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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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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年留日歸國，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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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呈現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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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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英哲
臺灣嘉義人。
日本．立命館大學文學博士，現任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兼大學院中國研究科教授。
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訪問學者、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訪問學者。

主要著作：專著有《臺灣文化再構築1945-1947的光和影：魯迅思想受容的走向》（日文，東京：創土
社，1999）、《「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1945-1947）》（中文，臺北：麥田
出版，2007）。
合編著有《臺灣的大東亞戰爭：文學．傳媒．文化》（日文，東京：東大出版會，2002）、《記憶臺
灣：與帝國的相剋》（日文，東京：東大出版會，2005）、《文本跨界：東亞文化文學研究新嘗試》
（日文，東京：研文出版，2008）、《臺灣女性史入門》（日文，京都：人文書院，2008）、《華麗
島的冒險》（中文，臺北：麥田出版，2010）、《帝國主義與文學》（日文，東京：研文出版，2010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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