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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
大
學
歷
史
研
究
所
碩
士
。

現
任
團
立
政
治
大
學
台
灣
文
學
研
究
所
所
長

。

曾
任
政
治
大
學
、
暨
南
大
學
中
文
系
教
授
、
民
主
民
主
進
步
黨
文
宣
部
主
任

。

專
業
領
域
為
台
灣
歷
史
、
台
灣
文
學
。

代
表
著
作
有

《左
翼
台
灣
.. 

殖
民
地
文
學
運
動
史
論

》
、

《殖
民
地
台
灣

.. 

左
翼
政
治
運
動
史
論

》
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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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的省思與對話

「
歷
史
記
憶
是
文
化
的
基
礎
，
我
們
應
該
尊
重
不
同
族
群
的
歷
史
記
憶
，
」
然
而
」
在
「
轉
型

正
義
」
成
為
社
會
顯
學
後
，
陳
芳
明
感
嘆
:

「
這
個
社
會
卻
有
一
部
分
人
的
歷
史
記
憶
被
粗
暴
地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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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
」
民
進
黨
將
轉
型
正
義
操
作
成
清
算
式
的
批
判
，
「
讓
台
灣
陷
入
無
止
盡
的
對
立
與
不
安
中

。

」

陳
芳
明
說
，
政
治
上
的
動
盪
'
「
對
文
化
形
成
很
大
的
傷
害

。

」
他
主
持
的
「
台
灣
文
學
研
究

所

跟
「
中
國
文
學
研
究
所
」
保
持
良
好
巨
動
，
「
就
引
來
一
些
人
期
期
以
為
不
可
的
批
評
，
」

陳
芳
明
說
，
一
些
自
認
本
土
的
人
說
，
不
可
以
跟
中
國
文
學
走
得
那
麼
近
，
台
灣
文
學
要
守
住
自
己
的

資
源
;
陳
芳
明
說
這
種
「
保
護
」
其
實
是
一
種
「
自
我
設
限
」

，
更
是
一
種
「
傷
害
」
，
他
感
嘆

.. 

• f 
h二

「
經
過
五
0
年
在
台
灣
的
教
育
和
在
地
經
驗
的
累
積
，
即
使
是
唐
詩
宋
詞
，
我
們
也
有
了
自
己
的
詮

釋

以
是
台
灣
文
學
的
養
分
，
」
就
像
很
多
外
省
人
的
經
驗
也
是
台
灣
經
驗
的
了
甜
分
，

「
為
什
麼
我
們
一
定
要
排
斥
、
排
除
?
」

陳
芳
明
認
為
，
文
化
應
該
是
一
種
加
法
，
廣
納
百
川
方
成
其
大
，
「
但
是
台
灣
卻
一
直
在
做
減

法
，
各
個
領
域
都
是
如
此
。
」
這
裡
也
滅
，
那
裡
也
滅
，
「
結
果
搞
得
二
十
一
世
紀
的
前
八
年
，
台
灣

全
然
給
浪
費
掉
了
，
因
為
台
灣
什
麼
都
沒
有
做
好

。

」

陳
芳
明
說
，
看
看
別
的
國
家
全
都
在
衝
刺
，
只
有
台
灣
因
為
一
個
沒
有
歷
史
觀
、
戀
棧
權
位
、



缺
乏
同
理
心
的
政
治
領
導
者
，
把
台
灣
鎖
在
虛
妄
、
偏
狹
的
本
土
論
述
裡
'
「
寸
難
難
行
」

。

一
路
從

過
黨
外
時
期
走
來
的
陳
芳
明
看
著
民
進
黨
為
著
「
一
個
人
」
墮
落
至
此
，
不
只
感
到
心
痛
，
更
滿
懷
憂

慮
.. 

「
台
灣
已
師L
d
l

跑
點
上
了
，
」
為
了
這

吋
鬥
內
耗
，
「
台
灣
付
出
了
沈
重
的
代

價
，
」
陳
芳
明
間
，
還
要
這
樣
下
去
多
久
?

