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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著作者協會〉一文介紹國際筆會

國際筆會聘請梁啟超及泰戈爾為亞洲區

兩位名譽會員，為中華民國與國際筆會

來往之始。

胡適訪英受倫敦總會接待。 第十六屆國際筆會年會在捷克布拉格召開，

由旅英名戲劇家熊式一及郭子雄代表參加。

會中，各國代表聲討日本在中國轟炸城市，

屠殺平民，將日本筆會擯除於執行委員會

外，而將以中國筆會取代。

宗白華、郭有守等人開會決定於陪都重慶設

筆會通訊處，推伍蠡甫擔任通訊聯絡事宜，

並以中國分會名義，致電布拉格國際大會，

對該會通過聲討日本之決議案，表示感謝。

第十八屆國際筆會年會在瑞典首都斯德

哥爾摩召開，陳源（西瀅）代表中國筆

會參加。

第八屆國際筆會年會 6 月於

波蘭華沙舉辦，留英學生郭

子雄代表參加，為中國首次

參加國際筆會年會。

11 月 16 日中國筆會經總會通

過正式成立，蔡元培為首任

會長。

1 月舉行當年第一次常會，計畫設立

筆會文學獎、出版筆會年刊等等，但

未付諸實施。

參加於蘇格蘭愛丁堡舉辦第

十二屆國際筆會年會，代表

為王統照、郭子雄。

中國筆會由林語堂、胡適、徐志摩等

人發起，11月於上海成立 (據《蔡元

培年譜》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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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在上海召開會員大會，改選理事會，

改選蔡元培、林語堂、曾虛白、宋春舫等

十一人為理事，推蔡元培續任會長。

7月筆會集會歡迎美國詩人Langston 

Hughes訪華。

國際筆會 (International Writers’ Club)，

又稱 P.E.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oets, Playwrights, Editors, Essayists, & 

Novelists) 成立於英國倫敦。

第十七屆國際筆會年會在美國紐約召開，

林語堂代表中國筆會參加。

因二次大戰之故，此屆之後國際年會直至 

1946 年方復辦。

國際筆會在瑞士蘇黎世召開第十九屆年

會，陳源及熊式一代表中國筆會參加。

中國仍為國際筆會執行委員會的會員國

之一。

後因國內政局動盪不安，中國筆會也因

而停止活動，更無力派人參加在國外舉

行的國際筆會年會。

二次大戰期間，法國作家茹爾‧羅曼

( Jules Romans ) 任國際筆會會長，授

權主席團在戰時辦理會務。

胡適時任中國駐美國大使，以胡適為首

成立五人主席團，是中國筆會成立後中

國作家在國際筆會中擔任最高職務。

5 月 28 日，舉行第九次，亦為 1949 前

最後一次大會。

蔡元培因健康理由未出席，且力辭連任會

長。然蔡元培的地位難以替代，大會最終

未能選出新會長。

7月盧溝橋事變揭開八年抗戰序幕，抗戰

初期筆會會員仍常於陪都重慶聚會，之後

暫告中止。

第十五屆國際筆會年會在法國巴黎召開，

在倫敦大學深造的伍蠡甫自英國赴法國，

代表參加。

2月英國劇作家蕭伯納 

(Bernard Shaw) 訪華，

筆會在上海開會歡迎，由

蔡元培會長親自主持。出

席者包含魯迅。

1 月胡適在筆會常會報告北平分會籌備情況。

6 月第九屆國際筆會年會位在荷蘭海牙所舉辦，

由駐比利時代辦謝壽康代表參加。

9 月「九一八」事變爆發。

11 月筆會創會發起人之一，詩人徐志摩飛機失事

罹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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