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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屆中韓、青少年美術交

流展，已於99年4月27日
下午3點假韓國慶星大學第一美

術館舉行頒獎典禮並展出得獎畫

作。本館由林館長永發率陳安川

先生、鍾立君先生及台東縣書法

教育學會楊秘書長雅婷赴韓國

參加頒獎典禮及參訪，頒獎典

禮蒞臨的貴賓除了韓國各級機關

首長外，台灣駐韓國代表部釜山

代表處羅處長添宏亦蒞臨參加，

羅處長在致詞時，除了感謝本館

對促進中韓兩國兒童美術交流的

貢獻，也感謝韓國泛太平洋聯盟

崔宗燮總裁及吳昇姬理事長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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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才能促使此次活動的圓滿成

功。館長在致詞時，也感謝韓國

台灣文化觀光協會吳理事長昇

姬及崔總裁的鼎力相助，但願透

過此次中韓兩國的交流展，兩國

的兒童及青少年有互相觀摩的機

會，但願能藉此提升兩國兒童、

青少年的美術創作水準。台灣方

面也訂於99年10月9日至99年10
月19日假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一

樓展覽室展出並舉辦頒獎典禮，

屆時亦請各位貴賓能踴躍撥冗參

加。

台東縣海端鄉廣原國小此次

何用報紙包裹；直到現在的釋

迦，逢採收高峰期，就連我這個

每天種在電腦前的宅女，也得到

產銷班去幫忙，把一桶桶的釋迦

從小貨車上搬下來，再一顆顆的

分級打包。

雖然不是稻禾，但一樣「粒

粒皆辛苦」啊！

忝為此次臺東縣政府與臺東

縣美學館邀請華文文學作家座

談會的一員，不管是前一晚的餐

敘，座談會當天上半場在台下聽

講，下半場與中國和臺東當地代

表列席台上，我心中一直回想著

自己與土地的聯繫和對家鄉的眷

戀。

並有種座談題目「邊緣寫作

與鄉土文學」怪怪的感覺。

哪裡怪？怪在哪裡？

遠來是客，郭楓、閻連科、

黎湘萍、謝冕、劉心武先生等

現，再看看台下媽媽幸福滿足的

模樣；似乎覺得：『一切代價都

值得了！』我想，這也是他們姐

弟獻給媽媽最好的母親節禮物！

思惟陶笛社也共襄盛舉，在

劉吉雄校長的指導指揮與林舜

惠老師的鋼琴及劉德亮老師的大

提琴伴奏下，演奏了包括--聖母

頌、倫敦歌謠、奇異恩典、花蓮

舞曲、小雨中的回憶等溫馨或輕

快的曲子，尤其夜來香一曲，配

合著劉校長的手鼓，台下的觀眾

不禁也隨著劉校長的節奏，也跟

著律動起來。劉校長雖然被僵直

性脊椎炎所困擾，見著他彎著腰

的背影卻仍忘我的擊鼓指揮的模

樣，心中除了感動還有深深的敬

佩。

終場由東韻民樂團演奏----

外 甥駽駽去幼稚園玩耍之

後，多了項背誦唐詩的

「才藝」，我尤其喜歡他用甜甜

軟軟的童音唸：「鋤禾日當午，

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

皆辛苦。」

