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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文藝鬥士」──  張道藩
另眼看作家系列之十六

蔡登山 ◎ 文字工作者

談到張道藩，人們馬上會聯想到蔣碧薇、徐悲鴻、孫多慈等人。蔣碧薇（1898 - 1978）出

生在江蘇宜興一個世代望族的大家庭裏，13 歲那年由父親做主定下親事。但幾年後，徐悲鴻卻

闖入了她的生活。其後，一心想掙脫封建思想束縛的蔣碧薇隨徐悲鴻一起私奔到日本東京，然

後又同赴巴黎留學。1922 年，在德國柏林他們認識了青年畫家張道藩（1897 - 1968）。徐悲鴻

回國後，蔣碧薇還留在巴黎，和張道藩等經常在一起聊天、跳舞，張對蔣殷勤有加。1926 年 2 

月，張道藩在一封長信中正式表達其對蔣的愛意，蔣予以回絕。此後，張道藩和法國姑娘素珊

（中文名：郭淑媛）結婚。1930 年，張、蔣、徐三人又一次在國內相逢。徐悲鴻是時在南京中

央大學任教，而張道藩已當上了南京市政府的主任秘書。之後徐悲鴻移情別戀愛上他的學生孫

多慈，1945 年，徐悲鴻登報聲明與蔣碧薇離婚，並於次年與廖靜文喜結良緣。而蔣碧薇從此成

為張道藩的情婦。素珊在得知實情之後，多次要求張與蔣斷絕關係，但是張道藩卻不予理睬。

1958 年張、蔣關係走到了盡頭，1960 年底，張道藩與妻子破鏡重圓。而在之後的時間裏，蔣碧

薇把自己一生的戀情寫入了五十萬字的《蔣碧薇回憶錄》中。她與徐悲鴻的婚姻維持二十多

年，與張道藩的戀情則長達四十多載，此情綿綿，但最後都以悲劇收場。

張道藩一生官銜太多，曾連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並任中央常務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委

員。在黨務方面，曾任駐倫敦支部評議長、貴州省黨務指導員、南京市黨部委員、江蘇省黨部

委員、中央組織部秘書、中央組織部及中央社會部副部長、中央宣傳部及中央海外部部長、中

央文化運動委員會主任；在行政方面，曾任廣東省政府農廳秘書、南京市政府秘書長、浙江省

政府教育廳長、交通部次長、內政部次長、教育部次長；在教育方面，曾任國立青島大學教務

長、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在文化方面，曾創立中華全國美術會，任理事長，創立國立戲劇學

校，任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並任其他許多學術文化團體理事長及常務理事。但在他生命的最

後時刻，他說：「⋯⋯我若去了，不要把一些官銜刻在我的墓前，我只希望在一塊石頭上刻上

『中華民國文藝鬥士張道藩』幾個字，便心滿意足了⋯⋯」。是的，從抗戰勝利之後，張道藩

逐漸將心力投入文藝界，來到臺灣之後，更是國民黨在文藝政策及執行方面的最高負責人。

1949 年 1 月以後，大陸局勢逆轉，4 月下旬張道藩從上海飛往廣州。後來在某次中央常會

中，提議裁撤「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簡稱「文運會」），將原有業務歸併到中央宣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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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這個在他手中創設，已有八年多的「文運會」。12 月底，中國廣播公司在臺北改組，他當選

為董事長，直到 1954 年 5 月卸任，他從一個對廣播外行，到奠定堅實的基礎，張道藩功不可沒。

1950 年春，他在蔣介石的指示下創設「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簡稱「文獎會」），獎助

