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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黃偉哲市長於今年九月十八日正式舉辦台南市二二八紀念館開幕啟用典禮。我

們在此肯定黃市長順應民意，同意將日本時代的台南州議會舊建築物修復並轉型為二二八紀

念館。 

台南州議會舊建築物（位於湯德章大道三號，國立台灣文學館旁邊）原本規劃改為台

南市中西區圖書館，經過台灣本土社團台文筆會、莉莉文化館、台江詩社，學術單位成大台

文系，二二八受難者家屬王克雄、王克紹、湯聰模、林詠梅等，市議員蔡筱薇、李啟維、沈

震東、邱莉莉等單位之聯合提案向黃市長建議。最後黃市長順應民意裁決將州議會建築物分

為二二八紀念館及中西區圖書館兩部分。作為台灣二二八大屠殺事件中的歷史場景之一的台

南州議會，如今正式成為二二八紀念館，不僅符合政治上的轉型正義，也能反映戰後台灣現

代史的歷史悲劇。 

其實，台南市並不缺圖書館。中西區圖書館隔壁就是國立台灣文學館，文學館內部也

有圖書設備齊全的圖書室供民眾使用。此外，台南市政府斥資十八億新蓋的市立圖書總館於

去年一月才在永康區落成使用。新圖書總館空間寬敞、圖書設備齊全，總是吸引不少民眾前

來使用。新圖書總館的最大特色是四樓的台南名人堂。台南名人堂展示二百多位在各領域對

台灣有極大貢獻的台南名人。透過台南名人堂可讓民眾深刻理解台南在十七世紀以來台灣近

代史所扮演的重要地位。 

雖然台南市立圖書總館極具創意，規劃了台南名人堂且設置了台灣研究及台語文書籍

專櫃，可惜在圖書館名稱上缺乏具備區隔的創意。圖書館總館的舊館位於北區公園路上。新

蓋的圖書總館則位於永康區的康橋大道。不少民眾經常搞混新舊圖書總館的名稱與位置。與

其稱為市圖總館（新總館），不如將新總館更名為「林茂生教授紀念圖書總館」。 

台南市二二八關懷協會今年二月正式成立，九月份的理監事會議也正式提案通過將推

動把新總館更名為「林茂生教授紀念圖書總館」。此外，台文筆會及台灣羅馬字協會等社團

也都響應主張用「林茂生教授紀念圖書總館」來紀念台灣的大教育家及文學家，同時也是二

二八受難者的林茂生教授。 

林茂生教授為國立成功大學首位台籍教授且曾擔任成大圖書館創館館長長達十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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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台灣人第一位取得該類學位之殊榮。他在日本留學時就時常用台語白話文在台南教會

報發表文章。林茂生比中國的胡適與魯迅還早十年就在推動白話文運動。林茂生後來又去知

名的哥倫比亞大學進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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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適同樣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在杜威教授的指導下攻讀博士學位，林茂生僅花了一年就獲得

博士學位，但胡適卻消磨了十年的光陰。由於林茂生一生從事教育，堪稱台灣的首席教育

家，台灣羅馬字協會、台文筆會、台南市二二八關懷協會等社團都通過決議要推動每年三月

十一日林茂生受難日為台灣教師節。（作者為台灣教授協會會員、成大台灣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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