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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赴中國北京係進行文學館舍參訪考察，並拜會中國現代文學館，了

解該館營運管理與文學推廣之情形，與該館館方人員進行簡單的座談與交

流，建立雙方進一步認識，可作為未來兩館各項合作的基礎。同時藉由參觀

各文學館舍、博物館，了解中國藝文界現今活動與近況，以及學習、交流辦

理展覽與作家文物保存之專業與經驗，作為未來國家台灣文學館各項研究、

展覽推廣方向營運參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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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目 的 ：  

本 次 訪 問 北京現代文學館、老舍故居、茅盾故居、魯迅博物館、梅

蘭芳紀念館、郭沫若故居等文學館舍，走訪北京傳統巷弄胡同，主要目 的

為 ：  

 

1、  拜 會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館 進 行 人 員 交 流 ；  

2、  參 觀 各 文 學 館 舍 陳 列 文 物 與 館 舍 營 運 ；  

3、  深 入 了 解 中 國 文 藝 界 活 動 現 況與 研 究 趨 向 ；  

4、  觀 摩 博 物 館 經 營 管 理 方 式 ；  

5、  走 訪 中 國 文 化 古 都 北 京 的 當 代 人 文 風 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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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過 程 ：  

(一 )參 與 考 察 人 員 ：  

人員 考察業務 

黃志韜主任秘書 整體考察計畫，並統籌分配工作項目。 

【研究組】 

沈俊翔組長 

簡弘毅助理研究員 

(1).參觀中國現代文學館以及相關文學紀念館。 

(2).觀摩相關專業文學文物展示手法以及作家文物

的策劃。 

(3).考察中國當代文學發展概況與文學趨勢。 

(4).了解作家文物徵集現況與文物典藏技術與觀念。

(5).洽談未來各項學術交流與合作之可能性。 

【推展組】 

鄭少瑜組長 

(1).參觀中國現代文學館以及相關文學紀念館。 

(2).觀摩相關專業文學文物展示手法以及作家文物

的策劃。 

(3).拜會中國現代文學館之相關推展業務人員，並交

換展示技術與推廣心得。 

(4).了解各文學與博物館舍之宣傳、推廣教育方式。

(5).觀摩故宮博物院等博物館之展示教育設備與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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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行 程 介 紹  

 行程 地點 

9/6(三) 高雄小港機場－香港轉機－北京首

都機場 
高雄－香港－北京

9/7(四) 上午：參觀茅盾故居 

下午：拜會中國現代文學館 
北京 

(東城、朝陽區) 

9/8(五) 上午：參觀魯迅博物館、老舍紀念館

下午：參觀故宮博物院 
北京 

(西城、東城區) 

9/9(六) 上午：參觀郭沫若故居 

下午：參觀梅蘭芳紀念館 
北京 

(西城區) 

9/10(日) 北京首都機場－香港轉機－高雄小

港機場 
北京－香港－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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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訪團員攝於現代文學館大門 

刻有巴金文字的巨大「影璧」 

三 、 心 得 ：  

（ 一 ）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館  

一 、 基 本 介 紹 ：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館 位 於 北

京 市 朝 陽 區 文 學 館 路 45 號 ，

是 中 國 最 重 要 的 一 座 文 學 資

料 館 兼 文 學 博 物 館 、 圖 書

館 、 檔 案 館 等 多 功 能 用 途 ，

並 負 有 研 究 、 徵 集 、 典 藏 等

文 學 使 命 。 功 能 與 我 國 的 國

家 臺 灣 文 學 館 相 接 近 ， 而 規

模 更 甚 之 。 現 代 文 學 館 成 立

時 間 為 1985 年 ， 2000 年 5 月 23 日 現 址 新 館 落 成 啟 用 。 館 舍 建

築 面 積 一 萬 四 仟 平 方 公 尺 ， 一 樓 為 二 十 世 紀 文 學 大 師 風 采 展 ，

為 魯 迅 、 郭 沫 若 、 矛 盾 、 巴 金 、 老 舍 、 曹 禺 、 冰 心 等 作 家 展 示

區，二 樓 為 中 國 現 當 代 文 學 展，展 示 現 當 代 文 學 史、作 家 照 片 、

小 傳、著 作 或 手 稿。三 樓 為 作 家 文 庫 展，有 55 位 作 家 個 人 文 庫、

19 位 作 家 書 房 展 示 ； 另 一 棟 為 388 平 方 公 尺 的 多 功 能 演 講 廳 ，

辦 理 文 學 講 座 等 文 學 推 廣 活 動 。  

 

現 代 文 學 館 隸 屬 於 中 國

作 家 協 會 ， 由 中 共 中 央 指

導，該 館 正 式 編 製 職 員 五 十

餘 人，含 五 位 研 究 員，每 年

基 本 維 持 費 約 人 民 幣 六 百

餘 萬，由 國 務 院 直 接 撥 款 ，

另 推 動 業 務 所 需 經 費，必 須

專 案 陳 報 計 畫 爭 取 經 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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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當代文學展」照片

