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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台灣史

◼ 決定歷史寫作類別的因素
傳統時期主要是政治

近現代民主國家才可能有史家個
人意願但個人意願仍難免受到各
種客觀因素的影響政治即是其一



台灣史寫作的形式

◼ 明以前－－中國正史的外國史

隋書東夷列傳流求國（？？）

宋史外國列傳流求國（？）

元史外國傳璢求

明史外國列傳雞籠山（另有琉球指冲繩）

◼ 清－－帝國的地方誌

臺灣府志
（1685,1696,1712,1742,1747,1760）



◼ 介於國史與方志之間
連橫臺灣通史

臺灣故國也，其於中國，視朝鮮安南為親，
志其事者，不視以郡縣，而視以封建之國，
故署曰通史。（章太炎序）

◼ 以土地為基準
Ledwig Riess, Geshichte der Insel  

Formosa,1897

◼ 以人民為基準
史明，臺灣人四百年史，1962 



◼臺灣史的類別自然和他的政治角色
相關

原住民社會－－無史

VOC－－有史料，無史

清領－－大清帝國的地方史

日治－－殖民地史



◼ 人民和土地的歷史
史明－－台灣人的歷史

Ludwig Riess曹永和－－台灣島
的歷史

不稱作國史的客觀條件與主觀因
素



◼所謂「國史」溯源的問題
連橫臺灣通史「視以封建之國」
（章太炎）

大肚王？

明鄭－－東寧王國？南明流亡政
府（有國之實 而無其名）

臺灣民主國－－有國之名而無其
實



台灣與中華民國的糾葛

◼ 1895－－－－－－1945－－

◼ 1949－－1971

1996

◼ 1912－－1945－－1949



◼所謂中華民國百年史
從中國看－－1949ROC已被消滅，

歷史終結

從台灣看－－1945以前與ROC無
干

1945—1949 作為
ROC的地方史

1949以後台灣為實
ROC為名



不完整的國家史

◼1949以後－－台灣史上最符合
國家史的階段，但不完整，與
明鄭最近似，但比他的國格似
乎更明顯。



◼根本問題－－名實不符
就台灣言，有台灣國家史之實，無
台灣國家史之名；就中華民國言，
空有中國史之名，而無中國史之
實。

中華民國百年史的困境



◼從中國傳統史學論
正統論－－南北朝？宋金？三國？

正統王朝下的敵對政權－－載記

流亡餘孽－－南明

偽政權

除非能再入主中國，否則1949以後
不存在中華民國史，只有台灣史而已。



◼從國家構成的現代義論
臺灣史作為國家史的可能與不可
能

◼作為政治實體的台灣國家史



臺灣史的關鍵年代
◼ 1624

◼ 1661/1662

◼ 1683/1684

◼ 1895

◼ 1945

◼ 1949

◼ 1971

◼ 1988

◼ 1996

◼ 2000



臺灣在世界的身分

◼ 17世紀之前 與世界沒有多少交往

◼ 17世紀 荷、西、明鄭、滿清交疊
佔有

◼ 18-19世紀 清帝國地方行政區（府、
省）



◼ 1895-1945  日本殖民地

◼ 1945-迄今 被中華民國治理，但
有不同解釋



從委託管理到實質佔有

◼ 1945.8.15 日本天皇「玉音放送」
大東亞戰爭終戰詔書，宣布投降

◼ 9.2 太平洋戰區同盟軍最高
司令麥克阿瑟發布一般命令第一號：
台灣與越南（北緯17度以北）日本
均須向中國戰區蔣介石元帥投降



◼佔有不涉及主權，參照美英法蘇之
占有德國，蘇佔有中國東北，美佔
有日本本土與沖繩

◼ 10.5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前
進指揮所

◼ 10.25 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太
平洋戰區盟軍委託管理台灣 行
政長官如同總督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程序

◼ 1948.5.20 蔣介石出任第一任行憲
總統

◼ 1948-1949 國軍兵敗如山倒

◼ 1949.1 蔣介石下野



◼ 1949.12 中華民國政府進駐台北

◼ 1950.3 蔣介石「復行視事」

◼ 1954.3  國大代表罷免李宗仁，選
舉蔣介石為第二任總統

◼ 1960 透過大法官會議解釋使國大
得已修憲，為蔣氏連任鋪路，終於做到
1974壽終正寢。

◼ 1988.1蔣經國過世，才結束蔣氏王朝。



二戰後國際冷戰對峙的產物

◼ 1950.6-1953.7 韓戰
◼ 1950.6.27 杜魯門總統發表台灣地
位未定論：「台灣未來的地位，應
等待太平洋區域的安全恢復後，與
日本成立合約時再予討論，或由聯
合國予以考慮。」



