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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地
山

與

香

港

大
學

中

文

系

的

改

革

盧
瑋
鑾

修茸後的許地山先生墓

（
前
言
）

五
四
新
文
學
運
動
的
先
行
者
許
地
山
︵
一

八
九
三
一

一
九
四

一
）
，
一
九
三
五
年

，
帶

著

一
套
中
國
文
化
新
概
念

，
到
了
英
國
殖
民
地

、
緊
連
中
國
大
地
的
南
方
小
島
；

香
港

，
以

最
短
暫
的
時
間

，
0
嘗
試
向
這
裡
灌
注
他
認
為

此
地
可
以
接
受
的
新
思
想

，
例
如
現
代
婚
姻
觀

、2
中
國
拉
丁
化
新
文
字

、
2
通
識
教
育
觀
念

等
等

，
4
衝
擊
了
部
分
固
有
文
化
建
制

，
引
起

知
識
分
子
討
論

，
也
惹
來
保
守
派
的
側
目
及
不

滿

。
可
惜

，
這
些
爭
論

，
由
於
他
的
突
然
去
世

，
加
上
香
港
淪
陷
於
日
人
手
中

，
沒
有
延
續
及

發
展

，
使
他
帶
來
的
衝
擊

，
只
如
火
光

一
閃

，

不
見
更
佳
效
應

。
但
在
他
繁
多
的
工
作
中

，
5

應
以
香
港
大
學
中
文
系
的
改
革

，
最
受
到
重
視

，
因
為
時
至
今
日
，
港
大
中
文
系
的
課
程
設
計

，仍
然
保
留
了
當
年
改
革
後
的
大
概
面
貌

。
本

文
試
就
當
年
資
料

，
對
改
革
過
程
作

一
描
繪

，

並
試
反
映
許
地
山
在
香
港
的
處
境

，
他
與
香
港

大
學
中
文
系
改
革
的
關
係

。

（
一
）

在
未
呈
現
許
地
山
對
香
港
大
學
中
文
系
的

改
革
藍
圖
前

，
我
們
必
須
理
解
二
三
十
年
代
的

香
港
社
會
文
化
情
狀

，
及
英
國
殖
民
地
政
府
對

大
學
教
育
的
設
計
用
心

，
這
才
能
清
楚
理
解
許

地
山
這
個
外
來
人

，
面
對
的
難
題

，
及
所
處
的

境
況
。

（一）

早
年
的
香
港
文
化
特
質

提
到
早
期
的
香
港
文
化
地
位

，
許
多
人
喜

歡
用
﹁
中
西
文
化
交
涯
點
﹂
，
﹁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中
心
﹂
這
些
字
眼

。
其
實

，
深
入
探
究
二
三

十
年
代
香
港
文
化
歷
史
的
人

，
都
了
解
這
些
詞

彙
並
不
完
全
切
合
實
際
情
況

，
因
為
對
某
些
階

層
及
制
度
來
說

，
的
確
可
見
交
流
的
效
果

，
但

對
整
體
社
會
文
化
來
說

，
卻
還
有

一
大
段
差
距

英
國
人
把
某
些
大
英
帝
國
的
文
化
色
彩
帶

到
殖
民
地
來

，
所
形
成
的
文
化
圈
只
與
﹁
高
等

華
人
k
發
生
關
係

，
跟

一
般
庶
民
生
活
無
干
。

所
謂
中
國
學
術
文
化

，
也
只
是
極
少
數
的
傳
統

文
化
人
一

太
史

、
秀
才
所
傳
播
的
﹁
讀
經
宏

道
﹂
思
想

，
偶
爾
涉
及
書
畫
詩
文
唱
酬
的
文
雅

玩
意

，
他
們
就
稱
之
為
﹁
國
粹

﹂
。
英
國
人
懂

華
語
的

，
例
如
香
港
總
督
金
文
泰
（S
i

r

 

