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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代史上東亞概念的產生，可部分歸因於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工業列強對亞太

地區的滲透與殖民，其帶來的船堅炮利和西方文明，極大地衝擊了原來以中國為

中心的東亞秩序。其發展的進程不但逐步瓦解了原有中國歷史上的朝貢體系，促

使區域中心在中、日、美等國之間交替轉移，也使得融合進以西方為中心的新文

明秩序，成為近現代東亞國家的發展主軸。 

此外，近代中國與東亞各國的互動，更緊密牽動著亞太地區軍事、社會、經

濟、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形塑與發展。如明治維新，使日本開展「脫亞入歐」

的政策，並於甲午戰後取代中國成為區域強權；甲午一役，卻也鬆動了大清帝國

的統治，成為締造中華民國的基石。辛亥革命以後，中國內部紛擾不安，政府與

法統數度變易。終至於民國十七年東北易幟，舉國齊一。然而抗戰軍興，歷經八

年苦難後，緊接著而來的國共內戰復使中國再度陷入動盪。隨著中央政府播遷來

臺，中華民國的發展遂與中國史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割裂，並延續至今。 

可以說，近現代中國與東亞鄰近國家的互動及發展的歷程，經歷了多次衝擊

與融合。百餘年來，國家結構、憲政發展、選舉施行、地方自治、中央與地方關

係、國防外交、軍事活動、法治與改革、人權發展和社會福利等諸多面向，在歷

史進程中有甚顯著之變遷，以「變革鼎盛」差可名之。 

有鑒於此，希望透過「近代中國與東亞研究群」的設立，針對近代以來中國

與東亞諸國的政治體制、軍事、國家建設、外交、財政、文化、宗教與體育等不

同議題，邀請專家學者與研究群成員進行思考討論，並逐步形成對近、現代東亞

各國互動和歷史發展的序列化研究。透過釐清歷史問題，解構今日中國與鄰近國

家的社會面貌及歷史問題，省思歷史並用以展望未來，對近代中國與華人社會深

具意義。不僅如此，對於試圖在中國大陸和國際社會間尋求自我定位的臺灣而言，

尤顯重要。 

關鍵詞：近代中國、中華民國、東亞、臺灣、中國大陸、亞太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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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各場次例會研討內容 

