的也不多。美學館希

望能藉由此次活動將書法延續傳

承給下一代，於是請李大師將揮

毫的大毛筆傳給一對小書僮，由

爺爺傳給孫子，頗具意義。

    　　李奇茂教授是台東縣榮譽

縣民，目前是淡江大學文錙藝

術中心主任，李大師說他雖然在

台北，但心卻在台東，只要台東

需要他，他一定會馬上回來。在

新的一年，教授期望台東的教育

也能和文化、經濟同時提升並與

世界接軌，讓國外不只看見台灣

也能看見台東，而且台東是每天

第一個迎日出的地方，這溫暖的

總 統府的新春祝福。經媒體報導

後，2月2日一大早，國立台東

生活美學館的廣場，就排滿前來索取

的民眾，個個臉上充滿喜悅神情，

等著領取來自總統府的祝福， 600
份紅包袋春聯很快就索取一空。大

家期盼明年還有機會拿到春聯與紅

包，更希望能由馬總統或蕭副總統

手中親自領取。

「 綠島大象」是綠島地區一

座擁有23年歷史的大象造

型溜滑梯，是不少6、7年級生小

時候的回憶，當時以100萬元的

經費和其他校園設備一起買下，

擺放於綠島國小附設幼稚院內。

然而，綠島唯一的大象溜滑梯，

日前卻面臨報廢命運，並於臺東

縣政府e拍網公開標售。民國98
年3月，有一位臺東子弟李孟發

先生，無意間在臺東縣政府e拍網

看到這隻大象。本著一份關懷鄉

土的情感，李孟發說：「可愛的

溜滑梯丟掉可惜，希望能保留這

一隻留存無數綠島人記憶的『老

象』做一些事情。」

日　　期 展　覽　名　稱

2月27日~3月11日

3月24~3月30日

邱行槎百歲畫展

東大附小美術班畢業展

地　　點

台東生活美學館

台東生活美學館

綠島大象說故事

─新春特展暨名家新春開筆活動 陽光能從台東照耀到全世界，讓

世界發現台東。最後他也祝福大

家在威風的虎年，縣運昌隆，人

人幸福、健康、快樂，人人都威

風，發揮老虎的精神。

    　　林永發館長致詞時提到：

「美學應該兼顧到全部的公民，

我們不只當一個政治公民，每

個人也應該是一位美學公民，

就像投票一樣，大家都能擁有美

學的權利，所以美學館的目標就

是希望能夠提升花東縣民美學素

養。」就像李奇茂大師在林館長

上任致詞時所說：「藝術生活

化，生活藝術化。」美學館這次

新春特展及現場揮毫的活動歡迎

大家一起共襄盛舉，在迎接新一

年的到來，不只外表除舊，連內

在也一起更新，讓自己在虎年更

能虎虎生風喔。

─綠島人權文化園區，重現第三大隊秘辛

區重建歷史。『青春．歲月』則是以

檔案為依據，展出受難者在戒嚴體制

下，以各種罪名判處刑期、受難者檔

案照片及影片等，讓民眾深入瞭解受

難者。『不自由中的自由』展區重建

新生就寢的押房，以擬真人像展出新

生訓導處受難者在熄燈就寢前，短暫

的一個多小時的『自由』活動形態。

『關不住的心靈』展區則是企劃展

緘默的小提琴，隱藏了多少被扭曲的生命樂章。

區，以實物及影片展出受難者在綠島

或釋放後的創作，表達思想禁錮的年

代，關不住受難者的心靈。

綠島人權文化園區未來將依據園

區整體規劃持續推動各項建設，期望

將綠島人權文化園區這個『負面遺

產』轉化成世界『文化資產』，與大

家一起學習面對過去、檢視現在、前

瞻未來。

李奇茂大師和小書僮合力扛起象徵文化傳承

的大椽。

總統府紅包春
聯大放送

文化加公益就是愛

盲胞揮毫倉頡也驚艷

來自總統府的紅包，

裝滿了四季平安、風

調雨順。

左圖：綠島公館國小六年級的田茹芳獲得全校最高

票；右圖：孩子們在彩繪大象 左圖：完工後之綠島大象裝置藝術　右圖：99年全中

運代言人「阿歷」與綠島公館國小師生合照

虎蘭有春

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3月份展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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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長在亞熱帶的人是幸運的，