Ce
ci

C
lem
en
t
︶
所
熱
心
推
動
的
也
不
過
是
這

種
﹁
國
粹
﹂
，
並
非
中
國
文
化
的
精
深
大
流

。



而

一
般
香
港
市
民

，
如
果
進
入
正
規
學
校
或
學

堂
的

，接
觸
英
文

，
以
實
用
為
目
的

，
接
觸
中

文

，
不
過
讀
點
古
文
經
籍

，
這
算
不
上
文
化
交

流

。
普
羅
大
眾
只
求
解
決
生
活

，
文
化
認
知
多

限
於
消
閒
作
樂

，
更
難
理
解
何
謂
主
流

。
既
然

學
堂
裡
大
人
先
生
講
的
是
四
書
五
經

，
他
們
也

就
相
信
﹁
讀
經
﹂
是
主
流
了

。
一
九
二
七
年
魯

迅
南
來

，
對
那
僵
化
保
守
勢
力

、英
人
的
統
治

策
略
不
滿

，
曾
不
留
情
面
的
為
文
鞭
撻

，
0
可

是
直
到

一
九
三
五
年
胡
適
到
香
港
來

，情
況
仍

然
沒
有
改
變

，
難
怪
有
人
慨
歎
·

﹁
要
如
胡
先
生
所
期
望
的

，
把
香
港
造
成
南

中
國
文
化
的
中
心
，
那
恐
怕
是
不
會
有
的

事

。
﹂
7

二

香
港
大
學
中
文
部
早
期
面
貌

英
政
府
於

一
九
一
一
年
制
定
香
港
大
學
成

立
的
憲
章

，
確
定
大
學
宗
旨
是
：

﹁
在
促
進
文
學
科
學
之
研
究

，
供
應
高
深
教

育

，
·
︙
而
於
來
學
諸
生

，
不
分
種
族
國

籍

，

·︙
而
到
友
邦
中
華

，
更
得
深
切
諒

解
O
；
︙

﹂
8

成
立
之
初

，
規
條
訂
明
：
﹁
本
港
總
督
及
兩
廣

總
督
應
被
聘
任
為
本
大
學
之
當
然
贊
助
人

。
﹂

9
學
生
以
中
國
人
為
主

，
只
設
醫
工
二
科

。
到

一
九
一
三
年

，
才
增
設
文
科

，
其
中
一
中
文
科

﹂
屬

一
年
普
及
選
修
課
目

，
由
賴
際
熙

、
區
大

典
二
太
史
講
授
中
文
經
史

，
1
0
只
是
聊

備
一

而
已

。大
概
太
史
們
講
的
經
史

，
在
英
國
人
眼
中

，
雖
是
一
中
國
國
粹
﹂
但
終
非
大
學
教
育
的
需

要

，
所
以
在

一
九
二
六
年
英
國
威
靈
頓
代
表
團

︵
W
illing
t
o
n

 

D
ele
g
atio
n
︶
的
報
告
書

中

就
有
這
樣
的
意
見
：

﹁
其
中
文
科
目

，
雖
不
宜
廢
止
經
史

，但
大

學
之
中
文
教
育

，
不
以
造
就
中
國
舊
式
學

者
為
鵠
的

，
而
另
有
其
現
代
意
義

。
﹂
1

這
意
見
含
蓄
地
表
示
了
對
培
養

 

