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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關於《許壽裳日記》

北岡正子 黃英哲 合撰

一

許壽裳（1883-1948），字季黻（或季茀），浙江紹興

人，曾就讀杭州求是書院。一九○二年九月，以浙江官費派往

日本留學，初入弘文學院速成普通科就讀，在那裡，結識同鄉

周樹人（後來的魯迅）。之後，兩人深摯的友情直到魯迅去世

（1936 年）。一九○四年三月，從弘文學院畢業，進入東京

高等師範學校，研習「教育、地理、西洋史」，於一九○八年

三月畢業。這段期間，他以行動反清，擔任同鄉會雜誌《浙江

潮》（1903 年創刊）的編務，以鼓吹革命思想為己任，並加

入光復會以及爾後成立的中國同盟會（1905 年）。許壽裳和

魯迅在弘文學院就讀時，就一致認為改造中國國民性唯賴革

命，留學時代的後半期，和魯迅一起生活，並著手準備文藝運

動，但是沒有成功。在同一時期，他和魯迅等數人，同去旁聽

章太炎的《說文解字注》講學。章太炎和在求是書院邂逅的蔡

元培，都是許壽裳生涯最尊敬的師長。許壽裳原有留學德國之

意，曾和魯迅結伴同往獨逸學協會學校辦的獨逸語（即德語）

專修學校，上了短時間的德語課，然而留德願望沒能實現。一

九○九年，許壽裳回國，任職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教務長。之

後，魯迅也返國，在同校擔任生理學、化學老師，兩人共事了

一段時間。

辛亥革命過後，蔡元培就任教育總長，立刻聘請許壽裳到

南京的教育部工作，在這裡，再度和魯迅同事。隨著遷都，許

壽裳也跟著教育部的轉移遷住北京，擔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第

一科長。此後，直到抗日戰爭爆發為止，先後歷任江西省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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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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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部，或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及廣州中山大學任職時，

一遇到教育或政治的重大事件，必和魯迅攜手面對困難，同甘

共苦。一九二五年，因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排斥校長運動，引

發教育界新舊兩派對立的所謂女師大事件時，魯迅支援學生的

抗議運動，被免職，許壽裳立刻起而聲援，反對當時的教育總

長章士釗，同樣遭到免職。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民眾示威

抗議包含日本的八國列強以武力威嚇，向中國發出撤除大沽口

國防工事等最後通牒，反對北洋段祺瑞政府的懦弱外交態度，

北洋政府軍警對著抗議民眾開槍，造成重大死傷。因「三一八

事件」北洋政府發出的逮捕令中，大學教授就有五十名，許壽

裳和魯迅也名列其中，他倆歷經逃難生活後終於各自逃離北

京。另外，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因蔣介石的清黨使中山大

學也有數十名學生遭逮捕，許壽裳和魯迅因校方未出手援救，

辭職表示抗議。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十月，國民政府教育部將北

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天津北洋工學院三校合併，在西安成

立西安臨時大學，許壽裳受聘為史學系主任兼教務委員。一九

三八年，西安臨時大學因戰亂轉移到漢中，改名西北聯合大

學。許壽裳兼法商學院院長，不久，因受到教育部長陳立夫的

干涉，憤而辭去院長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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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許壽裳辭職，同年冬天，前往雲

南，再度成為中山大學師範學院教授（因戰禍，中山大學從廣

州遷到雲南的澂江）。一九四○年春天，應私立華西協合大學

（成都）的邀請，以庚款（英國義和團賠償金所設）講座教授

身分前往執教。一九四一年夏天辭去華西協合大學，赴重慶擔

任國民政府考試院考選委員會簡任秘書，後升任專門委員，重

溫公務員生活。

抗戰勝利後，許壽裳回到南京，雖得與九年未見的上海家

族團圓，但旋於一九四六年，接受老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

署長官陳儀邀請赴臺。赴臺後的許壽裳，歷任臺灣省編譯館館

長、臺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教授兼主任等職，一九四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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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離奇死於臺灣大學宿舍。

許壽裳經歷戰前、戰中、戰後，足跡遍及日本、中國、臺

灣。他的一生可謂是波瀾壯闊。許壽裳的日記，是從他任教成

都華西協合大學一九四○年八月一日開始，止於一九四八年二

月十八日去逝於臺灣大學教授任內為止，從五十七歲到六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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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九三七年十月，許壽裳隻身前往大後方。從西安到漢

中、城固、澂江、成都、重慶輾轉遷徙，度過遠離家人將近十

年的辛酸歲月。一九四○年九月十六日，在舊曆中秋的日記

裡，記載了如下的感慨：

近年來，南北東西，不遑寧處。民二五此夕在北平，二

六在嘉興，時正為安頓眷屬，收拾行裝，終日彔彔，對

月黯然，數日後即冒險赴西安。二七在城固，二八在岷

江，舟中同行八人，泊傳家場，不久飛滇。今年在此，

極感蕭殪，妻子流離，相隔萬里，在蓉者惟瑮兒一人而

已。

從目前公開的日記裡，可以了解是記載了在大後方成都、

重慶後半期約五年的生活。日記中，鉅細靡遺地記錄了有關書

信往返、金錢收支、人物往來、起居、讀書、著述、工作等事

情。此外，也會因觸景傷情而寫下如上述般的感慨。

首先，戰爭的陰影濃厚地籠罩著這段時期的生活。日記裡

精密的記載空襲的次數和時間，與留在上海妻子、女兒的通信

日期（從上海到重慶通信時間需一個月以上）和內容，以及親

友們的信件等等，具體的浮現了日本軍重複轟炸成都、重慶，

生活在日軍占領區中國人生活的困頓和逃避戰亂的人們的身

影。例如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五日的日記如此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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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兆恆（長女之夫，住在桂林──引用者注）信，謂暫