富有時代性的文藝創作，直到 1957 年 7 月結束。在七年多裡，獎助作家超過千人，對臺灣五○

年代文藝思潮的形成，產生巨大的影響。同年 5 月 4 日，又成立「中國文藝協會」（簡稱「文

協」）。先後設置了小說、詩歌、散文、音樂、美術、話劇、電影、戲曲、攝影、舞蹈、文藝

論評、民俗文藝、新聞文藝、廣播電視文藝、國外文藝工作、文藝翻譯、大陸文藝工作、文藝

研究發展等 18 個委員會。他重視青年的文藝教育，他指出文藝最可貴者在創新，創新的希望在

青年，他在〈我對文藝工作的體認和期望〉中說：「為了整個文學的前途，文藝事業必須後繼

有人。……不是要青年向我們看齊，照著已有的老樣子摹寫，而是要我們看青年人自己的想法

和看法是否有新穎的獨特的地方，依循他們才性之所近，來引導他們不斷進步，發展他們的創

造力」。同年 8 月，「文協」和教育廳合辦暑期青年文藝研習會。10 月，「文協」成立小組，

義務為文藝青年批改習作，而他接任《中華日報》董事長，更增闢中學生週刊，約作家五十人

為中學生修改作品。「青年重要。」他總是這麼說。

作家王鼎鈞特別提到青年小說家馮馮的例子，馮馮當時寫了一部自傳體小說《微曦》，長

度超過 100 萬字，起初，他把這部小說送到《中央日報》副刊，據形容，馮馮把稿子裝在麵粉

袋裡扛在肩上。《中央日報》副刊版面無法容納，勸他精簡成 20 萬字，馮馮當然捨不得。1964

年4月，《微曦》由皇冠出版社出版。嘉新水泥公司捐款成立文化基金會，設置文藝獎金，馮馮

把《微曦》送去。馮馮出身軍旅，刻苦自修，風度可親，引起董事長王雲五的關注。雲老特別

請張道藩負責審查《微曦》，那時張道藩已 68 歲，連年抱病，仍然花了一星期時間，把這部超

級長篇一個字一個字讀完，還寫了 5000 字的「概略」，以便思考衡量，他給《微曦》很高的評

價，馮馮得到最高獎金。這一年，馮馮 27 歲。馮馮後來當選「十大傑出青年」。馮馮的成名，

與蒙張道藩的肯定有相當大的關係。

作家王鼎鈞又說：「臺灣在五○年代號稱恐怖時期，政府對文藝作家百般猜疑，而作家多

半以對現實政治離心為高，兩者互為因果。道公實在不願意聽到某某作家被傳訊了、某某作家

被拘捕了，他曾多次要求政府善待作家，委委婉婉見諸文字：『不要計較他們的小節，待之以

朋友，愛之如兄弟，引導他們的趨向，發揮他們的天才，激勵他們的志氣，替國家社會多多效

力。』他也非常希望作家換一個眼光看現實政治，有時見諸文字：『在文藝的世界裡，能夠解

脫現實的束縛，追求理想的自由，以智慧代替權力，以和諧消融矛盾，以喜樂化除痛苦，以博

大的愛心寬容偏狹的憎恨。』」

1952 年 3 月，張道藩繼劉建群之後擔任立法院長，迄 1961 年 2 月獲准辭職為止，歷時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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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這也是他一生當中政治生涯的最高峰。在院長任內，他盡心盡力，任勞任怨，充分發揮議

長的功能，也表現了他鉅細靡遺的行政幹才。此外，他大公無私的清廉操守，更贏得全院同仁

一致的讚揚。

1954 年 3 月，吳國楨在美國提出批判政府的尖銳言論，被稱為「吳國楨事件」。其實吳國

楨一直都是蔣介石的寵臣，蔣下野後，吳國楨隨蔣四處行動，作為他的幕僚，出謀劃策，並在

1949 年 8 月 1 日成立的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內任職，吳國楨對臺灣政治有所動作，此亦種下

了陳誠對吳不滿的遠因。國民政府遷臺後，蔣為爭取美國支持與經援，任命和美國有良好關係

的吳國楨出任臺灣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行政院政務委員。然而在韓戰爆發後，美國改為全力支