(
舊
式
學
者

﹂

的
經
史
教
學
不
滿

，
也
顯
露
了
中
文
科
存
在
的

問
題

。
面
臨
危
機

，
就
得
求
變

，
在
賴
際
熙
奔

走
求
援
之
下

，得
香
港
紳
商
及
南
徉
華
僑
的
資

助

，擴
設
中
文
學
系
的
建
議
才
獲
校
方
通
過

，

一
九
二
七
年
中
文
系
正
式
成
立

，
教
員
仍
是
賴

區
二
太
史

，
只
加
添
了

一
名
翻
譯
助
理
講
師

。

1
2
往
後
幾

年，
儘
管
中
文
系
好
像
擴
充

了
，

專
用
圖
書
館

，教
員
名
額
也
增
加
了

，
可
是
先

後
請
來
的
講
師
還
是
講
經
史
的
太
史
與
秀
才

，

實
質
完
全
無
法
使
中
文
系
具
備
﹁
現
代
意
義
﹂

亦
即
未
能
令
英
國
殖
民
地
政
府
滿
意

。
所
謂
不

滿
意

，
一
方
面
因
為
英
國
人
心
目
中
的
﹁
中
文

系
﹂
不
是
這
個
樣
子

，
另

一
方
面
是
英
國
人
根

本
不
重
視
這
個
系

。
有
兩
條
鮮
為
人
提
及
的
資

料

，
足
證
以
上
說
法

，
現
不
妨
引
用
一
下

。

一
九
三
一
年
（
中
英
庚
款
會

﹂
撥
出
款
項

二
十
六
萬
五
千
鎊
給
港
大
中
文
學
院
應
用

，
但

大
學
當
局
卻
變
更
了
原
來
用
途

，
把
這
筆
錢
分

了
給
其
他
各
系

。
1
3
而
一
九
三
二
年

底
，
﹁

港
大
學
特
別
委
員
會

﹂
更
建
議
）
撒
消
中
文
科

﹂
。
1
4
種
種
表
現
都
反
映
了
中
文
系
的
情
勢

妙

。
既
然
在
華
人
佔
大
多
數
的
地
方

，
一
所
大

學
無
可
避
免
要
設
立
（
中
文
系
﹂
，
而
它
又
必

須
符
合
英
國
人
心
目
中
﹁
漢
學

﹂
條
件
的

，
英

國
人

一
定
要
把
﹁
讀
經

﹂
的
模
式
改
過
來

。
一

九
三
三
年
校
長
韓
尼
路

︵
S
ir

 

W
illia
m

 

H
o
-

rne
l
l
（
親
到
北
京
去
訪
尋
主
持
中
文
系
的
適

人
選

，
1

5
一
九
三
四
年
夏

天
，
還
特
別
聘
請

北
京
大
學
陳
受
頤
教
授

、輔
仁
大
學
容
肇
祖
教

授
到
香
港
大
學

，
提
供
改
善
中
文
系
的
方
案

。

1

6
一
般
說
法
都
相
信
：
一
九
三
五
年
一

月
，

適

（
一
八
九
一
｜

一
九
六
二
︶
到
香
港
大
學

接
受
名
譽
學
位
時

，
推
薦
了
許
地
山
出
任
中
文

系
教
授

，
才
確
立
了
香
港
大
學
改
革
中
文
系
的

意
念

，
事
實
卻
非
如
此

。

（
二
）

改
革
的
伏
線

香
港
大
學
中
文
系
自

一
九
二
七
年
正
式
成

立
以
後

，
儘
管
﹁
主
流
﹂
還
是
﹁
讀
經

﹂
，
但

看
香
港
大
學
每
年
年
報

，
都
可
見
校
方
其
實
不

斷
謀
求
把
中
文
系
格
局
改
過
來

。
一
九
三
三
年

﹁
校
務
委
員
會

﹂
決
定
文
學
院
增
設
兩
組
課
程

（組
六
）
：
中
文
及
英
文

，
（組
七
）
：
中

文
研
究

︵
C
h
in
e
s
e

 

