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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和詩牆 (梁一念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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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和詩牆  紀念文壇前輩

「彰化之門」本是以公共藝術作為彰

化的入口意象雕塑品，矗立於中山路與金

馬路口，名為「賴和前進文學地標」，設

立 5、6年後，在民國 100年 6月 13日被

遷移至八卦山上的大佛像背後，將書卷量

體展開成一座牆圍，演變成後人稱它為「賴

和詩牆」。

文學精神本是一種抽象的理念，藝術

教授卻能在一座精神堡壘中呈現出來。

「前進文學地標」的設計者彰化師大

美術系陳世強教授，為了呈現「賴和精神」

(臺灣精神 )：「立足本土、人道關懷、文

學領行」，其空間布置運用了四根門柱體

象徵「新臺灣四大族群」，攜手共同架構

詮釋臺灣精神的三座門框；門的配置角度

配合基地主要交通動線，高低錯落，造成

各視覺角度的整體景觀；門的表面材質以

石材、紅磚為主，以不同表面質感代表四

大族群各有特色、各具姿態，造型以臺灣

傳統巴洛克風格街屋立面門坊，以純化方

框作為「門」的形體象徵。

「前進文學地標」以賴和散文〈前進〉

之前後段文句之鏤文為主視覺設計，這篇

文章是賴和民國 17年所發表的作品，賴和

運用象徵與隱喻寫下了〈前進〉這篇文章，

只因有感於在那個變動的年代裡，臺灣人

沒有分裂的本錢，更該共同攜手努力向前

邁進。

藝術家設計把〈前進〉文字鏤文在鋼

牆，由排立鋼板組列而成的鋼構體，做成

如冊頁造型之地標物。其基座為懷古質感

的仿陶質鋪面與石瓦砌面，上有浮焊字與

鏤空字鏤刻，鏤字銅面表面處理使具肌理

變化。這座文學地標，不僅白天看來雄偉

壯觀，更添加噴霧系統與照明投射裝置，

夜間定時噴水投影，絢爛有如一排巨型燈

籠，為彰化的夜景增添美麗光彩。

另外有「足跡」造型燈石，由大小不

等景石錯落草地上而成，充滿步伐之節奏

感，景石中間平面切開對置，具造型對應

關係。而夜晚投射的光影，與「前進文學

地標」成為彰化賞夜景的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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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文學地標」做為彰化縣的入口

意象，成為「彰化之門」的表徵，使民眾

或遊客知道「文學的彰化」意涵，彰化的

文學是彰化人的思想標竿，賴和是磺溪文

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如果想更深入探究磺

溪文學的精神，可移駕中正路與中民街交

街口的「賴和紀念館」參訪，這裡是臺灣

新文學的原鄉，收集了許多賴和及同時代

作家的手稿與史料。彰化縣文學博如汪洋

大海，可以深入研究的作家非常多，尤以

詩人賴和、小說家洪醒夫、報導文學家尤

增輝為代表，走一趟「八卦山文學步道」，

閱讀 13位作家的詩碑，更能深入了解「文

學在彰化」正是為爭取公理與正義的代表

精神，這 13位作家也是臺灣人的典範。

▲ 筆者與賴和像之合照。

臺灣新文學之父

「前進文學地標」擷取賴和〈前進〉

的散文，突顯了日治時期社會運動，文章

以黑夜來比擬臺灣當時的環境，用「被兩

個時代母親遺棄的孩童」來比喻「孤兒的

生命情境」，用兩兄弟象徵文化運動的左、

右兩翼。這兩個母親一個是中國、一個是

日本，臺灣被這兩個母親拋棄，臺灣必須

自己尋找出路，在黑夜中行走，必須有堅

定的信心，如中所寫「⋯⋯在這黑暗統治

之下，一切被黑暗所同化⋯⋯不懷著危險

的恐懼，相忘於黑暗之中；前進！⋯⋯前

進！向著面對不知終極的路上，不停地前

進。」

賴和原本愛寫古典押韻的古詩，然

而他生長在臺灣被日本統治，卻又急速現

代化的時代洪流中，他的文筆反映出那個

複雜的抗爭時代。「我生不幸為俘囚，勇

士當為義鬥爭」這兩句詩該是賴和一生的

生命寫照。他是一位抗議詩人，本職是醫

生，但是卻在文學領域留下盛名。他的詩

作，被公認是臺灣最有代表性的民族詩人

之一。曾經催生、主編過報紙的文藝專欄，

並且與臺北蔣渭水醫師 (也是臺大醫科校

友，日治時期校名台北帝大醫學院 )、臺中

林獻堂擔任抗日「文化協會」的要角。

且不看賴和的政治影響力，光是文學

方面，由於他提攜後進不遺餘力，因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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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輩作家楊守愚說他是「臺灣新文藝園