特別是台灣人更幸福。這一

點可以從氣溫方面來應證，自去

年底至今年二月大約三個月，多

少新聞報導如美國、中國、日本

等四季分明的國家，因冬季大雪

而造成部分地區停電斷訊，甚至

暖氣不足而成災。良好的氣候是

我們最大的資產，也是四季如春

的好條件，兩岸開放大陸遊客來

台避冬，即將成為新旅遊方式，

生活於此的我們是否感覺幸運與

幸福呢？

筆者於二十年前留學日本東

京，記得每年到二、三月，日本

聽 過一句話，說，青春真好，

但年輕人都不知道。

    如果要用來說台東，就是台東

真美，但台東人都不知道，或

者說，大部分的台東人都不太知

道，不太認同。

    但我卻是很早就知道，並且衷心

認同的。我認為台東哪裡美？美

在哪裡？好山好水？不，就算是

大都市，也有它們保留原貌的自

然環境，若是不去親近，好山好

水也就只是個佈景而已，真正讓

我覺得台東很美的，是活動的生

命力。

文◎林永利

文◎林韻梅 圖‧文◎黃中泰

文◎舞姬

色，每一分、不，是每一秒都在

變化當中，終於還是忍不住下車

拍照。往右看去，是一大片的蘆

葦，晨風中輕輕搖晃，若不是下

頭有插秧機的聲音陣陣傳來，讓

我警醒到此行的目的，恐怕還會

一直沉迷下去。

循著灌溉溝渠開進受訪對象

家中，發現他上至七十幾歲的父

母親，下至寒假返鄉的兒子都已

經起床換好下田的衣褲，慶幸自

己沒有遲到，依約在半小時內錄

好乾稿，在忙著收器材的同時，

他的妻子已經送上了他們剛剛

台 東位居中央山脈以東，文化

藝術發展始終居於邊陲；台

灣文學界對台東區域文學甚少著

力，更遺憾的是，台東人對在地

文學所知也極有限。

當前的台灣文學研究，還是

以西部為主，目前西部有公私立

文學館七處，東部則僅花蓮文化

創意園區附設文學陳列館，編制

屬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

生活美學館設於台東，林永

發館長為台東的藝術文化發展卯

足全力，不論國際交流、籌辦展

覽、出版書籍，都令人耳目一

新。但是，台東文學界仍以沒有

一間屬於台東人的文學館為憾。

「台東文學館」一旦成立，

不僅能推廣文學活動，蒐集台東

相關文學書籍、歌謠、影像，整

理在地文學作者資料，使文學成

為生活的滋養，深入在地人血

脈；更能為在地文化藝術發聲，

讓來客藉由文學窗口認識台東豐

富多元的風貌。

台東文學書寫最大特色即是

多族群文化展現，既有原住民各

族的口傳採集、詩文歌詞創作，

還有移民作家的書寫、兒童文學

研創等，再加上日治時代的俳句

短歌、寶桑吟社的古典漢詩，如

卑南溪容納眾源，這樣豐美多姿

的文學內涵，是台灣其他地區不

曾有的現象。

所 謂的「花見」（はなみ）是指藉著欣賞櫻花

等，祝賀春天來訪的習俗。但現在不僅賞

花，還指在群櫻怒放的樹下舉行宴會飲酒作樂。

櫻花的花期很短，僅短短2週間就凋落，讓

人們感受深刻，櫻花於是成了感受春天重要的光

景，它的美總是被比喻成生命虛幻。從古至今，

日本人為櫻花為之瘋狂，一邊賞花一邊喝的酒被

稱作「花見酒」（はなみざけ），被視為文人雅

士的風流。「桜吹雪」（さくらふぶき）是指櫻

花，花瓣像吹雪一樣散落，那種淒美也成為觀賞

櫻花的重要一環，深受人們喜愛，當所有的花朵

散盡只剩葉子之後就稱之為葉櫻（はざくら）。