S
tud
ie
s
︶
。
而
教
職
員

四
名

，
則
規
定
應
分
教
：
中
國
哲
學
（
經
籍

）

、
中
國
文
學

、
中
國
歷
史

、
翻
譯
四
科

。
1
7

很
明
顯
是
英
國
人
心
目
中
的
（
漢
學
﹂
模
式

。

到
了
一
九
三
五
年
陳
受
頤
容
肇
祖
向
港
大
呈
交

的
改
革
中
文
系
意
見
書

，
內
容
共
有
十
點

，
其

中
第

一
點
就
清
楚
指
出
：
（
港
大
中
文
部
應
保

持
其
原
有
過
去
之
計
劃

，
教
授
中
國
語
言
文
字

、
歷
史

、
哲
學

。
︙
︙
今
後
應
注
重
用
歷
史
與

科
學
之
見
地
研
究
經
史

。
﹂
1

據
胡
適
的
記
述

，
他
在

一
九
三
五
年
初
來

港
時

，
已
﹁
很
感
覺
港
大
當
局
確
有
改
革
文
科

中
國
文
字
教
學
的
誠
意

。
﹂
1
9
最
重
要
的
是



們
已
開
列
了
主
其
事
者
的
應
備
資
格
：

一
須
是

一
位
高
明
的
國
學
家

，
二
須
能
通

曉
英
文

，
能
在
大
學
會
議
席
上
為
本
系
辯

護

，
三
須
是

一
位
管
理
才
幹
的
人

，
國
最

好
須
是
廣
東
籍
的
學
者

。
2

從
上
述
四
個
資
格
看
來

，
港
大
當
局
考
慮
到
學

術
地
位
能
不
能
壓
得
住
某
些
人

、
與
上
層
英
人

能
否
溝
通

、
懂
不
懂
科
學
化
業
務
管
理

、
與
本

地
人
能
否
協
調
等
問
題

。
2
1
其
中
恐
怕
（
通

英
文
﹂
及
留
學
英
國

，
是
他
們
聘
請
許
地
山
主

要
原
因

。
而
這
個
主
持
人
來
了

，
也
必
須
保
持

及
發
展
英
人
心
目
中
的
中
文
系
﹁
原
有
過
去
之

計
劃
﹂
。

這
時
候

，
正
值
許
地
山
與
燕
京
大
學
教
務

長
司
徒
雷
登
︵
S
tu
an
t．
J
oh
n

 

L
e
g
h
to
n

 

一

八
七
六
｜

一
九
六
二
︶
意
見
不
合

，
港
大
向

他
招
手

，
就
趁
機
會
南
來

，
希
望
在
英
式
大
學

裡
一
展
所
長

，
把
新
的
文
化
觀
念
帶
來

，
幫
助

港
大
中
文
系
脫
離

（
舊
式
科
第
文
人
︺
2
2
的

，
承
接
中
國
大
陸
的
中
文
教
學
大
潮
流

。

改
革
的
過
程

許
地
山
在

一
九
三
五
年
七
月
先
來
港

一
行

2

3
，
這
一
次
應
是
就
職
前
的
見

面
，
到
九
月

式
上
任

，
許
氏
展
開
的
改
革
行
動

，
可
以
說
是

全
速
前
進

，
一
切
計
劃
獲
得
香
港
大
學
的
校
務

委
員
會

（
T
h

e

 

C
o
u
nci
l
）
、
教
務
委
員
會

T
h
e

 

S
en
a
te
︶
、校
董
會

︵
T
h
e

 

C
o
u
r
t
）

順
利
通
過

，
2
4
且
在
報
紙
上
作
了
一
系
列
報

。
這
些
速
度
和
姿
態

，
是
值
得
我
們
注
意
的

。

一
九
三
五
年
九
月
初

，許
地
山
就
職
後
就

向
報
界
宣
稱
：

(
擬
將
港
大
之
漢
文
學
院
改
為
中
國
文
史
學

系

，蓋
文
學
與
史
學
有
連
帶
之
關
係

，今

將
之
拼
成
為
一
學
系

，
固
得
其
宜

，
在
名

義
上
亦
較
為
妥
當

。
﹂
2

到
了
十
月

，許
氏
答
覆
記
者
訪
問
時

，
就
說
把

﹁
中
文
部
﹂
改
為

 

