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讀動機 

作者臺大歷史系教授周婉窈的
前著《臺灣歷史圖說》曾在國
內暢銷十萬冊，且被翻譯成日
文及韓文，其文筆的秀逸確已
無庸置疑。 

  

因本書的宗旨在於「為臺灣的
新世代與懷有少年心的國人所
寫」，透過研讀本書定能對現
階段臺灣史的研究成果能有最
佳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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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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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章節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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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章節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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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章節目錄 
 

第五篇 
1. 戰後變局：從一頭熱到大失所望     
2. 二二八事件：抗暴、談判、血腥鎮壓     
3. 國府撤退來臺和島嶼的黨國化     
4. 戒嚴下的白色恐怖     
5. 黨國統治下的族群和語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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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被屏蔽的鄉土、勞農大眾和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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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群眾運動、解嚴到自由民主之路     
 
餘論 
轉型正義和美麗新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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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精彩內容 

臺灣給世界的禮物 
 
以人類遷徙的方式看來，在距今約五千年前，

臺灣原住民曾給予世界的禮物是南島語、農耕
和製陶技術的傳布。 
 

原住民的神話和傳說 
 
初民的神話或傳說參雜很多東西，有集體經驗、

訓示、想望以及智慧，也會顯示對難以理解的
事物想給予解釋的心裡，這些故事雖非全然屬
實，但是其所蘊含的寓意，卻值得我們去細細
咀嚼和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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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議題討論 

討論（1）： 
人類歷史與地球歷史相比顯得渺小，
但是人類為了發展一個更適合自己居
住的環境，卻能在短短的幾秒（以大
年曆看）時間對地球造成許多不可復
原的破壞，難道這是我們對地球的責
任嗎？ 
 
討論（2）： 
作者在本篇中提及語言瀕臨滅絕的問
題讓人深思，因為文化將伴隨著語言
消失，一個語言若無法用來表達思想
和感情，它終究不算是「健在」，想
問大家還會說自己的母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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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精彩內容 

國姓爺與鄭‧荷戰爭 
 
一六二四年九月，荷蘭VOC船艦

被明國軍隊打敗，撤離澎湖，占
據大員。 

鄭森深得唐王賞識，唐王賜他國
姓，賜名成功。 

實施海禁的明國，臺灣不是它的
版圖。因此，不會有干涉的念頭，
直至滿人入關，才開始產生了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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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議題討論 

討論（1）： 
臺灣島嶼在歷史的定位是具有戰略、經濟地位的
價值嗎？ 
 
討論（2）： 
假若荷蘭人當時改以移民性的殖民統治方式，當
時的臺灣人口結構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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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精彩內容 

漢人入墾與土牛紅線 
 
由於臺灣具有強大的拉力（容易種植、謀生），

而福建漳、泉二府則具有強大的推力（地狹人
稠、生活困難），很多窮人利用合法、非法的
方式渡臺謀生，隨著時間的推移，漢人人口逐
漸增加。 
 

清廷治理臺灣，採取非常保守的作法，主要是
以消極管制代替積極面對問題。清廷將臺灣局
部納入版圖並不含山區地帶，山區地帶即為
「山番｣或「生番｣的居住地。朱一貴事件後
「起於界外｣，開始立石定界，界外是原住民的
地區，規定漢人不能居住，也不能跨越，此劃
分地域的界線即為土牛紅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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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精彩內容 

開港、西人來臺和基督教的傳布 
 
一八五八年臺灣開港通商後帶給臺灣新的貿易

商機，糖、茶、樟腦成為主要的出口商品，利
潤極高。但相對於出口商品，進口則以鴉片為
最大宗。 
 

開港後，西方人陸續來臺，有商人、外交官、
旅遊家、探險家、博物學者、傳教士等。 
 

長老教會給臺灣帶來了幾項第一。 
1. 臺語首次文字化。 
2. 帶來西方醫學。 
3. 創辦用羅馬字書寫的《臺灣府城教會報》。 
4. 帶來西方音樂。 
5. 設置女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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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議題討論 

討論（1）： 
你對清廷將原住民依漢化程度分為「生番｣與「熟
番｣，有何看法？ 
 
討論（2）： 
你認為清廷開港通商後，臺灣有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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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精彩內容 

殖民統治的馴化與近代化 
 
日本領臺未獲臺灣人民的同意，可看成是強權

入占。世界史上，強權入主新地方首要工作是
進行「馴化」。日本雖強權入占，但不可否認
的是，日本在臺灣仍有諸多建設。 

 
日本因強勢入侵致臺灣紳民持續反抗，臺灣總

督府於一八九八年發布「匪徒刑罰令」，再根
據「臺灣總督府臨時法院條例」，便可跳過正
常司法程序快速處決反亂者。另外，在日本領
臺之初，曾有五萬人選擇內渡，但有三萬人後
因無法捨棄故鄉、不想移居異地等各種理由最
終選擇回到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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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精彩內容 

