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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台灣師大國文系要申請設立台灣本土語文的系所， 如同與虎謀皮。 我申

請被學校打下兩次，仍賴鬥志與技巧，打拚不懈。2002 年 11 月，教育部終於同

意師大成立 「台灣文化語言文學研究所」（名稱很長，我目的是要成立『台灣

學院』，惜後失敗）。 

2003 年 11 月舉行研究所揭牌儀式。 由教育部次長范巽綠、師大簡茂發校長主

持。 我任創所所長 1 年，即應邀至長榮大學，另創台灣所。回憶 15 年前，師

大艱苦草創，如今欣見枝葉繁盛，欣欣向榮。已成博碩學制的「台灣語文系」。

相片中，簡茂發校長、蔡宗陽院長、張清郎院長已作古，令人唏噓。 

回憶當年，我敢大膽挑戰不可能任務。係因我長期是國文系校務會議代表，擔任

和校務會議選出來的「常設委員會委員」和學校若干委員會委員。因為長期得到

國科會的長期獎助（以前都是靠論文），我被推選為「師大學報編輯」。 並曾

經成為執行編輯。 



成立設所後，我深受台文所猶無教室辦公室所困，常憂心失眠。我尋求總務處的

幫忙，自己只有直接遍找學校的閒置教室、倉庫，最後找到國語中心的十樓四間

小倉厙，再拜託校長支持。但校長開會決定後，卻不敢執行，把倉庫交給台文所。 
開學一星期前，我放言：開學拜一第一堂課，曹永和院士，將要在校門口和一年

級研究生上課。 當時我常在報紙發表文章，並宣稱要招待記者會。在星期六，

才終於把鑰匙交給我。 

當初申請研究所的時候，我是學校一級單位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兼主編南一國文

教科書，我又同時擔任台灣教授協會會長，曾帶車隊人馬。在台北市大遊行，是

極敏感的身分，學務處有我的紀錄，但不敢言。但是我謙虛而無所畏懼。最保守

的國文系，出現了一個大台獨教授。 

國文系同仁一大半反台，但不敢反對我。 

我如果要在國文系申請，正常的程序要有系撥給的空間。而且要列為重要案件討

論，投票要三分之二才能通過，我可能要等 50 年。 

當時，我向系主任提出申請說：員額教育部給，空間我自己負責，國文系不必撥

出。公文沒有經過系院的討論；開會，只由系院代轉至校方。迂迴的逐步走向目

標。不容諱言，我敢大膽冒險去做，自恃我熟悉校方行政人事，自己在校尚有獨

立的發言權，台文所成立已然木已成舟、我不怕找不到碼頭。 

結論：台灣人要勇敢的利用形勢，不怕不可能，大膽的前進，不到目標，絕不罷

休。 

參見（台灣文學學科體制化口述記錄：《台北文獻》190 期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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