(
中
國
文
學
系

﹂
的
改
組
計

劃
書
已
經
交
給
港
大
校
長
韓
尼
路
察
核

，
2
6

後
一
連
數
天

，
報
上
刊了
相
當
詳
細
的
改
組
計

劃
內
容
及
許
氏
的
意
見

，
其
中
強
調
了
（
係
依

據
許
地
山
碩
士
之
獻
議
及
陳
容
兩
教
授
之
意
見

﹂
，
及
文
學

、
歷
史

、
哲
學
的
分
科

。
2

當
時
在
中
文
部
任
教
的
有
：
區
大
典
太
史

、
羅
芾
棠
舉
人

、
崔
百
越
秀
才

、
陳
君
葆

。
報

上
說
各
人
均
於
學
期
末
任
期
屆
滿

，
但
據
資
料

顯
示

，
區
大
典
是
退
休

，
羅
崔
二
人

，
卻
是
港

大
教
務
委
員
會
建
議
：
(

 

於
一
九
三
五
年
十
二
、

月
三
十

一
日
後
不
再
續
聘

﹂
的

，
2
8
也
就
是

示
一
九
三
五
年
底

，
已
把

﹁讀
經
﹂
派
全
部
剔

除

，
一
九
三
六
年
三
月

，
聘
任
馬
鑑
（
一
八
八

三
一

一
九
五
九
）
為
該
全
職
講
師

，
則
整
套

改
革
計
劃
大
功
告
成

，從
此

，
香
港
大
學
中
文

系
包
括
了
文

、
史

、
哲

、
翻
譯
四
項
課
程

，
也

成
定
局
了

。
2

這
項
改
革

，
在
開
始

一
兩
年

，許
地
山
和

港
大
當
局
都
很
滿
意

。
許
氏
在
港
大
五
年
年
報

中

，
對

一
九
三
七
年
的
工
作
有
這
樣
的
描
述
：

﹁
該
年
有

一
個
突
出
的
現
象

，學
生
對
中
文

科
的
興
趣
顯
著
增
加

，
他
們
不
再
以
為
研

究
中
國
文
學
是
自
己
力
有
不
逮
的
事
情

。

他
們
的
語
文
程
度
比
以
往
同
學
更
高

，
也

明
顯
可
見
他
們
的
閱
讀
範
圍
迅
速
擴
展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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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

