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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專任助理 / 何昊靜

我們企圖透過書寫，在時間帶走一切風華之時，留下每個感動的片段

2017年7月，《聞物誌》創刊號發行，回

溯了歷史文物館的發展足跡，也記錄歷史文物

館發生的大小事。讓我們從這棟建築物談起

吧！過去，歷史文物館只是日治時期的倉庫，

規模不大。它的地理位置鄰近中文系，建築風

格非常相近。這是因為當年建築師王大閎規劃

「新文學院」(現為中文系館)時採取與周邊環

境對話的機會，將牆面內縮留下道路，1成為學

生停放腳踏車的地方，使得中文系館的建造時

間雖比歷史文物館晚了一甲子有餘，卻毫無違

和之感。然而，隨著韶光更迭，歷史文物館漸

漸失去原來保存與展示文物的角色，多年未舉

辦大型活動，空間中充滿孤單寂寥的氣息，甚

至曾經面臨拆除危機。所幸在歷史系師生的奔

走之下得以保存，直到2014年創意三角洲計畫

挹注經費整修，才重新將美麗的日式屋架展現

在眾人眼前。

1 有關中文系館與王大閎建築師的相關介紹，可參見《成功大學校刊》241期，傅朝卿：〈談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館——臺灣戰後第一代建築

師王大閎在南臺灣的稀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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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文物館整修後

歷史文物館改造前

歷史文物館整修前

歷史文物館整修後，美麗的日式屋架展現在世人眼前，以開闊的空間，賦予我們豐富

的空間想像

成功大學歷史系是臺灣唯

一擁有文物館的歷史相關學系，

將歷史文物館提供給創意三角洲

計畫整修，改造成具備展示與教

學功能的多元場域；過程中，歷

史系提供許多相關的文史資料，

動員學生進行文物大遷移，協助

建立線上空間租借系統，許許多

多的行政支援都令我們十分感

動。然而，要將這個成大校園內

乏人問津的「百慕達三角洲」改

變成「創意三角洲」，必須匯聚

師生創意與人文精神，單靠硬

體場域改造是無法辦到的，還

須藉由多樣化的活動、展覽、

表演與課程，注入創新教學，

才能建立新舊世代對話的重要

平台。不過，在各項活動進行

之餘，也讓我們開始思考：儘

管文物館的使用頻率與方式逐

漸活躍與多樣，但如何留下這

些身影與背後的反饋，能在點

滴之間匯聚成流為「創意三角

洲」，並為這棟建築物添上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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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樣新的故事？在經過計畫老師多次討論後，

