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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捌、傳　　記

 洪炎秋先生傳（1899-1980）

鄭毓瑜撰述

洪炎秋先生，名槱，字炎秋，筆名芸蘇，臺灣光復後改以字行。清光緒

二十五年（1899）農曆十月初六生於臺灣省彰化縣鹿港鎮。父棄生先生，名詩人，

因痛恨日人侵佔臺灣，禁止子弟入日本學校就讀，故炎秋先生幼年均由父親教授

經史。民國元年（1911），年十四歲，讀梁啟超《新民叢書》，嚮往新知識，乃

參加夜學會，勤習日文。民國七年，獲臺灣新聞社徵文比賽獎金，又提領棄生先

生銀行存款，即渡海赴日留學。次年，已無餘款，乃輟學返臺；並從表弟丁瑞魚

學會注音符號。民國十一年，侍父遊歷大陸。十二年，由天津送棄生先生返臺後，

先生留北平，進入王璞先生主辦之國語研習所進修數月，七月考取北京大學預科

（乙組英文班），當時同入預科者有何兆熊（後改名何容）先生，後與先生在

臺灣成為推行國語之最佳夥伴。十四年，升入北京大學本科教育系，以中國文學

為輔科。十八年北大畢業，畢業論文〈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教育〉，經蔣夢麟

先生推介，發表於商務出版《教育雜誌》第二十三卷第九號。十九年，沈尹默先

生任北平大學校長，炎秋先生擔任該校註冊事務，附屬中學成立後任高中主任。

二十二年於北平西單大街開設人人書店。二十六年抗戰軍興，北平淪陷，先生奉

命留守，擔任北平大學農學院校產保管委員。三十四年，日本投降，臺灣光復。

先生於三十五年六月返抵臺灣，先在省立臺灣師範學院（今臺灣師範大學）任教，

後調為臺中師範學校（今臺中教育學院）校長。民國三十六年，何容擔任臺灣省

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邀請先生擔任副主任委員。三十七年，八月受聘為臺

灣大學中文系教授，十月《國語日報》創刊，三十八年出任國語日報社社長（時

董事長為傅斯年先生）。民國四十六年，八月出版《文學概論》，十一月赴歐、

美各地訪問考察，近七個月。民國五十八年，先生高票當選立法委員。五十九年

臺大教職改為兼任，六十年復講授「文學概論」課程一學年，於六十一年七月離

職。又六十一年堅辭國語日報社長，改聘為發行人，六十七年復任社長。六十九



• 656 •

年（1980）三月十四日以腦溢血病逝於臺大醫院，享壽八十二。

先生一生奉獻教育事業，經考察歐、美、亞洲各國教育發展，歸國後極力鼓

吹「大學教育應為全民開放」與「用人為賢」之主張；並具體提出學歷檢定考試

辦法，終為政府採用實施。又設立國語日報函授學校，鼓勵自學進修的社會人士。

在推行國語運動上，先生依據劉半農先生所主張：「統一國語」不同於「統一天

下」定於一尊之說，明確指出所謂「國語」並非國家所規定的標準語音，而為受

過普通教育者所共用的語法、語彙與語言習慣，而這並不妨礙方言的保存。至於

文學研究上，先生標揭「文學的科學研究法」，強調文學研究必須採用科學所用

的歸納法，尤其與校讎、訓詁的研究關係最為密切，如此才不流於鑑賞玩味，而

可以將文學當作一種學問來研究。

先生生前出版之著作有《英文法比較研究日本語法精解》、《文學概論》、

《語文雜談》、《洪炎秋自選集》及其他散文、兒童讀物等數十種。

洪炎秋先生學術簡表

一八九九年　一歲

農曆十月六日生於臺灣省彰化縣鹿港鎮。

一九二九年　卅一歲

與關國藩女士在北平結婚。

北京大學教育系畢業。

一九四六年　四八歲

返抵臺灣，任教省立臺灣師範學院。

調任臺中師範學校校長。

一九四七年　四九歲

任「國語推行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一九四八年　五十歲

受聘為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

一九四九年　五一歲

任國語日報社社長。

一九五七年　五九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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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文學概論》。

            以訪問學者名義赴歐、美考察。

一九六○年　六二歲

在聯合報發表〈舉辦中學學力鑑定試驗〉一文。

一九六九年　七一歲

 當選立法委員。

 出版《英文法比較研究日本語法精解》增訂本（原一九四六年北

平人人書店初版）。

一九七○年　七二歲

臺大教職改為兼任。

一九七二年　七四歲

改任國語日報發行人。

辭臺灣大學兼任職。

一九七八年　八十歲

復任國語日報社長。

一九八○年　八二歲

 三月十四日凌晨三時廿五分以腦溢血病逝於臺大醫院，享壽八十二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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