次數 例會時間 例會地點 例會性質 研究群出席人員 

第 01次 
2020.01.09 

18:00-20:30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例行討論 

蕭李居、侯嘉星、劉維開、皮國立、 

蘇聖雄、陳佑慎、林威杰、劉芳瑜、 

蔡長廷、林易澄、許慈佑、楊善堯、 

袁經緯 

第 02次 
2020.03.19 

18:00-20:30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邀請座談 

鹿錫俊、劉維開、皮國立、蕭李居、 

侯嘉星、蘇聖雄、陳佑慎、張智瑋、 

劉芳瑜、蔡長廷、許慈佑、楊善堯、 

袁經緯 

第 03次 
2020.04.23 

18:00-20:30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例行討論 

蘇聖雄、許惠文、劉維開、皮國立、 

侯嘉星、陳佑慎、張智瑋、蔡長廷、 

林易澄、許慈佑、楊善堯、袁經緯 

第 04次 
2020.05.21 

18:00-20:30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例行討論 

趙席夐、陳佑愼、劉維開、皮國立、 

蕭李居、侯嘉星、張智瑋、蔡長廷、 

許慈佑、楊善堯、袁經緯 

第 05次 
2020.06.18 

18:00-20:30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例行討論 

侯嘉星、袁經緯、劉維開、皮國立、 

蕭李居、蘇聖雄、張智瑋、劉芳瑜、 

林易澄、許慈佑、楊善堯 

第 06次 
2020.07.23 

18:00-20:30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例行討論 

陳英杰、施純純、劉維開、皮國立、 

侯嘉星、蘇聖雄、趙席夐、劉芳瑜、 

許慈佑、楊善堯、袁經緯 

第 07次 
2020.09.03 

18:00-20:30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例行討論 

蔡長廷、林易澄、劉維開、陳英杰、 

皮國立、蕭李居、侯嘉星、蘇聖雄、 

趙席夐、劉芳瑜、楊善堯、袁經緯 

第 08次 
2020.10.17 

14:00-16:30 
台中惠蓀林場 例行討論 

皮國立、趙席夐、劉維開、陳英杰、 

蕭李居、侯嘉星、蘇聖雄、劉芳瑜、 

蔡長廷、林易澄、楊善堯、許慈佑、 

袁經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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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9次 
2020.11.26 

18:00-20:30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例行討論 

許慈佑、張以諾、劉維開、劉季倫、

蕭李居、侯嘉星、蘇聖雄、劉芳瑜、

林易澄、趙席夐、楊善堯、袁經緯 

第 10次 
2020.12.17 

18:00-20:30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例行討論 

莊翔聿、劉維開、劉季倫、蘇聖雄、 

劉芳瑜、林易澄、趙席夐、葉亭葶、 

楊善堯、許慈佑、陳鴻明、袁經緯 

備註：畫底線者為該次例會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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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次數 第 01次 

會議時間 2020.01.09  18:00-20:30 

會議地點 民國文化學社 

會議性質 例行討論 

報告摘要 

報告人：蕭李居 

題  目：從戰後國防會議會議紀錄看府院權力關係 

摘  要： 

國防會議作為蔣介石在臺灣建立政軍體制的起點，其構想原在於

處理軍隊統帥問題。不過，在蔣介石反省國共內戰失敗而思考改革

軍政制度後，也構思以總體戰與軍政府精神改革政府組織，建立以

軍統政的政治組織。結果國防會議的設置目的由初始的協調政略

與戰略，形成蔣介石構想寓軍於政重建政府組織的試金石。 

在關注國防會議本身權力之際，也不應忽略會議秘書長辦公室及

其附屬機構的運作。蔣介石交待周至柔承辦事務性質似無規範，除

了戰地政務外，尚有政府機構業務效率案，此件明顯屬於行政業務

的案件，幸而最後回歸行政院辦理，而且之後亦無交辦其他重大案

件。在督導附屬機構業務方面，周至柔督導國防計劃局研訂與推動

國防計畫方案，在俞鴻鈞內閣全力配合執行下，出現國防會議透過

該局指導行政各部門執行業務的現象，惟此曇花一現情況在陳誠

重掌行政院時即不復見。 

報告人：侯嘉星 

題  目：近代中國工商經營史料：新中工程公司檔案 

摘  要： 

近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持續開放國民政府時期與戰

後中華民國相關檔案，對民國史研究的開展甚有助益。相較於早年

研究者大多利用外交檔案進行實證研究，經濟檔案仍有相當大的

開發空間。筆者曾經介紹過《農林部檔案》及其衍生課題，本文則

以 1930年代實業部商業司登記上海新中工程公司資料為例，說明

以官方檔案研究民國企業個案的可能性。 

 

會議次數 第 02次 

會議時間 2020.03.09  18:00-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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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地點 民國文化學社 