持國民政府並給予美援，吳國楨的地位也因此下降，與蔣經國和彭孟緝的特務系統也不斷發生

衝突。1950 年，臺灣火柴公司總經理王哲甫無辜被捕，吳下令放人。臺灣保安副司令彭孟緝執

行蔣經國命令，堅不放人，先判死刑；由於吳的反對，經蔣介石出面，改判7年徒刑。吳國楨已

完全無法再與蔣經國共事，蔣中正曾派黃伯度傳話，許以行政院長之職，要吳好好與蔣經國合

作，願當院長兼省主席亦可。但吳一概拒絕，他偕妻上日月潭，聲言非准予辭職不下山。後來

在下山時，吳的座車前輪與主軸聯接的地方，疑似螺絲鬆動，是經人動過手腳，吳國楨幾遭不

測。1953 年 4 月，吳國楨辭省主席職，同年 5 月 24 日，吳與妻子前往美國。

1954 年 1 月，臺灣傳出吳國楨貪污套取巨額外匯的傳聞，臺灣報紙刊出〈勸吳國楨從速回

臺灣〉社論。同年 2 月 9 日，吳國楨在臺灣大各報刊登啟事駁斥謠言：「此次來美，曾經由行

政院長陳院長批准，以私人所有臺幣向臺灣銀行購買美金五千元，作為旅費，此外未由政府或

政府中之任何人員批准撥給分文公款，⋯⋯為國服務三十餘年，平生自愛，未曾貪污，在此國

難當頭之際，若尚存心混水摸魚盜取公帑，實際自覺不擠於人類。」並且公開批評國民黨當

局，批評救國團、情治單位及蔣介石獨裁，並指出臺灣當時政治的六大問題：一黨專政、軍隊

政戰部門、特務問題、人權問題、言論自由與思想控制。美國《紐約時報》、《芝加哥論壇

報》、《時代》、《新聞周刊》等著名報刊，無不爭相報導。

與吳國楨同是南開中學的立法院長張道藩，不顧「同窗之誼」，曾 3 度向行政院提出三次

質詢批評吳國楨，罪名包括「擅離職守，拒辦移交，私自濫發鈔票，拋空糧食；並在外匯、貿

易、林產等問題的處理上，非法亂紀，專擅操縱，有意地包庇貪污、營私舞弊等」，列舉吳國

楨13條罪狀；但證據明顯不足，僅用「據說」、「據聞」、「據報」等不確定的字眼。陶希聖

則發表〈兩把刀、殺到底〉一文，口誅筆伐。吳國楨寫了3封信給蔣介石，逐條駁斥對他的誣

蔑。不久吳國楨在美刊出〈上總統書〉，批評蔣介石「自私之心較愛國之心為重，且又故步自

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評建議之機會。」同時，把矛頭直指「太子」蔣經國，主張將其送入「美

國大學或研究院讀書」，否則會妨礙臺灣進步。3 月 17 日，國民大會更通過決議，要求政府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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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免吳國楨政務委員職務並依法究辦，蔣介石同日並正式發表「總統命令」：「據行政院呈：

『本院政務委員吳國楨於去年 5 月借病請假赴美，託故不歸，自本年 2 月以來，竟連續散佈荒

誕謠諑，多方詆毀政府，企圖淆亂國際視聽，破壞反共復國大計，擬請予撤職處分。另據各方

報告，該員前在臺灣省主席任內，多有違法和瀆職之處，自應一並依法查明究辦，請鑒核明令

示遵』等情。查該吳國楨歷任政府高級官吏，負重要責職二十餘年，乃出國甫及數月，即背叛

國家污蔑政府，妄圖分化國軍，離間人民與政府及僑胞與祖國之關係，居心叵測，罪跡顯著，

應即將所任行政院政務委員一職予以撤免，以振綱紀，至所報該吳國楨前在臺灣省政府主席任

內違法與瀆職情事，並應依法徹底查究辦，此令。」將吳國楨撤職查辦，並開除吳國楨的國民

黨籍。

由於在立法院的精神負擔太重，已嚴重影響張道藩的健康，因此他興起辭去立法院長一

職，他說：「我這麼做，既不是矯情，更不是姿態，而是出自真心。因為這個工作，無論和我

的性情或是我的志趣，都背道而馳。我最初坐在主席臺上，還能讓自己試作客串的演員或是欣

賞的觀眾。但政治是要負責任的，位置坐的愈高，責任負的愈重。我的責任心又很強，不能做

到『笑罵由人笑罵，院長我自為之。』」但蔣介石不讓他辭職，張道藩休息了短暫時間後，只

好硬著頭皮，抑制自己的心情，繼續從事沈重的工作。

1956 年 7 月，在他 60 歲生日過後不久，他呈請中央結束文獎會業務，停辦出版 5 年的《文

藝創作》月刊，並在原址創辦中興文藝圖書館，自兼館長。辦圖書館是他多年來的心願，他把

當年在上海、南京、重慶各地出版的文藝書籍，包括左翼作家的作品，約在萬冊左右，整理出

來，以滿足愛好文藝的青年的迫切需要。這也成了當時臺灣收藏二、三○年代文藝作品最多的

圖書館之一。

國際筆會 1922 年於倫敦成立，中國於 1925 年加入，總會設在上海，會長由蔡元培擔任，

林語堂任執行秘書。但除了 1933 年 2 月 17 日下午以「國際筆會中國分會」的名義，招待過蕭伯

納訪華外，該會甚少活動，形同虛設。1957 年，國際筆會準備在東京召開第 29 屆大會，經駐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陳源提議，臺灣重建了筆會組織，推舉張道藩為會長，並於同年恢復了會