展示櫃 

作家照片儲藏櫃 

組 織 架 構 上 ， 現 代 文 學 館 設 館 長 一 人 ， 副 館 長 二 人 ， 下 設

六 個 單 位 ：  

1.資 料 室：負 責 文 學 館 圖 書 報 刊 的 採 編、典 藏、流 通 等 工 作。

設 有 採 編 組、閱 覽 室、圖 書 庫 、

期 刊 庫 、 港 台 期 刊 庫 五 個 業 務

部 門 。  

2.展 覽 交 流 部：製 作 中 國 現、當 代

文 學 專 題 展 覽 ， 策 劃 、 設 計 、

製 作 各 種 文 學 藝 術 展 覽 ， 舉 辦

多 樣 文 化 交 流 活 動 。 設 有 編 輯

組 、 美 工 組 。  

3.編 研 室：辦 理 編 輯 出 版 與 研 究 工

作。設 有 編 輯 組、出 版 發 行 組 、

研 究 組 。  

4. 徵 集 室 ： 征 集 作 家 文 物 文 獻 資

料 。 設 有 文 庫 組 、 檔 案 組 。  

5.信 息 影 視 部：負 責 文 學 館 資 訊 系 統 運 行 與 管 理，文 學 音 像

影 視 資 料 攝 製 、 收 集 、 保 管 與 利 用 ， 信 息 及 影 像 技 術 對

外 合 作。設 有 信 息 組、技 術 組、影 視 組、網 站 和 音 像 室 。 

6.辦 公 室 ： 負 責 行 政 管 理 和 對 外 經 營 等 工 作 。  

另 下 轄 茅 盾 故 居，負 責 保

護 、 管 理 茅 盾 先 生 的 遺 物 和

故 居 建 ， 築 ， 及 故 居 内 的 茅

盾 專 題 展 。  

 

二 、 文 物 徵 集 、 典 藏 與

展 示 ：  

文 學 館 的 一 至 三 樓 為

「 主 題 常 設 展 」，以 靜 態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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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文庫」室之蕭軍書房 

本處黃志韜主任秘書與現代文學館 

陳榮勝常務副館長等人進行經驗交流 

呈 現 「 二 十 世 紀 文 學 大 師 風 采 展 」、「 中 國 現 當 代 文 學 展 」、「 作

家 文 庫 」，陳 列 各 式 作 家 文 物、手 稿、照 片、器 材、裝 置 道 具 等 。

礙 於 規 定 ， 無 法 拍 攝 照 片 。 其 中 三 樓 的 「 作 家 文 庫 」 受 到 最 大

的 注 目，選 定 了 19 位 作 家 模 擬 其 書 房 或 書 桌 原 貌，擺 置 日 常 文

物 、 衣 帽 、 桌 椅 、 筆 墨 等 ， 使 人

直 接 感 受 其 氣 氛 。 另 選 定 五 十 餘

位 作 家 ， 於 書 櫃 上 擺 置 個 人 著 作

或 藏 書 ， 成 為 個 人 書 庫 ， 為 其 特

色 ， 也 是 吸 引 作 家 或 家 屬 捐 贈 文

物 之 最 有 利 條 件 。  

該 館 館 內 所 辦 的 展 覽 類 型 包

括：(1)常 設 展；(2)輪 流 展，以 館

藏 、 作 家 等 展 示 主 題 ， 定 期 （ 約 3-6 個 月 ） 更 換 展 品 或 展 出 作

家 ； (3)臨 時 展 ， 係 展 出 其 他 單 位 辦 理 的 展 覽 。 並 常 與 各 作 家 個

人 紀 念 館 、 故 居 等 合 辦 作 家 紀 念 性 展 覽 或 活 動 。 例 如 ， 老 舍 冥

誕 紀 念 日 活 動 ，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館 即 與 老 舍 故 居 共 同 規 劃 參 與 。  

典 藏 條 件 的 不 足 是 該 館 目 前 最 大 困 境，並 期 望 於 第 二 期 工 程

完 成 後 加 以 改 善 。 由 於 地 理 條 件 與 建 築 因 素 ， 該 館 地 下 室 空 間

時 有 漏 水 情 形 ， 不 利 文 物 保 存 ， 故 該 館 圖 書 、 手 稿 、 照 片 等 珍

貴 文 物 皆 存 放 在 一 至 三

樓 的 各 典 藏 室 內 ， 輔 以

除 濕 、 冷 氣 等 簡 易 設 備

加 以 維 護 ， 部 分 典 藏 室

甚 至 有 日 曬 問 題 ， 對 文

物 保 存 影 響 甚 大 ， 是 該

館 目 前 最 重 要 的 困 境 。

目 前 館 藏 文 物 約 有 50

萬 筆 ， 並 持 續 徵 集 增 加

中 。 依 文 物 重 要 價 值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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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館大廳之彩繪玻璃鑲嵌壁畫，主題為郭

沫若《女神》等作品 

入口門把上之巴金手模 

等 級 ， 約 略 可 以 年 代 作 為 劃 分 基 準 ： 1949 年 前 為 A 級 ， 1949

年 後 為 B 級 ， 1965 年 文 革 後 為 C 級 。  

文物 徵 集 為 持 續 性

業 務，主 動 徵 集 與 被 動

接 受 捐 贈 並 行 ，「 絕 對

無 償 」為 最 高 原 則 ， 但

為 作 家 舉 辦 研 討 會 或

出 版 作 品 集 等 方 式，是

可 行 且 經 常 使 用 的 替

代 作 法。早 在 八 ○ 年 代

文 學 館 成 立 之 初，巴 金

等 多 位 作 家 即 號 召 響

應 文 物 徵 集 而 捐 贈 文 物 一 批 ， 成 為 此 一 工 作 之 初 始 。  

現 代 文 學 館 作 為 中 國 最 核 心 文 學 機 構，積 極 推 廣 文 學 閱 讀 與

研 究 環 境 ， 並 以 八 個 管 道 進 行 其 任 務 ： (1) 常 設 展 與 特 展 ； (2)

作 家 星 期 講 座 ； (3)影 視 資 料 ； (4)網 路 資 源 ； (5)文 學 出 版 品 (例

如 館 藏 作 家 大 系 叢 書 )； (6)各 式

活 動 ； (7)研 究 計 畫 ； (8)館 際 交

流 。  

 