日本明治維新引進西方制度，諸如建立警察、
近代學校、司法等制度，並公布帝國憲法、設
置議會，成為三權分立之君主立憲國家，且快
速進行鐵路、銀行、郵便、電信、醫院等基礎
建設，另，日本在臺實施的初等教育值得肯定。
綜上，臺灣的近代化可看成是明治維新的海外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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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精彩內容 

皇民化運動和戰爭動員 
 
一九三六年新任臺灣總督小林躋造提出「皇民

化、工業化、南進化」三大施政方針，開啟了
臺灣的皇民化運動。 
 

殖民當局為提倡神道，進一步壓抑其他宗教信
仰，包括增建各層級的神社、整併民間寺廟以
減少其數量。另推行國語（日語）也是殖民地
教育的目標，最終目標繫為打造「國語臺灣」。 
 

皇民化運動其實也是為了戰爭動員。臺灣人原
本無當兵義務，但因日本對外征戰極需兵源，
為鼓勵殖民地人民當兵，便實施了「陸軍志願
兵制度」、「海軍志願兵制度」。 

19 



20 



第四篇議題討論 

討論（1）： 
您對殖民近代化有何看法？ 
 
 
討論（2）： 
對於清廷曾下詔臺灣省「大小文武各員內渡」一
事，您有何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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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精彩內容 

戰後變局：從一頭熱到大失所望 
 
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開羅宣言主張日本

投降後，臺灣及澎湖應該歸給中華民國，最後，
由中華民國代表盟軍接收臺灣。 
 

日本統治時期，部分臺灣人對中國懷抱期待，
自然熱衷於「光復」臺灣，由蔣介石任命陳儀
擔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受到臺灣人熱烈的歡迎。 
 

實際接觸後，人民開始對國軍欠缺紀律、不守
法、亂開槍、騷擾民間，產生失望，這失望包
含政治層面、經濟層面。戰後日本人留在臺灣
的財產有部分被中國國民黨接收，因此直至今
日，尚有我們沒能解決的歷史公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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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精彩內容 
戒嚴下的白色恐怖 
 
動員戡亂時期有四個重法： 
1.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2. 臺灣省戒嚴令； 
3. 懲治叛亂條例； 
4. 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1950-1991)。 
 
二二八事件和共產黨沒關係，但事件後，臺灣

的知識份子對中國國民黨徹底失望，感覺沒出
路。 

 
白色恐怖從一九四九年延續到一九八七年，長

達三十八年。多數人不敢說話、甚至跟著黨國
排斥、欺負受難者和家屬，成為共犯集團的外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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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論精彩內容 

轉型正義和美麗新國家 
 
一九九二年之後臺灣歷經很多重大變革，一九

九六年總統直選是民主化的重要指標。 
 

二千年第二次直選總統，由民主進步黨執政，
稱為政黨輪替。但更值得關注的是，這裡的政
黨輪替指的是總統大位，國會多數黨從來沒有
輪替過。 
 

轉型正義是一九八零年代以來，很多國家都面
臨的問題。在擺脫長期集權、專制獨裁統治之
後，走向重建的道路，肯認民主、自由、人權
是社會的核心價值，這就是「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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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論精彩內容 

落實轉型正義有五項必要的工程： 
1. 究明真相； 
2. 釐清責任歸屬(追究責任)； 
3. 道歉、補償、興築紀念碑等； 
4. 提供受害者傾訴的平臺； 
5. 確立能夠防止再度發生的機制。 
 
解嚴以後，自由、民主、人權、多元文化，已

經成為臺灣社會的核心價值，只是它還不夠穩
固，隨時可能被摧毀。臺灣需要大家一起面對
嚴峻的挑戰，打造一個美麗的新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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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及餘論議題討論 

討論（1）： 
至結束日本統治期間轉為黨國統治期間的民主運
動的崛起，從後人的角度來看，當時的「人民」
是否大失所望？ 
 
討論（2）： 
轉型正義下有很多層面可以討論，回顧黨國統治
的歷史中，何者是你最想討論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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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心得～素彬 

         《少年臺灣史》以篇幅不長、深入淺出的陳
述方式呈現臺灣歷史。對於不是從小到大在臺灣
長大的人而言，是一本讀起來生動活潑的課外書。 
 身為外國人的我，有機會透過讀書會了解
臺灣歷史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常言道：「既然
都已經到國外唸書就應該深入當地文化，適應風
土民情和食物。｣ 
 我有幸參與由楊子震老師主持的讀書會更
是難能可貴，因為楊老師對歷史的多元見解，打
開我對臺灣的不同視角。而與臺灣同學一起討論
從臺灣歷史事件所延伸的議題，更是讓我獲益良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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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而發現，儘管我從小到大受中文教育，
但是因為成長背景與同學們不同，而有很大的觀
點差異。我們對事物的認知不盡相同，因而有機
會進行文化交流。 
 