這
股
鬱
悶
和

憂
，
不
只
陳
芳
明
懸
繫
心
中

。

他
說
，
很
多
知
識
分
子
和
社
會
運
動
者
，
一
開

站
都
是
跟
「
黨
外
運
動
」
匯
流
而
行
的
，
例
如
環
保
運
動
、
農
民
運
動
、
婦
女
運
動
，
等
等
，
當
時
大

家
的
目
標
一
致
，
就
是
要
對
付
國
黨
這
隻
「
大
怪
獸
」

.• 
隨
著
民
進
黨
執
政
，
很
多
人
「
卻
發
現
本
來

以
為
純
粹
是
為
理
想
打
拚
的
人
，
其
實
骨
子
裡
只
是
為
某
種
意
識
型
態
服
務
，
甚
至
抵
抗
不
了
權
力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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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引
，

跟
過
去
的
威
權
有
什
麼
不
同
?
」
可
以
說
，
民
進
黨
雖
然
完
成
了
本
土
執
政
的
歷
史
性
任
務
，

學者論文 ﹒ 陳芳明

卻
也
同
時
在
這
個
過
程
中
，
窄
化
了
本
土
，
台
灣
的
活
力
和
創
意
「
被
偏
執
虛
妄
的
本
土
論
述
給
框
架

住
，

」
很
多
知
識
分
子
和
從
事
社
會
運
動
的
人
因
而
陷
入
了
巨
大
的
失
落

。

許
多
的
情
緒
正
不
斷
膨
脹
著
，
需
要
一
個
出
口
，
「
在
這
次
的
陽
明
山
會
議
中
，
我
看
到
壓
抑
正

在
釋
放
，
」
陳
芳
明
認
為

，

這
是
一
件
好
事
，
「
表
示
大
家
都
還
沒
有
放
棄
，
理
想
還
在
，
」
他
期
望

愈
來
愈
多
知
識
分
子
願
意
站
出
來
，
「
一
起
為
重
開
放
的
台
灣
再
努
力
。
」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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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芳
明

轉
型
正
義
的
基
礎

轉
型
正
義
的
口
號
變
成
一
種
政
治
風
尚
時
，
很
有
可
能
為
台
灣
的
族
群
文
化
帶
來
傷
害

，

也

可
能
對
台
灣
的
歷
史
發
展
造
成
扭
曲

。
經
歷
過
殖
民
體
制
與
戒
嚴
體
制
的
台
灣
社
會
，

在
整
個
二
十

世
紀
的
過
程
中
誠
然
遭
受
到
高
壓
權
力
的
支
配

。
這
種
絕
對
的
權
力
支
配
，

稱
之
為
帝
國
也
好
，

或

稱
之
為
獨
裁
也
好

，

確
實
對
這
個
島
上
住
民
的
心
靈
構
築
了
長
期
的
囚
禁
。
在
跨
世
紀
的
政
權
更
送

中
，
台

灣
社
會
第
一
次
見
證
了
民
主
的
曙
光

，

也
迎
接
了
相
當
程
度
的
精
神
解
放
。

從
二
0
0
0

年
到
二
O
O

四
年
陳
水
扁
總
統
的
第
一
個
任
期

，

幾
乎
所
有
住
民
都
對
綠
色
執

政
投
以
極
高
的
期
待
與
信
心
。
對
照
過
去
威
權
時
期
的
領
導
者

，

陳
水
扁
被
視
為
一
種
歷
史
解
放
的

象
徵
。
只
因
為
他
是
從
民
間
呢
起

，
而
且
是
經
過
人
民
普
選
而
贏
得
最
高
權
力
。
但
是

，

民
主
政
府

的
誕
生

，
並
不
必
然
意
味
民
主
政
治
的
到
來
。
陳
水
扁
的
第
一
個
任
期
幾
乎
可
說
乏
善
可
陳
。
到
了



二
O
O

四
年
之
後
展
開
的
第
二
個
任
期

，

陳
水
扁
政
府
把
整
個
施
政
方
針
導
入
前
所
未
有
的
統
獨
對

抗
。
為
了
使
這
種
對
抗
策
略
得
到
合
理
化

，

陳
水
扁
在
追
求
本
土
化
與
主
體
性
的
口
號
之
外

，

開
始

大
量
使
用
轉
型
正
義
的
主
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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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二
O
O