◼1954.12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美國西太平洋島鏈的前哨圍堵中
國

◼在台灣自命為中國政治與文
化的正統
（1949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1955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Pact）



一甲子的台灣史，1950-2010

◼1950-1970
蔣介石－－「開國」規制決定國家本
質

◼1970-1990
蔣經國－－革新保臺以鞏固政權



◼1990-2000
李登輝－－寧靜革命的舊瓶新酒

◼2000-2010
陳水扁－－失敗的不徹底改革



台灣一甲子的歷史走向
1950-2010（I）
◼ 1950—1970－－「開國」定制

國家總目標－－反共復國

◼外來政權治下，工具性格的台灣

◼國際冷戰格局中的蔣家政權

嚴其刑，賜其寵，虛其心，實其腹



嚴其刑
◼ 1949.5.20 –1987.7.15  戒嚴令

◼ 1949.5.24    懲治叛亂條例

◼白色恐怖，冤獄罄竹難書。

◼ 1955孫立人案

◼ 1960 雷震案

所謂《自由中國》違法言論是藉口，真正原因則是
雷與台灣人士籌組中國民主黨。



反共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匪幫匪諜

◼以反共為藉口整肅異己。

◼蔣經國 1950 總政治作戰部主任兼
總統府資料室主任（國家安全局）



◼戒嚴體制
凍結憲法所賦予人民的基本權利

集會結社 遊行請願

罷工罷市罷業

◼新聞雜誌圖書

◼連坐保證



賜其寵

◼以日奴、共匪織罪名剷除反
對勢力

◼以土地改革清除在地社會力
量，同時攏絡基層民眾

◼以地方選舉培植順服的新勢
力



虛其心
◼戡亂建國教育實施綱要

統一部編（部定）教材

◼反共的法西斯化教育

◼美化的中國文化教育

◼清除日本化

防範台灣化

全面中國化



實其腹

◼50年代 進口替代
農業支持工業

土地改革－－

1949  三七五減租

1951  公地放領

1953  耕者有其田



農產－外匯－機器－勞力密集輕
工業

高關稅 管外匯 限進口



◼60年代 出口擴張
1960  獎勵投資條例

1963  工業產值高於農業

吸引外資，自由開放，鼓勵出口

從農業社會逐漸轉為工業社會

◼1971  貿易首現順差，開始
外匯累積



台灣一甲子的歷史走向
1950-2010（II）

◼1970—1990－－台灣的根種
在中國政權
國家總目標－－經營台灣

◼美蘇中戰略新局
革新保台－－立足台灣 胸懷大陸

－



◼本土意識的萌芽    

鄉土文學論戰

「中國意識」/「台灣意識」

◼草根社會運動



先知先行

◼ 1960 李萬居 高玉樹 雷震籌組中國
民主黨

   中國民主黨籌委會組織助選團全台
助選  除李 高外 有郭雨新 許世賢 
郭國基 楊金虎 黃玉嬌 李連麗卿  是
為1970年代黨外的序幕

        



◼1964 彭明敏「台灣人民自救
運動宣言」
「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早已是
鐵一般的事實

「反攻大陸」是絕對不可能的

重新制定憲法，保障基本人權 

普選產生國家元首



保障集會、結社和發表的自由，
使反對黨獲得合法的地位，實行
政黨政治。

保障司法獨立，廢除侵犯人權的
法規，嚴禁非法的逮捕，審訊與
刑罰。

確保人民對國內外通信、遷徙與
旅行的自由，維護開放的社會。

以自衛為原則，裁減軍隊



困境

◼冷戰新形勢      

亞非新興國家紛紛成立 國際局勢
為之一变 美蘇兩強以外 出現第三
世界 亦即第三勢力 中國隱然做為
首腦

自1960以來 中蘇交惡 而美國為越
戰所困  遂改採聯中以制蘇的戰略



◼世界孤兒
1971.10.25  聯合國排除蔣介石代
表

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 

第二波外交降旗潮  （第一波在50

年代）

1972 尼克森訪中，簽署上海公報

1972 日台斷交

1978 美台斷交



◼漢賊不兩立－－「漢」與
「賊」大翻轉





二七五八 (二十六). 恢復中華
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
利
大會，

回顧聯合國憲章的原則，

   考慮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合法權利對於維護聯合國憲章和聯
合國組織根據憲章所必須從事的事
業都是必不可少的，

http://zh.wikisource.org/wiki/%E8%81%AF%E5%90%88%E5%9C%8B%E6%86%B2%E7%AB%A0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
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
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安全理事
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
權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爲中國
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
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
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
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第一九七六次全體會議。



上海公報（臺灣部份）
◼ 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
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
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
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
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
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
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
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
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
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
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
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
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
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
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
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
和军事设施。 