地的開墾者」與「臺灣小說界的褓母」，

也因為他的仁心仁術，有人稱呼他「彰化

媽祖」。也難怪提到彰化文學，賴和之名

難出其右。

遷址八卦山 成為文學公園

「前進文學地標」的原址位於車水馬

龍的道路交叉口，身處在嘈雜喧囂的市區，

民眾難以靜心、親近，並緬懷原設計意念

及歷史問話深意，因此常有民眾向彰化縣

政府陳情建議改善、遷移。為此，筆者也

曾經投書媒體，引發大眾討論。彰化縣政

府廣納多方意見，並審慎考量，以『象徵

意義』、『文學本質』、及『民眾建議』

等面相，決定遷移八卦山上。於是這座前

進文學地標，便被移至大佛後面的廣場，

並將書卷造型展開，沿大佛後面的山牆置

放，看起來好像大佛的圍牆。這樣的決定

並沒有徵求設計者的意見，使陳世強教授

有一點不被尊重之感，從此「前進」文學

地標，演變成「賴和詩牆」，許多人自然

就如此稱呼了。當彰化縣政府城觀處詳細

規畫周邊環境，增設陽光大地、導覽步道、

停車空間、解說設施及夜間照明，巧妙融

合大佛與文學，成為彰化地區八卦山上的

新景點。

▲ 賴和紀念館中，賴和的「勇士當為義鬥爭」題字及賴和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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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賴和詩牆的地標與大佛同時矗立

八卦山上，永遠留存，讓民眾更能親近賴

和與文學，彰顯彰化縣對文學的重視，並

引人緬懷賴和的精神與貢獻。當遷移已經

成為事實時，我們就把這個景點列入「八

卦山文學步道」的終點站，再娓娓道出「前

進文學地標」的書卷變成牆圍的「賴和詩

牆」故事，讓參觀者了解事情的始末。

曾經得過賴和文學獎的詩人路寒袖，

曾經來八卦山下的彰化師大當駐校作家，

對彰化有很深的情感。她寫過的一首＜在

八卦山上遇見賴和＞的詩，電視製作小組

曾把這首詩拍成影片，摘錄最後一段詩寫

著：

和仔先的背影依然奮力前進

在八卦山、彰化公園、媽祖廟、警察署

在文學崎嶇躓踣的步道

以及，對抗不公不義的人生沙場

而我始終緊緊地追隨。

充分感受文壇後輩對前輩的敬佩與崇

拜。

而後彰化市中山社區，為了提高能見

度希望以中山社區的特色為主，拍攝一段

微電影，社區理事長楊炎坤與我討論，我

建議他們以詩人的＜在八卦山下遇見賴和

＞為片名，請大葉大學馮偉中教授導演拍

片。為了更貼近地方人文，找了社區居民

小媚為女主角，拍了片長約 18分鐘的微電

影來介紹八卦山文學步道、中山國小、中

山社區，現在這部影片也上傳網路供人觀

賞。影片除了著重賴和與社區地景的關係，

也呈現中山社區的自然景觀、人文景觀之

美，藉以行銷賴和精神與中山社區的人文

內涵。

▲

 八卦山是彰化著名的地標 (梁一念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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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從「前進」文學地標，到「賴和詩牆」

進行過程中的一切紛紛擾擾；另外我還會

告訴旅客另外一則故事：大約在民國 70年

左右，當年的鍾肇政與李篤恭與文學界的

大老及賴和的子孫們，曾經到彰化縣政府

陳請：希望政府能在八卦山上設立一座「賴

和文學公園」，但沒有被當時的政府接受。

也沒想到 40年後，以前文壇大老們想

為賴和爭取的文學公園 ，不費吹灰之力，

在移動一座「前進文學地標」後，竟然營

造出一座公園，難道這不是天意嗎？這座

山上本是後人親近賴和的地方，在此地方

也能了解賴和當年寫＜低氣壓的山頭＞時

的心情，也能緬懷追念這位臺灣文壇耆老

的臺灣人真正精神。

每次導覽八卦山文學步道，在太極亭

前的賴和詩碑＜讀臺灣通史之七＞前，講

完「旗中黃虎尚如生，國建共和怎不成。

天與臺灣原獨立，我疑記載欠分明。」之

後，我會講到一則故事，這則故事是小說

家李篤恭告訴我的，他說：「當年我還小，

常尾隨母親跟著臺灣文化協會的一群大

人，來到太極亭前散步，當時亭前的山坑

旁有一棵大樹，樹幹與枝枒間有一個洞穴，

這群紳士的大人，會撿拾石塊比賽誰能丟

進樹洞中，如有人丟進洞中會興奮雀躍不

已。那時我心想著：平常非常正經的一群

長輩，休閒時也會有純真活潑的行為。」

從李篤恭的眼裡看到他眼中的名人可愛的

一面。

導覽到最後一站「賴和詩碑」前，我

會讓學員們坐在大樹下，告訴這些外地遊

▲ 彰化文學是彰化人的思想標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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