許地山寫的香港史，部分
被禁。

香港三十年代的 ＜印刷業及出版業條例〉規定大小報刊排好後均須送 「華民政務署」檢查。
如有問題，即被 「抽檢」或 「留問」。報刊上就開了天窗。

而
港
大
（
特
別
委
員
會
﹂
的
報
告
中

，
也
對
中



文
系
改
革
有
下
列
嘉
許
：

﹁
教
師
精
明
能
幹

，
前
這
無
限
。
若
以
其
成

績
而
言

，
則
所
開
銷
之
費
用
並
不
浪
費

，

應
值
得
贊
助
與
鼓
勵

。
﹂
3

改
革
後
的
困
境

在
學
校
當
局
這
樣
嘉
許
下

，
其
實
許
地
山

也
開
始
察
覺
這
所
殖
民
地
大
學
給
他
發
展
中
文

系
的
機
會
不
多

。
幾
年
來

，
教
師
沒
有
多
聘

一

個

，
偶
爾
開
些
他
感
興
趣
的
科
目
如
梵
文

，
選

修
的
學
生
不
多

。
教
育
界
也
認
為
；

﹁
港
大
中
文
系
僅
聘
許
地
山
教
授
及
馬
鑑
先

生
南
來
講
學

，
此
外
並
無
其
他
顯
著
之
發

展

，
︙
︙
水
免
令
人
失
望

。
﹂
3

港
大
拿
了
中
國
撥
給
的

一
大
筆
庚
款

，
卻
沒
有

履
行
促
進
中
英
文
化
關
係
及
為
中
國
培
養
人
材

的
責
任

，
惹
起
了
關
注
的
人
不
滿

，
例
如
許
地

山
就
不
只
一
次
在
接
受
記
者
訪
問
時
提
及
庚
款

的
事

，
他
甚
至
希
望
中
國
政
府

﹁
可
能
範
圍
內

每
年
派
員
來
校
視
察

。
﹂
3
3
但
實
際
行
政
權

握
在
英
國
人
手
裡
，
而
改
革
中
文
系
的
計
劃
又

已
完
成

，發
展
與
否

，
並
不
重
要

。
我
們
看
港

大
年
報

，
有
關
中
文
系
的
部
分

，
愈
來
愈
單
薄

，
3
4
難
怪
有
人
慨
歎
（
地
山
在
港
大
數

年
，

不
容
其
多
所
作
為

。
﹂
3

（
結
語
）

研
究
結
果

，
得
出
這
樣
的
結
論

，
並
不
表

示
許
地
山
的
能
力
不
足

，
而
是
反
映
了

一
個
熱

切
改
革
的
中
國
知
識
分
子

，
在
別
國
人
的
已
定

決
策
中

，
那
種
無
力
感

。
我
毫
不
懷
疑
許
地
山

想
改
革
港
大
中
文
系
的
誠
意

，
他
果
然
也
的
確

把
中
文
系
架
構
改
造
了

，把
保
守
的
﹁國
學
﹂
派

派
剔
除

，
但
這
項
改
革

，多
少
成
分
是
港
大
當

局
的
意
願

，多
少
成
分
是
許
地
山
的
理
想

，
是

值
得
後
人
考
慮
的

。
許
地
山
留
港
直
至
去
世

，

期
間
為
社
會
做
的
事

，
為
中
國
付
出
的
精
力

，

充
分
表
現
了
他
的
獻
身
精
神

，
而
他
面
對
的
困

難
與
挫
折

，
恐
怕
也
不
少

。
在
困
難
與
挫
折
中

；

不
斷
努
力

，
毫
不
消
極

，
這
正
是
許
地
山
可

貴
的
品
質

。
如
實
地
描
繪
他
的
處
境
與
行
事
結

果

，
正
是
本
文
想
達
到
的
目
的

。

（
一
九
九
一
年

為
紀
念
許
地
山
先
生

逝
世
五
十
周
年
而
寫

）

許地山照片（取自吳醒謙 《香港華人名人史略》，
一九三七年六月初版）

許地山筆跡（黃約瑟先生提供）

＜香港新文學會會報〉第一號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
一日出版 （許地山用新文學寫的作品 ）