不前進，此次湘桂及黔桂撤退情形之慘，有不忍言。其

妹夫楊君一家五口遲兆恆一日離桂（九月十日），至十

月八日發信時尚未抵金。又有友人一家七口，困坐車頂

上至十七天之久，還算萬幸，其餘擠不上車及中途遺棄

者不知凡幾，毫無組織，毫無秩序。又旬日前，車站附

近，汽油炸彈庫爆炸，公私損失之大，可謂空前。……

另外，當在上海的女兒經由桂林、貴陽一路找到父親所在

的重慶約十個月的日記裡，充分表現了擔心女兒安危及行路困

難的父親的心情，令讀者無不動容。

日記不僅記錄了日常戰時的生活，同時也反映出一位抗日

知識份子的戰鬥意識。一九四一年九月五日的日記，敘述了有

關抗日戰爭的意義：

……日本已將琉球民族消滅，朝鮮民族奴役，現在又攫

擄了越南民族，逼伺著泰族。中華民族的抗戰是日本奴

役東亞諸民族的最有力的阻與打擊，同時也是東亞諸

民族解放希望之所繫。

此外，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的日記，讀了內山完造的〈魯

迅先生〉，將魯迅抗議內山太過褒獎中國的段落抄下：「中國

的將來，如同阿拉伯的沙漠，所以我要鬥爭」。又於五日，抄

下郁達夫〈憶魯迅〉文中的一段：「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們自

覺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為，也因魯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

國還是奴隸性很濃厚的半絕望的國家」，許壽裳並沒有加上自

己的感想。一九四五年四月八日的日記也是去掉感想記下了所

聽說的「青年從軍」的苦悶不滿──低級教官不但學識淺薄而

且紀律蕩然、操練除一支步槍外一無所有、待遇連理髮一次也

不夠、反倒被從軍學生們慰勞的高官之視察慰問等。從上述的

日記內容與其抄錄的短文一起解讀，可以窺知許壽裳憂慮著抗

日戰爭的未來和戰鬥主體──中國人國民性的改革有密切關

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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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中處處可見日本步向戰敗的戰況。美軍空襲東京、名

古屋，蘇聯參戰，向廣島投原子彈，聯合國接受日本投降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日記裡，因日本投降及獲知留

學美國的次子平安抵美後，寫下兩首欣喜的詩：

昨成詩兩首。八月十日夜聞日寇乞降，翌日得瑮兒平安

抵華府喜成二首。

居然喜訊聯翩至 黷武倭夷竟乞降

難得八年摧勁虜 從今一德建新邦

陷區妻子狂歌舞 盟國經綸足駿龐

歸路反愁何所見 瘡痍滿地下長江

兒書萬里慰親情 喜報安然抵美京

科學發明原子彈 和平領導國聯盟

厚生能泯貧和富 進德端由愛與誠

羨爾觀光時會好 相期無負此長征

如同詩裡所說，戰後建立「新邦」所需的「愛與誠」，正

是許壽裳以前在弘文學院的青春時代和魯迅共同認定是自己民

族所欠缺，解脫奴隸性所必要的品德。

其次，可指出的是，許壽裳站在和國民黨內部的C.C.派

（以陳立夫、陳果夫為首的國民黨內部派系）對立的立場。一

九四一年三月，許壽裳堅決回絕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湯恩伯創

設的中正學院院長之職，二十一日的日記記錄了給朋友謝似

顏、朱少卿的信裡，敘述了拒絕的理由：

似顏、少卿學長兄大鑒：自奉灰電，即于十六快復一

緘，昨夜奉八日航快書，今晨即復一電，諒均察及。湯

公盛意至感，惟院長之職實不能就，前函已懇請其另擇

他人，此中不得已苦衷，敢為二兄明言之：弟本參同盟

會，且加入國民黨，特以三十餘年來，壹心教育，對于

黨務未嘗致力，且不滿于黨內有黨，此為二兄所知，似

顏兄共事多年，知之尤稔。自民二七秋，弟兼長法商學

院時，教部長別有用意，密電常委，謂院長宜擇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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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弟聞之，憤而立刻辭職，從此不欲與陳見面，以弟

本性孤介，實難與此公周旋。院長無論如何不能與教部

無關係，弟既有此痕跡，恐反累 湯公知人之明，再四

思惟決意辭命，務請二兄代為婉達，至感至謝。……

根據四月二十五日的日記可了解，中正學院是為教育在戰

區不能赴學校的子弟，培養其成為戰時有用人材的學校。湯恩

伯是許壽裳老友陳儀所栽培的人物，但也是日後翻弄了陳儀命

運的人。如同許壽裳在信裡言及的，如做院長必定和教育部有

所瓜葛，實為不想和陳立夫面對，是源於一九三八年在西北聯

合大學的經驗。

一九三八年七月，任史學系教授的許壽裳兼任了同校法商

學院院長，長男世瑛氏的〈先君許壽裳年譜〉（《魯迅研究資

料》22 收錄）裡，針對上述信件的內容有詳細的說明：十一

月，當時的教育部長陳立夫有密電給西北聯合大學常務委員會

指示，法商學院院長須超越而接近中央者擔任，應暫定由張北

海整頓法商學院。其背景源於法商學院的前身是北平大學法商

學院，更早是北京俄文法商專科學校，因設有俄語課程而對此

敏感；加上許壽裳因反對「黨內黨」的存在被視為不服中央者

所致。我們如果參閱《國立西北聯合大學法商學院主要教職員

履歷表》（民國二十七〔1938〕年十月十四日），可知其中數

人有留學蘇聯的經驗，並可看到俄語教師曹聯亞（靖華）的名

字。許壽裳得悉密電之事後非常氣憤，立刻辭去院長一職。據

聞，當時的西北聯合大學係在陳立夫、陳果夫兄弟所謂C.C.派

的掌握之下。

有關形成上述事件背景的戰時國民政府的教育統制，可參

考劉惠璇《抗戰時期西南地區大學訓育問題之研究

（1937-1945）》（文史哲出版社，1992）。當時的國民政府

對於西遷後方的高等教育機關，寄予相當高的關注。在「支援

抗戰」、「準備建國」的兩項目標之下，積極地干涉大學教育

行政的管理監督。首先，全面劃定大學教育，由中央決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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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目和地域分配，強化監督指導的制度，成立學審會，擴張

