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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台灣文學獎自 2005 年成立以來，已舉辦歷十二餘載。今年度(106 年)

台灣文學獎時值轉型擴展階段，回應各界對於台灣文學創作的蓬勃發展趨

勢及多元語言書寫的關注，臺灣文學館再次審視文學獎對於文學創作推展

的各種效益與可能，對於即將進行的文學獎項的普及、母語的強化、獎金

的提高等議題，進行統整性的盤點及思考另一新階段的可能挑戰，而此次

參訪也將作為後續文學獎發展多元參考。    

本次交流參訪前，本館已歷經前年度的文學獎工作盤點以及文壇、學

界諮詢，台灣文學獎逐步設定邁向凝聚深化的共識與做法。透過各項業務

整合的邏輯，我們規劃本次兩岸交流機會進行一趟與中國作家協會、中國

現代文學館及北京作家協會、天津博物館等地的參訪交流活動，行程中除

了考察中國的博物館、文學紀念館經營型態外，也蒐集魯迅文學獎和茅盾

文學獎的辦理概況，以及觀察文學創作環境和文學推廣情形。行程於 106

年 6 月 25 日至 30 日期間進行「華文小說文學項交流計畫」，藉由拜會各文

學單位館舍，瞭解其文學獎運作與執行情形，並同時參訪新型態文學院單

位，針對目前閱讀環境的趨勢與文學跨界樣態進行交流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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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目的 

    1、拜會中國作家協會、北京作家協會，進行對談，交流文學獎執行與效益情形。 

    2、參觀中國現代文學館、天津博物館、作家紀念館、獨立書店等，了解中國文學 

       館舍經營現況及台灣文學作品流通情形。 

    3、拜會十月文學院，進行中國文學推廣平台與文學推展新型態之發展了解與交流。 

 

二、參訪成員： 

人員 考察業務 

廖振富 館長 整體考察計畫統籌、華文文學獎考察。 

張信吉 公共服務組副研究員 華文文學獎考察、文學發展資源及博物館公共

服務面向考察。 

楊蕙如 公共服務組研究助理 文學獎項考察、行程安排、聯繫庶務、攝影、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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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安排 

一、參訪地點、機構 

      1. 拜會文學團體：中國作家協會、北京作家協會、老舍文學院、十月文學院。 

2. 學術機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院。 

3. 博物館機構：中國現代文學館、天津博物館。 

4. 作家故居及紀念館：茅盾紀念館、魯迅紀念館、梁啟超紀念館。 

      5 . 獨立書店：萬聖書園。 

 

二、行程 

    本次行程除前後兩天飛航交通外，主要行程如下：第 2 天安排拜會文化機構與文學

交流對象是：北京作家協會、老舍文學院，考察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辦理情形；下

午趨赴北京大學校園參訪，臨晚時刻到萬聖書園走訪。第 3 天上午拜會中國現代文學館，

由中國作家協會人員陪同，下午赴中國社科院，與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師生等學者簡報與

座談。第 4 天搭乘北京到天津的高速鐵路，主行程走訪天津博物館，和梁啟超紀念館。

第五天循北京永定門軸線參觀，探訪槐樹綠茵的十月文學院，另走訪魯迅紀念館、郭沫

若紀念館、北海公園。 

 

日期 行程 地點 

6/25 (日) 桃園國際機場15 : 35 

北京機場19 : 00  

台南—桃園—北京  

6/26 (一) 上午：拜會北京作家協會、老舍文學院 

下午：參訪北京大學、萬聖書園、中國書店 

北京 

6/27(二) 上午：拜會中國作家協會、中國現代文學館  

下午：拜會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院 

北京 

6/28(三) 上午：天津博物館 

下午：梁啟超紀念館 

北京—天津 

6/29(四) 上午：十月文學院 

下午：魯迅紀念館、郭沫若紀念館  

北京 

6/30(五) 上午：北京—桃園—台南  北京—桃園—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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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訪心得 