五
年
之
前
，

從
來
沒
有
聽
說
過
陳
水
扁
政
府
有
任
何
隻
字
片
語
提
到
轉
型
正
義

，

在

二
O
O
六
年
爆
發
國
務
機
要
費
案
件
之
後
，
轉
型
正
義
卻
突
然
成
為
綠
色
執
政
的
習
慣
用
語
。
究
其

原
因

，

在
於
七
一
五
學
者
提
出
嚴
正
批
評

，

要
求
陳
水
扁
必
須
為
食
腐
的
事
實
下
台
。
七
一
五
學
者

的
發
言
中
，

特
別
指
出
陳
水
扁
為
自
己
所
做
的
辯
譴
站
不
住
腳
。
陳
水
扁
說

，

國
務
機
要
費
的
制
度

是
國
民
黨
時
代
遺
留
下
來
的

，

為
什
麼
國
民
黨
時
代
可
以
做

，

民
進
黨
時
代
就
不
能
做
?
針
對
這
種

似
是
而
非
的
遁
詞

，

七
一
五
學
者
強
調

，

民
進
黨
如
果
代
表
的
是
民
主
政
府

，

就
有
義
務
主
動
改
革

這
種
違
反
民
主
倫
理
的
制
度

，

而
不
是
便
宜
行
事

，

這
嚴
重
喪
失
了
轉
型
正
義
的
原
則
。

七
一
五
學
者
以
轉
型
正
義
的
精
神
譴
責
陳
水
扁
與
第
一
家
庭
的
貪
腐

，

未
料
陳
水
扁
順
水
推

舟
，

把
轉
型
正
義
的
標
籤
做
為
護
身
符
。
自
二

O
O
六
年
以
後
，

陳
水
扁
政
府
開
始
擴
大
使
用
轉

型
正
義
一
詞

，

集
中
針
對

「
國
民
黨
黨
產

」
與
「
蔣
介
石
是
二
二
八
事
件
元
兇

」
兩
大
議
題
，

聲
討

國
民
黨
統
治
是
不
正
義
的
。
原
來
處
於
劣
勢
的
陳
水
扁

，

在
濫
用
、
誤
用
轉
型
正
義
原
則
之
下

，

一

夜
之
間
敗
部
復
活
，

對
國
民
黨
歷
史
進
行
毫
不
懈
怠
的
攻
擊
。
陳
水
扁
使
用
的
策
略

，

便
是
以
主
動

出
擊
來
自
我
防
衛
。
這
種
策
略
證
明
是
成
功
的

，

至
少
國
民
黨
被
迫
必
須
在
陳
水
扁
所
設
下
的
兩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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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題
展
開
攻
防
戰
。
近
兩
年
來

，

綠
色
食
腐
事
件
已
完
全
轉
移
到
國
民
黨
的
歷
史
事
件
之
上
。
事
實

顯
示
，

國
民
黨
上
下
幾
乎
耗
盡
全
部
聰
明
才
智

，

為
歷
史
上
的
黨
產
問
題
與
蔣
介
石
的
問
題
揮
汗
辯

護
，

反
而
失
去
了
對
綠
色
食
腐
抨
擊
的
力
道
。

國
民
黨
黨
產
與
蔣
介
石
地
位

，

在
正
常
的
民
主
社
會
原
就
屬
於
公
開
的
議
題
。
在
追
求
公
平
正

義
的
過
程
中
，

這
兩
大
議
題
的
時
究
必
須
拿
出
來
檢
討
，

而
不
是
掩
蓋
起
來
不
聞
不
問
。
不
過

，

奢
談

轉
型
正
義
的
陳
水
扁
政
府
，

卻
在
施
政
錯
誤
連
連

，

以
及
食
腐
事
件
不
斷
曝
光
的
情
況
下

，

才
開
始

對
國
民
黨
清
算
舊
帳

，

這
種
手
段
是
屬
於
政
治
上
的
報
復
，

與
轉
型
正
義
毫
不
相
涉
。

民
選
的
總
統
並
不
等
於
正
義
使
者

，

即
使
他
以
選
票
取
代
既
有
的
威
權
體
制
。
轉
型
正
義
的
基

礎
，

在
於
具
有
民
主
理
想
與
抱
負
的
總
統

，

必
須
優
先
著
手
於
政
治
改
革
。
所
謂
政
治
改
革

，

並
非

是
把
過
去
的
政
府
視
為
一
無
是
處

，

而
應
該
是
對
舊
有
的
政
治
事
實
進
行
批
判
性
的
接
受
。
凡
屬
於

腐
敗
的
，

必
須
草
除
;