特別感動，絕對因為自己是

農家子弟關係。

其實，我到田裡去幫忙的機

會不多，沒有趕上外公壯年時種

地瓜的時代，自有記憶後，家中

最大宗的農事便是甘蔗，喜歡跟

著外婆押滿載的牛車到糖廠的

「五分仔」火車站去；接著是花

生，採收後，三合院中曬的，總

是滿滿的花生，要定時以走路的

方式「耙翻」，儘管日頭高掛，

可沒有人敢埋怨，因為萬一陰

雨不斷，家中長輩的臉上，可是

會多添好幾條皺紋；後來改種木

瓜，學會分公瓜與母瓜，學會如

五 月二日晚上東韻民樂團配

合劉燕玉老師所指導的古

箏班，在台東生活美學館二樓禮

堂舉辦溫馨五月音樂會。演出

當天，首先由黃張本老師吉他獨

奏-夢中的婚禮&桂河大橋兩首

曲子拉開序幕，獲得滿堂彩。

接下來是今天的主角-古箏班上

場，演奏懷春曲、春苗…等一系

列好聽的曲子，小小年紀的他

們，個個台風穩健，神情自信，

演奏起來曲曲動聽，出乎意料的

好，聽得出其中有學員僅學了短

短的三個月嗎？除了歸功於平時

勤於練習之外，老師有方的指導

更是功不可沒！值得一提的是學

員中的郭家三姐弟，數年來，幾

乎風雨無阻，由媽媽接送認真學

習的態度，有今天這樣的成果呈

National Taitung Living Art Center
文◎陳安川

文◎齊萱

文◎飛鳥

文◎黃碧華

參加第二屆中韓、青少

年美術交流展，成績優

異，共獲的兩銅五優選

的佳績，此次在韓國舉

行的頒獎典禮，他們也

組團前往，共有師生及

家屬1 5人參加，除了

由吳昇姬理事長親自頒

獎外，典禮中並高唱原

住民的歌曲和韓國的小

朋友分享，充份展現台

灣原住民小朋友的熱情

與活力，讓活動增色不

少。

等，就連身為聯繫人的詹澈先生

都侃侃而談了，或說著他們邊緣

寫作的經驗，或詳述他們對鄉土

文學的定義，還是無法解我心頭

之惑。

然後我想起上半場林韻梅老

師談她從來台東工作，到定居於

此的書寫過程，再聽到夏曼˙藍
波安談及蘭嶼美麗的海洋，接

著是巴代的發言，他說在他心

中，沒有台東是邊境，這裡的

邊疆舞曲、踏花歸去、

一剪梅…等五首樂曲，

圓滿落幕！在此，要特

別感謝生活美學館提供

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

供學員研習才藝，更提

供一個平台得以展現成

果。

日　　期 展　覽　名　稱

6月4日~6月14日

6月20日~6月30日

6月3日~6月30日

國立台東大學美產系第二屆
系展

後立體派畫會2010年巡迴
大展

林閒個展

地　　點

台東生活美學館2樓禮
堂

台東生活美學館展覽室

玉里客家生活館

的定義嗎？我瞥向美術館外的藍

天、陽光、草坪、樹木…那些，

可是都不分你我的。

當時我這麼說，現在也要這

樣寫。台東，不是台灣的邊緣；

台灣，也不是世界的邊緣，從台

東發聲，我，或者說我們所有的

人，就是中心。

要有這樣的認知，才能讓台

東的創作，如同台東的自然，有

最燦爛的光景。

─「新生訓導處展示區」揭幕
日期：2010年5月15日
地點：新生訓導處展示區(第三大隊)廣場

1. 默哀：向已逝受難者致意 2.  台東生活美學館林永發館長致

歡迎詞

7.  政治受難者代表—吳聲潤致詞

3.  文建會李仁芳副主任委員致詞