（註
釋
）

1
許
地
山
自

一
九
三
五
年
七
月
到
港

，
至

一
九
四

一
年
八
月
逝
世

，
在
香
港
時
間
首
尾
共
七
年

。

2

︽
許
地
山
教
授
演
講
結
婚
底
社
會
意
義
︾

，
（

︽
工
商
日
報
︾

一
九
三
六
年
二
月
十

一
日
三
張

二
頁

︶
︽
人
生
的

一
課
｜

許
教
授
對
新
人
講

﹁
現
代
姻
婚

﹂
︾

，
︵
︽大
眾
日
報
︾

一
九
三



六
年
九
月
二
十
六
日
，
二
張
五
頁

）

均
見
他
提
出
的

﹁
現
代
姻
婚

﹂
觀

，
例
如

﹁
男

女
結
婚
不
應
只
用
精
神
來
維
持

，

：
結
婚
以

多
情
為
基
礎
是
危
險
的
事
情

。
J
（
結
婚
有
社

會
意
義

，

；
：
乃
是
建
設
社
會
：

使
女
子
從

廚
房
解
放
出
來
·
·

。
﹂
這
都
是
使
保
守
人
士

訝
異
的
看
法

。

3

許
地
山
在
香
港
推
動
新
文
字
不
遺
餘
力

，
除
組

成

﹁
香
港
新
文
字
學
會

﹂
外

，
更
執
筆
寫
了
拉

丁
拼
音
作
品

︽
N
O
U
D
A
E
︾
，
這
是
他
為

︽
新

文
字
五
分
鐘
讀
物
︾
寫
的

，
見

︽
香
港
新
文
字

學
會
會
報
︾
第

一
號

，
一
九
三
九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

4

︽港
大
教
授
許
地
山
在
華
僑
教
育
會
演
講
︾

，

︽工
商
日
報
︾

一
九
三
五
年
九
月
十
日
三
張

一

頁

o

5
許
地
山
七
年
工
作

，
見
盧
瑋
鑾
編

︽
許
地
山
在

香
港
活
動
紀
程
︾

︽八
方
︾
第
五
輯

，
一
九
八

七
年
四
月

，
頁
二
七

一
至
二
九
三
。

6
魯
迅

︽略
談
香
港
︾

︽
語
絲
︾

一
四
四
期

，
一

九
二
七
年
八
月
十
三
日

，
後
收
入

︽魯
迅
全
集

︾
三
卷

，
北
京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一

年
出
版

。

7
鄭
德
能

︽胡
適
之
先
生
南
來
與
香
港
文
學
︾

︽

香
港
華
南
中
學
校
刊
︾
創
刊
號

，
一
九
三
五
年

六
月
一
日

，
收
入
盧
瑋
鑾
編

︽
香
港
的
憂
鬱
︾

，
華
風
書
局
出
版

，
一
九
八
三
年
十
二
月

，
頁

六
十
九
至
七
十
四

。

據
胡
適

︽南
遊
雜
憶
︾

︵
︽獨
立
評
論
︾

一
四

一
期

，
一
九
三
五
年
三
月
十
日
，
收
入

︽
香
港

的
憂
鬱
︾

，
頁
五
十
五
至
六
十

一
）
原
文
應
為

：
﹁
使
香
港
成
為
南
方
的

一
個
新
文
化
中
心

。

﹂

8

轉
引
自
羅
香
林

︽
香
港
與
中
西
文
化
之
交
流
︾

，
中
國
學
社
出
版

，
一
九
六

一
年
二
月
；
頁
二

八
。

9

轉
引
自

︽許
地
山
教
授
談
香
港
大
學
的
條
件
︾

︽
大
眾
日
報
︾

一
九
三
六
年
十
月

一
日
，
二

張
五
頁

。

1
0
羅
香

林
︽
香
港
大
學
中
文
系
之
發
展

︾
，
︽

港
與
中
西
文
化
之
交
流
︾

，
中
國
學
社
出
版

，

一
九
六
一
年
二
月

，
頁
二
二
三
至
二
五
六
。

1

1
︽
一
九
二
六
年
香
港
大
學
特
別
委
員
會
關
於

文
教
育
之
報
告
︾

（
R
epor
t

 

of

 

T
h

e

 

S
p

i
a
1

 

Co
m
mitte
e

 

a
ppoint
e

d

 

to

 

a
dv
i
s

T
each
ing

 

o

f

 

C
hines
e
,

 

1
9
2
6
）
轉
引

林

︽
香
港
大
學
中
文
系
之
發
展
︾

。

1
2
同

1

1

3︽
香
港
大
學
巡
禮

·
許
地
山
博
士
之
上
下

今
談
︾

，
︽
大
眾
日
報
︾

一
九
三
六
年
九
月
二

十
五
日
，
二
張
五
版

。

1

4
T

h
e

 

U
．
o
f

 

H
．
K
．
A
n
n
u
a
l

 

R
e
p
o
r
t

 

1
9
3

1933
，
頁
二
十
二
。

1

5
同

1

1

6
T
h
e

 

U
．
o
f

 

H
．
K
．
A
un
q
u
e
n
ni
a
l

 