會議性質 邀請座談 

報告摘要 

報告人：鹿錫俊 

題  目：中國戰後重構過程中的日本因素 

摘  要： 

戰後滯留中國的日本人，按戰爭結束時的職業來分，可分為軍人

（日俘）與民間人士（日僑）；按有無技術來分，則可分為技術人

員與非技術人員。國共兩黨對待這些不同類別的日本人，處理的方

針是有區別的。不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在實施對日本人的處理

政策時，都是隨著時間、地位、環境等因素的變化而變化的。但就

整體而言，當一個政黨處於執政黨地位時，他們在處理日本人的政

策上，就難以放開；反之，則較少束縛。 

1949年之前，日本因素（“人”與“物”）在中共東北根據地發揮了相

當大的作用；1949年以後，日本因素（“人”與“物”）對在臺灣的國

民黨發揮了重大作用。1949 年之前，國民黨方面留用的日本人比

中共所留用的還多，但在目前能找到的相關史料中，尚看不出日本

人對國民黨發揮了多大作用。1949 年以後，國民黨在台灣招聘的

日本人很少，但所起作用很大。這說明，被留用的日本人對某一方

的價值之大小，並不在於人數之多少，而是取決於留用他們的政權

在“化敵為友”方法上的優劣。在研究戰後的國共相爭與國家重構

時，日本人充當了什麼角色或“被”充當了什麼角色， 

 

會議次數 第 03次 

會議時間 2020.04.23  18:00-20:30 

會議地點 民國文化學社 

會議性質 例行討論 

報告摘要 

報告人：蘇聖雄 

題  目：戰後黃旭初日記 

摘  要： 

黃旭初，廣西容縣人（1892-1975），「新桂系」首領、「廣西三傑」

之一，前三傑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後三傑李宗仁、白崇禧、

黃旭初。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於 2001年徵集到黃旭初的日記和

信札，成為國家二級珍貴文物。日記時間原來有 1931-1975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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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1936 兩年共用一本，其餘每年一本，共 44 本。徵集時獲得

其中 38本，即 1931-1934年及 1937、1940年等 6年日記沒有徵集

到。信札部分黃旭初自己將之集成 7冊，共 208封，1079頁。 

報告人：許惠文 

題  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檔案 

摘  要： 

1949 年國民政府遷台，臺灣對外貿易及生產型態受到衝擊，加上

政府行政組織膨脹及軍費擴增，造成財政困難。同年 6月，成立臺

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生管會)，隸屬於臺灣省政府，

以統籌所有公營生產事業之業務、計畫、資金運用、人士調配等決

策，並兼管民營事業與公營事業之配合事宜，期以運用公營事業來

解決外貿、生產及財政之問題。生管會因業務之需要，得指定委員

組織專案小組，策劃處理，俟任務告一段落，即自動結束或移交其

他部門繼續辦理。日後生管會逐漸成為經濟決策機構，舉凡工礦、

農林、交通、美援、貿易外匯、金融、物資等重要議題，均依據該

會之決策。1953 年生管會裁撤，部份經濟決策業務移至行政院經

濟安定委員會，執行業務則劃歸省府相關廳處。  

1993 年 9 月台灣省政府將 4446 冊生管會黨幹移交省文獻會(現為

國史館省文獻館)，省文獻會因人力經費無法立即整編。1997年中

研院與省文獻會簽訂檔案自動化之學術合作協議書啟動整編，完

成後由近史所檔案館於線上提供數位檔案於公眾利用。中研院檔

案館將其中的民政、生產、財政、產銷、經建、總務等類分為全宗、

系列、副系列、宗、冊等五個層級；器材組與日償物資組則分為全

宗、系列、冊等三個層級。  

生管會檔案內容依據其業務類別，主要含有民政、生產、財政、產

銷、經建、總務、器材組及日償物資組等系列文件。在一般業務類

中以財政、產銷所佔比重最大，含有公營事業的結匯案與貸款案、

租用官產、產業外銷、各事業單位的電力配置、產品售價的擬定等

相關文件。總務類含括了生管會及事業單位的組織規程、人事任

免、施政報告、會議紀錄、業務檢討等各項資料。其中的會議紀錄

以常委會最為完整，而生管會所有重要決議案均由常委會裁奪，故

該項文件倍顯珍貴。檔案起迄時間為 1949至 1953年。 

 

會議次數 第 0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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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 2020.05.21  18:00-20:30 

會議地點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會議性質 例行討論 

報告摘要 

報告人：趙席夐 

題   目：冷戰時期自由主義者的因應以史料為主的簡介 (1945-

1960) 