8.  日籍人權工作者小林隆二郎
(左)、受難者郭振純演唱自創

曲「活出火燒島」

4.  立法院賴坤成委員致詞

5.  文建會李副主委致贈林館長綠
島水墨畫作表彰受難者陳孟和

先生貢獻

駐韓國台北代表部釜山辦事處羅處長添宏、

林館長永發、韓國台灣文化觀光交流協會吳

理事長昇姬與台東縣海端鄉廣原國小得獎小

朋友合影

台東作家林韻梅(左)與筆者參加當日座談情形

小小年紀的他們，個個台風穩健，神情自

信，演奏起來曲曲動聽。

備註：6月3日起本館生活美學研習班陸續開課。

第二屆中韓兒童、青少年美術交流展頒獎典禮紀實

從台東發聲，我就是中心

溫馨五月音樂會─古箏班成果展演

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6月份展覽活動

「 2010綠島人權藝術季」5月15日在台東縣綠島人權文化園區開

幕，今年主題是「尋找風中的名字」，將在畫作中找出受難

者姓名。部分政治受難者重返當年受難的第13中隊祭拜，談起今

昔，許多人仍激動落淚。 
文建會副主委李仁芳、主任秘書蔡湘、台東生活美學館長林永

發與政治受難者代表陳孟和等人，共同解開綁在新生訓導處展示區

大門的鐵鍊，宣告人權藝術季開幕。

李仁芳說，人權藝術季選擇在5月辦理，意義非凡。去年5月，

總統馬英九簽署聯合國人權條約，落實「人權立國」政策；而60年
前的5月，則是第一批政治受難者抵達綠島的日子；因為所有政治

受難者的努力，台灣才有今天自由平等的生活，文建會會將努力把

這段歷史轉化為珍貴歷史資產，讓台灣從人權輸入國，轉變為人權

輸出國。

開幕儀式邀請近60位受難者、人權團體代表參加，其中高齡80
歲的陳孟和曾被關15年，擔任攝影公差，今年協助新生訓導處蠟像

館等重建，恢復當年情景。台東生活美學 館長林永發以綠島人

權園區水墨畫贈送並題字感謝。

受難者表示，在綠島獲釋後，

幾乎都視綠島為畢生夢魘，「到

現在做惡夢，都還會夢見

過去被關的樣子」，重返

故地讓他們覺得既感

傷且沉痛，「本來

以為這輩子不會再 來了，

想不到終於還是重新踏上這

片土地」。

林永發館長表示，綠

島人權文化園區讓下一代

了解政治受難者生活，

借鏡時代背景造成的錯

誤，讓大家了解人權重

要性，期盼綠島可以成

為世界人權的標竿。

6.  受難者陳深景演出獄中創作曲

9.  文建會李副主委(左三)、林
館長(右一)與政治受難者代

表：陳鵬雲(左一)、吳聲潤

(左二)、王錦松(右二)解開鐵

鍊，宣告藝術季開幕。

10.  追悼埋骨十三中隊公墓的受
難英靈

創作是鄉土文學的界

限…啊！我頓感心胸

一開，就是這話！

於是在董恕明老

師一番但願族群繼續

融合的感性發言後，

我知道自己該說什麼

了。

所謂邊緣、所謂

界限、所謂鄉土、所

謂城市，不都是人給

希巨蘇飛以黑心石雕

塑一尊永不凋謝的百

合作為新生訓導處展

示區的入口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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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月十五日，台東是個典型