一、拜會文化機構 

    (一)、北京市作家協會、老舍文學院及老舍紀念館 

             行程第二天一早，我們來到北京城前門的北京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辦公大樓，這裡

集結了北京教師作家協會、老舍文學院、北京作家協會、北京作家協會小作家分會、北

京文藝評論家協會、北京戲劇家協會、北京美術家協會、北京電影協會及東方少年雜誌

社等各類藝文單位齊聚，形成北京市文化藝術行政中心，活絡滋養著北京城市裡的文化

土壤。 

    這次前往，主要是拜會北京作家協會及老舍文學院，進行北京文學景況、老舍文學

獎以及老舍文學院籌備等議題交流對談。當天拜會的對象是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王升山

先生，他同時也肩負著老舍文學院籌備職務，兼任老舍文學院院長。惟原訂當日會後安

排參訪老舍紀念館的行程，經王升山副主席說明才得知因今年三月老舍紀念館進行閉園

整修，老舍紀念館已規劃擴大幅地範圍，納入周圍巷弄範圍，重新構建整合，未來完工

日期尚未確定。為此，我們僅能透過短暫與王升山副主席及周敏女士當面進行老舍文學

獎項情形及北京作協推動項目交流對談，討論內容著重於老舍文學獎目前停滯徵獎的情

形與影響以及北京作協對於北京文壇及文學獎的未來發展，另也請教了於2016年底剛新

揭牌的老舍文學院後續規劃與期程等具體內容。 

討論交流內容重點節錄如下： 

1、目前中國政府重視西部、東部發展均衡，倡導「西部開花」計劃，由北京市

政府進行新疆和闐和西藏拉薩歸屬援助建設，其他如上海、江蘇、浙江、甘肅

等地方都有認養相關區域進行援助建設計劃。第一階段民生計劃、房舍建設結

束後，開始發展第二階段文化設施、學校、地方文化協力事務發展。北京作協

目前是引介作家進行新疆地區田野調查，透過實地踏查書寫地方報導，如紀實

文學或報導文學一般，透過文學為偏鄉留下紀錄與地方記憶，並集結成冊出版，

《北京大夫》、《崑崙作證》兩本書即是調查書寫的非虛構寫作(non-fiction)。

逐年可以透過作家下鄉書寫累積出地方文化特性樣貌，呈現中國多元地形、地

貌和文化的特色。 

2、老舍文學獎目前已辦理六屆，剛開始由中國政府辦理，具有公信力和高評價

的獎項質量水平，就目前中國文壇獎項，第一為茅盾文學獎(長篇小說)，第二為

魯迅文學獎(中短篇小說與散文、文學詩歌、文學評論)，依據網路評價第三為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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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文學獎(長篇小說、中篇小說和老舍戲劇獎)。老舍文學獎過去為國家提供資金

辦理，但在104年開始，中國政府開始進行文學獎項過多的現象清理，僅留下30

餘個能代表國家的重大文學獎項(多為文聯及中國作協所辦理)，進行更為制度化

的管理。而老舍文學獎當時正值內部新舊人員交替，陰錯陽差之下，未能即時

顧及獎項申請作業，因而為中央清理，斷源政府資金。 

    過去老舍文學獎歸屬於老舍基金會執行，目前則改由北京作家協會和老舍

文學院共同辦理，相較於過去，外界對於老舍文學獎的文學專業度與信任感隨

著執行單位的變更而有所提升。而經費的缺口問題，現在處理方式是來自於募

款捐贈，僅提供少許獎金，重點在於老舍文學獎項的高度和文學質量，參與徵

獎範圍限訂於北京作家協會會員、北京市區域
1
出版社所出版的作品及北京市作

家2(無論出版地)都可以參賽，區隔全國性的文學獎項。而關於年度參賽數量部

份，北京作家協會會員可以自行提送作品參賽(目前約有1200位會員持續創作)，

各出版社需經過自行內部篩選，每家出版社限制只能提送2~3本參賽，每年參與

競賽的作品皆為該單位首選，競爭激烈。 

    而在經費部分，三年舉辦一次的老舍文學獎，目前正在籌備第六屆老舍文

學獎3，募款以「老舍文學獎」永續經營為優先考量下，設立相關受理捐款原則

大致如下： 

(1.) 規範捐款門檻，每一合作單位最少需捐款40萬人民幣。 

(2.) 捐款單位不能干預獎項執行內容。 

          (3.) 凡捐款者至少需提供二屆資金為必要條件。 

(4.) 接受捐款後，老舍文學獎會致贈老舍文學獎獎盃一座並同時讓該捐款單 

    位於該屆獎項上列名。 

        3、組織管理上，老舍文學院設有2位行政人員，作家協會設有4位行政人員， 

        規模十分小，推動業務範圍很大，因而在推動相關文學活動十分吃力，例如： 

        以目前正在進行的中小學文學競賽活動，多數委託在地的大學生參與作文審查 

        後提交，在從中進行篩選審查，評審出優秀作品。 

      