摘  要： 

二戰結束後，隨著赤色烈燄的燃燒，自中國到歐洲都有相當大的區

域關入鐵幕。中國自 1946 年開始爆發國共內戰，到 1949 年撤守

到台灣，戰後短短 4年之間，共產主義似乎在思想對決的成果上取

得勝利，標榜自由、民主與人權的西方自由主義思想潰不成軍，當

步入 1950年代後就開始新一局的檢討、競爭，這股以思想為主體

的戰爭，透過在不同地方的發展，結合或受限當地的政治環境與歷

史背景，展開新一輪的思想文化戰爭，所謂「文化冷戰」。本報告

此次僅是初步探究在這樣核心範圍內，有那些資料可供開展此一

議題，由於文化冷戰的範圍與戰場頗廣，擬先就知識分子為主，並

先環繞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主的探討。 

關於自由主義者，可簡單分兩類人，一是單純的知識分子，另一類

是政界人士。而政治立場上，可分為親蔣派，這部分有自由主義者、

保守主義者；反蔣派，一類是支持自由主義者的海外第三勢力；另

一類就是親共與共產黨分子。與這兩部分有關的資料，一者是人

物，主要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對應的保守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

二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刊物與組織，組織與刊物往往是一體兩

面，既體現其思想，也是他們發揮、宣傳的陣地與試圖與共產主義

或其他威權主義鬥爭的方式之一。 

故而在環繞這個主題的相關史料，主要是一些重要的自由主義知

識分子的私紀錄，像日記、回憶錄或口述訪問紀錄等。以胡適為例，

他的日記、文集、書信集等，同樣同時代環繞胡適有關的人的日記、

回憶錄等都是重要史料，例：《趙元任年譜》。有些與胡適接觸者的

回憶錄等，例：《李亦園先先生訪問紀錄》。 

報告人：陳佑愼 

題  目：國防部圖書館特藏史料介紹：以「國軍佔領臺灣軍事設施

史」、「陸軍總司令部沿革史」等案例為例 

摘  要： 

國軍早在北伐時期，就於事委員會參謀廳設置軍事編纂委員會。其後又

有剿匪戰史編纂處、戰史編纂處、軍令部戰史編纂處、戰史編纂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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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機構的先後設立。到了 1946年 6月國防部成立至政府遷臺以前，史政 

機構歷經史料局、史政局、史政處等名稱。遷臺初期，史政處的業務接

受戰略計畫委員會指導，1956年 1月改隸參謀總長，此年改為史政局。

1973年 5月，與編譯局合為史政編譯局。史政編譯局後縮編為史政編譯

室。2013年起，再降編為政務辦公室史政編譯處迄今。 

據調查，1949年國軍檔案文件有 9,170卷未及撤運而滯留大陸，目前藏

於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但移轉來臺者仍有 11,526卷。上述檔案

長年未得妥善管理。直到 1968年以後，始由史政局、史政編譯局、史編

室、史編處逐年接管各軍種移轉的檔案，再加上該局（室、處）既有的

收藏，構成了學界所謂的「國軍檔案」之主體。及至檔案法施行，「國軍

檔案」中相當一部分於晚近移交予檔案管理局（主要是 1949 年前的部

分），但國軍內部的檔案收藏仍然相當可觀。綜合觀之，國軍歷史資料或

可粗分為幾種館藏類型： 

A.各軍種、事單位自行保留的案卷 

B.政務室（史編處）藏案卷→國防部圖書館特藏資料 

C.政務室文檔中心藏案卷 

D.檔管局藏案卷 

 

