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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 高 飛  

    傅斯年，字孟真，山東省聊城縣人，生於

清光緒二十二年（西元一八九六年），卒於民國

三十九年（西元一九五○年），享年五十五歲。

民國八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本科中國文學系，

同年秋考取山東官費，赴英國倫敦大學，研究

心理學、物理學、化學、數學。民國十二年由

英倫轉歐陸進入德國柏林大學哲學研究院，接

觸當時德國學界風氣最盛之相對論及比較語言

學，奠定了日後回國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的學術基礎。 

  傅氏出道甚早，三十三歲任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創所所長，擘劃安陽殷墟考古等

田野調查工作，為中國信史建立珍貴的史蹟史

料；五十歲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五十四歲任

台灣大學校長；由傅氏曾經擔任的職務，正充

分說明其一生的功業涵蓋了史學、教育、學術

三大領域。公允的評價是傅氏既能作第一流的

學術研究，亦具辦事能力。研究二十世紀上半

葉的中國學術史、史學史、教育史、政治史和

學生運動史，他是一個不可忽略的人物。 

白話文新文學運動的推動者
與五四運動的領導人物 

  胡適、陳獨秀等人民國初年先後提出新文

學運動，提倡白話文，創辦「新青年」刊物積

極鼓吹，傅氏與羅家倫則創辦「新潮」刊物，

遙相呼應，其間雖經林紓等守舊派學者激烈的

反對，但時勢潮流的發展，沛然莫之能禦，反

對者先後被駁倒，新文學運動獲得了成功，揭

開了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新的一頁。而在民國八

年發生的五四運動的推波助瀾下，白話文運動

更超越了純文學的範疇，幾乎有席捲整個文化

領域之勢，民國九年，在白話文已取代僵化的

文言文的情況下，北洋政府教育部終於承認了

白話文為「國語」。而令人矚目的是，在五四愛

國運動大遊行中，舉著大旗走在北京大學隊伍

最前列的總指揮正是傅斯年先生。 

史學研究的成就與貢獻 

  民國十七年，傅氏負責創辦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此後，他擔任此一研究所長達

二十餘年。傅氏創立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目的，

決心要在中國建設起歷史學和語言學兩種科

學；換言之，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成和生

物學、地質學同標準的科學；並揭櫫以自然科

學看待歷史語言之學，並且要以科學的方法治

歷史語言之學的標的。他主張要從中國採集的

原料，研究歷史語言科學，並且特別強調要用

新的工具、新的材料、研究新的問題。傅氏並

深切體認，科學研究工作不是單憑個人孤立的

工作即能有所成就，而是必須集合眾人的智

慧，充分有效利用社會資源，從事集體研究才

有意義，才能作出成績。尤其呼籲學界，歷史

和語言科學在研究態度上尤應避免主觀和偏

見，在蒐集材料方面，要「上窮碧落下黃泉，

動手動腳找東西」，把蒐集材料作為歷史研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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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最重要的基礎，他甚至直截了當的說：「史

學便是史料學。」並揭櫫三個治學標準： 

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研究

前人所研究或創造之系統，便退步。 

二、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所研究的材料，便進

步，不能便退步。 

三、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研究時應用的工具，

便進步，不能便退步。 

    傅氏於民國十七年策劃並開始河南安陽殷

墟之發掘，至民國二十六年，十年間發掘十五

次，先後由董作賓、李濟主其事，發現大量殷

代銅器、墓穴及甲骨文；這些發掘出的古器物，

經董、李二氏及其他學者之研究，遂使殷商史

事，由隱晦而日趨顯明，為中國上古史找到真

憑實據，也將中國史學研究納入現代科學的基

礎上，更把中國之信史因此向前推進數百年。 

傑出的教育家 

    傅氏一生只活了五十五歲，從進入北京大

學讀書開始，就一直沒有離開過大學，先後擔

任中山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大教授、北大

代理校長及台灣大學校長。其教育思想的核心

是維護學術自由，強調大學應以學術研究為中

心。 

    傅氏在擔任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長兼中國

文學系及歷史學系兩系主任約二年期間，延聘

學者名流到中山大學授課，為中山大學文學院

奠下良好的基礎，第二年便在中山大學創立了

歷史語言研究所，招考研究生。代理北大校長

一年期間（民國三十四年八月至三十五年八

月），花費心思順利解決了當時艱鉅的復員問題

並妥善處理時偽北大教職員問題，兩者都是相

當棘手的難題，但憑著傅氏的勇氣和毅力，終

使北大能在抗戰勝利後迅即在北京復課。來台

後擔任台灣大學校長將近兩年，除興建校舍，

擴充圖書儀器設備等，解決了教學上嚴重的問

題外，並成立教員聘任資格審查委員會，聘請

教員非常慎重嚴格，樹立了教員聘任制度，也

提高了教員地位；此外，更釐訂嚴格考試制度，

首創考試印題入闈制度，考試制度之嚴格，為

他校所罕見，也因此提高了學生的程度。可以

說傅氏任台大校長雖只近兩年的時間，但對新

思想的提倡，對學生愛護，處處都為台灣大學

開創出一番新天地；一個學術的風格，一種自

由主義開放的空氣，更是傅氏留給台大最重要

的資產；短短兩年的時間，為台大奠定了良好

的基礎，使台大成了中外知名的學府。 

書生論政報國的典型 

    傅氏是滿腔熱血的愛國知識分子，民國二

十一年五月至二十六年七月，與胡適、丁文江

等好友捐資創辦「獨立評論」週刊，書生報國、

評論時政，發出知識分子獨立的聲音，而他最

為人所稱道的事蹟是抨擊孔祥熙、宋子文兩位

行政院長；民國三十六年一月三日曾發表題為

「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二月十五日在「世

紀評論」上發表題為「這樣的宋子文非走不

可」，全國各地報刊立即紛紛轉載，轟動全國，

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宋不得不黯然下台。民

國三十八年，胡適、雷震、傅氏等於台灣首創

論政雜誌「自由中國」。 

    在個人品格操守上，傅氏更充分表現知識

分子愛國耿介的情操。對日抗戰期間，傅氏既

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又是中央

研究院代理總幹事，並身兼國民參政會參政

員，在當時戰爭期間知識分子與一般民眾一

樣，都不免面臨經濟的困境；但即使面臨如此

窘局，傅氏依然枵腹從公，儉樸自持，絕不以

兼職身分領兩份薪水，毅然退還了參政會所發

給的薪水及生活補助費。其夫人俞大綵女士曾

追憶在傅氏任台灣大學校長時，冬夜拆卸收集

舊衣服之棉絮為傅氏縫製棉褲之事蹟，讀了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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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唏噓。民國三十八年，國際局勢對台灣極為

不利，有辦法的人都紛紛逃難，有一天，他到

機場送一位親戚赴美，臨別時那位親戚隨口對

他說：「希望不久能在美國相見。」傅氏立刻正

色答道：「我要留在台灣，我是絕對不到美國去

的。」在傅氏死前的那天下午，出席台灣省參

議會，準備答覆參議員教育詢問有關台大的問 

題，還不忘呼籲：「對有才能、有智力而貧窮的

學生，絕對要扶植他們。」 

    傅氏五十五歲短促的一生中，除了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一職任職較久外，其

餘中山大學、北大代理校長、台大校長任職時

間均甚短，但其作為至今仍令人感懷不已，除

了本人深厚的學養與卓越的領導才能外，其大

公無私、愛國愛人的情操，尤足令後人景仰效

法。  

(本文作者現職為內政部警政署政風室科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