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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壽裳日記》

内容概要

《許壽裳日記》為臺灣大學出版中心的「臺灣文學 與文化研究學術叢書」（臺大臺文所所長梅家玲主
編），文獻資料系列的首發之作。由北岡正子（日本關西大學名譽教授）、陳漱渝（前北京魯迅博物
館魯迅研究室 主任、副館長）、秦賢次（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專家）、黃英哲（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
學部兼大學院中國研究科教授）四位專家主編。臺大出版中心最新出版的《許 壽裳日記》版本，是在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東洋學文獻中心」版本與「福建教育出版社」簡體字版本的基礎之上，根
據許壽裳日記手稿仔細逐字核對校勘，保 留古體字，並比對查證相關資料，訂正錯漏字，以更接近日
記原始面貌、更符合史料文獻性質、更接近完美的版本，呈現於世人面前，希望提供研究者更完整精
實的 研究史料。除了珍貴的史料性，《許壽裳日記》兼具文學性及可讀性，加上北岡正子與黃英哲教
授精闢導讀的分析，完整的許壽裳生平年譜附錄，使此書整體價值性 更高。 許壽裳因魯迅著作思想
傳播，近年也受到大陸學界的 矚目。
許壽裳經歷戰前、戰中、戰後，足跡遍及日本、中國、臺灣，是戰後 臺灣文化重建的領航者，在現代
教育文化史上，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由於具有留日背景，又於學界早孚重望，許壽裳赴臺之後，被
委以省編譯館館長一職，投入並 主導當時的文化重建工作。他深知語言與文化教育對於當時臺灣的重
要性，而過去日人在臺灣研究方面的累積成果，也值得借鑑與延續，因此任職期間，大力延攬多 位中
日學者專家，分別負責編纂學校教材與社會讀物、翻譯學術名著與文學名著，同時整理戰前日本學者
的臺灣研究成果。在百廢待舉的戰後初期，許壽裳身體力 行，率先以重建文化、重視臺灣研究的先驅
姿態，為臺灣做出具體的貢獻。
許壽裳於1947年6月接任臺灣大學中文系首任系主任， 成為臺灣大學語言與文化教育實踐的核心。臺
灣大學剛從日據時期的帝國大學改制而來，各項制度亟待調整轉型。許壽裳到校未久，即為臺大寫作
校歌歌詞，激厲學 子，凝聚師生向心力。為了推行國語並提昇學生的語文能力，編選了國語文教材；
為了奠定中文系未來的發展基礎，他添購中國文學圖書，規劃成立專業研究室，參 考北大清華，訂定
中文系課程標準，同時倡議文學院出版學術刊物，以利研究。對於臺大以及中文系，他多有創建之功
，並且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許壽裳的日記從他任教成都華西協合大學1940年8月1日開始，止於1948年2月18日去逝於臺灣大學教授
任內為止，從57歲到65歲的紀錄，映照了 許壽裳在戰時大後方經驗和戰後的臺灣經驗，詳盡地呈現了
許壽裳的生活點滴，從抗戰時期的成都重慶，到光復後的臺北；從個人的讀書寫作、家族成員互動，
到協 助政府推動教育文化工作、與長官同事間交遊往返，所記所述，皆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許壽
裳日記》是一部關於抗戰期間，中國人離散流亡的紀錄，以及在中國 和臺灣、日本的異文化摩擦中，
一位守著「誠與愛」的知日派知識份子的軌跡。它不僅是許壽裳的個人史與家族史，同時也是同時代
的社會文化史料、經濟史料、文 學史料、傳記史料或氣象史料等。許壽裳是戰後臺灣文化重建的「領
航者」，也是臺 灣大學中文系首任系主任。早自一九○九年留日歸國起，他就深受當時教育總長蔡元
培倚重，歷任教育界要職；一九四六年夏，他應好友陳儀之邀，赴臺灣主持戰後 臺灣的文化重建工作
，無論是任職臺灣省編譯館，抑或臺灣大學中文系系主任，任內無不戮力興廢，成果有目共睹。本書
收錄他在臺灣時期散見於各刊物的研究與評 論文字，以及《魯迅的思想與生活》和《怎樣學習國語和
國文》兩部專著，完整呈現許壽裳在臺時期的思想理念與關懷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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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簡介
許壽裳（1883-1948）
字季黻（或季茀），浙江紹興人。一八九九年，入紹興中西學堂就讀，一九○○年轉入杭州求是書院
，受業於宋平子門下。一九○二年九月，以浙江官費赴日本留學，其後結識同是浙江官費留學的同鄉
魯迅和陳儀，此後三人的深厚友誼至死不變。
一九○三年，主編浙江同鄉會誌《浙江潮》，鼓吹反清革命，影響中國留學生甚鉅。一九○四年三月
，自弘文學院畢業，並再進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預科、史地科就讀，一九○八年畢業。一九○九年返
國從事教育工作，歷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第一科長、江西省教育廳長、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校長、
中山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幹事兼文書處主任、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院長等職。
一九三七年，抗戰軍興，許壽裳受聘為西安臨時大學史學系主任兼教務委員。一九三八年，西安臨時
大學改名西北聯合大學，許壽裳兼任法商學院院長，不久，因受到教育部長陳立夫干涉，憤而辭去院
長之職，專任史學系教授。一九三九年，西北聯合大學改組為西北大學，許壽裳辭職，任教於中山大
學師範學院教授。一九四○年春天，應私立華西協合大學（成都）之邀，擔任庚款講座教授。一九四
一年夏天赴重慶，擔任國民政府考試院考選委員會簡任祕書。
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後，許壽裳擔任考試院考選委員會專門委員，旋應時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長官的好友陳儀之邀，前往臺灣擔任臺灣省編譯館館長。二二八事件後，因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改
組，陳儀離職，臺灣省編譯館撤廢，許壽裳轉任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隔年二月十八日於臺
灣大學教員宿舍遇害。
編者簡介
北岡正子
日本．關西大學名譽教授。主要著作有：《摩羅詩力說材源考》（中文，何乃英譯，北京師範大學出
版社，1983）、《魯迅  在日本異文化之中》（日文，日本：關西大學出版部，2001）、《魯迅  救亡
之夢的走向》（日文，日本：關西大學出版部，2006）等。
陳漱渝
前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主任、副館長。主要著作有：《魯迅與女師大學生運動》（北京人民出
版社，1978）、《民族魂—魯迅的一生》（浙江文藝出版社，1982）、《魯迅史實求真錄》（湖南文
藝出版社，1987）、《胡適心頭的人影》（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等。
秦賢次
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專家。主要著作有：《秦賢次評論集》（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3）、《台灣文化
菁英年表》（台北縣文化局，2002）、《現代文壇繽紛錄——作家剪影篇》（秀威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2008）等。
黃英哲
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兼大學院中國研究科教授。主要著作有：《「去日本化」「再中國化」
：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中文，台北：麥田出版，2007）、《文本跨界：東亞文化文學
研究新嘗試》（合著，日文，東京：研文出版，2008）、《帝國主義與文學》（合編，日文，東京：
研文出版，201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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