三 、 建 築 風 格 ：  

現 代 文 學 館 新 館 落 成 於

2000 年 ， 在 建 築 物 內 外 部 都 極

具 巧 思 地 加 上 許 多 作 家 或 文 學

意 象，使 其 不 單 是 生 硬 的 建 物 ，

更 是 溫 暖 的 「 作 家 的 家 」， 讓 人

感 覺 親 切。以 文 學 館 入 口 推 門 為

例 ， 以 巴 金 的 手 模 刻 印 而 成 ，

刻 工 細 緻 ， 充 份 刻 劃 出 老 作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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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人物雕塑，左起：葉聖陶、曹愚、老舍 作家人物雕塑：魯迅 

作家人物雕塑：冰心 

的 創 作 之 手 的 歲 月 痕 跡 ， 讓 每 個 進 入 館 內 的 人 ， 都 是 推 著 巴 金

的 手 開 啟 打 開 文 學 通 道 之 門 ， 直 接 傳 達 的 是 手 的 觸 覺 ， 但 也 間

接 傳 承 巴 金 對 文 學 的 熱 情 與 堅 持 的 心 。 作 家 巴 金 是 倡 議 建 立 現

代 文 學 館 的 重 要 推 手 ， 而 這 樣 的 設 計 ， 正 是 對 其 貢 獻 的 最 大 回

應 。  

 

另 外 館 舍 中 庭 的 花 園 矗 立

著 幾 個 雕 塑 ， 分 別 是 魯 迅 、 巴

金 、 茅 盾 、 老 舍 、 曹 禺 、 葉 聖

陶 、 冰 心 、 丁 玲 … … 十 餘 座 雕

像 ， 分 別 出 自 不 同 雕 刻 家 之

手 ， 展 現 各 作 家 不 同 的 風 貌 與

人 格 特 質 ， 總 的 來 說 是 十 分 成

功 的 ， 讓 人 從 立 體 的 雕 像 中 可

以 直 接 感 受 作 家 的 鮮 明 形 象 。  

 

除 了 作 家 雕 像 外 ， 主 建 築 體 四 邊 各 有 冰 心 、 葉 聖 陶 、 巴 金

等 人 所 提 「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館 」 館 名 筆 跡 刻 字 。 圍 繞 牆 面 上 還 有

數 十 個 「 漢 白 玉 花 卉 浮 雕 」， 象 徵 「 百 花 齊 放 」。 大 廳 內 部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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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畫：受難者 

五千位作家簽名之大花瓶，台

灣作家如余光中等人亦在其中 

巴 金 《 家 》、 老 舍 《 茶 館 》、 魯 遜 《 祝 福 》 等 多 部 名 家 代 表 著 為

背 景 所 構 成 的 巨 幅 彩 色 玻 璃 鑲 嵌 壁 畫 ， 以 「 受 難 者 」 與 「 反 抗

者 」 為 主 題 的 兩 幅 大 壁

畫，和 近 五 千 位 作 家 簽 名

的 三 公 尺 高 青 花 大 磁

瓶，這 些 大 格 局 卻 又 別 具

巧 思 的 設 計，裡 裡 外 外 都

構 成 了 這 座 文 學 館 獨 特

而 別 出 心 裁 之 處，作 為 中

國 最 重 要 的 文 學 機 構，確

實 有 其 外 觀 上 的 份 量 。  

 

四 、 參 觀 後 心 得 ：  

我 們 在 午 後 時 分 抵 達 此 行 的 主 要 目 的 地，現 代 文 學 館 外 觀 的

氣 派 與 規 劃 良 好 ， 遠 超 過 我 們 的 預 期 。 在 大 門 接 待 處 等 待 文 學

館 接 待 者 的 空 檔 ， 簡 單 瀏 覽 過 這 個 館 舍 的 大 廳 ， 現 代 式 建 築 風

格 ， 陽 光 透 過 大 片 落 地 窗 灑 進

來 ， 俐 落 的 大 廳 廊 柱 ， 切 割 成

一 個 完 整 的 大 廳 空 間 ， 只 是 沒

有 什 麼 參 觀 的 人 。 是 啊 ， 這 個

文 學 館 內 空 盪 盪 的 ， 只 有 幾 個

工 作 人 員 意 興 蘭 姍 地 呆 坐 在 位

置 上 ， 以 悠 雅 的 姿 態 渡 過 漫 漫

長 日 ， 除 此 之 外 沒 有 參 觀 民

眾 。 是 個 寧 靜 安 祥 的 午 後 時

光 。  

經 過 短 暫 走 馬 看 花 似 的 參

觀 各 展 覽 室 與 典 藏 室 後 ， 留 下

的 印 象 其 實 並 不 深 刻 ， 並 且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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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人物雕塑：郭沫若 

