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生代的反省．青年的抱負 台灣光復卅四週年紀念感言

談台灣史

黃樹仁 

台灣復歸祖國版圖，迄今已卅四年。政府遷台，亦已卅年。卅年來的建設，不僅使台灣
獲得在中國近代史上獨有的安定與繁榮，且為全中國的未來，提供了卓越的典範。無疑
的，台灣必將在中國歷史上占有值得我們驕傲的輝煌地位。這是卅年來參與建設台灣的
一千七百萬中華兒女共同的光榮，也是台灣光復節所隱含的更積極的意義。

但是在紀念光復節的此時，我們也不無一點遺憾，那就是今天生活在台灣的青年
一輩，對台灣過去的歷史知道得實在太少了。尤其對於跟光復節有密切關係的日
據時期的悲壯歷史，連史學家都很少研究。這不但使一般青年對先賢們為重歸故
國所做的奮鬥極為陌生，而且使得某些故意曲解歷史以遂其政治目的的人，有機
會倡其離間謬論。

目前研究台灣歷史的人士，都很強調台灣與大陸之本屬一體，強調認同祖國的意
義，用心良苦，但是在方法上實有偏廢。我們今天之所以需要一再強調台灣之為
中國的一部分，癥結在於台灣曾被滿清割讓給日本：今天海外之有台獨，追根溯
源，禍首仍是這半世紀的割讓，所以深入了解這段痛史，在學術上、政治上都是
很重要的。但是今天談台灣歷史的人士，對日據時期五十年間的事，不是輕輕帶
過，就是只強調前期武力抗日的事蹟。而對於日據後期，台灣同胞在流血反抗不
能成功，而祖國又自顧不暇，無力援助的情勢下，不得不改採不流血鬥爭的史
實，過於忽視。

我們知道，當時台灣同胞在林獻堂、蔣渭水等先賢領導下，屢次成立團體，出版
中文報刊，從事文化宣傳，組織民眾，推展政治社會運動，以對抗日本的殖民壓
迫，保存民族文化與生機。他們曾在台灣全島獲得熱烈的支持與響應，雖然沒有
直接促成台灣的光復，但已對當時台灣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當時領導民族運
動的先賢們，雖然在日本鐵蹄統治下不能明言回歸祖國的願望，但行動與言論卻
時時心向祖國，其愛國之深與用心之苦，令人感佩。但是今天的青年，卻少有人
知道這段偉大的民族運動史，實在是我們歷史教育的缺憾。

民族的形成，是歷史文化的產物，肯定歷史正所以確立民族認同。今天我們不僅
應宣揚羅福星等先烈流血抗日的事蹟及台灣青年歸返祖國參與抗戰的史實，也應
宣揚林獻堂、蔣渭水、蔡惠如等先賢們在高壓下艱辛從事的不流血民族運動史。
將這段悲壯的史實明白納入中國近代史中，書之史冊而傳乎子孫，正所以肯定日
據時期台灣同胞的歸宗運動。這也正是此時此地，促進民族團結，增強政治號召
的有力途徑，願教育當局與文獻機構深思熟慮之。(本文作者為政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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