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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第2屆「傑出台灣文獻

獎」，2015年獲頒第4屆「台南文化獎」。

黃天橫在白色恐怖風聲鶴唳之時，仍

堅持台灣本土意識，以一己之力將許多本土

文物、文獻史料、台灣書畫都悉心保存。由

於黃天橫與府城世家石暘睢亦師亦友，也結

交許多台灣收藏家，如楊文富、蕭再火、徐

瀛洲等人，讓他的文史研究和書畫收藏同時

具有史家與民間的特性。黃天橫長期無私地

將畢生珍藏文物提供給文史學界研究，也多

次外借給博物館展覽，使得台灣學界在這些

文物的基礎上，展開新的詮釋境界。瑞典漢

學家施博爾（Kristofer Schipper）旅居台南進

行田野調查時，黃天橫在旁傾力協助，因此

施博爾返國任職法國高等研究院時，不忘在

法國大力推廣台灣及台南，讓台灣本土特色

在國外紮根。在何鳳嬌、陳美蓉訪問記錄的

《固園黃家：黃天橫先生訪談錄》中，黃天

橫詳細介紹以伯父黃欣為主軸家族歷史，並

回憶自己求學生活的點滴。台南市政府文化

局編印有《靜水流深—黃天橫先生追思文

集》，則記錄黃天橫對台灣和台南文史研究

的傑出貢獻。國立台灣文學館於2014年出版

吳毓琪、黃天橫合著之《固園文學史暨石暘

睢庋藏史料圖錄選》；亦於2015年年底舉辦

「藏藝翫物—固園黃天橫游藝天地」主題

書展，展出黃天橫費心收藏之藏書票、年

畫、新港文書、地圖等文獻史料。黃天橫辭

世後，行政院亦通過文化部所提「黃天橫褒

揚令申請案」，肯定黃天橫對於台灣歷史與

文學的史料收集、研究之貢獻。

黃靈芝
（1928-2016）

圖29　黃靈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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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靈芝，男，本名黃天驥，1928年6月20

日生於日治時期台南市東門町，2016年3月12

日辭世，享壽88歲。黃靈芝父親黃欣，為日

本治台時期的名士，黃欣在明治大學法學畢

業後返台，曾任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員、台南

州教育委員，是當時台灣南部首屈一指的人

物。其家邸庭園名為「固園」，約有四千坪

左右，是當時文人墨客聚集之處，黃靈芝從

小便在這樣的環境長大。1935年，黃靈芝因

為家世背景的原因，進入專供日本人子弟就

讀的台南花園尋常高等小學校，班上除了他

以外全都是日本人。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黃

靈芝瞭解到自己與其他日本孩子仍具有相當

的差異。1941年，就讀台南第一中學校，隨

即被高年級學生毆打至肋骨斷裂，理由是長

得太瘦「虧欠了大日本帝國」。黃靈芝此後

在家自修，於二戰結束後以同等學歷考取台

灣大學外文系，並進入當時台灣雕書界第一

人的蒲添生工作室，開始學習雕塑。

1947年，黃靈芝父親黃欣過世，同年發

生二二八事件，黃靈芝也罹患了肺結核，為

了治病從台灣大學外文系輟學。1951年，投

稿《軍民導報》文藝攔結識詩友，和錦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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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浪、謝喜美等人組成日文文藝會。1956年

參加台北相思樹俳句會，1962年以雕塑作品

「盲女」，入選法國巴黎國際青年藝術展，

1963年「盲女」獲得第17屆台灣省美術展特選

第1名，同年出現第三次大咳血，原定赴日本

接受手術，賣掉房子取得旅費，卻因當時政

府政策無法成行。1965年，成為「台陽美術

協會」會員，1970年在東早苗、中和與一的

建議下，創設「台北俳句會」擔任會長，並

每年出版《台北俳句集》。2006年，因為對

台日文化交流貢獻頗豐，獲得日本天皇頒贈

旭日小綬章。

黃靈芝的創作以日文小說和詩為主，

也涉及俳句、短歌、評論、散文，另有少部

分的中文與法文創作。其作品背景大多是描

寫戰後台灣社會的情境，再加上19歲那年父

親過世，隨後自身又患有肺結核，因此創作

主題多涉及生死議題。例如〈蟹〉這篇小

說，描述生物為了活下去，必須以其他生命

死亡後的屍體為食，內容對生死價值有諸多

反思。在小說之外，黃靈芝詩作方面富有哲

理與幽默。曾獲吳濁流文學獎、正岡子規國

際俳句賞、屆台灣文學家牛津獎等獎項。著

有小說《宋王之印》、《黃靈芝小說選—

戰後台灣的日語文學》等；俳句《台灣俳句

歲時記》等；並有自費出版的《黃靈芝作品

集》共21卷。

楊南郡
（1931-2016）

圖30　楊南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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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南郡，男，1931年11月28日生於日治

時期台南州新豐郡龍崎庄（今台南市龍崎

區），2016年8月27日凌晨病逝於台大醫院，

享壽85歲。楊南郡於1944年被召集到日本神奈

川縣海軍兵工廠，成為台籍少年兵，負責維

修製造神風特攻隊的靈式戰鬥機，當時他未

滿14歲。日本投降後，楊南郡回到台灣，從

台南二中畢業並進入台灣大學外文系就讀。

畢業後擔任英文教師兩年，再到台南美國空

軍基地和美國駐台辦事處任職，期間接觸登

山活動進而引發興趣。

1976年，楊南郡達成攀登台灣百岳的紀

錄，展開台灣山林與古道的調查，進入業餘

台灣歷史研究者的領域。1990年退休後，楊

南郡受太魯閣國家公園、玉山國家公園、雪

霸國家公園和林務局的委託，投身古道研

究，期間考察了玉山國家公園的八通關古

道，對台灣高山古蹟、原住民族史和生態方

面研究頗多貢獻，成為台灣古道踏勘的先

驅，並鑽研南島語族文化和史蹟遺址。1999

年，獲得台灣省文獻會（今國史館台灣文獻

館）傑出台灣文獻獎的傑出文獻工作獎。

2010年，東華大學授予楊南郡社會科學名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