於 無 法 讓 我 們 拍 照 ， 可 供 留 下 的 資 料 與 記 憶 顯 得 有 限 。 當 然 走

馬 看 花 還 是 可 以 看 出 點 什 麼 的。至 少，可 以 看 出 他 們 對「 文 學 」

展 覽 的 觀 念 還 十 分 粗 糙。簡 單 歸

納 出 幾 個 想 法 ：  

一 、  展 出 的 文 物 及 作 家，不

以 文 學 成 就 為 唯 一 指

標 ，「 黨 性 」 也 是 重 要

參 考 指 標 。 對 「 左 翼 」

「 無 產 階 級 」文 藝 路 線

的 確 立 與 遵 守，是 該 館

的 重 要 目 標 。  

二 、  重 視 硬 體 大 於 軟 體，對

作 家 的 呈 現 方 式 最 簡

單 的 就 是 將 其 書 房 與

起 居 室 直 接 還 原 重

現，最 好 還 可 以 來 個 蠟

像 或 銅 像 。 十 分 信 仰 「 寫 實 」 路 線 。  

三 、  所 謂 的 「 作 家 文 庫 」 只 是 把 作 家 的 著 作 與 藏 書 整 齊 排

放 在 制 式 的 書 櫃 上 ， 為 了 防 塵 防 濕 而 加 了 櫃 門 。 書 ，

只 是 另 一 個 擺 設 品 ， 如 同 書 桌 上 的 筆 與 牆 上 的 照 片 。  

四 、  過 於 強 調 避 免「 論 字 排 輩 」， 卻 仍 處 處 顯 露 對 特 定 作 家

的 褒 貶 評 價 ， 或 者 刻 意 突 顯 港 台 作 家 與 文 學 的 位 階 ，

其 意 甚 明 。  

五 、  對 文 物 保 存 的 觀 念 還 十 分 老 舊 ， 停 留 在 表 層 的 「 保 存

良 好 」 技 術 思 維 ， 對 於 基 礎 的 恆 溫 恆 濕 ， 似 乎 還 顯 得

心 有 餘 而 力 不 足 。  

六 、  館 舍 外 觀 比 內 容 來 得 吸 引 人 。  

 

倒 是 他 們 對 於 細 節 的 經 營 ， 其 實 讓 人 感 覺 還 滿 溫 暖 的 ， 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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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行人拜會後與陳榮勝副館長合影 

如 作 家 雕 塑 或 是 館 舍 裝 飾 等 處 ， 這 些 做 法 或 許 有 些 刻 意 ， 但 是

我 仍 可 以 感 受 到 他 們 對 這 座 文 學 館 的 重 視 與 經 營 的 用 心 ， 或 許

是 源 自 於 對 文 學 的 熱 忱 ， 或 許 是 國 家 與 黨 對 文 藝 宣 傳 的 重 視 ，

更 或 許 是 作 家 與 文 藝 工 作 者 基 於 「 終 於 有 了 自 己 的 家 」 的 想 法

而 展 現 高 度 向 心 力 。 大 門 入 口 處 刻 下 的 巴 金 文 字 ， 正 足 以 說 明

這 一 切 的 真 切 意 義 ：  

 

我們有一個多麼豐富的文學寶庫，那就是多少作家留下來

的傑作，他們支持我們，教育我們，鼓勵我們，使自己變

得更善良，更純潔，對別人更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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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舍故居入口處的胡同 

（ 二 ） 老 舍 故 居  

老 舍 故 居 位 在 北 京 市 東 城

區 燈 市 口 西 街 豐 富 胡 同 19

號，緊 鄰 北 京 市 最 熱 鬧 的 王 府

井 大 街 ， 是 老 舍 在 1950 年 從

美 回 到 北 京 後 購 置 的 舊 式 四

合 院 ， 一 直 到 老 舍 1966 年 過

世 前，都 在 這 四 合 院 內 居 住 與

寫 作，包 括 著 名 的《 茶 館 》、《 龍

須 溝 》 等 。 1984 年 北 京 市 政 府

將 其 故 居 列 為 文 物 保 存 單 位 ，

並 進 行 整 修，在 1999 年 2 月 老 舍 百 年 誕 辰 前，正 式 成 立 老 舍 紀

念 館 並 對 外 開 放 。  

 

當 我 們 一 行 人 穿 過 熱 鬧 繁 華 的 北 京 王 府 井 大 街 ， 來 到 故 居

所 在 地 的 胡 同 口 時 ， 感 受 到 的 卻 是 另 一 種 寧 靜 、 安 逸 的 氣 氛 。

收 票 的 先 生 在 入 口 旁 與 鄰 居

正 在 下 棋 、 閒 聊 ， 看 到 我 們

來 訪 才 匆 忙 恢 復 「 上 班 」 狀

態 。 一 問 之 下 ， 得 知 故 居 紀

念 館 在 假 日 才 稍 有 人 潮 ， 平

日 是 難 得 有 參 觀 者 的 ， 而 隸

屬 北 京 市 文 物 局 管 轄 的 故 居

工 作 人 員 ， 自 然 是 相 對 悠 閒

的。也 因 此，我 們 得 以 好 整 以

遐 地 仔 細 參 觀 內 容 陳 設 。  

 

故 居 ， 當 然 以 還 原 作 家 當 年 生 活 起 居 的 面 貌 為 主 要 的 目

的 ， 兼 而 陳 列 相 關 著 作 、 手 稿 、 照 片 等 資 料 ， 這 點 在 北 京 各 作

故居內兩棵丹柿樹為老舍夫婦手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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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舍各部著作之外譯本 

館內陳設之圖書與老舍個人衣著、器物 

家 紀 念 館 都 大 同 小 異 。 老 舍 故 居 是

坐 北 朝 南 的 標 準 四 合 院 ， 格 局 不

大 ， 進 門 左 右 兩 側 的 廂 房 是 以 陳 列

文 物 照 片 為 主 的 空 間 ， 中 央 主 廂 房

還 原 了 當 時 老 舍 夫 婦 起 居 室 與 臥 室

的 樣 貌 ， 顯 得 簡 僕 而 略 為 擁 擠 ， 自

然 佈 置 與 陳 設 也 就 比 較 粗 糙 。 各 展

示 間 以 年 代 作 為 區 隔 ， 依 先 後 順 利

展 出 老 舍 生 平 與 創 作 資 料 ， 包 括 照 片 、 圖 書 等 ， 而 寫 作 手 稿 也

置 於 展 示 櫃 中 陳 列 。 其 中 比 較 有 趣 的 ， 是 名 著 《 駱 駝 祥 子 》 被

改 編 為 舞 台 劇 並 在 各 地 上 演 ， 展 示 櫃 上 就 展 出 了 該 劇 在 台 公 演

時 的 劇 照 ， 也 算 是 老 舍 先 生 與 台 灣 的 巧 妙 連 結 了 。  

 

