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設立林茂生教授紀念圖書館的必要 

蔣為文 

台南市政府斥資近二十億元完成的市立圖書館新總館於今年一月初開館後普遍受

到民眾好評。該館之規畫始於賴清德市長任內，完成於現任黃偉哲市長手中。儘管台

南市立圖書總館規劃相當完善，卻仍有一件遺憾之事，就是民眾容易將新、舊總館混

淆。筆者建議不如將現有新總館更名為「台南市立林茂生教授紀念圖書館」，理由如

下: 

第一，避免新、舊總館混淆。目前新總館位於永康區的康橋大道，舊總館位於公

園北路。若僅以總館稱呼，民眾經常搞混。若改名為「台南市立林茂生教授紀念圖書

館」，簡稱林茂生圖書館，將可明確區分新舊兩館。 

第二，林茂生教授為成大首位台籍教授且曾擔任圖書館館長。國立成功大學前身

為台南高等工業學校。林茂生於一九三一年起即在台南高等工業學校教授德文與英文

並擔任當時學校圖書課之課長(相當於現在的主任或館長)。台南高等工業學校改制為

大專學院後，林茂生為當時第一位台籍的教授。 

第三，林茂生教授之學問遠超過胡適，為當時台灣第一人。林茂生分別畢業於日

本東京帝國大學(現在的東京大學)文學士及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林茂生以

〈王陽明的良知觀〉為畢業論文取得當時東京帝國大學的文學士，為台灣人第一位取

得文學士之殊榮。林茂生後來又去知名的哥倫比亞大學進修，其博士論文標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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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台灣第一位

關心教育議題而取得博士學位的台灣人。林茂生與同時期中國的胡適同樣為哥倫比亞

大學哲學博士。但，林茂生不僅熟悉美國教育制度，也熟悉日本的教育，遠勝於胡適。

胡適在台北有胡適紀念館及胡適紀念公園。然而，對台灣教育貢獻遠大於胡適的林茂

生卻沒有任何紀念館。不是很遺憾嗎? 

第四，林茂生教授一生熱心奉獻於台灣民眾的教育。林茂生終其一生都在做教育

的工作，分別在長榮中學、台南師範學院、台南商業專門學校、台南高等工業學校、

成功大學和台灣大學等任教，受其教誨的學子無數。林茂生堪稱為台灣的首席教育家，

稱他為台灣現代的孔子也不為過!若將林茂生的生日十月三十日訂為教師節，才能凸顯

台灣教育的獨特性。 

第五，林茂生教授建構以台灣語文為基礎的「台灣學」教育。林茂生不僅精通日

文、英文、德文等外文，林茂生本身也精通台語白話字(羅馬字)，且支持與實踐台灣

語文的現代化與標準化。譬如，他曾於台灣第一份台語報紙《台灣府城教會報》開闢

台灣話的專欄「新台灣話陳列館」，用白話字書寫並探討台灣話的未來及書寫標準。

台灣人用白話字做文化啟蒙運動及創作新文學均源自十九世紀末，遠比二十世紀初中

國的五四運動還早三十多年。 

第六，設立紀念圖書館算是還林茂生教授一個公道與名譽。林茂生在台灣大學文

學院當任代理院長時，因替台灣人發言而得罪中國國民黨政權，最後於一九四七年三



月十一日遭特務非法逮捕並殺害。時至今日，中國國民黨仍未公布究竟林茂生在何時、

何地、如何遭殺害。（作者為台灣教授協會會員、成大台灣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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