       最後，本次見面，本館準備了館內出版的《遇見文學美麗島》及《台灣文學的 

                                                 
1北京市東、西城預計於 106 年底劃分於中央政務區，屆時範圍將有所調整。 
2北京作協會員從 80 年代第一號到目前一千七百多號，目前北京作家協會可以掌握的約有一仟兩百多位 

作家，在這之中，長期保持密切聯繫的作家約有六百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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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在世界》常設展圖錄與會致贈，北京作協也以業務交流參考面向擇選《作家權益》、 

  《北京大夫》、田調紀錄《崑崙作證》以及《中小學創意徵文大賽作品集》贈與本館， 

   作為雙方文學事務推動交流參考。                                                                                                     

 

(二)、中國作家協會及中國現代文學館 

    第三天行程一早，我們依約前往中國現代博物館拜訪，並邀請中國作家協會與會一

同進行文學座談交流，當天拜會由中國作家協會吳義勤書記負責接待，中國現代文學館

梁海春副館長、中國作家協會梁飛處長、詩人北塔及相關中國作家協會組員及中國現代

博物館館員等均出席與會。 

    一開始先由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員胡嘉女士帶領我們參訪博物館常設展，內容展出

從晚清到近代的中國文學發展脈絡，展覽以穿長衫的文學人到穿西服的中國文學學者樣

貌詮釋時代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展覽結構以三個十年來劃分介紹，依序為1917年

至1927年，從北大紅樓舊址開始說起，觸及新文化的白話文及教育的改革及新文化運動

的介紹；接續1927年至1937年間展出北海郭沫若故居模型及部份中國重要作家圖像與手

稿，惟現場展出的作家手稿皆為複製品；最後則是1937年至1947年間，抗戰時期文學介

紹等。其中在台港澳文學單元裡介紹到幾位臺灣作家，如：陳映真、余光中、林海音等。

展廳導覽的尾聲，胡研究員特別提到本次參觀的展覽是2012年所策劃迄今，過程中經過

許多作家的反應與建議，博物館目前正在籌備新一期的常設展更替，期待下回走訪能有

全新的樣貌呈現。 

    隨後，我們一行人前往二樓會議廳展開雙方期待已久的對談交流，雙方針對當下文

學環境所面臨的景況進行分享，也探討現當代文學在華文文學獎項機制之發展面臨讀者

與創作者轉型的市場環境挑戰；另一方面，文學作品改編電影的媒合或文學經典的復興

推廣等新型態文學推廣形式在中國市場裡，迭有大預算支持，也獲得許多好評。其次中

國文學作品特別外譯預算隨口均以億計，資金充盈但缺乏龐大的國際翻譯員協力配合。 

而針對本次交流華文文學獎項討論重點彙整如下： 

中國大陸現在最高層級文學獎項有四：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駿馬獎(少數 

民族文學)、兒童文學獎，四個獎項皆由全國作家聯誼會與中國作家協會來辦理，四

年舉辦一次，每年不同獎項輪流舉辦，例如：2017年辦理「兒童文學獎」、2018年辦

理魯迅文學獎、2019年辦理茅盾文學獎、2020年辦理駿馬獎。 

 

茅盾文學獎 

1、 茅盾文學獎徵選項目為「長篇小說」，每屆共有五部小說獲獎(每人獎金50萬人民幣)， 

                                                                                                                                                         
3
 第六屆老舍文學獎舉辦時間尚未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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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過程競爭十分激烈，以中國大陸平均一年出版長篇小說約有5000部來算，四年