（排灣族），鹿野鄉有林韻梅，

延平鄉有王宏恩（布農族），關

山鎮有胡岱明（布農族），海端

鄉有霍斯陸曼伐伐（布農族），

台東市則有陸森寶（卑南族）、

敻 虹 、 阮 囊 、 李 泰 祥 （ 阿 美

族）、周慶華、詹澈、林建成、

吳當、葉香、呂志宏、劉梅英、

齊萱、林志興（卑南族）、董恕

明（卑南族）、陳建年（卑南

族）、柯裕棻、賴誠斌、吳相、

劉亮延、李振鴻、邱稚亘、洪書

勤等人。

出版「台東縣鄉鎮文選」、

「台東縣鄉鎮詩歌選」，有了這

張文學地圖，縣民就可正式和

「文化沙漠」的自嘲告別；編織

台東文學地圖，既是為台東孩子

扎深文學根苗，也彰顯了台東人

對腳下這塊淨土的熱愛。

賞櫻迎春小記 編織台東文學地圖 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藝術印記

花
美

見

─畫家黃中泰的台東行腳

「炊好的紅龜粿」。

「嘗嘗看，自己種的米做出

來的。」

咬一口，又燙又Ｑ，滿嘴的

米香，那真是我2 0 0 9舊曆年前

吃過最特別、也最美麗的一頓早

餐，因為裡頭好像有整個關山德

高地區的風土人情，稻農的樂天

知命和三代同堂的溫暖。

縱谷米鄉兩期稻作期間的油

菜花田美不美？與水面輝映的綠

油油秧苗美不美？都很美。可是

更美的，是我們台東鄉親忙於農

事，抬頭迎上春風之際，臉上綻

放的笑容；更美的是，扒一口新

碾的米煮成的飯，讓香甜從喉頭

一路滑下腸胃，飽滿全身的元

氣。

啊，青春真好，若年輕就能

知道的話，更好！就像台東人若

能體會台東的四季，在春天徜

徉、在夏天暢懷、在秋天悠閒、

在冬天盡興的話，更美！

每 個人的生命都是一件藝術創

作，而藝術家更是深刻追

索生命而痴迷一世的人，只因他

們願意把青春、愛戀、哀傷、痛

苦、孤獨、夢想與生死全部交給

藝術，在作品上銘刻每個當下的

生命印記。

春天來臨，儘管早晚空氣中

尚待有那麼一絲寒意，但我彷彿

已經聞到那撲鼻的花香，一向習

慣在晚上作畫的我，經常徹夜未

眠，每見絢麗的春陽，溫暖地照

進了我那帶點脫序、雜亂的工作

室，讓一切都顯得朝氣蓬勃起

來，於是我便豎起耳朵，仔細聆

聽鳥兒是否已經開始輕聲吟唱，

但往往我的愛貓會先站在窗戶邊

告訴我，因為牠愛鳥更勝於愛

我，我也會細心品嘗空氣中瀰漫

的那股春意，一剎那，我的畫室

就像一個天堂，一個閒人勿近的

天堂。

在這百花爭鳴的季節裡，清

新脫俗而帶有詩意。我愛台東，

這裡有我熱愛的人、事、物，這

裡有優美的景色讓人心曠神怡，

彷彿置身在世外桃源，也有著包

含六族的台灣原住民族，二月即

展開達悟族飛魚前祭，以及五月

的布農族打耳祭，皆是在春天

舉行。看那熱情小夥子青春的張

力，幼兒無邪的笑容，純情少女

含蓄的酒窩，以及立者的高大挺

拔，都深深的印入我眼簾，一切
都是那樣的美好、浪漫，這裡沒
有擁擠的車輛，沒有充滿急促緊
張的步伐，沒有塵世的喧囂，所
以我喜歡留連於此。我想自由的
靈魂在此，就猶如在安靜夜晚裡
閃爍的螢火蟲，悠然自得，真實
而美麗。

因為這些元素，驅使我以春
天為主題，創作出一幅水墨作
品，將我心中喜愛原住民的熱情
以及對春天的那份渴望，藉由我
的畫筆表達出來，畫中是我輕
輕柔柔的想念，以及對純真的嚮
往，於此同時，也期讓觀者共同
感受這春意盎然的美麗季節。