教育行政權。其次，整頓大學內部的行政組織，確立大學行政

的重點，強化內部行政和人員編制的規定，這些措施無非為了

嚴厲箝制教育藉以集中權限。國民政府的教育統制為強化擴大

其文教政策，其具體作法是將黨團（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

團）導入校園，各大學成立了國民黨中央黨支部和三民主義青

年團，召集教師和學生組織黨義研究會，促使教育界人士逐漸

接觸黨務，也促使自歐美返國的教授們相繼入黨。針對此，也

有學者出面批評學校行政和研究自由恐會受影響。教育部長陳

立夫譴責新文化運動帶來重視西洋的風氣，深刻地影響了大學

教育，稱大學為「文化租界」，揚言要收回租界，而著手整理

課程、科目、教材，重視「中國文化」、「中國教材」的大學教

育，造成了「復古守舊」的傾向。

許壽裳再三發出堅辭院長的信函，四月二十五日的日記又

寫著：「……此種訓練機關，教授實難其選，既須富於本科學

識，又須深於黨義研究，同時更須濟事實地經驗，三者缺一，

則不能達訓練目的，此非普通大學教授所能勝任愉快者。弟個

人既無此能力，又不能訪求此項良教授以為輔導，則其餘一切

更不必談」。讀了其數日以內所寫的這些書信，從所謂：「對

於黨務未嘗致力」，以及適任中正學院教授資格者「須深於黨

義研究」為其條件之一，到可是「個人既無此能力」的主旨之

中，都可讀出許壽裳絕不苟同C.C.派法西斯主義的教育統制之

意志。

許壽裳反對C.C.派的立場延至戰後不曾改變。卻也可能造

成日後據聞被阻止擔任臺灣大學校長、陳儀下臺後臺灣省編譯

館立刻被廢止，以至於最後的不測之死等的主因。

三

一九四六年一月，許壽裳以考試院考選委員會第一次復員

人員身分，回到南京，和分離九年的上海家人團聚，未幾，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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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行政長官陳儀的邀請，前往臺灣。

陳儀（原名毅，字公俠或公洽，1883-1950）和許壽裳、

魯迅同為紹興出身，一九○二年十月，留學日本，就讀成城學

校、陸軍測量學校，一九○八年十一月，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

砲兵科。陳儀和許壽裳、魯迅在留學時代即結為好友，一同成

為光復會會員，辛亥革命後，出任浙江都督府軍政司司長，一

九一七年再度赴日，進陸軍大學就讀，返國後在上海企業界任

職。不久歷任軍人、政治家要職，許壽裳在重慶任職時期，陳

儀正好在此擔任行政院秘書長、國家總動員會議主任，兩人的

交往情形可在日記裡讀到。戰後，其政治手腕和留日經歷受到

高度評價，被提拔為戰後初期臺灣統治機關的最高負責人。陳

儀於一九四五年十月渡臺，主持臺灣總督安藤利吉的受降典

禮，負責戰後的接收任務。此後，陳儀設立了臺灣省編譯館，

聘許壽裳為館長，擔負戰後臺灣文化的重建工作。（有關陳儀

的經歷，參考了《陳儀生平及被害內幕》一九八七年，中國文

史出版社）。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日，許壽裳接到陳儀發來的電報，隔天

三日的日記裡如此記載：「知（顧密）電已譯出，略謂為促進

臺胞心理建設，擬專設編譯機構，編印大量書報，盼兄來此主

持，希電復。」陳儀親筆寫信給許壽裳詳敘了對編譯館更進一

步的構想（五月十三日書簡）。作為了解設立臺灣省編譯館的

趣旨和業務內容是貴重的資料，因此引用如下：

兄願來臺工作，很高興。臺灣經過日本五十一年的統

治，文化情況與各省兩樣。多數人民說的是日本話，看

的是日本文，國語固然不懂，國文一樣不通，對於世界

與中國情形也多茫然。所以治臺的重要工作是心理改

造，而目前最感困難的，是改造心理的工具──言語文

字──須先改造。各省所出書籍報紙，因為國文程度的

關係多不適用。臺灣的書報在二三年內必須另外編印專

適用於臺灣人的。第一要編的是中小學文史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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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第二要編的是中小教師的參考讀物（略）。第

三為宣達三民主義與政令須編適於公務員及民眾閱讀的

小冊。第四一般的參考書及辭典等。這是就臺灣的應急

工作而言。此外弟常常感覺到中國現在好書太少了，一

個大學生或者中學教師要勤求知識，非讀外國書不可，

不但費錢而且不便，我常有「譯名著五百部」的志願，

（略）為了右面的五種工作，我想設一編譯館。（略）

戰後初期的臺灣雖復歸中國，但基本上仍未脫離日語文化

圈。（據推定，日本敗戰前夕，臺灣的日語普及率，幾乎達 70

％）換句話說，當時的臺灣社會仍是日本社會的一部份。因

此，除非通曉日語和日本文化，否則無法在臺灣從事文化工

作。在臺灣實施所謂的「心理建設」、「心理改造」，無非是

將經日語和日本文化育成的臺灣人的認同，重新改為以中國話

和中國文化來達成。許壽裳被期待的重任即在此。

據日記所載，許壽裳是在針對編譯館的工作內容和陳儀幾

次書信往返，以及和親友們商量後，作了去臺灣履職的決定。

但是，許壽裳下決心的另一個動機，據女兒許世瑋女士的說

法，一九四六年初夏，許壽裳覺得南京的政治氣氛不合他意，

而告訴家人他要應陳儀之邀赴臺就任編譯館館長。當時臺灣的

狀況比較安定，所以認為可實現長年以來想寫魯迅傳和蔡元培

傳的心願，是他決定赴臺的主要原因。（許世瑋〈憶先父許壽

裳〉《魯迅研究資料》14,1984收錄）。這個願望的確是魯迅

歿後，許壽裳長年所想，從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的日記即可

得知：

魯迅逝世已四周年，追念故人，彌深愴慟，其學問文

章，氣節德行，吾無間然，其知我之深，愛我之切，並

世亦無第二人，曩年匆促間成其年譜，過于簡略，不慊

于懷，思為作傳，則又苦于無暇，其全集又不在行篋，

未能著手，只好俟諸異日耳。

此外，一九四三年也曾被催促寫魯迅傳（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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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到了臺灣的許壽裳，投注心力進行有關魯迅的著述活動，

