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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猜我是誰? 

魯迅、陳重光、林茂生或 somebody X? 

Ioh khòaⁿ góa sī siáng? 

Lo ́͘ Sìn, Tân Têng-kong, Lîm Bō -seng or si-jîn X? 

試問: 成大校門口該有什麼樣的意象空間? 

Sêng-tāi hāu-mn̂g-kháu ài ū siáⁿ khoán ê ì-siōng khong-kan? 

圖 1:成大校門口 

 

簡要說明: 

成大藝術中心於 2009 年，未經學校行政會議及校園規畫委員會通過，就逕行在榕

園校區大門口擺放一個疑似 “魯迅” 的雕像（如上圖 1）。在 2022 年 5 月 11 日之前，

成大校園雕像地圖(由成大博物館繪製)也都介紹這是“魯迅像”(如圖 2，完整地圖如附

件 1)。成大中文系陳益源教授於 2020 年 4 月接受《勁報》也認為該雕像是指魯迅(如

圖 3)。然而，至 2022 年 5 月 11 日成大召開第 213 次行政會議後，成大藝術中心卻改

口說這個雕像與魯迅無關(如圖 6，詳見附件 2，12/19/2022 成大藝術中心的簡報)。在

213 次行政會議之前，成大台文系及考古所由當時的蔣為文系主任及劉益昌所長共同

提案，建議將該魯迅雕像從校門口移至其他合適地點(如圖 4)。 然而當時的行政會議

不僅不採納該提案，反而由總務處新增提案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校園空間命名作業要

點」，規範命名提案需在送主管會報之前先經校園規劃委員會通過(如圖 5)。這無疑就

是「只准成大高層放雕像，不准小教授質疑魯迅」。這樣合理嗎？ 

https://ir.lib.ncku.edu.tw/bitstream/987654321/167063/1/0011713001-0000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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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主張: 

成大正門口攸關成大的形象，不宜擺放與成大無關聯之人物雕像。建議將該雕像

移置藝術中心或中文系典藏而非擺放在校門口。與其擺放 “疑似魯迅”雕像，不如紀念

林茂生。 

魯迅於 1918年發表第一篇短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帶動中國白話文學運動。雖

然魯迅對中國五四運動有貢獻，但與國立成功大學毫無歷史淵源。相形之下，成大第

一位台籍教授林茂生於日本留學期間就鼓吹用台灣白話文寫作並於 1908年首次在《臺

南教會報》用台語白話字發表〈日本消息〉鼓吹新文化運動，比胡適的〈文學改良芻

議〉早 9年，比魯迅的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早 10年！林茂生教授對台灣現代文學及

台灣教育的貢獻遠比魯迅及胡適還重要。可惜這樣的人才卻於 1947年 3月 11日成為

二二八的受難者。為感念林茂生教授的犧牲與貢獻，台灣羅馬字協會、台灣教授協

會、台灣教師聯盟、台文筆會、台灣社、台灣南社、台灣北社等本土社團共同推動每

年 3月 11日為台灣教師節來紀念林茂生教授。 

林茂生教授八項世界第一的紀錄: 

第一位台灣人畢業於日本東京大學文學士。 

第一位台灣人留學美國獲得哲學博士學位者。 

第一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杜威教授指導的台灣學生。 

第一位台灣人和胡適共同受教於杜威教授。 

第一位台灣籍教授，在成大負責英文及德文教學。 

第一位擔任成大圖書館館長，長達十年。 

第一位以台灣教育議題為博士論文的學者。 

第一位台灣籍教授以台語白話字創作台灣新文學者。 

我們對魯迅、蒲添生、蒲皓志、陳澄波、陳重光等人沒有成見，也都肯定他們在

其領域的專長與貢獻。特別是陳澄波前輩為台灣公義而成為二二八受難者也給予高度

敬意。然而，成大正門口應呈現什麼意象則與這雕像無關。我們可以體會在中華民國

長達 38年戒嚴時期(1949~1987)，任何文學藝術作品與魯迅扯上關係必定被當時的獨

裁政權政治迫害。然而，就事論事，該 X雕像與魯迅的相似度遠高於陳重光。譬如，

雕像有鬍鬚且臉型纖瘦，均與魯迅符合。況且，該作品最初版本就取名為〈文豪魯

迅〉。作為國際一流大學及台灣的頂尖大學，國立成功大學的校門口意象該有成大的

主體性與價值觀! 

