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婁子匡（1905-2005） 

婁 子 匡 ，

筆 名 適 翁 。

1 9 0 5 年 8 月

20日生於浙江

紹興，1949年

來台。曾於抗

戰時期，任國

民黨駐浙辦事

處主任，官拜

文職少將。與

顧頡剛等人創

立中國民俗學

會、曾任《自

立晚報》社長、東方文化書局任發行人、

中國民俗學會理事長，也曾任教於中國文

化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

2005年8月去世，得年100歲。

自年少時代，婁子匡即投注民俗學領

域。由採集中國民間文學著手，出版《紹

興故事》、《紹興歌謠》等，並將於多家

報刊上主持的《民俗週刊》，寄贈給學會

會員，如此的大力推廣，帶動了當時的民

俗學研究熱潮。任《自立晚報》社長幾年

後，他曾旅居歐洲半年，參加第24屆東方

學者會議，並於德國密克立塞安大學作研

究，為東西方民俗學學術帶來交流。

之後，他更積極於台灣俗文學的研

究，任教講授「俗文學」課程，並於許多

民俗學者交誼往來，同時呼籲學界能重視

光復後陳奇祿、楊雲萍、陳荊和、方豪、

林衡道等人於《公論報》台灣風土週刊所

積累的成果。學者陳萬益說：「婁子匡是

大陸遷台民俗學者中，最先關注台灣民

俗、最能入境隨俗，也是最肯結交台灣民

俗學者的第一人。」為守護中國民俗學論

著，他創辦東方文化書局，出版各種東西

方新舊叢書、專號和期刊，如《中山大學

民俗叢書》、《國立北京大學中國民俗學

會民俗叢書》、《亞洲民俗》社會生活專

刊等。著有民俗學相關研究《五十年來的

中國俗文學》（與朱介凡合著）、《歲時

漫談》、《中國民俗歲時節日》、《話說

人物》、《台灣人物傳說》等。

他曾自述對於撰寫傳說人物的處理：

「以口傳的俗文學資料為主要成分，不夠

齊全的，就向文獻資料裡去尋找；活生生

口傳的，自然是人們覺得新鮮而喜愛，再

加上前代人留下鴻爪雪印，也會把它看成

珠璣可珍了。」

在對於鄭成功研究上，針對其傳說曾

做過有系統的研究，積累不少重要的成果

發表，如〈鄭成功逝世傳說與世界同型故

事比較研究〉、〈鄭成功誕生由於非常地

形傳說的研究〉、〈國姓爺傳說─俗文

學史料拾遺〉、〈鄭成功傳說之整理〉

等。

中國大陸民俗學家王文寶曾撰文推崇

中國大陸民俗學有五大創業元老：顧頡

剛、容肇祖、江紹原、鍾敬文、婁子匡。

婁子匡畢生奉獻於民俗學，知識淵博、毅

力卓絕，著作等身，發表不斷。95歲時親

撰《婁子匡回憶錄》。基於其對台灣俗文

學研究的大力推廣，及對中國大陸俗文學

論著的的辛勤守護之功，2005年8月，成

大中文系及成大研究總中心台灣文化研究

中心，舉辦「慶祝婁子匡先生百歲誕辰之

民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中有〈中國

民俗學的雙星座〉（鍾敬文與婁子匡）、

〈婁子匡先生與茶藝〉、〈婁子匡的鄭成

功傳說研究〉等以婁子匡為主題的論文發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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