對於在臺灣傳播魯迅思想居功厥偉。並將此和作為編譯館要務

的臺灣文化重建──「心理建設」，做了有機性的結合。

身為臺灣省編譯館館長，許壽裳為使業務能早日上軌道，

備嚐辛苦，這在日記裡隨處可見。日記顯示，許壽裳赴任不到

十天即打電報給李霽野，另外不到一個月，又考慮到為了臺灣

研究，必須在日本學者返國前著手共同作業。許壽裳認為日本

在臺灣的臺灣研究，應該加以整理編譯、接收，使其成為此後

發展中國的學術研究的有用材料。換言之，將日本人的學術研

究「中國化」，將殖民統治時期的研究成果透過翻譯使其中文

化與資料化的以挪用為接收之構想，這與戰後臺灣的文化重建

理念並不相悖。許壽裳抵臺後即積極的處理接收日本的臺灣研

究成果，其七月十一日的日記即記下「晚至現代週刊談，與達

夫（陳兼善，時任臺灣大學動物學系教授兼臺灣省博物館館

長）、錫琛（章錫琛，上海開明書店創辦人）、克剛（吳克

剛，時任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兼臺灣省圖書館館長）及廷英

（馬廷英，時任臺灣大學地質學系教授兼臺灣省海洋研究所所

長）談臺灣研究，最好與大學合作，趁日本專家未回國前。」

七月二十四日記記下「下午搭達夫車至博物館，以允臧（范壽

康，時任長官公署教育處長）介紹片訪山中樵（原臺灣總督府

圖書館館長），並晤市村榮、劉金狗（皆原臺灣總督府圖書館

館員）。山中允就所知寫示，並贈市村所著《臺灣關係誌料小

解》。」臺灣省編譯館設有四組：（一）學校教材組、（二）

社會讀物組、（三）名著編譯組、（四）臺灣研究組。許壽裳

延攬其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同窗程璟與謝似顏，分別擔任編纂

兼學校教材組與社會讀物組主任，名著編譯組的工作，許壽裳

延攬了昔日魯迅創立的文學團體「未名社」的重要成員，俄國

文學家李霽野來臺擔任編纂兼主任，臺灣研究組的主任，許壽

裳則延攬了臺灣出身的學者楊雲萍擔任。學校教材組的成員中

有日後成為中國神話研究大家的袁珂（袁聖時），是許壽裳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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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協合大學時代的學生，名著編譯組的成員則有著名中國現代

文學史學者李何林（李竹年），日後返回中國曾任南開大學中

文系系主任、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臺灣研究組且徵用了一批

日本學者，如前臺北帝國大學教授淺井惠倫、素木得一、前臺

北師範學校教授國分直一、臺灣民俗專家池田敏雄、標本製作

版畫家立石鐵臣等。許壽裳時常和陳儀或其秘書見面，關於編

譯館的營運、設備、經費、人事、出版等事項，交換意見，獲

得支援推展工作。十月初，李霽野抵臺，十二月李何林也抵

臺。同年十月，許壽裳設宴款待臺灣研究組的日本成員淺井惠

倫、國分直一、立石鐵臣、池田敏雄等人。眼見主要人員都已

到齊正待施展業務，卻實際千頭萬緒。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五

日，許壽裳在日記裡這麼寫著：「夜作上公洽私函，力陳種種

困難：（一）本館館舍、（二）職員宿舍、（三）宿舍傢具、

（四）交通車及小汽車、（五）宴會請柬。請其婉告主管人

員，對於本館工作之特殊性質加以認識，本館事務現狀之特別

困難加以瞭解，切弗漠視。」

另外，日記也記錄了許壽裳在事務方面，和新教科書的編

輯委員會及教育關係者舉行座談會，說明臺灣省編譯館的方針

等情形。

然而，苦心經營且已上軌道的臺灣省編譯館的工作，卻在

一九四七年，臺灣民眾因不滿戰後施政而爆發二二八事件後，

受挫以致停頓。

事件發生後，許壽裳到臺灣省編譯館辦公的情形，最初記

在日記裡是三月十二日，但是翌日下午發燒到三十八度，連續

幾天身體不適。二十八日，兩名館員被警備總司令部逮捕，許

壽裳為了其中一個釋放較慢的館員，去見陳儀，要求妥善處

理，四月七日，這名館員終獲釋放。四月，社會讀物組編輯的

《光復文庫》出版了幾本，可知其絕對不是在事件之後才編輯

的。還有，四月八日，行政長官公署轉達給許壽裳編輯一千種

國民文庫的計劃，也因後來公署、編譯館的廢止而不得不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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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停頓。

四月二十二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遭廢止，改組為省政

府，陳儀下臺，由魏道明接任臺灣省主席。二十四日，許壽裳

向陳儀提出辭呈，陳儀雖未接受，但結果如同去職。五月十一

日，陳儀離臺，許壽裳赴松山機場送行。五月十五日，魏道明

抵臺，十七日，許壽裳從報紙得知前一日十六日在省政府會議

中已決定廢止臺灣省編譯館，這是無視館長存在的一項決定。

五月十七日的日記許壽裳如此寫著：

新生報及省政府公報，載編譯館經昨日第一次政務會議

議決撤銷，事前毫無聞知，可怪。在我個人從此得卸仔

肩，是可感謝的；在全館是一個文化事業機關，驟然撤

廢，于臺灣文化不能不說是損失。

更進一步，在臺灣省編譯館歸劃給教育廳的翌日，即來臺

一年後的六月二十五日的日記裡，記載了被政情的變化播弄功

虧一簣一年來的辛勞：「來台整整一年矣，籌備館事，初以房

屋狹窄，內地交通阻滯，邀者遲遲始到，工作難以展開。迨今

年一月始得各項開始，而即有二二八之難，停頓一月，而五月

十六即受省務會議議決裁撤，如此匆遽，莫解其由，使我表見

未遑，曷勝悲憤！館中工作專案移交者近三十件，現款專案移

交者百五十餘萬。知我罪我，一切聽之。」

事態演變至此也許已經早就預料到吧！陳儀剛離臺之後，

曾試探許壽裳的臺灣大學寄來教授兼中國文學系主任的聘書。

據臺大同學會的《會員名簿》（民國三十六〔1947〕年八月一

日）記載，任職國立臺灣大學的校長、教務長、訓導長、及農

學院、工學院院長、熱帶醫學研究所所長等，都出身浙江省。

臺大寄來聘書，可說出自校長陸志鴻和中國文學系教授臺靜農

等人的關心，牽掛許壽裳安危。許壽裳自從在西北聯合大學和

陳立夫發生衝突，短時間在中山大學任教以來，就不曾在教育

部管轄下的公立大學執教，而且據聞戰後，陳儀曾力薦他做臺

灣大學校長，也因遭教育部反對而未能實現（1945年 12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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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日記，可見和此有關的記載）。當時，許壽裳得以轉任臺