凡
屬
於
健
康
的
，

則
應
予
以
發
揚
延
續
。
因
此

，

從
事
政
治
改
革
並
不
是
完

全
否
定
過
去
的
政
府

，

而
是
循
序
漸
進
以
和
平
方
式
穩
定
轉
換
。
尤
其
是
以
民
主
方
式
取
得
政
權
的

陳
水
扁
政
府
，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是
在
延
續
圓
民
黨
未
完
成
的
改
革
。

台
灣
的
歷
史
轉
型
，

全
然
不
是
經
過
革
命
手
段
完
成
的
。
從
蔣
介
石
到
蔣
經
國

，

從
蔣
經
國
到

李
登
輝
，

以
至
從
李
登
輝
到
陳
水
扁

，

每
一
位
領
導
者
都
是
在
前
人
未
完
成
的
政
治
改
革
基
礎
上
進

行
下
一
波
的
施
政
。
沒
有
李
登
輝
的
改
革

，

就
沒
有
陳
水
扁
的
順
利
接
班
。
這
種
歷
史
事
實
不
應
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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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
易
否
定
。

陳
水
扁
所
相
信
的
轉
型
正
義

，

完
全
蔑
視
台
灣
歷
史
的
緩
慢
改
革
傳
統
。
每
當
提
到
轉
型
正

義
時
，

陳
水
扁
就
以
革
命
者
自
居

，

完
全
忘
記
自
己
是
改
革
者
的
身
分
。
全
盤
否
定
台
灣
歷
史
的
演

變
，

就
沒
有
資
格
討
論
正
義
，

甚
至
違
背
正
義
的
原
則
。

就
國
務
機
要
費
事
件
而
言

，

陳
水
扁
享
受
了
國
民
黨
遺
留
下
來
的
錯
誤
制
度
。
如
果
沒
有
遭
到

揭
發
，

陳
水
扁
是
不
可
能
主
動
改
革
這
個
制
度
。
在
前
人
錯
誤
的
基
礎
上
繼
續
製
造
錯
誤

，

如
何
還

有
立
場
奢
談
正
義

?

如
果
以

「
國
民
黨
能

，

民
進
黨
為
何
不
能
」
做
為
自
我
辯
護

，

如
何
還
有
立
場

高
舉
轉
型
正
義
的
旗
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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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型
正
義
是
為
了
使
族
群
和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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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
命
者
」
陳
水
扁
在
賤
踏

正
義
之
後
，

卻
又
以
正
義
使
者
自
居

，

更
是
嚴
重
違
背
正
義
的
原

則
。
這
兩
年
來
，
陳
水
扁
政
府
以
本

土
政
權
的
假
名
，

對
於
任
何
一
位
批
評
者
動
輒
冠
以

「
統
派
」

帽
子
，
這
種
粗
暴
的
言
論
不
僅
不
符
轉
型
正
義
原
則

，

甚
至
違
背
了
基
本
人
權
的
精
神
。

提
出

國
民
黨
黨
產
與
蔣
介
石
地
位
的
議
題

，

如
果
是
為
了
追
求
轉
型
正
義

，

應
該
是
在
二
O
O

0
年
上
任
之
初
就
公
開
討
論
。
歷
史
上
遺
留
下
來
的
重
大
問
題

，

絕
對
不
能
夠
使
用
粗
暴
、

專
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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蠻
橫
的
方
式
來
處
理
。
由
於
這
些
議
題
涉
及
歷
史
記
憶
與
族
群
情
感
的
問
題

，

就
民
主
原
則
來
看
，

必
須
是
透
過
公
聽
會
或
公
開
辯
論

，

使
社
會
每
一
分
子
慢
慢
取
得
共
識

，

然
後
以
和
平
方
式
予
以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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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陳
水
扁
政
府
在
處
理
歷
史
問
題

