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論文係針對駱香林從日治時期到戰後國民黨政府時期的研究，綜合其思想與行動而歸

類為儒家型知識分子。所謂「知識分子」一詞係來自西方的現代概念，尤其是「德雷福斯事件」

改變了其內涵，係指掌握知識的職業人，具有游離與無根性，不依賴於政治體制與利益團體，

保障了對真理的獲取及道德的判斷，超越各階層或黨派的利益，扮演社會良知與理性的代言

人。儒家型知識分子則是中國傳統帝國獨尊儒術以來，承擔道統與政統繫於一身的代表，是中

國傳統社會倫常與道德的代表與發言人。中西知識分子兩者之間有極大的落差，西方在現代化

之後的知識分子已經獲得超然的立場，而儒家型知識分子則常局限於意識形態而代表上層社會，

向下層社會灌輸與傳播意識形態，自覺或不自覺的為當權者建立文化霸權。駱香林生於 1895 年，

當時台灣為日本統治，駱香林因為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堅持承擔漢文化的傳播而對抗殖民政

府，導致家毀人亡，移居花蓮，備受花蓮民眾尊崇。終戰後，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不當導致發

生二二八事件，駱香林此時挺身而出，一方面避免濫權捕抓無辜者，一方面擔任「再中國化」

的協力者，安定社會人心，完美詮釋了儒家型知識分子的社會作用。國民黨政府認為台灣人的

反抗，是被日本殖民統治「奴化」過深所導致，因此竭力於中國傳統文化的重建，建構統治合

法性與正當性的文化霸權。駱香林不但擔任《花蓮縣志》的總編纂，而且協助《台灣省通志》

〈名勝古蹟〉的供稿與攝影，在國家認同的大敘事竭盡心力。但是時代的腳步不停歇，卻發現他

心目中的家鄉──台北──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已經變了樣，回過頭來看到花蓮也正在改變當中，

於是自行出版《題詠花蓮風物》與《俚歌百首》、《俚歌百首二集》，對現代化加以批判。顯示駱

香林仍停留在中體西用的思維，因強國意識支持政府工業化政策，一方面又感嘆資本主義的現

代化造成道德與文化淪喪，這樣的矛盾普遍存在儒家型知識分子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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