因 為 是 將 作 家 故 居 直 接

改 建 成 為 紀 念 館，雖 然 陳 設

較 為 簡 單，卻 可 以 直 接 感 受

作 家 當 年 生 活 起 居 的 空

間，觀 眾 可 依 據 作 家 曾 使 用

的 物 品 、 生 活 過 的 空 間 ， 對

作 家 個 人 做 更 深 入 的 認 識

與 聯 想 。 在 臥 房 陳 列 室 內 的

牆 上 ， 懸 掛 著 老 舍 夫 人 、 名

畫 家 胡 潔 青 女 士 的 畫 作 ， 胡 據 稱 是 知 名 大 畫 家 齊 白 石 的 入 門 弟

子 ， 以 畫 菊 花 著 名 。 夫 妻 兩 人 皆 聞 名 中 國 藝 文 界 ， 卻 也 保 有 純

僕 簡 約 的 生 活 ， 守 著 這 麼 一 座 繁 華 市 井 旁 的 小 宅 邸 ， 可 說 是 非

常 難 得 的 。 四 合 院 中 庭 的 兩 棵 丹 柿 樹 ， 正 是 他 們 愛 情 的 見 證 。

這 座 四 合 院 ， 也 因 而 被 稱 為「 丹 柿 小 院 」。 在 此 院 內 走 動 ， 可 以

感 受 到 寧 靜 氣 氛 中 ， 屬 於 老 舍 的 簡 單 的 人 格 特 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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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舍獲頒「人民藝術家獎狀」及其玉照 

紀念館套票一式四張 
小巧的紀念章 

老 舍 生 於 北 京，長 於 北

京 ， 所 書 寫 的 人 物 與 主 題

也 幾 乎 都 與 北 京 有 關 ， 並

且 被 文 壇 尊 稱 為 「 人 民 文

學 作 家 」， 代 表 著 老 舍 的 文

學 始 終 貼 近 底 層 人 民 的 生

命 與 命 運 。 代 表 作 如 《 駱

駝 祥 子 》《 茶 館 》《 四 代 同

堂 》 等 ， 都 是 十 分 經 典 的

文 學 作 品 。 1950 年 ， 被 推 選 為 北 京 市 文 學 藝 術 工 作 者 聯 合 會 主

席，並 被 推 舉 為「 人 民 藝 術 家 」，這 是 對 其 一 生 文 學 與 生 命 的 高

度 表 彰 ， 特 別 在 社 會 主 義 新 中 國 的 藝 文 空 氣 裡 ， 這 樣 的 榮 耀 是

很 可 貴 的 。  

 

然 而 畢 竟 屬 於 小 規 模 的 紀 念 館 ， 經 費 與 技 術 都 不 足 ， 在 設

備 上 與 文 物 陳 列 上 都 屬 簡 陋 ， 例 如 手 稿 、 書 信 等 脆 弱 文 物 仍 直

接 置 放 在 非 密 閉 式 玻 璃 櫃 中 並 上 鎖 ， 保 存 條 件 相 關 不 理 想 ， 門

禁 管 理 與 保 安 系 統 更 是 闕 如 ， 令 人 對 這 些 珍 貴 文 物 資 產 捏 一 把

冷 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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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居內庭的茅盾雕像 

茅盾年輕時的作文，以及老師「竭力用

功，勉成大器」之評語 

（ 三 ） 茅 盾 故 居  

茅 盾 故 居 位 於 北

京 市 後 圓 恩 寺 胡 同 13

號 ， 隸 屬 於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館 下 轄 單 位 。 茅

盾 自 1974 年 開 始 居 住

於 此 ， 直 到 1981 年 辭

世 為 止 。 1985 年 經 整

理 後 開 放 參 觀 。  

 

我 們 抵 達 前 不 久 的

2006 年 7 月 ， 故 居 剛 重 新 整 修 開 放 ， 據 稱 是 為 了 紀 念 茅 盾 誕 辰

110 年 ， 因 此 一 入 館 內 即 感 覺 到 明 顯 的 「 新 」 味 ， 牆 壁 、 磚 瓦

都 是 新 整 修 的 ， 比 起 故 居 外 觀 的 古 僕 ， 顯 得 有 點 不 太 協 調 。 與

老 舍 故 居 一 樣 ， 這 裡 也 是 標 準 座 北 朝 南 的 四 合 院 建 築 ， 格 局 比

老 舍 故 居 更 為 方 正 一 些 ， 也 較 寬 大 許 多 。 佈 置 上 ， 也 是 採 取 相

似 的 概 念 ， 將 起 居 室 及 臥 房 原 樣 保 留 ， 其 餘 廂 房 陳 列 茅 盾 生 活

與 創 作 歷 程 的 文 物 ， 而 整 體 較 為 新 穎 ， 照 片 輸 出 與 影 音 設 備 皆

完 備 ， 瀏 覽 起 來 十 分 舒 服 。  

陳 列 室 裡 展 出 以 茅 盾 生

平 為 展 示 主 軸 ， 包 括 其 小

時 候 的 故 居 及 家 鄉 浙 江 烏

鎮 的 介 紹 ， 搭 配 照 片 、 圖

書 、 手 稿 、 器 物 等 文 物 ，

並 以 繫 年 方 式 逐 時 期 呈

現 。 由 這 些 平 面 圖 像 與 文

物 陳 列 的 雙 重 方 式 ， 可 立

體 而 直 接 地 介 紹 作 家 之 一

生 與 創 作 生 涯 。 茅 盾 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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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列室內一角 

