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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是史家
－貝克(Carl Becker)

•閱讀傳記是最便捷的方法，
可以學到許多歷史。       
－ 羅斯(A.L.Rowse) 

 



以湯恩比（ A.J.Toynbee,1889-1975）的心路歷程來解釋
  英國史家湯恩比年輕時候對於當代的國際現勢並不十
分關心，就讀牛津大學時，發生了奧地利併吞波士尼
亞的巴爾幹糾紛，當時他雖然知道有這件事，但並無
多大興趣，也不十分瞭解。後來(1911年)湯恩比以雅
典考古學校研究生的資格赴希臘，他在希臘停留約一
年，聽到人們正興奮地談論著當時的巴爾幹局勢，談
論著英國外相格雷的外交政策，才使他漸漸感覺到「

我們是處於歷史之中」，漸漸意識到 「政治是歷
史的現在時態」，才開始「對於現在情勢與歷史
之流同樣關心」「這兩者不是毫無關係，而是
緊密相聯的」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給湯恩比的
歷史觀一個很大的啟示。他說：「第一次世
界大戰開始時，我立刻發覺，我們所經驗的
，正和Thucydides在古希臘內亂開始時身處
的歷史非常相像。」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與給Thucydides靈感而使他寫出不朽著作
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一樣都是歷史性的危機
。這種危機的顯現，使得湯恩比不僅注意古
代歷史的研究，也使得他投注到現實的世界
中。



我出生在什麼樣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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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不動的奶粉，哪來的？

美援
「美援」從我出生前一年（1951）開始，直到
我就讀初中二年級時（1965年6月）才終止。
這15年間美國總共提供台灣將近15億美金的援
助。這期間，台灣總財政赤字是11億美元；換
句話說，近達15億美金的美援，彌補了台灣這
期間的財政赤字。 



法西斯基礎教育開始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陸去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陸去 大陸是我們的國土 大
陸是我們的疆域  我們的國土 我們的疆域 不能讓毛賊盡著盤據  不能
讓俄寇盡著欺侮  我們要反攻回去 我們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反攻
回去  把大陸收復  把大陸收復



打倒俄寇反共產  反共產

消滅朱毛殺漢奸  殺漢奸

收復大陸   解救同胞

服從領袖   完成革命

三民主義實行   

中華民國復興

中華復興   民國萬歲

中華民國萬萬歲

反共抗俄歌   蔣介石頒詞

















法西斯狂徒的時代



初二的國文老師罵
胡適，讓我認識胡
適。



1967年
進入台南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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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被訓導處撕毀，險遭記過！





1971年我考進政大教育系

這一年，蔣政權被趕出聯合國！



誰都不能欺侮它   詞：馬燕蘭      曲：周勳   

我生在這裡， 長這裡，這裡是我的國家。
我愛護這裡， 保護這裡，誰都不能欺侮它！
不聽巧言虛假， 不容匪寇欺詐，
大風大浪 我都不怕！
快快備好戰馬！ 這場聖戰要打！
不惜任何代價
我生在這裡，長這裡，這裡是我的國家
我愛護這裡， 保護這裡，誰都不能欺侮它！



還自以為是中國人



















當
時
教
過
我
〈
教
育
心
理
學
〉
的
吳
靜

吉
老
師
遇
到
我
，
以
仿
似
愛
護
我
的
口

氣
責
問
我
：
「
你
瘋
了
嗎
？
」
，
我
當

時
無
言
以
對
。

四
十
七
年
後
的
今
天
，
我
終
於
可
以
回

答
老
師
了
：

台
灣
的
民
主
化
，
正
是
由
一
群
瘋
子
衝
出

來
的
。
我
只
是
這
群
瘋
子
之
中
程
度
較
輕

微
的
小
瘋
子
而
已
。 



退學的真正原因

•平日言論多批判性

•選舉幫忙發傳單、監票

•關鍵人物是蔣經國



陳少廷在大學雜誌
開始介紹台灣歷史
及人物，啟蒙我的
台灣史知識。









陳少廷啟蒙我的台灣史知識！





1975年的4月5日深夜，來台統治26年，當
了5任總統的蔣介石病逝了！ 



「黨外」民主運動如火如荼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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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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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化協會的電影巡迴隊

林秋梧
林幼春林獻堂

蔡培火盧丙丁



1979.11.12出版



一
九
九
一
年
出
版





1977.8入伍，東引當兵



1977年11月中的五項地方公職選舉

爆發中壢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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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
中
文
宣



美台（蔣）斷交 / 美中建交！



1979.6.退伍
加入《八十年代》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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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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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總與我

•淡江時代

•《八十年代》經常被查禁

•連我幫黨外選戰寫的傳單也查禁

•進《民眾日報》也被迫辭職

•考研究所也干預

•畢業論文《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也要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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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我進入學界，仍然不忘參與民主運動

台灣還在戒嚴中

各種社會運動、
政治運動，狂飆！



•1986年民進黨成立。

•1987蔣經國解嚴，隔年病逝！

•但黑名單尚未解除

•1990我應邀到東京大學對台灣留學
生演講，同時拜訪黑名單前輩。



彼邊山，彼條溪水，
永遠包著咱的夢。

黃
昭
堂
教
授

張
良
澤
教
授





1987-1990出版



1987出版





1989出版



1990出版

2015再版改寫



1992出版



1993出版



1998出版





1994出版



1996出版



1999出版





2002出版





2003出版



2004出版



2004出版



2020重新再版
2006出版



2007出版



2013出版



2014出版



2016出版



2017出版



2018出版



2021.11出版





歷史與政論



每個歷史家都應該是政論家

有學生問我，到底我是政論家，還是歷史學者
？在政論家與歷史學者之間，我喜歡哪個？

答：「我喜歡當政論家，也喜歡做歷史學者；每一個
歷史學者，都應該是政論家。」
對我而言，從事政論寫作，與從事歷史研究，方法容
有不同，但動機與心情，應無二致。
歷史研究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過去，而是為了將來
，過去與將來的銜接處，就是現在，如果不是對現在
產生關心，就不可能檢討過去，期待將來。因此，歷
史學者必須和政論家一樣，他的注意力最後都落實到
現狀來。



「 只有對現代生活的興
味，方能使人研究過去
的事實。」

─義大利史學家克羅齊( B.Croce ）



「看過去的歷史，要有現代感；
看當前的時事，要有歷史感。」

─李筱峰

以「歷史感」去感受當今正在發生的時事，將來
可能在以後的歷史上佔著何等地位？

以「現代感」去設想，回去歷史的情境中，我會
是什麼反應、什麼立場？



歷史真是實用之學

歷史的內容，可解決當前的問題

歷史的型模，有助於現狀的啟發

現狀（當前的問題），是歷史的延續



多謝各位！
承蒙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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