熱帶梅雨季的天氣，一早

天氣悶熱，太陽不大，天空出現

好大一片的烏雲，不知道要飄向

何方。我拎著腳架、攝影機和筆

記型電腦出門，大包小包的要

遠離這些烏雲前往綠島，採訪

2010年綠島人權藝術季。

富岡漁港交通船候船室，不

到九點就擠滿了到綠島的遊客，

還有六七十名，五、六０年代的

政治受難者以及工作人員；遊客

的臉上充滿著無限的喜悅，而這

群政治受難者，頭髮斑白、行動

遲緩，四面張望，似乎是在找尋

三十多年前，一起關在綠島的

「獄友」，有的受難者找到了朋

友，彼此握手寒暄，說說這幾年

來的事，心情也愉快；找不到友

人的受難者，拖著遲緩的步伐，

手裡拿著相機，到候船室外拍富

岡漁港，拍他們那個年代離家十

多年，終於等到可以回家下船的

地方，他們心中的滋味，可想而

知，五味雜陳，既找不到老友，

眼前的富岡漁港又變得陌生，這

一切都成了回憶，一段不堪回首

的回憶。

九點半，開往綠島南竂漁港

準時離開碼頭，我坐在客輪上層

的船艙，一對老夫妻也坐在我旁

邊，心想，他們應該就是政治受

難者了吧！我開口問：「伯伯，

你們也要到綠島，是參加人權藝

術季嗎？」伯伯的心裡，不曉得

是被回憶占滿，還是年老聽不清

楚，沒有回答我，我又再問了一

次，這位伯伯才用沙啞的聲音回

答我，「是呀」，口音一聽就是

外省人的口音，又再度喚起我，

那個年代不只有本省人被關，外

省人也會被關，被關是沒有族群

文◎莊哲權

文◎盛治仁

文◎林永發

文◎公共電視台記者　章明哲

來的，開幕典禮上，雖然下著毛

毛雨，但總算讓消逝的新生訓導

處揭幕，歷史的現場重現在政治

受難者的眼前，這個象徵性的意

義，不僅是政府要向受難者表達

致歉之意，更要以新生訓導處的

歷史現場展示，提醒人們不要重

蹈覆轍！

綠島人權藝術季，也是一場

人權藝術的饗宴，今年的主題

很有哲學的味道，又有詩歌般

意境，取名為「尋找風中的名

字」，人權畫家陳武鎮，把他多

年來的人權油畫，搬到綠島人權

園區展覽，最特別的一幅，是放

在綠州山莊獨居房入口處的油

畫，在綠島風景畫上，有著彎彎

曲曲的名字，這些名字都是政治

受難者，他們的名字過去飄在風

中，如今畫家讓他們寫入畫裡，

不再像風一樣居無定所，透過這

麼寫實的油畫，可以深入看見，

當年政治受難者心理深層的感

受。

採訪結束，搭上船回台東的

航程中，綠島的雨還是在下，但

我心裡對壞天氣沒有多大的埋

怨，心想著，每年有四五十萬人

次登上綠島旅遊，如今新生訓導

處重現，有著多重的意義，這對

政治受難者和家屬來說，有了一

個交待，讓他們可以隨時來憑

吊，另一層意義，是遊客可以到

此一遊，仔細的看著歷史的照片

和歷史現場，用各自不同的角

度，來詮釋這樣的歷史事件，

促進對人權的重視，如同台東

生活美學館館長林永發所說的：

「負面的歷史事件，用藝術轉化

成正面的歷史價值。」綠島人權

園區，愈來愈像我國的和平博物

館！

一六○人，只有入口沒有出口，

前段有官兵幹部房間，後段是廁

所。 
「這樣的日子夠了，希望

恐怖不要再來。」兩次進出綠

島、青年及壯年都在牢裡度過的

八十一歲老人陳明忠，與同樣也

是政治犯妻子馮守娥，十五日出

席「綠島人權藝術季」開幕，不

勝唏噓。 
陳明忠廿二歲時被關，結婚

不自由中的自由2010年綠島人權藝術季 採訪後記

片，跟現在重建的訓導處牌樓幾

乎是一模一樣，都是「清水模」

工法蓋成的，我在門外大約二十

公尺的地方，打開腳架架上攝影

機，把這個距離現在有六十年，

又再度重現的「新生之家」大門

拍了下來，留下歷史的紀錄！

綠島新生訓導處，當年結束

關政治犯的任務之後，曾經是政