累計約有2萬部長篇小說作品可以參與競賽，得獎作品可謂是萬中選一之作，極具代  

表性。 

2、 評審機制部份以茅盾文學獎為例，每屆參賽作品會經過各推薦單位的內部自行篩選 

才能參賽，舉凡出版社、雜誌社、作家協會及作家本人都可進行推薦4報名，完成報

名後，由中國作家協會進行初審(資格審核，包括：作品年度、字數等規範)，通過初

審名單會刊登於報紙公告參評名單，平均每屆約有200多部作品通過初審。 

3、 評審委員遴選方面，部份委員由各個省份推派一名代表做為評審委員，部份委員由 

評審委員人才資料庫中抽選，評審委員會中設有紀律委員，在紀律委員會的監督下 

進行評審委員的抽選，選出30多位評委，兩方加總共61位委員來參與共同評審。 

4、 評審過程：進入複審後，中國作家協會提供近一個月時間給評審委員評閱參賽作品， 

評委可以自行購買參評怍品進行閱讀，再行核銷書目款項。經過各地評委初步評閱 

後，評審委員會會召集所有評委於北京進行長達一個月的集中評審。依據中國作家

協會吳義勤書記說明，文學獎的評審機制公開透明，採實記名投票，並將各評審階

段結果於網路上公告，過程中從入圍前80名起依序次遞減公開，如：第二輪選出60

名、第三輪選出40名、第四輪選出20名等逐步討論評選結果。整個評審過程由中國

作家協會提供評審委員食宿進行長期的評選分組討論，並設有公 

證人員在現場進行各小組的計票公證。 

5、整個過程每位評審委員的評審費用一人為二萬元。 

6、文學獎效益，獲得茅盾文學獎是中國文壇中的最高肯定，獲獎除了50萬人民幣的 

獎金之外，各個地方省份、作家協會也引以為榮的附加給予獎金，每位得獎者至 

少會獲取百萬以上的獎金，共同榮耀文學作家得主。 

7、茅盾文學獎的由來是作家茅盾先生以存款25萬人民幣作為基金來源開啟，後續 

相關費用由國家基金支應，平均每屆舉辦文學獎的籌辦經費約花費人民幣500萬 

元左右。 

魯迅文學獎 

1、 魯迅文學獎徵選項目包括：詩歌、散文、報導文學、短篇小說、中篇小說、翻譯、

文學評論等單篇作品或圖書皆可參賽，每類項五設有五位得獎者，可從缺。每位 

   獎金10萬人民幣，相同的各地方也會附加給獎金予以鼓勵。 

2、 報名機制部份和茅盾文學獎一樣，由各單位推薦，評審委員部份成員也相對減 

      少。評審的過程十分殘酷也不容易，很多評審委員擔任過後不願意繼續擔任， 

      而評審過程的內容紀錄也不公佈，只公佈結果。 

  駿馬獎 

                                                 
4
 每個單位推薦單位需自行篩選後，最多推薦五部作品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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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數民族文學的最高文學獎項，限定少數民族血統才可以報名，需附上漢語翻 

   譯才能參賽。每名得獎者獎金十萬人民幣。各文類徵獎，屬於鼓勵性質的獎項，避 

   免少數民族邊緣化。 

  兒童文學獎 

       兒童文學獎是目前北京市發展最好的獎項，主要是市場非常蓬勃，書本很具有  

   市場性，比較特別的是設有新人獎。 

  其他：馮牧文學獎 

      馮牧文學獎原委由中國現代文學館辦理，惟近年來文學獎清理後改由私人基金會 

   舉辦，較為特別的是馮牧文學獎設有新人獎，設定為40歲以下的作家參賽，兩年舉 

   辦一次，各文學皆有徵選，首獎獎金10萬元。獲獎新人作家在各地皆獲得很高的榮 

   譽。 

二、拜會學術機構 

    (一)、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本次行程拜訪空檔，循著中國作家協會座談後的路線，我們走訪位於附近的中 

