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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函
地址：40701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3段99
號
承辦人：科員 李芯妤
電話：04-22289111分機25302
電子信箱：ntu588@taichung.gov.tw

受文者：國立中央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2月15日
發文字號：中市文研字第111002544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87330000E_1110025440_ATTACH1.pdf、

387330000E_1110025440_ATTACH2.pdf)

主旨：檢送本局臺中作家典藏館「走入她們的房間-女性書寫與

空間特展」展覽海報和摺頁各1份，惠請協助公告宣傳及

轉知所屬，鼓勵師生踴躍參與，請查照。

說明：

一、臺中作家典藏館以典藏研究為基礎，保存及推廣出生於臺

中、生活於臺中或寫作於臺中的作家文物與經典作品等，

並以舉辦個別作家主題特展方式，突顯作家個人特色與文

學貢獻，期讓民眾更加了解臺中文學發展歷程與作家創作

經驗，擴大文學作品的影響力。

二、旨揭展覽期間為111年10月16日至112年2月12日止，展區為

打造張秀亞、琦君、周芬伶三位女散文家們風格迥異的寫

作空間與氛圍，彰顯三位女作家身為知識份子的豐厚學

養，熱愛求知的勤學態度，對居家佈置的巧思，在艱辛環

境中打造閱讀寫作空間，營造夢想之屋的創意想像，包含

從實體空間到抽象的心靈密語。請鼓勵師生踴躍以團體形

式預約參訪，讓學生們藉由參觀展覽認識女性打造家屋、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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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心靈的作品與創作軌跡，展開閱讀與寫作的療癒力

量。

三、相關展覽活動詳情歡迎上臺中文學館網站(https://www.

tlm.taichung.gov.tw/home.aspx)查詢。

正本：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臺北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國立高雄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臺灣科
技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臺北
藝術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臺東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聯合大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國立臺南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
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國立體育大學、國立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金門大學、國立臺
灣體育運動大學、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國立屏東大學、國立
高雄科技大學、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國立臺東專科學
校、國立空中大學、東海大學、東吳大學、中原大學、中國文化大學、逢甲大
學、靜宜大學、長庚大學、元智大學、大葉大學、華梵大學、義守大學、世新大
學、銘傳大學、實踐大學、朝陽科技大學、高雄醫學大學、南華大學、真理大
學、大同大學、臺北醫學大學、中山醫學大學、龍華科技大學、輔英科技大學、
長榮大學、弘光科技大學、中國醫藥大學、玄奘大學、建國科技大學、明志科技
大學、高苑科技大學、大仁科技大學、聖約翰科技大學、嶺東科技大學、中國科
技大學、中臺科技大學、亞洲大學、開南大學、佛光大學

副本：本局文化研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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