認為以文字紀錄的方式，能夠將過去、現在、

未來完整串連，《聞物誌》就此應運而生。

刊物規畫之初，就決定不從政治經濟或是

建築史的角度書寫，也不以史料分析來呈現，

而是從師生與這個空間的互動關係，以感性筆

觸述說歷史文物館在大學教育中的重要精神及

意義。《聞物誌》的產生主要有兩個目的：一

是紀錄歷史文物館從過去到現在的演變，這是

我們在創刊號裡使用較多篇幅呈現的內容，二

是記述以歷史文物館為師生共創、互相激盪的

基地，即是在「敘舊」中挖掘新意，並在「創

新」中回溯歷史，藉由師生的不同面向觀察，

在交錯雜揉間激盪、碰撞出新的火花，正如台

糖工作營的跨域課程，首先梳理百年國營企業

的經營問題，讓學生在了解企業發展的歷史脈

絡後，運用現代的經營管理理論以及設計思

維，提出許多令業師和教師驚豔的專案。本刊

物收文有三大部分：以教師邀稿方式回顧場域

歷史、對外徵稿擴充空間想像、計畫撰稿梳理

發展脈絡；從文物展示場域到創新教學平台，

方方面面去形塑這個空間的改變與更迭，再擴

展至校園的人文地景，讓師生能在授課與學習

《聞物誌》創刊號封面 / 封底

過程中感受場域、溫習歷史，在第二期工程結

束後，將有更多的跨域課程及工作坊在此進

行，做為立足未來的起點。

教師邀稿的部分，由圖書館王健文館長以

及文學院陳玉女院長執筆，陳玉女院長從過去

歷史淵源出發，將歷史文物館放入人文大道的

脈絡當中解讀，以歷史為根，文學為脈，藝術

為肌骨，不斷向外擴張，連結城市文創大道，

以此軸線擴充為軸帶，開展出一幅大學與城市

連結宏闊的願景；圖書館王健文館長則是從自

身經驗出發，娓娓道來當初「大員紀事」策展

過程，細數當年歷史系師生夙興夜寐，不計薪

酬，只為讓人們重新看見，文物保存與文物館

存在的重要性；文末更呼籲師生莫忘這段篳路

藍縷的歷程，謹記身為歷史人傳續文物的責任

與精神。對外徵稿，則有中文系林耀潾老師從

成大文學家群像發想，連結成功湖、旭町（今

榕園）以及環繞湖邊的建築，創作出〈如果你

以榕園的光影寫詩〉，將人與環境的圖像建構

出來，藉由文學書寫產生時空錯綜，過去眼前

這片景色曾激發文學家創作，如今又帶給我們

什麼樣的創意靈感？

整修文物館的初衷，是希望透過空間的

改變，給予我們不同的空間想像，重新詮釋空

間意義。《聞物誌》從過去的點滴開始記錄，

並讓我們思索：當歷史文物館不再只是展覽空

間，裏頭也不僅是存放文物，那麼它還可以創

造出什麼有趣的互動，又能帶給師生、社區居

民，甚至是新住民什麼樣的印象？因此，在

「計畫撰稿」特別規劃「來自四方的故事」，

將歷史文物館重啟新貌以來所有活動、課程與

點滴生活札記詳實紀錄，將新血注入歷史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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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館啟用後，許多重要的跨域課程在此產生，圖為微課程「甘蜜臺南：府城與糖業記憶再現結業合照」

館，這棟老建築可能至始至終，從未想過自己

可以從默默無名的日式倉庫，轉變為存放歷史

文物的典藏庫，更搖身一變成為培育創新跨域

人才的重要智庫，在未來能夠發展匯聚成大創

意交流、互動合作的環境，並成為府城記憶的

重要樞紐，因跨域思考而激發創意，而再厚實

原有的人文精神。

 目前《聞物誌》第二期已在規劃當中，

內容將以歷史文物館做為基地，進一步關注與

探訪校園中與臺南市老屋的現況、使用方式與

其背後的故事，於磚瓦間堆砌成一道無形記憶

之屋。經過歷史文物館場域的改造和運用後，

編輯小組認為空間不但能夠存放實體文物、做

為展覽空間、提供課程與活動使用，更是一種

保存時間的方式，如一系列的「異次元人文講

座」，吸引許多社區民眾進入歷史文物館，在

古蹟中汲取歷史精華，從各世紀的府城印象中

認識臺南；從故事中，再現老屋風貌與勾勒未

來想像，藉由走出大學城的古蹟群，俯瞰府城

的老建築，尋找更多待發掘的古老技藝與記

憶，從點到線到整個臺南市，能夠繁星點點，

再現世代記憶。

計畫辦公室堅持為歷史文物館編一份專屬

刊物，並且企圖以文物館的本質做為觀察和發

展基礎，是想提醒生活在成大的我們，校園內

古蹟與歷史無處不在，宛如一日三餐，看似理

所當然卻無法脫離，特別容易讓我們忽略時間

賦予的美好，是如此珍貴且得來不易，許多重

要的資料與建築遭受破壞，永遠等不到關注的

眼光，就在風雨中灰飛煙滅。計畫終會結束而

荏苒依舊，希望我們透過《聞物誌》的書寫與

紀錄，在時間帶走一切風華之時，留下每一個

感動與珍貴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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