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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捌、傳記

久保得二先生傳（1875-1934）

張寶三撰述

久保得二先生，號天隨，以號行。又號默龍、青琴、兜城山人、虛白軒、

秋碧吟廬主人等。明治八年（1875）七月，生於日本東京市。父久保讓次，舊信

州高遠藩士，曾任日本各地官吏，明治三十四年卒於臺灣臺東任所。先生為讓次

公長子，仙台第二高等學校畢業後，於明治二十九年七月，入學東京帝國大學。

三十二年七月，自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漢學科畢業。同年，進入同校大學院就

讀。大學期間，即常在《帝國文學》發表漢詩作品及論文，並曾任《帝國文學》

編集委員。先生因性不慣拘束，且患有口吃，頗避世間之交際，故大學畢業後約

二十年間不就定職，而以著述為業。明治三十八年四月起任法政大學講師四年。

大正四年（1915）七月起數年間任日本遞信省囑託。五年至十三年間任陸軍經理

學校囑託。五年七月任大禮紀錄編纂委員會囑託。八年任宮內省圖書寮囑託，翌

年任圖書寮編修官，編修天皇、皇族尤其是 川、桂、閑院三宮之實錄。先生由

此正式任官而勤勉盡職。昭和二年（1927）十一月以元曲研究獲頒東京帝國大學

文學博士學位。三年九月，博士論文《支那戲曲研究》由弘道館刊行。四年四

月，以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東洋文學講座新設，受聘為講座教授，攜妻及三子

赴任，同月到任者神田喜一郎先生為助教授。九年（1934）六月一日因腦溢血，

在臺北住所逝世，享年六十歲。

先生一生著述頗豐，早期著作《日本儒學史》（博文館，1904）、《近世儒

學史》（博文館，1907）、《支那文學史》（平民書房，1907）等，頗具開創性。

中晚期之元曲研究在日本尤開風氣之先。一生所著漢詩集、漢文漢詩評釋、紀行

文集、西歐作品翻譯集等共約一百四十部。其中漢詩之作乃精力所萃，有《秋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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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廬詩鈔》五帙十四卷等刊刻行世。

先生任臺北帝國大學東洋文學講座教授五年，臺籍學生受教者有田大熊、吳

守禮、黃得時等人。吳、黃二先生於臺灣光復後任教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略承

先生學問之餘緒。又先生在臺期間，曾籌組「南雅詩社」，詩社同人多為日本旅

臺官僚及學者，臺籍詩人僅魏清德一人而已，今有《南雅集》存世。

先生歿後，所藏圖書由臺北帝國大學購入，名「久保文庫」，其中多有關中

國文學之古籍，尤多戲曲善本，今為臺灣大學圖書館珍藏圖書之一。

久保得二先生學術簡表

一八七五年　一歲

七月廿三日生於日本東京市。

一八九六年　廿二歲

七月入學東京帝國大學。

十一月首度在《帝國文學》發表漢詩。

一八九九年　廿五歲

七月自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漢學科畢業，繼入學大學院。

出版《漢文評釋》、《漢詩評釋》。

一九○一年　廿七歲

四月出版《四書新釋》。

七月出版紀行文集《檜木笠》。

一九○二年　廿八歲

五月出版《東洋通史》。

九月出版《漢詩評釋》。

一九○四年　三十歲

一月出版《東洋倫理史要》。

七月出版《日本儒學史》。

一九○五年　卅一歲

三月出版美文、韻文集《夕紅葉》。

四月任法政大學講師，此後持續任職四年。

一九○六年　卅二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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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出版紀行文集《山水寫生》。

十二月出版支那文學評釋叢書《三國史演義》、《李杜評釋》、《白

氏評釋》等書。

一九○七年　卅三歲

十一月出版《近世儒學史》、《支那文學史》。

一九一一年　卅七歲

五月出版《孫子新釋》。

本年起至翌年出版新譯漢文叢書《水滸全傳》、《十八史略》、《演

義三國史》等書。

一九一五年　四一歲

七月任遞信省囑託。

一九一六年　四二歲

七月任大禮記錄編纂委員會囑託。

本年起八年間任陸軍經理學校囑託。

一九一七年　四三歲

八月出版《秋碧吟廬詩鈔》。

一九一九年　四五歲

任宮內省圖書寮囑託。

一九二○年　四六歲

任宮內省圖書寮編修官。

出版《讚州游草》（自刊本）。

一九二七年　五三歲

十一月以元曲研究獲頒東京帝國大學文學博士學位。

一九二八年　五四歲

九月出版博士論文《支那戲曲研究》。

一九二九年　五五歲

四月任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東洋文學講座教授。

出版漢詩集《茶前酒後》（自刊本）。

一九三一年　五七歲

出版《閩中游草》（自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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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　五九歲

出版《澎湖游草》、《琉球游草》（自刊本）。

一九三四年　六十歲

六月一日因腦溢血在臺北寓所逝世，享年六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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