九 三 ○ 年 代 即 為 重 要 的 作 家 ， 與 當 時 「 左 翼 聯 盟 」 有 直 接 的 關

係 ， 所 著 《 子 夜 》 等 小 說 ， 為 三 ○ 年 代 重 要 的 代 表 作 品 ， 其 手

稿 也 在 此 故 居 中 展 示 ， 極 為 珍 貴 。  

 

然 而 故 居 最 重 要 的 意 義 ， 不

僅 在 於 陳 列 文 物 與 簡 介 作 家，更

重 要 的 是 透 過 生 活 環 境 的 還

原，呈 現 出 作 家 其 人 與 其 人 格 特

質 。 茅 盾 在 1949 年 新 中 國 成 立

後，歷 任 文 化 部 長、中 國 作 家 協

會 主 席 等 重 要 職 位，在 中 國 文 學

史 上 有 極 高 地 位，理 當 享 有 聲 名

與 優 渥 的 生 活 待 遇，但 在 故 居 四

合 院 的 第 二 進 ， 也 就 是 他 的 書 房 與 臥 房 裡 ， 卻 只 看 到 簡 單 老 舊

的 家 具 與 滿 牆 滿 櫃 的 書 籍 ， 充 分 顯 示 他 的 文 學 涵 養 與 簡 僕 個

性 。 臥 室 內 有 一 木 櫃 ， 據 牆 上 說 明 牌 所 言 ， 內 放 置 有 茅 盾 之 夫

人 骨 灰 罐 ， 可 見 茅 盾 對 其 妻 情 感 的 深 切 ， 至 死 亦 不 捨 分 離 。  

 

  故 居 所 在 的 後 圓 恩 寺 胡 同 也 大 有 來 頭 ， 屬 於 北 京 市 南 鑼 鼓 巷

地 區 歷 史 文 化 保 護 區 ， 此 區 一 帶 鄰 近 王 府 宅 第 ， 雖 不 如 后 海 一

帶 的 王 府 氣 派 軒 昂 ， 也 是 帝 王 時 期 中 等 以 上 官 員 所 居 之 處 ， 胡

同 雖 不 寬 廣 ， 卻 相 對 寧 靜 與 整

潔 ， 感 受 不 到 太 多 的 喧 囂 氣

息 。 不 過 也 許 是 老 舊 胡 同 了 ，

附 近 的 地 名 也 有 些 混 亂 ， 要 來

到 這 裡 得 費 點 工 夫 ， 我 們 所 承

租 的 計 程 車 就 不 太 找 得 到 此

地 ， 繞 了 大 半 天 才 覓 得 目 的

地。此 胡 同 內 有 另 一 廳 院，從 門 起居室一角（由窗戶外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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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行人攝於故居門口 

口 看 頗 為 洋 式 風 格 ， 庭 園 垂 柳 與 雕 花 洋 樓 ， 原 為 清 末 慶 親 王 奕

劻 次 子 的 宅 第，現 址 為「 友 好 賓 館 」，但 當 年 曾 是 對 日 戰 爭 結 束

後 先 總 統 蔣 介 石 在 北 京 的 行 轅 ， 頗 有 歷 史 況 味 。 而 在 行 轅 對 門

的「 黑 芝 麻 胡 同 小 學 」，據 說 是 當 年 的 王 恭 貴 族 子 弟 私 塾 之 處 。 

 

  除 了 北 京 這 一 處 故 居

外，浙 江 省 桐 鄉 市 烏 鎮 觀

前 街 19 號 也 有 一 處 茅 盾

故 居，是 茅 盾 出 生 和 生 活

的 地 方，也 是 茅 盾 進 行 早

期 創 作 的 地 方。1985 年 ，

在 對 故 居 修 復 後，建 為 茅

盾 故 居 ， 對 外 開 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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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若紀念雕像 

故居為中國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 四 ） 郭 沫 若 故 居  

郭 沫 若 故 居 紀 念 館 位 於 前

海 西 街 18 號 ， 1988 年 6 月 正

式 對 外 開 放 參 觀 至 今。從 1963

年 至 1978 年 ， 在 國 務 院 的 安

排 下 郭 沫 若 在 此 處 居 住 了 晚

年 的 最 後 時 光 ， 直 至 辭 世 。  

 

這 座 故 居 在 北 京 的 作 家 名

人 故 居 中 ， 應 該 是 規 模 最 大

的，因 為 它 曾 是 晚 清 恭 王 府 的

別 院，民 國 初 年 略 為 改 建 成 中

西 合 璧 的 宅 院，佔 地 廣 闊，庭

園 造 景 十 分 優 美 。 相 稱 的 是 ， 參 觀 門 票 十 分 昂 貴 ， 一 個 人 就 要

20 元 人 民 幣 ， 充 分 顯 現 其 宅 邸 的 氣 派 與 其 主 人 郭 沫 若 的 地 位 。

郭 在 中 國 三 ○ 年 代 文 學 與 「 左 翼 聯 盟 」 中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 解 放

後 歷 任 中 國 文 聯 主 席 、 中 國 科 學 院 院 長 、 全 國 人 大 常 務 委 員 會

副 會 長 等 要 職 ， 也 因 此 可 以 配 得 上 這 樣 豪 華 的 「 一 級 」 官 邸 。  

 

故 居 垂 花 門 內 是 正 房、耳

房 、 東 西 廂 房 和 後 罩 房 。 入

垂 花 門 進 四 合 院，東 西 廂 房

及 後 排 東 房 為 生 平 陳 列

室 ， 展 示 這 位 詩 人 、 學 者 的

一 生 ， 及 其 在 文 學 、 歷 史 、

考 古 、 翻 譯 等 領 域 中 的 成

就 。 前 排 正 房 分 別 是 客 廳 、

辦 公 室 、 臥 室 ， 穿 過 小 月 季

園，後 排 正 中 是 郭 沫 若 夫 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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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園建築一景 