   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要為考量臺灣各文學學術 

   機構與台港澳文學研究室黎湘萍教授有過互訪接觸與合作交流，希冀透過本次拜會 

   維繫雙方交流管道之外，也邀請該研究所年輕文學研究者與會參與座談，由本館推 

   介台灣文學館相關內容與台灣文學作家作品予相關研究員，作為未來台灣文學研究 

   主題之參考。 

        拜訪當天午后，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劉躍進教授出面接待、台港澳文學研究 

   室主任黎湘萍教授主持座談、與會出席為北京大學計璧端教授、北京社科院文學所 

   張泉教授、李晨研究員、博士後研究員馮艷等相關研究人員出席與會。座談會由本 

   館開場進行台灣文學館簡介，接續由雙方進行自由對談約一個小時之交流，討論重 

   點摘要如下： 

1、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師生普遍對台灣文學與作家作品十分熟悉，也對於臺

灣學術自由風氣及參與國際華文論壇表現頗有好評。 

2、 對於本館做為公共性博物館並兼具研究性質的機構給予讚賞，並肯定本館出版品

對於台灣文學研究具有第一手資料奠定基礎的作用。 

3、 對於本館目前推動網路購書、文學經典圖書出版系列作品相當感興趣。 

4、 黎湘萍教授並於會議中，特別分享數十年研究台灣文學的心得，並提出期待雙方

能有與時俱進及的文學素材作為後續台灣文學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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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走訪北京大學 

    來訪北京時，正值六月畢業典禮旺季，行車路經中國最高首府北京大學西門口時，

頻頻遇見多群北大畢業學生在門口拍照留念，屢經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兩所名校道路之

間，這天傍晚我們抽空停留於北大西門口，約訪曾來台灣求學的北京大學外語學院研究

生帶我們入校園走訪，一路由西門入口，途經華表、未名湖、博雅塔、外語學院、圖書

館、教師學舍等地點走覽，體認充滿中國人文式的學術氛圍，讓研究變得很有深度。 

 

三、拜會文學館舍及博物館 

(一)、魯迅紀念館 

魯迅紀念館位於胡同巷弄內的大院宅邸，行前依據網路上資料得知，該館館藏文

物、圖書豐富，主要包括：魯迅手稿、生平史料、藏書、藏畫、藏碑拓片等。並有大量

的魯迅著、譯、輯、編著作版本和魯迅研究著作版本、現代文學叢刊與新舊期刊及藝術

作品蒐藏。我們於午後走訪魯迅紀念館，陳列聽只提供從窗外觀看，我們游走在魯迅紀

念館簡樸的合院式生活空間裡，想見典型夙昔的文人身影，在艱苦的時代走過一遭的重

要作家，除了緬懷之外，有留給人們生活與生命反思的機會。 

(三)茅盾故居參訪： 

    本次拜訪茅盾故居主要由郭麗娜主任出面接待、中國詩人北海同行前往。位於北經

巷弄裡的茅盾故居是中國重要作家茅盾先生 1981 年辭世前的居所，故居中陳佈著當年

茅盾藏書、獨居書寫、寢臥及日常賞玩作息樣態的陳列。故居為小型四合庭院，茅盾先

生日常活動於 2 處廂房，郭主任特別為我們開啟茅盾先生自行設計的藏書閣及珍藏書

籍，內容不乏經典文學史料及西洋文學翻譯作品、信件、手跡和茅盾主編過的文學刊物

等。現場還陳列茅盾小時候的作文文本，當時老師即在茅盾年幼時發現其文采不凡，以

及茅盾為小朋友翻譯的西洋文學作品等，讓我們看見文學大家背後的日常與赤子之心的

一面。 

 

(三)、天津博物館 

    一早我們搭上交通車前往北京南站，準備搭乘高速鐵路到天津參訪天津博物館以及

梁啟超紀念館。在北京南站臨櫃買票的過程，此地的普通話語境以及人們排隊買票的習

慣都與台灣不大一樣。玻璃櫃內服務員和購票民眾的對話高亢機械化，乍聽之下像在吵

架，與預期和善服務的氣氛不同，讓我們稍有不安。所幸事先有作功課，明白表示車廂

等別和車種，順利買了票進入月台候車。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購買高鐵車票採取「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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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需要提示身分證件，車票會印出乘客名字。台灣的旅遊習慣，每到一地拍照留念，

