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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清朝統治臺灣 212 年後（1683 ～ 1895），於 1895 年成為日本領地，這之中異族及其異文化

所帶來的各種衝擊，以及現代文明知識的滲入，使得臺灣漢文發展出新的變化，當傳統文人無

法以科舉晉身於仕宦之路時，傳統漢文及其價值觀也受到動搖。不過進入日治時期，漢文並沒

有因此衰微，傳統文人在繼承傳統文化的同時，也發展出新的漢文風貌。因此漢文人在面對新

時代與新政權，是如何適應以及轉化漢文乃為本論文關注的議題。

本論文擬以胡殿鵬、洪以南、謝汝銓與魏清德等四位文人為觀察對象，探討日治時期臺灣

傳統文人在面對時代變局之時，是否藉由日人之力來振興漢文發展。因此以胡殿鵬「明治體」

為出發，進而關照洪以南、謝汝銓與魏清德的漢文主張及其漢文書寫，從中探討日治時期臺灣

漢文的發展，為何迥異於清領時代的漢文文學知識？接著，漢文人在適應於當世之時，同時維

繫與傳承漢文，因此從中研究漢文出現何種的質變與衍變。是故，本論文藉此討論此四位臺灣

文人如何在新時代與新政權的影響與框架之下，既能容身於日本漢文框架之中，又能保有與延

續臺灣既有的漢學命脈，此種漢文便為本論文之研究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