大教職一事，C.C.派可能未向陸志鴻表達意向。

據日記記載，許壽裳七月開始在臺灣大學工作，為中國文

學系首任系主任，很快的就參與入學考試的計分和判定等業

務，從日記中，能夠略知許壽裳為草創時期中國文學系忙碌、

奮鬥的情形，十二月十二日日記即記下「出席校務會議，于本

系研究設備費嚴詞爭之。」許壽裳在被臺灣大學聘請後，立刻

為曾在臺灣省編譯館攜手共事的同事們奔走覓事，從六月到八

月先後聘請國分直一（歷史系副教授）、立石鐵臣（歷史系講

師）、李霽野（共同科教授）、李何林（中國文學系副教

授）、楊雲萍（歷史系教授）等人，到臺灣大學任教。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深夜（或十九日凌晨），許壽裳在

大學宿舍遭人殺害，結束六十五歲的生涯。根據《臺灣新生

報》（1948年 2月 23日）所登載警務處的公開發表，是因為

原臺灣省編譯館工友高萬，潛入許壽裳宅偷竊，遭發現而行

兇。《臺灣新生報》的標題如此寫道：「許壽裳教授被殺案，

兇手就擒真相大白，殺人犯是前工友高萬，警務人員全體出

動三日半破案」。許壽裳遇害的二月，大學和宿舍遭竊，而在

「三日半」之間，他的親友皆遭到難以理解的調查（許世瑋

〈讀李陳關於我父親許壽裳在臺被殺是政治性暗殺二文後〉原

載《觀察》半月刊第 6卷第 12期，1950年 4月 16日，收錄

於《魯迅研究資料》14，天津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按：李

陳二文指李何林〈提供許壽裳先生兩年前在臺被殺是政治性暗

殺的種種事實〉、陳醒民〈許壽裳案的審判人對於李何林文的

補充〉，皆收錄於《魯迅研究資料》14）。總之，許壽裳之死

仍留下不少謎點。

那晚，許壽裳是寫完日記後就寢的吧？二月十八日簡短的

記載成為許壽裳日記最後、突然的絕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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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現在，我們研究魯迅時，許壽裳有關魯迅的文章，無疑提

供了我們第一手資料。從日記能夠得知許壽裳關於魯迅的大半

著述，實際上都是在臺灣，任職臺灣省編譯館時所寫，這是必

須一提的。因為戰後臺灣的生活，對許壽裳而言，和之前的戰

時流亡生活相比，儘管可以說有穩定的一面，但也不可否認許

壽裳視為己任的臺灣文化重建，委實是根植於魯迅精神之上。

結集了許壽裳所寫有關魯迅文章的單行本有三種：《魯迅

的思想與生活》（楊雲萍編，1947 年 6 月，臺北‧臺灣文化

協進會）、《我所認識的魯迅》（王士菁編，1952 年 6 月，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亡友魯迅印象記》（1947年 10

月，上海‧峨嵋出版社）。前兩本因各自收錄了許壽裳散見各

處的文章集輯成冊，所以同一標題的文章重複收錄了不少，但

字句的表現可看出有不一樣的部份。我們認為許壽裳去逝後出

版的《我所認識的魯迅》裡的若干篇文章，不知何種理由被作

者以外的人修改過。《亡友魯迅印象記》是應許廣平之託，來

臺前，每章分數回寫共二十五篇，在上海經許廣平奔走斡旋後

出版了單行本。其他，還有幾篇沒收錄在單行本的文章。

以下是根據日記、關係資料，製成的許壽裳關於魯迅的著

述活動之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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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壽裳 魯迅關係著作一覽表（稿）

凡例

《魯迅的思想與生活》 略號→A

《我所認識的魯迅》 （52, 53, 78，略號→B─52, 53, 78）

《亡友魯迅印象記》 略號→C

沒看到原載刊物（含雜誌、書籍，以下同。）的文章→未見

原載刊物完全不明，以及參考資料雖明記了原載刊物，但需

調查是否確屬該刊物者→不明。

資料所記原載刊物的發行年月日，在無法依據該刊物核對

時，發行年月日不予記入。

西曆則以後兩位數字記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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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 文章題名 原載刊物 收錄書籍

36.10.19 （魯迅逝世）

10.27 〈我所認識的魯
迅〉

《新苗》（北平）
第 11期（36.11）

B— 52, 53, 78，
《魯迅先生紀念
集》（上海：文化
生 活 出 版 社，
37.10）

11.8 〈懷亡友魯迅〉 《新苗》第 11 期
（36.11）

A, B—52, 53, 78，
《魯迅先生紀念
集》《月報》（上
海：開明書店，
37.1─未見）

12.17 〈魯迅的生活〉 《新苗》第 13, 14
期（37.1、2）

《工作與學習叢刊
之一：二三事》
（上海：生活書
店，37.3）
A,蕭紅《回憶魯迅
先生》（重慶：婦
女生活社，41），
B—78

12.19 〈懷舊〉 《新苗》第 13 期
（37.1）
─未見

B— 52, 53, 78，
《魯迅先生紀念
集》

37.3.18 〈魯迅古詩文的一
斑〉

《新苗》第 16 期
（37.4）

《許壽裳文錄》
（長沙：湖南人民
出版社，86.9）

5.24 〈魯迅先生年譜〉 《大魯迅全集》第
7 卷（日本‧東
京：改 造 社，
37.6）《魯迅先生
紀念集》

《宇宙風乙刊》27
期（40.8）王冶秋
《民元前的魯迅先
生》（上海：峨嵋
出版社，47）

42.3.12 〈魯迅在杭州任教
時的生活〉

不明 不明

4.14 〈王冶秋《民元前
的魯迅先生》序〉

王冶秋《民元前的
魯迅先生》（上
海：峨嵋出版社，
47.9）

A, B—52, 53, 78

7.8 〈周樹人略傳〉 教育部《中國教育
全書》─未見

無

10.17 〈關於兄弟〉 《文壇》2卷 1期
（重慶，43.4）

A, B─52, 53,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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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記

年月日 文章題名 原載刊物 收錄書籍

44.5.4 柳非杞編〈《魯迅
舊體詩集》序‧
跋〉

《新華日報》（重
慶， 4 4 . 5 . 1 4）
（題名〈《魯迅詩
集》序〉）─未見
《雲南晚報》（昆
明，44.7.30）（題
名〈跋尹默手寫
《魯 迅 先 生 詩
鈔》〉）─未見