治犯生活作息的建築物，也逐漸

消失在荒煙漫草之中，但人權黑

暗的那個年代，事實抹不掉，隨

著物換星移，那段極度爭議又備

受關注的人權話題，重新被檢

視，也被催促還原歷史真相。

這幾年來，每年採訪綠島人

權藝術季，看到了人權園區都有

新的進展，今年最大的改變，就

是行政院文建會重建了新生之

家。

新生訓導處重建的過程，也

是由當年的政治受難者，憑著矇

矓的記憶，畫下草圖，著手動工

重建的，外觀像是軍營，最特別

的是，在重建的押房大通舖房

舍，裡面就擺了五十多尊政治犯

蠟像，有讀書的、下棋的、彈琴

的、睡覺的，姿態各不相同，栩

栩如生，主要的目的，就是重現

囚禁當年政治犯的現場，向歷史

交待！台東生活美學館館長林永

發說：「這可能是全國甚至世界

上密度最高的一處擬真人像雕

塑！」從這裡可以看得出來，為

了紀念那段錯誤的歷史，政府花

了不少人力財力和物力，盡全力

在撫平那道傷痕。

今年，重建的新生訓導處配

合2010年綠島人權藝術季正式

舉辦開幕，午后的綠島，在梅雨

季節，島上的天空是一片烏雲，

肯定是早上從台東一路跟著飄過

後十一年又被抓，兩次進出綠島

共坐廿一年牢。他說，「我們一

生算是完了，希望子孫不要再有

這種白色恐怖。」 
曾在綠島坐牢的受難者陳孟

和，對這次園區重建有重要貢

獻，他以八十高齡，根據當年拍

攝的照片繪製重建圖，新生訓導

處才得以恢復當年樣態。 
一年一度「綠島人權藝術

季」5月15日開幕，推出以「尋

四 十坪大的寢室，曾經擁擠

的同時塞進一六○個政治

犯。綠島新生訓導處重建房舍，

以擬真人的蠟像營造出當年監獄

情景，在寢室內設立六十多個蠟

像，重現當時監獄內的生活情

景，相當撼動人心。 
文建會為了活化綠島人權文

化園區，將五○年代囚禁政治犯

的新生訓導處，等於是當年的勞

動集中營，改建為更活潑展示

區。文建會委託雕塑家林健成，

參考當時老照片製作擬真人蠟

像，放在這區。每個政治受難者

或坐或臥，有的正在如廁，姿態

表情完全不同，取名為《不自由

中的自由》。 
政治犯每天行動受到控制，

只有在晚點名後、熄燈號前，鐵

綠 島位於臺東市33公里外的

太平洋上，全島是一座由

海底火山噴發後形成的島嶼。這

些火山集塊岩長年受風化、海浪

侵蝕，變成曲折變化的海岸地

形。因此，綠島擁有美麗的海底

景觀、珊瑚和豐富的熱帶魚種，

以及舉世罕有的朝日海底溫泉。

過去，在反共戒嚴年代，臺

灣有成千上萬的政治犯被扣上匪

諜罪名，不是被槍決竟是送到綠

島這座海上監獄，進行思想與勞

動改造。有的人坐牢長達三十多

年，才獲釋回家。作家柏楊在綠

島人權紀念碑所題的字：「在那

過 去，文建會先後接管戒嚴

時期保安司令部新生訓導

處及綠洲山莊和景美軍事看守

所，經過修復再活化為現在的綠

島人權文化園區和景美人權文化

園區，推動人權教育。政府對

人權的關懷，如同馬總統所言：

「面對受難者家屬，我們將心比

心；面對歷史，我們要實事求

是，追求真相。」

綠島人權文化園區這幾年

來，透過每年舉辦的綠島人權

藝術季活動，每年都有不少政治

受難者暨家屬積極參與，有年長

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她們囚

禁在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

道盡了當年美麗的綠島，卻也曾

是拆散骨肉、家庭的傷心地。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自從97
年7月接管綠島人權文化園區的