 此外，我就讀數應所，從事的研究以及兼
職工作皆與與臺灣文創產業有很大的關係。因此
在讀書會成員導讀各個篇章的過程中，我的感受
是：要從事文創工作的人必須熟悉臺灣歷史，如
果不懂臺灣歷史，所呈現的文創很可能只流於符
碼或是表象。歷史是臺灣文創的重要基石，沒有
歷史，文創難以深入人心。 
 
 總而言之，參加讀書會是我碩士生涯中一
個美好經歷，謝謝學校提供這樣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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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心得～玉貞 
 這學期參加了讀書會，讓我覺得讀書
會是件很有意義的事情，以往從國小到大學，
我們只會學習書上的一字一句，但參加讀書會
之後，我發現從不同角度去思考，每個國家的
歷史會產生很不一樣的變化。 
 
 假若當時鄭成功沒有來臺灣，臺灣便
將一直都在荷蘭人的統治下，直到二次大戰結
束後，順利的獨立。如按此劇本走，此時的臺
灣不會產生國際地位的疑問。又或者鄭成功來
到臺灣，而施琅與鄭成功沒有過節，不來攻打
臺灣，且清朝也根本也不想理會這小小的臺灣
島嶼，臺灣一直在鄭氏時期的統治下?!是不是
到了鄭克塽還是一樣被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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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數的假設，無數的猜測，最後在臺
灣民主法治的過程中，我們必須一直不斷的去
回顧過去的歷史，去明白我們產生這些問題的
緣由，不外乎這些歷史因素，層層抽絲剝繭下
來才會發現，每個國家都會選擇對自己最有力
的歷史階段，來說明自己的合法與正當性。猶
如我們現在小小的釣魚島的議題般。 
 
 如果我們寫作採取的角度、方向不同，
讀者所接收的資訊便會很不一樣。更如同我們
學習法律一般，假設我們對於22K有意見，那
麼我們應該站在勞工的角度去思考的：「雇主
會無限期支持22K｣，反之亦然。 
 
 如何在兩個不同角度中取得平衡，或
者是儘量公正，相信除了歷史學者用字遣詞會
很困擾外，立法者也同樣感到困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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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心得～子婷 
 這次讀書會所選的書籍《少年臺灣史》，
不同於我們求學時代內容生硬、枯燥乏味的歷
史。此書穿插些許小故事，以輕鬆的口吻敘述
歷史事件。將史書變成有趣的故事書，令人想
一看再看。 
 
 這學期參加讀書會後，發現書上的內容
不再侷限於自己讀完所理解的框架，能有更多
不同的看法。讀書會的一些議題經過大家互相
討論後，我發現，思考的角度不一，切入的觀
點不同，答案就會相左。歷史不再只是個人國、
高中求學時所學，僅有是非優劣，經過討論後，
很多事情都有更多可能性。歷史事件也不再只
有唯一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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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的過程中，楊老師也會適時補充
許多我們所不知的歷史事件、有趣的小故事或
相關議題，讓我們更了解在那個時空背景下，
對比今昔人民如何生存。更鼓勵我們跳脫以往
所認知的歷史，增加自己所學的專業領域，用
不同的角度思考歷史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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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心得～鉯雯 
 本學期所參加的讀書會，有著認真帶
領團隊的老師，也有幾位能一起沈浸在書中尋
找知識的夥伴，讓學習不再是件乏善可陳的事
情，也讓我這學期的學習成效有顯著的進步。 
 
 而這次選讀的書籍是臺大歷史系周婉
窈老師所著《少年臺灣史》，此書以淺顯易懂
的口吻描繪著過去在臺灣這塊寶島上所發生的
複雜史事，實是不容易。但正因周老師用如此
平易的口吻，才能讓我有彷彿置身書中的感受。 
 
 在周老師細膩的筆觸下，我能感受到
胡傳當時寫下「今清廷已棄臺灣」的悲哀，也
能明白日本強勢入侵臺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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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紳民群起而反、努力抗爭的理由。更能感
受到日本殖民當局所推行以日語進行初等教學
的制度，可能導致母語喪失的那種複雜心情。 
這學期由楊子震老師帶領的讀書會給我的收獲，
遠超過我在國中、高中讀歷史的學習成果。 
 
                十分感謝學校提供這項資源豐富我的
學識，更感謝楊老師及諸位成員的熱情參與，
讓我在回顧歷史的這條路上不是孤身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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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非參與這學期的讀書會，我不會瞭解
解二二八事件的始末，不會明白黨國統治下的
利弊得失，更不能體會美麗島事件背後的辛酸
血淚。因為有前人的努力，才有現在得以享受
民主自由的我們。但前人若知現在臺灣的紛擾，
想必心中正在淌血吧！由此可知：「以古鑒今｣
十分重要！ 
 記得楊子震老師曾提及：「從世界發展
史來看，現在這安逸、沒有戰爭的日子，其實
並非常態。試想：「如果你活在戰時，你能做
什麼？有能力做什麼？｣，楊老師的話像是當頭
棒喝，實在讓我們無法不珍惜當下這美好的時
光，努力充實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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