等待的片刻滑滑手機、整理資訊，在這裡反而少見。旅行移動的習慣以及服務資訊的需

求，一下子讓我們意識到我們是外地來的旅人。 

    北京到天津高鐵車行只消半個小時。我們搭計程車來到天津博物館。由於建築大門

是步行區，牆側與綠蔭帶景觀相融，我們不得其門，無法進入，步行十餘分鐘才走到通

報區。錢玲副館長接待我們到貴賓室，並贈送我們天津博物館收藏別冊，也接受我們帶

來的館刊和紀念品。錢玲副館長是該館 3 位副館長中最年輕者，從輕鬆愉快的談話中得

知他的專業是博物館學，而且是天津市文物鑑定委員會委員，從雲南來天津讀書與就業

定居。她說明天津博物館的經營，內部還有天津文博院的行政安排，由另一位副館長擔

任文博院長。博物館建築所在是都市規劃的文化區域內，其前身是 1918 年成立的天津

博物院，2012 年新建落成並對外開放。其建築地上五層，地下一層，屬於當代博物館建

築形制，目前是免費參觀的公共場域。她是一座歷史藝術類綜合性博物館，收藏特色除

了近現代的歷史的文物之外，歷代藝術品、史料並重，目前 20 萬件文物包括古代青銅

器、陶瓷器、書法、繪畫、玉器、甲骨、貨幣、郵票、敦煌遺書、竹木牙角器、印器、

文房用具、地方民間工藝品等各類藏品。這座建築樓地板面積約有 6 萬 4 千平方米，是

天津地區最大的收藏、保存、研究、展示、教育多元的公益性文化機構，也是對外文化

交流的窗口。與錢玲副館長的交流對話，氣氛親切而且內容十分豐富專業。拜會後我們

自行參觀館內的常設展《天津人文的由來》、《耀世奇珍——館藏文物精品陳列》和各具

特色的書法、繪畫、瓷器、玉器、吉祥文化、文房清供、民間藝術等 8 個文物藝術品專

題陳列。 

    不同於北京經驗，這裡的一般遊客似乎較多，走看與休憩空間規劃很寬敞，博物館

觀眾很投入參訪，導遊領隊的團體觀眾也不少，參觀品質頗高。我們一行三人在挑高的

大廳合影，邀得守衛人員協助攝影，才結束這趟博物館飽滿的參訪。 

 

 (四)、梁啟超紀念館 

    來到天津不能不去看梁啟超故居。梁啟超與林獻堂的書信往來、辦報籌款、訪問台

灣以及旅台期間所寫《台灣竹枝詞》都是台灣文化圈熟知的事蹟。我們傍晚的行程安排

到訪梁啟超紀念館，此間需要入門票，每人 10 元人民幣，遊客較少，也可申請付費的

導覽服務。梁啟超故居號飲冰室，「飲冰」一詞源於《莊子‧人世間》：「今吾朝受命而

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原意就是比喻自己內心之憂慮。他對當代時局的憂慮，轉化為

各種實踐的行動，我們可以在這紀念館裡回顧這位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學者、評

論家、戊戌變法領袖的一生。 

    梁啓超紀念館由梁啓超的故居樓和梁啟超親自督建的「飲冰室」書齋組成。該建築

位於當時的義大利租界區的馬可波羅路（今河北區民族路 44 號-46 號），這爿建築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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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現在這兩所建築合稱「天津梁啓超紀念館」。

展示的主要以「梁啓超與近代中國」，分 12 個展室，有公車上書、戊戌變法、護國戰爭、

巴黎和會等。最後一間展室展現的是梁啓超的家庭及其九個子女的故事，其展室分六個

部分，分別是「勤學苦讀的神童」、「戊戌變法的主將」、「君主立憲的鼓吹者」、「反袁護

國的組織者」、「享譽中華的學術巨擘」、「寓居津門的飲冰室主人」。展室裡陳列著梁啓

超的書信、書籍、歷史文獻以及活動照片等。另我們感到驚異的是，梁啟超波濤洶湧一

生，寫作不輟，數量難以想像。此外，紀念館大院中央豎立著一尊高 2.38 米，重 400

多公斤的梁啓超銅像。設計者為原籍新會的廣州美術學院教授林敦厚父子。 

    梁啓超於 1914 年結束奔波流亡生活定居天津，並自己設計了磚木結構二層小樓，

舊宅建築面積 1121 平方米，其後又親自督建了旁邊的飲冰室書齋，晚期作品多在此完

成。1991 年，梁啓超故居和飲冰室舊址被列為文物保護單位，整飭後對外開放。由於梁

啟超子女們均成就非凡，也成為天津各地學校強調家庭教育的學習典範，不少結合現下

教育措施的海報也在展區中出現，形成文學家庭的最佳典範。 

 