A, B—52, 53, 78

10.18 〈回憶魯迅〉 《新華日報》（重
慶，44.10.25）─
未見

B—52, 53, 78

45.10.25 〈魯迅的幾封信〉 《新華日報》（重
慶，45.10.19）─
未見

B—53, 78

10.18 〈魯迅與民族性研
究〉

《民主週刊》第 1
卷第 2期（昆明，
46.1.15）─未見

B—52, 53, 78

46.5.18 〈亡友魯迅印象
記〉（三則起稿）

一、二章載《民主
週刊》第35期（46.
6.15）、三 章 載
《民主週刊》第36
期

C

46.5.24 〈亡友魯迅印象
記〉（寄給許廣平
十頁）

四、五章載《民主
週刊》第 37期

C

6.8 〈亡友魯迅印象
記〉（寄給許廣平
十一頁）

六、七章載《民主
週刊》第38期（46.
7.6）

C

6.25 （許壽裳抵臺北）

9.23 〈亡友魯迅印象
記〉（八、九章寄
許廣平）

八、九章載《民主
週刊》第 51, 52期
合併號（46.10.10）
及《人世間》第 4
期（上海，47.6.12）

C

9.26 〈亡友魯迅印象
記〉（第十章寄許
廣平）

載《人世間》第 4
期（47.6.12）

C

9.30 〈魯迅的精神〉 《臺灣文化》（臺
北）第 1卷第 2期
（46.11）

A, B—52, 53,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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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 文章題名 原載刊物 收錄書籍

10.? 〈魯迅的德行〉 《僑 聲 報》（上
海，46.10.14）

A, B—78

10.6 〈亡友魯迅印象
記〉（十一、十二
章寄許廣平）

十一章載《人世
間》第4期（47.6.12）
十二章載《人世
間》第5期（47.7.20）

C

10.14 〈魯迅和青年〉 《和平日報》（臺
中）46.10.19

A, B—53, 78

10.15 〈亡友魯迅印象
記〉（十三、十四
章寄許廣平）

十三、十四章載
《人世間》第 5期

C

10.29 〈魯迅的人格和思
想〉

《臺灣文化》第 2
卷第 1期（47.1）

A, B—52, 53, 78

12.25 〈亡友魯迅印象
記〉

C

12.26 〈亡友魯迅印象
記〉

C

47.3.26 〈臺靜農藏《魯迅
講演稿手跡──娜
拉走後怎樣》跋〉

無 無

5.4 〈《魯迅的思想與
生活》自序〉

《魯迅的思想與生
活》（47.6）

A, B—78

5.26 〈亡友魯迅印象
記〉（脫稿十五～
二十五章寄許廣
平）

十五、十六、十七
章載《人世間》第
6期（47.8.20）
十八、十九、二○
章載《人世間》第2
卷第2期（47.10.1）
二十三章載《臺灣
文化》第 2卷第 5
期（47.8）

C

6.? 《魯迅的思想與生
活》出版

7.28 〈魯迅的避難生
活〉

《時與文》第 2卷
第 6 期（上海，
47.10.17）及《文
藝復興》第 4卷第
2 期（47.11.1）─
未見

B—52, 53,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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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記

從上表可以瞭解移往臺灣的許壽裳，在不滿兩年的時間寫

的文章超過以前的十年。《魯迅的思想與生活》一書的約一

半，《我所認識的魯迅》的約三分之一，《亡友魯迅印象記》

的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在臺灣時寫的。他所留下的這些著述，

或許可說是他一直想寫的魯迅傳之前的結晶。

許壽裳到臺灣赴任那年，正是魯迅逝世十週年。許壽裳履

職的約一個月以前的五月二十日，《中華日報》（臺南）的文

藝欄〈文藝〉的〈名作巡禮〉欄，刊登了R（龍瑛宗的筆名）

的〈阿Q正傳〉（日文）。在此之前，談及魯迅作品的報導很

少。魯迅忌日是十月十九日，《中華日報》登載了龍瑛宗的

〈中國近代文學的始祖──在魯迅逝世十週年紀念日──〉

（日文），以及楊逵的現代詩〈紀念魯迅〉（日文）。《和平

日報》（臺中）的文藝欄〈新世紀〉第 68期也刊載了幾篇紀

念魯迅的文章，許壽裳的〈魯迅和青年〉登在首頁，這是臺灣

年月日 文章題名 原載刊物 收錄書籍

9.30

〈魯迅的游戲文
章〉

《臺灣文化》第 2
卷第8期（47.11）
及《文藝復興》4
卷 2期（47.11.1）

B—52, 53, 78

10.19 《亡友魯迅印象記》出版

48.2.18 遇害於臺灣大學宿舍

52.6 《我所認識的魯迅》第一版出版

53.4 《我所認識的魯迅》第二版出版

78.6 《我所認識的魯迅》第三版出版

參考文獻：《許壽裳日記》、許世瑛〈先君許壽裳年譜〉（《魯迅研究資料》22,北
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89）、許壽裳《魯迅的思想與生活》（臺
灣文化協進會，47）、同《亡友魯迅印象記》（峨嵋出版社，47）、同
《我所認識的魯迅》（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52）、王冶秋《辛亥革命
前的魯迅先生》（新文藝出版社，56）、沈鵬年輯《魯迅研究資料編目》
（上海文藝出版社，58）、林辰編《許壽裳文錄》（湖南人民出版社，
86）、魯迅紀念委員會編《魯迅紀念集》（文化生活出版社，36）、袁
良駿《魯迅研究史上卷》（陝西人民出版社，86）、許壽裳《我所認識
的魯迅》（人民文學出版社，53）、許壽裳《我所認識的魯迅》（人民
文學出版社，78）、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魯迅研究室編《魯迅研
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 1-5》（中國文籍出版公司，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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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刊登他書寫魯迅的文章。十一月一日，臺灣文化協進會的