    

            魯迅                        X雕像                陳重光 

https://twl.ncku.edu.tw/p/406-1143-247896,r668.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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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ǹg魯迅雕像 khah 輸紀念林茂生 

                                                                                                                             by蔣為文 

雖罔魯迅對中國五四運動有貢獻，m̄-koh 伊 hām國立成功大學完全無 tī-tāi。顛倒，成

大第一位台籍教授林茂生 tī日本留學 ê sî-chūn就鼓吹用台灣白話文寫作 koh tī 1908 年

頭擺 tī《臺南教會報》用台語白話字發表〈日本消息〉鼓吹新文化運動。 

 

中國五四運動 hoān-sè 對 hit-kóa 讀漢學仔冊 ê 有刺激 ê 影響，m̄-koh 就台灣文學史來

看，白話字對台灣白話文運動 ê 影響 iáu 是上早 ê。論真講，顛倒五四白話文運動是受

台灣 hām越南 ê 羅馬字運動影響 chiah 開始 ê。 

 

有 bē少歷史學者 kā中國新文學運動 ê 起源標 tī 1915年陳獨秀創辦 ê《青年雜誌》。

Mā有人歸功 tī胡適 ê 〈文學改良芻議〉（1917）ia̍h 是魯迅 ê 白話小說〈狂人日記〉

（1918）。事實上，無論是 siáng先起新文學運動 ê 火，tī時間點 téng-koân lóng比越

南 kap 台灣 koh-khah òaⁿ。咱 nā kā《台灣府城教會報》掀開，會發現講 tī五四運動進

前 tio̍h 已經有真 chē以台語白話字書寫 ê 現代小說。譬如，1886 年 1 月《台灣府城教

會報》第 7 期有一篇小說名號做〈Ji̍t-pún ê koài-sū〉，內容主要是講 chi̍t-ê siáu 貪 ê 旅

店頭家去 hō  chi̍t-ê 假做老狐仙 ê 人客騙錢 ê 故事。這篇小說比魯迅 ê 白話小說〈狂人

日記〉ia̍h 是胡適 ê 〈文學改良芻議〉 koh-khah 早 30 gōa tang！ 

 

林茂生 tī 1908年 ê 白話文〈日本消息〉，比胡適 ê 〈文學改良芻議〉早 9 冬，比魯迅

ê 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早 10 冬！ 

 

林茂生教授是台灣本土頭一个教育家，伊 ê 學問超過中國 ê 胡適，是當時台灣第一

人。林茂生對日本東京帝國大學(chit-má ê東京大學)文學士 kap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

博士畢業。林茂生以《日本統治下台灣的學校教育：其發展及有關文化之歷史分析與

探討》ê 博士論文，成做台灣第一位關心教育議題 koh 提 tio̍h 博士學位 ê 台灣人。林茂

生教授一生熱心奉獻 tī教育 ê 工課，前後 tī長榮中學、台南師範學院、台南商業專門

學校、台南高等工業學校、成功大學(koh 擔任頭任圖館館館長 10 冬) hām 台灣大學等

任教，受伊牽教 ê 學子生 put-lí-á chē。林茂生 thèng-hó 講是台灣 ê 首席教育家。林茂

生教授 m̄-nā精通日文、英文、德文等外文，林茂生伊本身 mā精通台語白話字，koh

支持 kap 實踐台灣語文 ê 現代化、標準化甚至建構以台灣母語做基礎 ê「台灣學」教

育。可惜，chiah-nī優秀 ê 教育家 soah tī 1947 年 3 月 11 彼工遭受中國國民黨特務非法

逮捕 koh 殺害。台灣羅馬字協會 2022 年年會已經通過 beh kā每年 3 月 11 訂做台灣教

師節 thang紀念林茂生對台灣教育 ê 貢獻。 

 林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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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成大校園雕像地圖介紹魯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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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成大中文系陳益源教授也認定是魯迅雕像 

 

 

  



台文系蔣為文教授校園開講 202/2/21世界母語日 
 

6 

 

圖 4: 台文系及考古所於 213次成大行政會議的提案 

(由當時的蔣為文系主任及劉益昌所長共同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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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成大 213次行政會議記錄(簡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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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藝術中心說明 X雕像之演變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