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詩人節紀念王育霖詩人檢察官 

蔣為文 

在中華民國的教育體制裡為強化中國意識，總把端午節和楚國詩人屈原連結在一

起，塑造成端午節也是詩人節並以吃肉粽方式紀念屈原。其實，屈原與台灣毫無歷史

淵源，那只是一九三九年重慶文藝界抗敵協會議定以該日紀念屈原，擬藉此來提升中

國人民的愛國意識而已。與其紀念屈原，台灣人更應當紀念王育霖詩人檢察官才對。 

王育霖(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七)於一九四四年獲選為日本京都地方法院檢察官，為

當時日本本土第一位台灣人檢察官。二戰後王育霖回到台灣並擔任新竹市檢察官。他

當時因擬對貪汙的中國國民黨籍新竹市長起訴而得罪外來中國蔣家政權，導致於一九

四七年三月十四日被便衣人員帶走後就從此被消失。王育霖不只是檢察官，更是才華

洋溢的詩人，也是台灣歌謠的愛好者。他生前有不少相當優秀的詩作，譬如〈今日一

別何時見〉(日文原著，中文版由林瑞波翻譯)寫著: 

終於完成最後一站高雄的演出 

當晚我們燒了程序單起來跳舞 

但也哭了 

啊！意氣純真的青春日子何其短 

一去不復返 

能不起來跳舞嗎 

今日一別何時見 

春天會再來 

我們能再共語橄欖樹下嗎？ 

王育霖詩人檢察官當時的作品似乎也在向我們告辭！戰後王育霖秉持著愛台灣的

熱忱從日本回國以期報效台灣，沒想到遇到土匪政權而遭殺害。他犧牲時才年僅二十

八歲，第二個兒子才剛滿月，遺孀就得一輩子含淚撫養二個幼子長大。 

作家團體「台文筆會」於今年的年會已通過決議將每年 3月 14日王育霖詩人檢

察官受難日訂為「台灣詩人節」以紀念他為台灣的犧牲。此外，台文筆會、台灣羅馬

字協會、台灣教師聯盟、府城舊冊店等團體每年均於三月初辦理二二八台語歌詩文化

節，以吟誦台語詩歌、吃魷魚粥、二二八潤糕等民俗方式紀念那些於二二八大屠殺當

中為台灣犧牲的英靈。 

王育霖受害後也波及到他的親弟弟王育德博士。當時王育德任教於台南一中。某

天，王育德突然接獲友人的情報說中國國民黨擬追殺他，故急忙經由香港輾轉逃亡到

日本。王育德流亡到日本後，蔣家政權仍透過外交管道要緝拿他。所幸經由王育德的

日本恩師協助才得以順利安全留在日本。王育德在日本時繼續進修博士，為第一位受

現代語言學訓練獲得博士學位後從事台語研究及推廣的台灣人。他當時為出版巨著

《台湾語常用語彙》曾賣掉自住的房子以籌措經費。他的著作，譬如《台灣苦悶的歷

史》《台灣話講座》等是許多台灣人的母語意識及台灣史啟蒙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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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越南胡志明市國家大學文化學系的前主任陳玉添教授，他在專著《探索越南

文化本色》指出「五月五日節，叫做端午節。許多人誤解這個節日來自中國，其實，

這是南方百越人的節日。」中國的端午節其實僅是部分地方的民間習俗，原本並不普

及。直到公元二○○七年十二月七日，為配合文化統戰台灣的伎倆，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務院才突然通過新增端午節、清明節、及中秋節三節為中國全體公民放假的節日。

台灣應有自己的觀點重新看待端午節及詩人節，才能避免陷入中國文化統戰之陷阱。

（作者為台灣教授協會會員、成大台灣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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