機關誌《臺灣文化》第 1 卷第 2 期推出〈魯迅逝世十週年特

輯〉，這是臺灣光復後初次綜合性的介紹魯迅，也是當時的新

聞雜誌中唯一以魯迅為題製作的特輯。許壽裳應臺灣文化協進

會之邀，寫了〈魯迅精神〉一文。十一月四日，《臺灣新生

報》（臺北）的文藝欄〈新地〉第 49、50期，刊載了雷石榆

之紀念魯迅的新詩和朱嘯秋、周青等人的文章。在《臺灣文

化》〈魯迅逝世十週年特輯〉的編輯〈後記〉中，如此寫著：

「本省在日人時代，我們不能公然追悼魯迅。雖是去年，因大

家忙於慶祝光復，想到魯迅忌日的人很少。今年我們公然紀念

魯迅，可說是光復後第一次，《臺灣文化》也特輯這期的紀念

號。我們相信，這一本《紀念魯迅特輯》，對於臺灣文化貢獻

一定不少。」許壽裳在臺灣介紹魯迅精神，正趕上臺灣光復後

「第一次」的公開紀念魯迅。

許壽裳在這兩篇文章中敘述了魯迅的思想和精神。他談

到，魯迅生前稱讚臺灣的青年們支援中國的革命，並且渴望臺

灣發起革命，特別是，許壽裳強調魯迅認定革命是改造國民性

的必要條件；此外，「抗戰」可說貫穿了魯迅一生的精神，魯

迅作品表現的即是此「戰鬥精神」。他再三強調，這是為了民

眾的戰鬥，是有計劃性的韌性十足的戰鬥。許壽裳和魯迅在弘

文學院就讀時，就常談到改造國民性的問題，兩人對此深富同

感，關於此點，許壽裳在回憶魯迅時再三提及。兩人都共同認

識到：中國民族性最欠缺的是「誠與愛」，這病根在「兩次奴

於異族，唯一的救濟方法是革命」。（詳見北岡正子〈另一個

國民性議論──給魯迅‧許壽裳的國民性議論的影響〉《關西

大學中國文學紀要》第十號，1989.3）這種論點作為許壽裳的

思想持續到戰時戰後的事實，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日

記裡寫的兩首詩尋獲，而在臺灣發表的那些文章的精神亦根基

於此。對初履剛解脫日本長期殖民統治的臺灣之許壽裳而言，

其文化重建的緊急課題，是改造被日本文化同化的臺灣與改造

抗戰勝利後中國人的國民性，兩者關係密切。許壽裳透過談魯

導
讀
：
關
於《

許
壽
裳
日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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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迅的思想，陳述改造國民性問題的重要性，這同時也是許壽裳

自身的思想宣言。

值得注意的是，《臺灣文化》是臺灣文化協進會所發行的

會刊，標榜為「綜合文化雜誌」。臺灣文化協進會以「宣揚三

民主義，傳播民主思想，改造臺灣文化，推行國語國文」為宗

旨，「聯合熱心文化教育之同志及團體」而成立（《臺灣文化

協進會章程》《臺灣文化》1卷 1期，1946年 9月），站在協

助政府的立場，等於是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外圍團體。許壽

裳任館長的臺灣省編譯館的分內工作，主要是編輯提升臺灣學

生國語能力的教科書。但是，臺灣文化的重建，亦即將中國文

化移植到臺灣，只靠透過學校教育和教科書推行國語並不足以

達成，借重社會文化團體推行社會教育，及其中心的精神支柱

是有必要的。一九四六年六、七月相繼成立的臺灣文化協進會

和臺灣省編譯館，雙雙承擔了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構想的臺

灣文化重建重責。《臺灣文化》的〈魯迅逝世十週年特輯〉的

〈後記〉表示，許壽裳是最了解魯迅的人，他的文章充分表現

了「偉大的導師」魯迅的精神；此外，並以「我們相信，這一

本《紀念魯迅特輯》，對於臺灣文化貢獻一定不少」做結語。

至此，接受魯迅精神為戰後臺灣的新文化支柱，及視許壽裳為

理解魯迅第一人的事實，不語自明。許壽裳積極協助臺灣文化

協進會的活動，他和編譯館同仁也時常投稿給《臺灣文化》。

他以將魯迅也曾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國新文化運動帶到臺灣為目

標，持續實踐有關魯迅的著述活動。包括到臺灣以後許壽裳所

寫的有關魯迅的文章，後來由曾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參議、

臺灣省編譯館編纂兼臺灣研究組主任、臺灣文化協進會理事，

後來和許壽裳一同成為臺灣大學教授的楊雲萍整理成冊，一九

四七年六月以《魯迅的思想與生活》為題，交給臺灣文化協進

會出版，此時正是臺灣省編譯館決定廢止，整理殘餘業務之

際。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九日的日記寫著：《魯迅的思想與生

活》一冊知已出版。

《亡友魯迅印象記》誕生的經過，亦可從日記得知。許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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裳於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八日收到許廣平寄來要他為魯迅逝世十

年寫回顧文的信。許壽裳手邊的魯迅著作似乎並不齊全，借來

《吶喊》、《墳》、《集外集》寫完前三章，是邀稿後一個

月。此後又以一面借來《魯迅全集》，一面催促兒子世瑛寄來

魯迅的信函完成第七章。第八章以後，是在臺灣寫的。我們認

為許壽裳抵臺時，臺灣還沒有《魯迅全集》。許壽裳託人從中

國買進《魯迅全集》時是八月下旬，寫完八、九章已是九月下

旬，這就是他到臺灣後最初完成的有關魯迅的文章。到這一年

十二月為止，他繼續執筆包括《亡友魯迅印象記》在內的文

章。此時，適值必須使臺灣省編譯館的工作步向正軌的繁忙

期。

翌年一九四七年，有關《亡友魯迅印象記》的執筆，只在

五月二十六日的日記寫著，將十五到二十五章全部稿件交給許

廣平，這些原稿可能是從一九四六年年底寫的。根據日記，準

備開始寫終章〈病死〉，可能是一九四七年四月初之時，四月

二日記有〈信王冶秋託鈔許季上輓魯迅詩〉，王冶秋的回信於

四月十日寄到。許壽裳喜歡許丹的輓詩〈哭周豫才兄〉。讀了

《魯迅先生紀念集》，許壽裳將那首詩的附註連同詩，抄寫在

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的日記裡。抄下的附註是：「自魯迅逝世

後，各方紀念文字看得不少，個人覺得許季上先生的一首輓

詩，最足以顯示魯迅的真精神，附錄於此，以申同契」。想將

這首詩寫進終章，但可能是手邊沒有《魯迅先生紀念集》，所

以委託王冶秋抄寫。另外，在引用這個附註之前，有「今紀念

集內季上誤作季市，急應更正者」的字樣，看得出許壽裳因被

錯認為己而顯得慌張的模樣。發生二二八事件，臺灣省編譯館

工作的受挫、陳儀下臺、臺灣省編譯館被廢止的多事之秋時

期，也正是許壽裳著手執筆《亡友魯迅印象記》後半部之際。

根據前述李何林的回想，針對許壽裳所寫有關魯迅的文

章，以「警備司令部參謀長」和「三民主義青年團臺灣支團部

主任委員」為發行人出版的雜誌等，曾予以譴責攻擊。確實，

其中由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任發行人的雜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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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第 1 卷第 2 冊，46.11.1 發行），所揭載的遊客〈中華