生活美學館能規畫出版「台東縣

鄉鎮文選」、「台東縣鄉鎮詩歌

選」，為台東縣民編織一張文學

地圖。

舉例而言，綠島有柏陽、歐

陽文諸先生留下的傷痕文學；而

台東在地與旅外、曾出版現代文

學或詞曲創作的：蘭嶼有周宗經

（達悟族）、夏曼藍波安（達悟

族），長濱鄉有黃貴潮（阿美

族）、林勝賢（噶瑪蘭族裔），

成功鎮有林崑成、師瓊瑜（雲

南孤軍後裔）、林正盛，東河鄉

有王家祥、達卡鬧（排灣族）、

江冠明，卑南鄉有田雅各（布農

族）、巴代（卑南族）、沈文

程（魯凱族），金峰鄉有胡德

夫（排灣族）、撒可努（排灣

族），大武鄉有陳英雄（排灣

族）、徐慶東，達仁鄉有莫那能

從江戶時代開始庶

民在觀賞櫻花時當然要

搭配「花見団子」（は

なみだんご），使用

了櫻花色 (淡紅色 )、白

色、綠色等華麗的色

彩。這3色的組合中綠

色以艾草代表夏天的前

兆，白色意指冬天的殘

雪，櫻花色表示春天的

氣息。日本有句諺語說

「花より団子」，揶揄

了賞花這種抽象的行為

倒不如選擇糰子還比較

實際。

天皇宮中主要的慣例儀式。『源氏物語』「花

宴」（はなのえん）中「…三月二十日後，右

大臣家舉行賽箭會，擬請眾公卿及親王參加，

之後觀賞籐花。其時櫻花已經凋謝，獨有兩株

遲開，彷彿懂得古歌「山櫻僻處無人見，著意

留春獨後開」之趣，正開得熱鬧。…」關於欣

賞紫藤的宴會的記述，不過，後來賞「花」大

多指櫻花，不是櫻花的話就稱不上是「花見」

的花宴了。

日本文學史上最美的兩大隨筆之一：吉田

兼好的『徒然草』中將達官顯貴等上流社會

賞花一般認為是起源奈良時代的貴族的儀

式。在奈良時代，剛開始從中國流傳過來是指

鑑賞梅花，不過，從平安時代開始就變成賞櫻

花。那個變遷可從原本『萬葉集』中歌詠櫻

花的詩歌40首，而梅花的卻有100首左右，到

了平安時代的『古今和歌集』就出現逆轉。提

到賞「花」即意指櫻花，就是從那個時代開始

的。

根據『日本後紀』記載，嵯峨天皇在812
年(弘仁3年)在神泉苑發表了「花宴之說」這

是花見的最初記錄。831年(天長8年)起，成為

徒要教郎比併看，排灣族少女問：

「春花與我，誰美啊？」

台東的四季，讓你在春天徜徉、在夏天暢懷、在

秋天悠閒和在冬天盡興。

寶町藝文中心，是歷史時空中的一篇日式建築的書寫，歷久

而芬芳。

氣候不穩定的春天,讓櫻花的浪漫短暫而淒美.....

(圖片來源:網路)

三種顏色代表三個季節的花

見糰子 (圖片來源:網路) 醍醐寺的三寶院，豐臣秀吉曾在此賞花 (圖片來源:網路)

氣象廳發佈櫻花盛開時節，稱為

「櫻花前線」（今年二月三日已

經公佈）以預報開花的時期，日

本的春天從南到北，櫻花就像

報春一般叫醒大地，告訴人們

櫻花盛開正是迎向一年的陽春之

氣，新生命週期將重新綻放。櫻

花是日本不可或缺的春天話題，

很多的行事從這裡延伸，人和櫻

花的淵源由來已久，舉凡在文學

作品、詩詞、歌詠裡，也都經常

登場。正如武士的生存像櫻花瀟

灑凋零的樣子，優雅凄美的姿態

和日本人含蓄內涵相映。今日的

「賞櫻」這項活動，則和同事或

朋友、家人一起齊聚在櫻花樹

下，享用美食飲酒作樂共歡唱，

享受夜間「賞櫻」的野餐樂趣，

甚至也有人逐盛開的櫻花腳步由

南而北旅遊，這正是日本

人的一大盛事，若能一齊

渡過此勝景令人終生難

忘。

世界各族群像日本將

四季運用的如此絕美並不

多見，數年前筆者到日本

本州西北部秋田縣角館旅

遊，就看到當地公民大學

園藝學科的社區老人種植

的大理花，真是美麗盛開

欲滴狀。我國在開放兩岸

三通之際，台灣的優勢在

地形的垂直溫差所造成的美景，

及北回歸線上下均溫的平穩，所

帶來的溫暖氣候連日本都難以望

項，可惜我們並未見整體有效

規劃。若我國能善用日本規劃四

季的名花勝景，而且處處皆有特

色，即使是種櫻花，台灣的氣候

也是在日本之前盛開，我們可以

吸引到的觀光客一定不少，再結

合文人墨客，長期的經營，必能

創造文化厚度。寶島將是不虛此

名，生活於此的人才能真的感受

到幸福。營造永續的美景是需要

許多條件，如尊重優良政策的規

劃、愛護自然環境的修養、高素

質的守法精神、審美感的覺察

等，這些都是成為優雅國民的條

件。上天給我們最好的土地，我

們應該永世珍視來保護。

秋田縣角館町公民大學的豐心園，讓四季的

花信成為生活與心靈的美學。

秋田縣當地公民大學老人種植的大

理花，宛似青春不朽的美麗傳說。

文◎齊萱春夏秋冬， 在台東
曾經在天尚未明

的清晨四點起床，漱

洗之後即提著前一夜

準備好的錄音器材上

車，奔馳在台九線

上，因為和受訪對象

約好六點前一定要趕

到，不然會誤了他下

田插秧的時間。

車近關山，曙光

漸漸露臉，可以的

話，提早做完錄音更

好，但左邊車窗外的

山崚線映著深藍的天

台東縣

人口不到全

國 百 分 之

一，但各鄉

鎮幾乎都有

具代表性的

作家或以該

地為主題的

作 品 ， 因

此，在文學

館尚未成立

之 前 ， 我

們期待台東

賞花與庶民平民

化賞花的差異做

了最好的說明。

最大規模的賞櫻

時期是從豐臣秀

吉在京都醍醐寺

觀賞櫻花開始，

到了江戶時代，

德川吉宗在江戶

的各地獎勵種植

櫻花的緣故，民

間也跟著流行賞

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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