(五)、十月文學院 

    北京交通塞車頻繁，每日路途皆得提前一小時以上出發，由於不熟悉十月文學院地

址路況，我們透過手機和十月雜誌社趙蘭振副院長聯絡，終得在永定門園區之外彼此會

面，相偕進入十月文學院。 

    十月文學院是類似文學工作團隊的品牌名銜，於去年 10 月在此地揭牌成立，號稱

是一座北京文化新地標與北京新的文學標誌性活動團隊。有形的行政辦公區，位於永定

門中軸線北側佑聖寺。去年間舉行過 76 場活動，分別在將在佑聖寺空間裡的十月文學

院、北京出版集團大廈、北京圖書大廈等地舉辦，在此間的寫作圈和媒體披露為「中軸

線升起一股文學力量」。簡單講，這裡是文學團體新創的活動園區，以仿古建築永定門

公園裡的佑聖寺小院為行政工作區，門廊兩翼呈現了 40 位中國現當代著名作家的頭像

照片，老舍、曹禺、阮章競、巴金、莫言、賈平凹、王安憶、楊絳、梁曉聲、劉心武……

照片的排列和排序上，無長幼之分、民族之分、性別之分、級別高低之分，寓意「作家

們平等地聚集在文學周圍」。立意不錯。走入佑聖寺後進，以特展的手法，「十月展廳」

裡面，目前有《文脈——十月文學回顧展》的小型展覽正在展出。在四合院型態的佑聖

寺分別劃出十月客廳、十月沙龍、十月筆會、十月書坊、十月講堂，共六大功能區。其

中「十月講堂」採取預約式向公眾開放。簡單講這是一個具有文學動能的文學園區，聚

合作家，以及部分閱聽者。 

    接待我們的趙蘭振主編，曾擔任醫療工作多年，目前專事寫作，另一位作品甚豐的

詩人呂約。我們提出了一個簡單卻不易了解的問題，為何作為活動空間象徵的文學院以

「十月」命名？趙蘭振為我們說明了外人不易了解的因由，以及文學院的實際功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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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壇有四大名刊的潛則，《十月》是其中之一，具有全國性重要地位。作家生活在

當代面對許多現實的挑戰，需要有人來為作家服務，為其作品轉化，為作家尋找定位。

在培養讀者群方面，也需要出版新作家叢書、倡導閱讀、對接產業、著眼未來面對兒少。

他期待十月文學院的功能可以為作家創作服務，創造文學藝術跨界影視媒體的產業機

會，同時也提供公眾服務，公眾可親近使用是目前社會亟需加強的方向。 

    盛夏 6 月的十月文學院，庭園角落植有西府海棠以及結果中的小柿子，我們在雅致

的室外拍了許多留念照片。文學團體互動稍久，心情十分鬆洽，大家隨興坐在門前石階

留影，互道珍重再會。 

 

 

(六)、郭沫若故居 

    在參訪行程的末尾，趁著附近紀念館尚未關門，我們走訪位於北海公園附近的郭沫

若紀念館，此處為郭沫若先生 1963 年至 1978 年病故前所居住，1988 年 6 月做為紀念

館對外開放。郭沫若先生為中國大陸重要的文學家，擅長詩文，也曾任職中華全國文學

藝術工作者聯合會主席、中國科學院院長及中國科技大學校長等職務。本次行程該地屬

觀光重點區域，觀光遊客人潮擁擠交會，人車交通阻塞頻繁，抵達該館時雖未達閉館時

間，但門口警衛已禁止入內參觀，未能步入參訪。我們改於門廊牆邊漫步，想見大宅四

院內的不平靜生活與創作。 

 

四、走訪書店：中國書店、萬聖書園 

本次參訪過程中，利用行程間的空檔，走訪藝文書畫主題書店「中國書店」、知名

獨立書店萬盛書園及結合餐飲的書吧中心。在不同型態的書店中，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大