民族之魂！〉則已然不僅是批評，而是對準許壽裳和魯迅作出

髒話侮辱和攻擊的文章了。相對於此，許壽裳回以：「《亡友

魯迅印象記》得提早完成！」由於他所描寫魯迅在上海十年奮

戰情形的文章，間接批判了國民黨內保守派過去的行徑，所以

引起他們的不悅。這一章含後半的二十一、二十二章。《亡友

魯迅印象記》在許廣平的奔走下，終於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九

日出版了單行本，比魯迅逝世十週年晚了一年，這一年發生在

臺灣的事件，幾乎都是改變許壽裳命運的重大事件。《亡友魯

迅印象記》出版後，九月底，書寫的〈魯迅的遊戲文章〉，是

他最後有關魯迅的文章。

魯迅精神之接納和戰後臺灣文化重建有不可分的關係，它

擴及至從大陸購入《魯迅全集》和出版魯迅作品的注解書。一

九四七年一月十三日的《國聲報》（高雄）載：「再版《魯迅

全集》最近運到一批」的新聞裏，報導了為紀念魯迅逝世十週

年再版的《魯迅全集》全二十卷，最近寄達臺灣省，同文並表

示，《魯迅全集》或將成為臺灣重要的學術指針。事實顯示，

中文版的《魯迅全集》最遲至一九四七年初即已進到臺灣，更

進一步，於一九四七年、八月，以不懂中國語的臺灣人為對

象，先後出版了以下幾種附註解、日語對譯的魯迅作品：

楊逵譯：《阿Q正傳》（47.1，東華書局）

王禹農譯：《狂人日記》（47.1，標準國語通信學會）

藍明谷譯：《故鄉》（47.8，現代文學研究會）

王禹農譯註：《孔乙己‧頭髮的故事》（48.1，東方出版

社）

王禹農譯註：《藥》（48.1，東方出版社）

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原只限少數知識份子的魯迅讀者，就

這樣逐漸擴散至各階層。光復後臺灣的魯迅傳播，許壽裳著實

扮演了重要角色。另一方面，許壽裳想把被國民黨敵視的魯迅

之戰鬥精神在臺灣發揚光大，本身就是一種伴隨著危險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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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而他得以在光復後初期的臺灣如此帶動了魯迅思想的傳

播，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長官陳儀的庇護不容忽視。陳儀返回

大陸，許壽裳離開臺灣省編譯館，之後，許壽裳只寫了兩篇有

關魯迅的文章，這是否透露著什麼？

有關許壽裳之死，前面曾述及許世瑋女士和李何林認為是

出自國民黨的政治暗殺，這也說明了實因許壽裳在臺灣大大宣

揚魯迅精神，卻暗地裡批判國民黨法西斯統治的關係。如此看

來，《亡友魯迅印象記》可說是許壽裳的遺書吧？長年牽繫的

魯迅傳終究沒能完成，但藉著談魯迅，賭命表現自己思想的這

本書，竟巧合的成為兩人友情的證明。

許壽裳逝世後，李何林、李霽野相繼返回中國大陸，一九

四九年，國民政府遷臺，最後留下來的臺靜農也對魯迅三緘其

口埋首學究生活。此後，臺灣展開嚴厲的魯迅批判，魯迅作品

成為地下文學。臺灣再度展開魯迅研究，是解嚴後的事情。

五

許壽裳的日記是當初並無公開意圖的每日生活記錄的累

積，然而，整體看來，卻意外地凸顯出一位知識份子在其後半

生，戰前與戰後，在文化性歷史迥異的中國與臺灣，遭遇非常

時期，並且面對無法迴避的困境挺身持續應戰的誠實姿態。

日記翔實記錄了在戰時大後方的抗日，與國民黨內保守勢

力的抗爭，波及生活的戰爭實態，以及在光復後臺灣執行文化

重建政策及挫折的經過。

青年時代讓許壽裳吸收了各種知識，其中包括侵略他祖國

的日本文化。他祈願日本敗北並慶賀戰勝。但是，留學時代習

得的日語和日本文化，是日後促使他到臺灣的因素。讀日記，

令人想像他的日本經驗，也許是複雜地使他受到傷害，而且導

引他走向人生最後方向的肇因。

時至今日，透過其所著魯迅的回憶錄，許壽裳以魯迅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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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姿，仍讓我們覺得親切；但是，讀了日記，明白執筆時的

狀況後，可看出其實也是表白作者自身的另一個故事。並能從

中知曉，在弘文學院和魯迅一同憂心中國國民欠缺的品德──

誠與愛，也同時是許壽裳生涯所盼，希望自身體現的美德。

許壽裳在臺灣從事文化重建，以及傳播魯迅思想是表裡一

致的事業。這事業一方面是許壽裳有意識地進行的工作，藉涵

養此種品德，得以恢復因日本殖民統治而失去的民族性。但

是，另一方面也幫助了中國當局在臺灣推展「中國文化本位主

義」政策，許壽裳在戰後臺灣寫的日記，也可以看做此一文化

本位主義政策實行及挫折過程的紀錄。

日記也可說是，在中國和臺灣和日本的異文化摩擦的三角

形之中，一位守著「誠與愛」的知日派知識份子所走過的痕

跡。

以上所述，並沒有完全觸及日記的全貌。從今天的研究來

看，把它當作歷史資料、社會文化資料、經濟資料、文學資

料、傳記資料或氣象資料等等，也都具有令人矚目的豐富內

容，這端視讀者抱持的關心和問題而定。

本「導讀」最初以日文寫成，作為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東洋

學文獻叢刊第64輯《許壽裳日記》（1993年3月）的「解說」，

其後譯為中文，先後刊登於《魯迅研究月刊》總 147期（北京‧

魯迅博物館，1994年 7月）與《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 18期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年 9 月）。本文係根據日文

「解說」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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