業務以來，接觸到許多的政治受

難者前輩們，瞭解到他們過去在

綠島所受的委曲與痛苦。更明白

他們心中的願望：讓綠島人權文

化園區能真正重建為有血有淚的

人權博物館，更讓年輕世代能真

正了解前輩們過去受難的歷史真

相。最近，綠島人權文化園區已

完成1950年代「新生訓導處」展

的政治受難者江槐邨、王文清寫

詩得到綠島和平對話的徵文獎。

政治受難者歐陽文、陳武鎮等人

也從事人權繪畫藝術的創作，這

些作品都在綠島人權文化園區展

示。更令人敬佩的是年逾八十

歲，曾在綠島相關監獄坐牢十五

年的陳孟和老前輩，全力協助綠

島人權文化園區的建設，他不但

提供自己當年在綠島的老照片，

自製小提琴、手繪新生訓導處重

建圖，並且擔任新生訓導處重建

的指導顧問，讓綠島人權文化園

區有了如今的新面貌。謹此表達

政治受難者陳明忠及妻子馮守娥

擬真人蠟像重現當年新生訓導處寢

室場景,令人震撼

在新生時期受難者黃廣海先生重回園

區巡禮

新生之家入口處

讓台灣從人權輸入國，變成人權輸出國

期待綠島成為世界人權的海上珍珠

找風中的名字」為題的系列展覽

及活動。藝術季命名為「尋找

風中的名字」，《風中的名字》

是七○年代受難者陳武鎮的油畫

名稱，色調沈鬱，畫面是揚起的

風，風裡嵌著受難者名字。

示區。此外，正在趕工中的「新

生訓導處」縮小比例的全區模型

與互動展示區，也將在今年八月

完工。屆時，綠島人權文化園區

將更接近各界所期許的人權博物

館。

就像海底的蛤蚌，因吸入沙

子異物，不斷地忍痛，以唾液來

融合，最後將體內的異質存在物

磨練成為美麗的珍珠。今天的綠

島，也將因過去的許多政治受難

者及他們的家屬，曾在過去戒嚴

年代裡，忍受痛苦的流血、流淚

的人生淬煉故事，更豐富了美麗

的綠島。從此，有了更多令人感

敬意與謝意。

文建會作為全國文化資產保

存與文化建設的最高文化機構，

我們深知保存綠島與景美兩個人

權文化園區的歷史建築與歷史記

憶，是兩個園區的核心目標。因

此，在綠島人權文化園區新生訓

導處展示區，以生動活潑的展示

方式，重現當年政治受難者在綠

島的勞動與思想改造的情況，讓

參觀者瞭解這段歷史。我們期待

綠島人權文化園區，能夠超越日

本北海道網走監獄博物館，成為

亞洲最值得參觀、體驗與休憩的

動的事蹟與故事。這些故事，將

是綠島人權文化園區最獨特的文

化價值。讓我們期許讓綠島成為

世界人權的海上珍珠。

政治人權博物館。更讓過去曾接

受外國人權救援的台灣，成為馬

總統所宣示：「讓台灣從人權輸

入國，變成人權輸出國。」

差異的。我又問他：「有多久沒

有回來綠島了？」伯伯思索了一

下，回答說：「哦，有快四十年

沒有到綠島了，我被關在裡面十

多年了！」這位伯伯的年紀大約

七十多歲，算一算，他三十多

歲，正值青壯年就被關了起來，

十多年的牢獄歲月，磨掉了他人

生最精華的時期，也和家人隔

離！

透過船艙的窗戶，向海面上

看，綠島愈來愈近，伯伯對他的

妻子說：「你看綠島到了！以前

沒有那麼多房子，現在房子變多

了，而且都是水泥蓋的！」伯伯

盡力回憶，比較過去和現在的綠

島，人事已非！

下了船，騎上摩托車，我直

奔2010年綠島人權藝術季的開

幕現場。這次是衝著一九五０年

代綠島新生訓導處重建來採訪

的。

在重建的新生訓導處牌樓外

牆，貼著過去新生訓導處的老照

柵門一關後會有一

個小時，可做自

己想做的事，例如

拉琴、下棋、看書

等。在不到四十坪

大「寢室區」，可

住一二○至一五○

人，最多曾擠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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