籍。1959 年，陳源與羅家倫（繼任會長）、陳紀瀅、曾恩波出席了在德國法蘭克福召開的第 30

屆國際筆會。

研究者秦賢次認為張道藩對文藝界影響最大的是他的文藝政策觀，他說：「由於他一生在

高層黨政界的一帆風順，由於他是國民黨高官中對文藝及文藝工作者最為關愛者，更由於他是

國民黨多年來最高的文藝主管。因此他的文藝政策觀逐漸匯聚形成政府當局的文藝政策，從而

對文藝界產生巨大的影響。」它具體而微地顯現在 1967 年 11 月國民黨第 9 屆五中全會所通過的

「當前文藝政策」上。秦賢次認為這是民國以來我國文藝政策的新里程碑。除了確定文藝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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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目標及創作路線外，更重要的是政府要設立專責的文藝機構作為輔導；政府更要設置鉅額文

藝基金，列入預算，作為培養人才，獎勵作品之經費等等。這個具有前瞻性的文藝政策，事實

上係透過張道藩的苦心策劃，經大會修正通過的。最重要的是，這個文藝政策並不是開過會後

就束之高閣存檔了事，後來的發展正顯示它的正確性與可行性。

張道藩說：「我生平為了文藝，在極困難的時候，只好自己站出來打前鋒。俗語說：『出

頭的椽子先爛』，這當然是一種犧牲。但做革命的文藝工作，總要有人肯犧牲。──即使入地

獄，只要能對國家民族有利，我也要把地獄看成天堂。」這是張道藩對畢生貢獻心力的文藝工

作，至死不悔的精神寫照。

1968 年 6 月 2 日，他走完人生最後一程，享年 72 歲。

華仲麐教授這麼評價他：「他在公私情理之間，隨時含有兩種極端矛盾，以致痛苦終身。

因為他對社會有極端的熱愛，而又有極端的厭惡；他智慧崇高，頭腦冷靜，能分析觀察事理，

同時感情熱熾，天天在自煎自熬；他不肯同化，又無法改造，有心解脫，又不忍割捨；別人所

陶醉的高位，他認為無聊，別人所滿足的盛名，他覺得可恥；在不斷追求、不斷希望、不斷搏

鬥、又不斷矛盾中，可能會歸於幻滅，而形成這位藝術政治家畢生的悲劇。」

張道藩曾經說：「我徹底反省，生平雖於公德無虧，卻受私情所累。」確實對於美麗、善

良、賢淑的元配郭淑媛而言，張道藩是有所虧欠的。自從 1949 年年底，郭淑媛女士就帶著女兒

和小姑到雪梨去，生活艱苦到要靠她十指做手工賺錢來教養兩個女孩。直到 1959 年，張道藩

才在不斷地自責之下，說：「我自己越想越難受，身為立法院長，讓太太在海外長期受苦，我

簡直不配做個堂堂的男子漢！」他終於湊足一筆旅費到澳洲探視妻女幼妹，夫妻此時已闊別 9 

年，但只歡聚兩個月，張道藩因公務在身就回來了。次年妻女返臺定居，一家總算團圓。

1981 年，張道藩逝世十多年後，因道藩圖書館交由臺北市政府接辦，郭淑媛從美返國，她

除了希望道藩先生的精神因這個圖書館而得以流傳之外，她也談道：「張先生留給我的，除了

數不盡的愛和回憶，最重要的是『愛國』兩個字。」當年張道藩人在臺北，但他心裡卻惦念著

遠在澳洲生活的郭淑媛，她在接受記者訪問說：「他親手從臺灣寄龍井茶給我，郵包上有他的

親筆字。」她說著說著，眼睛漲滿了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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