陸因閱讀人口眾多，需求創造供給的概念下，造就主題性的書店得以獲得生存的機會，

例如：中國書店，長期經營中國、西洋藝術圖書與畫冊、古籍交流等內容，其中不乏各

大博物館文物年鑑、專業級複製畫圖版等，走入中國書店猶如進入藝術圖書館一般，中

國藝術作品、典籍等相關資料內容豐富明朗；而另一類型書吧中心，則類似於台灣的會

員制閱書中心一般，該處販賣餐點飲品，也同時賣書，限制加入會員才能進入，打破一

般書店主流閱讀的界限，強調知識流通與享用知識需付費的觀念，不同於其他類型閱讀

中心，此樣態也逐漸為北京青年所接受與喜好；而在獨立書店方面，經實地走訪後，我

們觀察到中國大陸獨立書店的活力不同往常，據在書店尋書的北京大學學生分享說到，

目前萬聖書原規模縮小近乎一半以上，很多圖書資訊管道受到主流政策所管轄而阻擋，

仍舊無法自由的獲取相關資訊，最好的學習和閱讀管道，應該還是出國留學才有機會打

開門戶的暢快學習。同時，我們也查閱了相關台灣文學作品的販售展櫃，除了過去在大

陸頗受知名度的幾位作家如：龍應台、蔣勳、張大春等作品陳列外，這次我們看到曾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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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台灣文學獎及紅樓夢獎的作家駱以軍的《西夏旅館》及入圍2016年台灣文學獎的散文

作家王定國的《那麼熱，那麼冷》及入圍長篇小說的馬家輝《龍飛鳳舞》等。 

整體而言，臺灣作家作品必須經由中國大陸出版單位審查、出版後才有機會循正式

管道進入市場流通，其他流通的可能多為網路刊載或電子書交換才有機會為中國大陸獨

者所閱讀接觸。 

 

五、小結 

    今年度(106)的台灣文學獎業務繁複而豐收，除了多場諮詢會議的討論釐清，針對文

學獎考察而與中國大陸的交流訪問更務實的以短暫時間，近距離的審視中國大陸在華文

文學獎項的經營與方向，使得 2017 年 6 月 25-30 日所辦理的「華文小說文學項交流計

畫」在兩岸對應高度以及文學內涵的討論上，得以有對等且深化的收穫。 

    本次藉由拜會主辦魯迅文學獎及茅盾文學獎之中國作家協會、有名的作家紀念館，

瞭解其文學獎運作與執行情形，並參訪新型態文學院單位，針對目前閱讀環境的趨勢與

文學跨界樣態進行交流討論。可發現目前中國大陸在華文文學獎項機制之發展面臨讀者

與創作者轉型的市場環境挑戰。不過黨政集權也使得文化事業一條鞭，容易取得大筆預

算規模。另一方面，文學作品改編電影或文學經典的復興推廣等新型態文學展現形式迭

有大預算支持，特別外譯預算隨口均以億計，箇中實像有待蒐證分析，然對台灣而言，

政府正視文學的意志與力道仍有待整體社會運作，予以落實。這正是兩種不同社會型態

面對文學所產生不一樣的風貌。 

 

肆、建議事項 

 一、 推介本館出版品與館訊販售訊息予相關學術單位，提供該相關單位購藏或進行 

      文學研究參酌，及了解本館動態。 

 二、 臺灣文學作家的作品目前在北京仍較少有機會在中國書店市場為讀者接觸，少 

      有相關資訊進行系統性的了解，建議能以兩岸文學交流與互動的基礎下建立穩 

      定交流管道，讓台灣的文學書籍與文學家比較容易被華語圈的讀者及其學術界 

      看到，以利台灣文學相關研究。 

 三、 持續維繫臺灣與中國各作家文學館、作家故居及紀念館舍互訪，促進雙方文學 

      與文化交流，以消彌彼此文學因歷史上的發展差異所造成之認知落差，增進相 

      互理解。 

 四、 中國現代文學館之文學展覽與相關博物館，對外公共服務面向與本館有所差異， 

       尤其以展覽詮釋及服務觀點相距頗大，民眾實際接觸博物館的機會十分有限。 

       但相對中國大陸目前對於文學各項推展的資金充盈，扶植職業作家、文學作品 

       外譯及鏈結作家創作到出版、行銷，以集團形式一條龍的主導推動頗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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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效益亦值得評估。 

 五、 鑒於本次為文學獎項交流，後續台灣文學獎得獎作品可加強推介予中國相關出 

      版單位或文學團體等跨域合作單位，作為文學戲劇、電影或相關開發參考，至於 

      是否能突破對方管控機制，達到文學導向，仍待評估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