軟硬兼施  恩威並用
◼政治壓制
柏楊 1969「大力水手」

余登發 1973「瀆職罪」

            1979「參與匪諜吳泰安叛亂案」

美麗島事件 1979.12.10

林義雄滅門血案 1980.2.28

陳文成事件 1981.7.3 

江南事件 1984.10.15

◼以壓制台獨為主的白色恐怖



經濟起飛與社會重組

◼1974-1979 十大建設（交通
6、重工業3、能源1）

◼1980  新竹科學園區

產業升級



◼亞洲四小龍   臺灣經濟起飛

◼都市化

◼中產階級的形成



政治異議與政治改革

◼70年代－－兩者無關聯
1975 台灣政論（黃信介、康寧祥
等）5期

國會全面改選、解除報禁黨禁

◼啟用本省菁英
及專業技術官僚



改革者的主動或被動

◼民心趨向
美麗島家屬、辯護律師高票當選

◼黨外雜誌如雨後春筍
八十年代
1981--黨外半月刊、 政治家、進步、
關懷



◼黨外的衝撞
1985 黨外後援會

1986.9.28 民主進步黨

1987.5.19  民進黨「五一九綠色
行動」百分之百解嚴



「台灣」破繭而出

◼在「中國」影子下的台灣
    1970 -71保釣運動－－革新保臺

◼獨立思潮與行動
日本的台獨運動
  廖文毅 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 1956-65

黃昭堂
美國的台獨運動
  1970 世界台灣獨立建國聯盟WUFI

1982 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



◼台灣人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命運
     長老教會—

1971  對國事的聲明與建議

                  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

      1975  我們的呼籲

                   落實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

         1991建立新台灣宣言

                   以台灣為主體的新人民 新文化    

新國會 新憲法



◼70年代晚期
鄉土文學論戰－－工農兵文學

       扭曲而被污蔑的「台灣意識」

◼80年代前期
臺灣意識論戰－－台灣結與中國結



從愛鄉土出發孕育公民社會

◼80年代解嚴前－－
消費者運動 

環境與生態保育運動 

婦女(女性主義)運動

原住民運動

學生運動



◼解嚴後
勞工運動

農民運動

客家運動



◼蔣經國最後不到2年的人生決
定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
禁
1986.10.7 華盛頓郵報專訪

1984.10.15 江南案 海外證詞直指
主謀者蔣孝武



台灣一甲子的歷史走向
1950-2010（III）

◼1990-2000－－正待破繭的
蝴蝶
國家總目標－－改造體制（新酒
裝舊瓶）



◼朝野改革力量會師
執政的國民黨、在野的民進黨、
社會人士 立場雖異 手段不同 但
總目標一致

◼臺灣主體地位確立
社會瀰漫樂觀氣氛

國家願景充滿希望



中國的ROC變為成台灣的ROC

◼ 1990.3  野百合學運

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
召開國是 會議、政經改革時間表

◼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廢除萬年國會

◼總統直選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6%B0%91%E5%A4%A7%E4%BC%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A8%E6%99%82%E6%A2%9D%E6%AC%BE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8B%E6%98%AF%E6%9C%83%E8%AD%B0&action=edit&redlink=1


社經新貌

◼高科技之國
1992 十大新興產業：通訊、資訊、
電子、半導體、精密機械等



◼公民社會逐漸形成
個人自主    多元價值

開放參與    NGO蓬勃

◼突破中國的外交封鎖

   破冰之旅   李總統以非官方身分訪美     

◼力抗中國的經濟磁吸

    戒急用忍



回歸教育本質

◼教育自由化、民主化
1994.4.10  教改大遊行

◼教育本土化
國小鄉土教學

國中認識台灣

◼新國民意識之培育



台灣一甲子的歷史走向
1950-2010（IV）

◼2000-2010－－斷翅的天鵝
分裂－－民進黨追求獨立建國

國民黨聯共制台（獨）

產業加速西移中國

臺灣逐漸空洞化



◼臺灣（任何執政者）所面臨
的內外情勢皆與過去任何時
期迥異



民進黨八年

◼政策指向
軍隊國家化

社會正義化

言論自由化

人權力行化

意識台灣化



◼高科技擴大
北中南科技園區

數位台灣

全台交通網完成



國家史的新基礎

◼主體意識走勢



臺灣人認同



◼政大選研中心
       我是台灣人  中國人      兩者

1992    17.6％     26             49

1996    25％        15             50

2000    40％          9             46

2008    45％          3.4          46

2010    52.4％       3.8          40.4





◼台灣智庫委託精湛民意調查公司

2011/10/5-6

20歲    1,089份

臺灣是祖國          89％

中國大陸是祖國   5.7％

向外人介紹我的國家

                  臺灣   69％

           中華民國   24％



台灣史作為國家史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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