一行人攝於故居大門外 

故居外正是什剎海景點著名的「黃包車

遊胡同」出發點之一 

研 究 書 法 的 地 方 ， 它 們 都 依 舊

保 持 著 郭 沫 若 在 世 時 的 狀 況 。

陳 列 室 以 「 郭 沫 若 的 文 學 世

界 」、「 郭 沫 若 與 中 國 史 學 」、「 郭

沫 若 的 人 生 歷 程 」 等 主 題 ， 再

現 郭 的 一 生 各 時 期 、 各 領 域 的

活 動 軌 跡 。 據 稱 紀 念 館 內 存 有

郭 沫 若 大 量 的 手 稿 文 物 ， 但 展

出 有 限 ， 無 法 準 確 一 窺 其 貌 。  

 

郭 沫 若 故 居 位 置 在 北 京 什 剎 海 一 帶，現 已 發 展 為 著 名 觀 光 景

點 ， 臨 近 的 「 恭 王 府 」 為 現 今 世 界 最 具 規 模 的 四 合 院 建 築 ， 並

與 不 遠 處 的 魯 迅 博 物 館 、 梅 蘭 芳 紀 念 館 、 宋 慶 齡 紀 念 館 等 館 舍

連 結 為 一 文 化 觀 光 動 線 ， 發 展 潛 力 十 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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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蘭芳紀念館外觀 

梅蘭芳演出身段的解說圖 

（ 五 ） 梅 蘭 芳 紀 念 館  

梅 蘭 芳 紀 念 館 位 於 西 城 區 護 國 寺 大 街 9 號 ， 於 1986 年 10

月 成 立 並 對 外 開 放 。 紀 念 館 也 是 梅 蘭 芳 生 前 最 後 十 年 的 居 住

地 ， 也 是 典 型 北 京 四 合 院 的 格 局 ， 居 於 深 巷 之 內 ， 顯 得 幽 靜 而

安 適 。  

 

梅 蘭 芳 為 當 代 中 國 京

劇 的 一 代 名 家 ， 並 且 是 京

劇 向 海 外 傳 播 的 重 要 推

手 ， 在 當 代 中 國 藝 術 表 演

上 聲 譽 極 高 。 解 放 後 ， 梅

擔 任 了 中 國 文 學 藝 術 界 聯

合 會 副 主 席 、 戲 劇 家 協 會

副 主 席 、 戲 曲 學 院 院 長 等

重 要 藝 術 職 位，因 此 在 1961 年 逝 世 後，其 家 屬 將 大 量 戲 曲 資 料

與 文 物 捐 贈 予 國 家 ， 並 成 立 梅 蘭 芳 紀 念 館 予 以 收 藏 及 展 示 。 紀

念 館 分 兩 部 分 ， 正 院 保 存 故 居 原 貌 ， 包 括 會 客 廳 、 臥 房 、 書 房

等 生 活 起 居 原 狀 。 外 廳 展 覽 室 陳 列 了 大 量 圖 片 、 衣 物 、 文 物 與

影 音 資 料 ， 具 體 呈 現 梅 蘭 芳 與 京 劇 演 出 的 鮮 活 風 彩 。  

 

京 劇 為 中 國 重 要 的 戲 曲

派 別 ， 然 梅 蘭 芳 不 侷 限 於 此

一 系 統 ， 融 合 中 國 各 地 不 同

戲 曲 風 格 與 表 現 手 法 於 一

身 ， 提 昇 中 國 戲 曲 的 藝 術 價

值 ， 並 將 之 推 廣 到 世 界 的 舞

台 上 。 紀 念 館 內 呈 現 了 他 一

生 的 藝 術 成 就 與 活 動 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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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灑落在梅蘭芳故居的一角 

梅蘭芳出訪多國演出，遍及歐美各地 

《霸王別姬》一戲的戲服與道具 

紀念印章 

跡，搭 配 演 出 的 戲 服、裝 飾，舞 台 演 出 影 片 ，

與 各 種 照 片 、 戲 曲 資 料 等 ， 多 樣 呈 現 ， 相 當

吸 引 人 ， 也 深 具 戲 曲 教 學 的 價 值 。  

 

 

 

 

 

 

 

 

 

 

 

 

 

 

 

 

 

 

 

 

 

 

梅蘭芳演出的各種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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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修中的魯迅博物館外觀 

魯迅博物館被列為「愛國主

義教育基地」 

（ 六 ） 魯 迅 博 物 館  

魯 迅 博 物 館 位 於 北 京 阜 成 門

內 宮 門 口 二 條 19 號 。 魯 迅 在 北

京 的 故 居 ， 據 統 計 約 有 五 處 ， 有

的 已 經 拆 除 改 建 ， 而 這 處 紀 念

館 ， 是 其 中 較 大 ， 保 存 較 為 完 整

的 一 座 ， 於 1954 年 興 建 為 博 物

館 ， 並 於 1956 年 魯 迅 逝 世 20 週

年 紀 念 日 落 成 開 放 ， 是 中 國 解 放

後 第 一 個 成 立 的「 人 物 傳 記 性 博

物 館 」。 1994 年 擴 建 至 目 前 的 規 模 。  

 

今 年 九 月 是 魯 迅 逝 世 七 十 週 年 ， 按 常 理 及 中 共 對 魯 迅 的 尊

崇 ， 應 該 會 大 肆 紀 念 一 番 ， 然 而 我 們 卻 連 魯 迅 博 物 館 的 門 都 無

法 進 入，因 為 在 沒 有 公 告 及 說 明 的 狀 況 下，博 物 館 正 在「 整 修 」

而 關 閉 。 根 據 台 灣 的 中 國 時 報 ， 中 共 中 央 希 望 低 調 處 理 魯 迅 的

逝 世 週 年 紀 念 ， 深 怕 「 炒 作 魯 迅 和 借 魯 迅 來 講 什 麼 怪 話 。 」 言

論 緊 縮 如 此，博 物 館 的 藉 故 整 修，似

也 並 不 為 奇。然 而 無 緣 參 觀 這 位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最 重 要 作 家 的 紀 念 館，仍 讓