，

竟
是
以
個
人
意
志
強
行
主
導
。
每
次
討
論
歷
史
問
題
時

，

都
選
擇
在
重
大
選
舉
之
前
提
出
。
因
此

，

以
換
取
選
票
方
式
主
張
轉
型
正
義

，

這
種
做
法
絕
對
不
是

正
義
。
所
謂
正
義

，

不
應
該
存
有
任
何
功
利
思
考

，

不
應
該
暗
藏
政
治
謀
略

，

更
不
應
該
滲
透
任
何

分
化
撕
裂
的
手
段
。
正
義

，

是
為
了
使
錯
誤
得
到
糾
正

，

是
為
了
使
社
會
得
到
祥
和

，

也
是
為
了
使

政
治
臻
於
穩
定
。
但
是

，

從
這
兩
年
來
的
作
為
來
看

，

轉
型
正
義
提
出
之
後
，

歷
史
錯
誤
沒
有
得
到

糾
正
，

社
會
也
未
趨
於
祥
和

，

政
治
更
是
陷
於
動
盪
不
安
。
這
種
轉
型
正
義

，

既
不
正
義

，

也
不
道

德
。

歷
史
問
題
是
經
過
長
期
的
累
積

，

所
以
處
理
的
過
程
就
不
能
不
謹
慎
思
考
。
台
灣
歷
史
的
轉
型

由
於
太
過
兄
長
，

在
漫
長
的
歷
史
演
變
中
也
創
造
了
不
同
族
群
的
不
同
記
憶
。
這
些
不
同
的
記
憶
構

成
台
灣
族
群
文
化
的
特
質
。
在
民
主
時
代

，

對
於
族
群
間
記
憶
的
差
異

，

必
須
培
養
出

一
種
相
互
尊

重
的
氣
質
。
任
何
的
蔑
視
與
貶
抑

，

都
有
可
能
製
造
族
群
之
間
的
緊
張
。
每
一
個
族
群
都
受
到
歷
史

的
侷
限
，

因
此
就
產
生
不
同
的
記
憶
。
以
蔣
介
石
的
記
憶
為
例

，

有
些
記
憶
認
為
他
是
二
二
八
事
件

元
兇
'

有
些
記
憶
則
認
為
他
是
建
設
台
灣
的
領
導
者
。
對
於
歷
史
上
的
政
治
人
物

，

既
不
能
輕
率
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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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當
然
也
不
能
全
盤
否
定
。
例
如
鄧
小
平
就
是
以
三
七
分
的
比
例

，

來
看
待
毛
澤
東
的
功
過
。
這

種
處
理
歷
史
的
方
式
，
是
較
為
合
于
人
性
的
。

陳
水
扁
政
府
在
主
張
轉
型
正
義
時

，

個
人
意
志
往
往
凌
駕
族
群
記
憶
之
上

，

而
他
的
個
人
意

志
又
多
出
於
自
私
的
動
機
。
如
果
他
沒
有
貪
腐
事
件
纏
身

，

則
轉
型
正
義
的
提
法
絕
對
不
可
能
如

此
躁
進
而
焦
慮
。
如
果
他
八
年
來
的
政
績
獲
得
國

人
的
首
肯
，

則
轉
型
正
義
的
討
論
必
然
是
和
平
而

圓
融
。
然
而
不
然

，

陳
水
扁
既
無
政
績
於
先
，
又
無
私
德
於
後
，
遂
濫
用
轉
型
正
義
的
口
號

，

對
蔣

介
石
進
行
空
前
未
有
的
瘋
狂
批
鬥
。
他
的
每
一
個
攻
擊
動
作

，

都
是
為
了
轉
移
國
人
對
他
個
人
的
觀

感
。
他
的
每
一
個
抨
擊
發
言

，

都
是
為
了
折
算
選
票
。
轉
型
正
義
的
精
神
一
旦
被
扭
曲

，

台
灣
的
族

群
文
化
就
無
可
避
免
淪
為
陪
葬
的
祭
品
。

前
總
統
李
登
輝
說
，

選
錯
人
，

我
們
都
受
到
懲
罰
。
這
種
令
人
痛
徹
心
肺
的
語
言

，

道
出
了
圍

人
受
到
懲
罰
的
滋
味
。
台
灣
歷
史
的
轉
型
其
實
沒
有
完
成

，

只
不
過
威
權
的
強
人
換
來
一
位
不
尊
重

民
主
的
強
人
。
轉
型
正
義
可
能
還
要
等
待
一
段
漫
長
的
時
間
，
才
能
回
歸
到
它
原
來
的
精
神
面
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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