R
e
p
o
r

1934
4
｜193
8
，
頁
四
十
四
至
四
十
五

胡
適

︽
南
遊
雜
憶
︾
也
提
及
此
事

。

1
7
同

1

1

8︽
香
港
大
學
改
組
中
文

部
昨
日
下
午
再
正

召
開
會
議
︾

，
︽
工
商
日
報
︾

一
九
三
五
年
十

月
十
六
日

，
三
張
二
版

。

1

9
胡

適︽
南
遊
雜
憶

︾

1

0
同

1

2
1
許
地
山
祖
先

是
﹁
從
廣
東
揭
陽
移
到
台

南
）

故
有
些
學
者
把
他
列
入
廣
東
籍

，
例
如
宋
聘
莘

︽廣
東
人
物
小
傳
︾

，
台
灣

（
作
者
自
費
出
版

）
，
一
九
八
○
年
四
月
。

2

2
同

1

2

3
周
俟

松
（
許
地
山
夫

人
︶
給
作
者
的

信

2
4

見
︽
香
港
大
學
校
務
會
議
紀
錄
︾
各
檔

案

2

5︽
港
大
漢
文
學
院
或
將
改
為
中
國
文
史

系
，

地
山
教
授
就
職
後
將
有
新
猷
︾

，
︽
工
商
日
報

︾

一
九
三
五
年
九
月
九
日
，
三
張

一
版

。

2

6︽
許
地
山
獻
議
改
組
港
大
中
文

部
計
劃
書

呈
副
校
長
察
核
︾

，
︽
工
商
日
報
︾

一
九
三
五

年
十
月
十
二
日
，
三
張

一
版

。

2

7︽
香
港
大
學
今
晨
開
會
討
論
改
組
中
文
部
事

議
人
許
地
山
教
授
亦
出
席
會
議
︾

，
︽
工
商
日

報
︾

一
九
三
五
年
十
月
十
四
日
，
三
張

一
版

。

︽香
港
大
學
改
組
中
文
部

昨
日
下
午
再
正
式

召
開
會
議
︾

，
︽工
商
日
報
︾

一
九
三
五
年
十

月
十
六
日
，
三
張
二
版

。

2

8
一
九
三
五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
港
大
校
務

議
紀
錄
︾

。

2
9
有
些
研
究
者
或
為
許
地
山
寫
傳
記
的

人
，
都

把
許
地
山
（
改
革
中
文
系

﹂
，
說
成

（
改
革
文

學
院

﹂
。
說

（
把
文
學
院
分
成
文
學

、
史
學

、

哲
學
三
個
系

﹂
，這
種
錯
誤
說
法

，
大
概
由
於

誤
解
了

︽許
地
山
先
生
生
平
事
略
︾
及
馬
鑑

︽

許
地
山
先
生
對
香
港
教
育
之
貢
獻
︾
二
文
所
載

意
思

，
也
可
能
不
清
楚
原
始
資
料

，
而
加
推
想

而
成

。
︵
二
文
均
見
盧
瑋
鑾
編

︽許
地
山
卷
︾

，
香
港
中
華
文
化
促
進
中
心

，
一
九
九
○
年
三

月
出
版

）

3
0
同

1

3

1︽
港
大
特
別
委
員
會
編
造
報
告
條
陳
改
革

案
︾

，
︽
工
商
日
報
︾

一
九
三
七
年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
三
張
三
版

。

3

2
︽
各
方
主
張
港
大
中
文
學
院
收
中
文
中
學
畢

生
︾

，
︽華
字
日
報
︾

，
一
九
三
七
年
三
月
二

日

，
二
張
三
頁

。

3

3
︽
中
英
文
化
合

作
，
許
地
山
之
意
見

︾
，︽

字
日
報
︾

一
九
三
九
年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
二
張

三
頁
。

3

4
T
h
e

 

U
．
o
f

 

H
．
K
．
A
u
n
n
a
l

 

R
e
p
o
r
t

 

1
9
3
9

1940
，
頁
八
。
有
關
中
文
系
部
分
只
說

：
﹁
選

修
各
課
程
的
學
生
人
數
大
致

一
樣

。
除
堂
課
外

，
褊
排

一
基
本
梵
文
課
程

。
﹂

3

5
師

山
︽
香
港
大
學
故
教
授
許
地
山

︾
，
︽
星

晚
報
︾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

文
中
引
述

﹁
地
山
高
足
金
君

）
的
說
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