我 們 十 分 遺 憾，甚 至 於，在 門 外 企 圖

拍 攝 內 部 的 照 片，都 被 其 內 施 工 的 工

人 咆 哮 而 出 。  

一 如 博 物 館 外 牆 上 掛 著 的 ， 大 大

小 小 的 牌 子 所 標 示 的 ：「 愛 國 主 義 教

育 基 地 」、「 國 家 機 構 思 想 教 育 基

地 」， 充 分 說 明 了 魯 迅 在 當 代 中 國 社

會 與 文 學 中 的 「 位 置 」。 博 物 館 外 綠

樹 林 蔭，儼 然 如 同 一 條 小 型 的 綠 色 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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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入內參觀，只能在門外攝影。 

光影流洩於故居外的巷弄間 

道 ， 陽 光 穿 透 其 中 ， 讓 人 感 覺 到 彷 彿 春 天 的 氣 息 。 在 中 國 共 產

黨 早 年 文 藝 運 動 的 發 展

時 期，魯 迅 的 文 學 與 批 判

能 量 起 著 領 導 的 作 用，也

一 直 被 中 共 領 導 人 如 毛

澤 東 等 人 視 為 「 精 神 導

師 」， 毛 更 是 對 魯 迅 的 著

作 十 分 推 崇。而 今 卻 因 政

治 與 社 會 氣 氛 而 低 調 處

理 ， 令 人 感 觸 良 多 。  

 

但 魯 迅 其 人 仍 是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中 至 為 重 要 的 人 物，除 北 京 此

處 博 物 館 外 ， 上 海 另 有 紀 念 館 、 故 居 三 處 與 墓 地 一 座 ， 山 東 、

廣 東 以 及 故 鄉 紹 興 也 都 有 大 小 規 模 不 等 的 紀 念 館 或 故 居 ， 一 來

反 映 了 魯 迅 生 前 足 跡 的 活 躍 ， 也 再 次 說 明 歷 來 中 共 對 魯 迅 地 位

的 肯 定。而 北 京 這 座 博 物 館 可 說 是 各 地 紀 念 館 中，文 物 最 齊 全 ，

規 模 也 最 完 備 的 一 處 ， 藏 有 文 物 上 萬 筆 ， 包 括 手 稿 、 書 信 、 圖

書 、 照 片 等 ， 其 中《 阿 Q

正 傳 》的 唯 一 一 篇 殘 稿 ，

就 珍 藏 於 此。這 次 未 能 親

眼 看 見 ， 甚 為 可 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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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建 議 ：  

1－在文化及語言上，台灣和中國的區隔性不大，也有著相關密切的往

來與交流。然而在文學的範圍裡，雙方的交流與認識卻極為有限，

甚為可惜，也無助於彼此的文化認識。台灣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同

屬當今華文文學重要的區域，也有許多類似的文學命題，建議國家

臺灣文學館與中國現代文學館應多進行接觸與交流，增進彼此合作

空間，未來在展覽、文物徵集、文學推廣等方面可尋求更多元的合

作管道，誠為上策。 

2－中國現代文學館雖為中國首屈一指之文學資料中心，但在文物保存

與展示的技術與觀念上，仍略遜於我國相關領域，這點也正是國家

臺灣文學館的優勢，建議應多加宣傳，使文學界各方人士了解我國

現有的優點，提昇台灣文學的能見度，並日漸厚實我文學館館藏文

物數量與深度。 

3－中國現代文學館與各地作家紀念館，雖大多無隸屬關係，但在推動

文學活動上，亦有相互合作共同辦理之情事。依此建議，我國國家

臺灣文學館在未來業務推動上，可與各縣市政府文學紀念館，例如：

楊逵紀念館、賴和紀念館等合作辦理共同推動臺灣文學業務。 

4－深入了解現代文學館的營運模式後，理解中國官方對文化政策與業

務的投入，以及經費的充分支持是十分重要的推力，而我國國家臺

灣文學館未來法人化後，在人事、會計制度鬆綁下，引進企業精神

營運管理，得自行以館藏資源或利用其他資源開發衍生性產品收

入，雖所獲取收入是無法支應全館營運費用，其絕大部分經費仍需

仰賴政府支助，在營運管理項目亦應有較大彈性空間，將利於文學

館之營運管理。 

5－本次參訪的館舍現場都可看到類似資訊查詢機的設備，雖然部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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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館所未見使用，但應可供觀眾查詢相關訊息。建議應加強國家臺

灣文學館的服務機能與營運管理機制。 

6－本次在北京的書店內看到許多有關北京市博物館類的介紹書籍，甚

至可取得「北京博物館地圖」等資料，資訊十分充分。建議我國在

各地區之博物館、文化觀光景點，應可加強資源與資訊整合，強化

各文化館舍的宣傳，使外地觀光客可輕易得到相關訊息，增加台灣

深度旅遊的品質。 

7－北京市為中國文化古都，名人故居眾多，雖然有部分面臨老舊拆遷

的問題，但多數都能完整保存並予以整修開放參觀，形成北京文化

特色。我國目前也有此趨勢，例如鍾理和紀念館即為良好典範，建

議仍應朝此方向發展，扶植作家個人成立故居或紀念館，建立館藏

特色，並與政府各文化部門相互合作，謀求雙贏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