會議次數 第 05次 

會議時間 2020.06.18  18:00-20:30 

會議地點 民國文化學社 

會議性質 例行討論 

報告摘要 

報告人：侯嘉星 

題  目：吳墉祥日記中的戰後中國與政府遷台 

摘  要： 

《吳墉祥在台日記》的傳主吳墉祥（1909-2000），字茂如，山東棲

霞縣人。幼年時在棲霞就讀私塾、新式小學，後負笈煙台畢業於模

範高等立先志中學。期間受中學校長、教師影響，於 1924年加入

中國國民黨；1927 年 5 月中央黨務學校在南京創設時報考錄取，

翌年奉派於山東省黨部服務。1929 年黨務學校改為中央政治設大

部，故 1930年申請返校就讀，進入財政系就讀，1933年以第一名

成績畢業。自政校畢業後留校擔任助教 3 年，1936 年由財政系及

黨部推薦前往安徽地方銀行服務，陸續擔任安慶分行副理、經理，

總行稽核、副總經理，時值抗戰軍興隨同皖省政府輾轉於山區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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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調劑金融。194年因抗戰勝利在望，山東省主席何思源遊說

之下回到故鄉任職，協助重建山東省銀行。 

1945年底山東省銀行正式開業後，傳主擔任總經理主持行務；1947

年又受國民黨中央部委派擔任黨營事業齊魯公司常務董事，可說

深參與戰後經濟接收與重建工作。這段期間傳主也通過高考會計

師合格，並當選棲霞區國民大代表。直到 1949年 7月因戰局逆轉，

傳主隨政府遷台，定居於台北。1945 至 1950 這 6 年間的日記深

具歷史意義，詳細記載這一段經歷戰時淪陷區生活，戰後華北接收

的諸般細節，乃至於國共內戰急轉直下的糾結與倉皇，可說是瞭解

戰後初期復員工作、經濟活動以及政黨活動的極佳史料，已正式出

版為《吳墉祥戰後日記》，為戰後經濟史研究一大福音 。 

1949 年來台後，除了初期短暫清算齊魯公司業務外，傳主以會計

師執照維生。當時美援已進入台灣，1956 年起受聘為美國際合作

總署駐華安全分之高級稽核，主要任務是負責美援項目的帳查，足

跡遍及全台各地。1960 年代台灣經濟好轉，美援項目逐漸減少至 

1965 年美援結束，傳主改任職於中美合營之台達化學工業公司，

擔任會計主任、財務長，直到 1976年退休；國大代表的職務則保

留至 1991年退職。傳主長期服務於金融界，對銀行、會計及財工 

作歷練豐富，這一點在《吳墉祥戰後日記》的價值中已充分顯露無

遺。來台以後的《吳墉祥在台日記》 ，更是傳主親歷中華民國從

美援中站穩腳步、再到出口擴張達成經濟奇蹟的各個階段，尤其遺

留之詳實精采的日記，成為回顧戰後台灣經濟社會發展的寶貴文

獻。 

報告人：袁經緯 

題  目：戰後西南聯大的復員：以鄭天挺的日記為中心 

摘  要： 

鄭天挺（1899-1981），字毅生，福建長樂人。北京大學本科國文門

畢業、考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早年曾任廈門大學、北京女子高等

師範學校、北京法政大學等校教授。1927 年 7 月起陸續擔任過浙

江省民政廳秘書、禁煙局秘書；亦曾赴廣州擔任建設委員會秘書。 

1930 年 1 月，為第二次全國教育會議籌備委員；2 月任國民政府

教育部秘書；12月任北京大學校長室秘書，兼預科國文講師。1933

年擔任北大秘書長兼任中文系副教授，並於 1937年升任教授。同

年 12月赴長沙，擔任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歷史社會系教授。1938年 

3月赴昆明，5月派赴蒙自籌設西南聯大分校，9月分校遷回昆明。 

1940年 2月起擔任西南聯大總務長。1945年 9月奉命赴北平籌備 

復員事宜，兼任平津區教育部復員輔導委會委員；11月抵達北平， 

出任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第二分校主任兼代總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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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北大復員的相關研究並不多見，例如西南聯大和北大的校史 

著作有概略介紹。整體而言，既有研究對戰後北大復員的討論，在

論述上較為制式化，凡是論及戰後復員的開端，多從日本無條件投 

後以校務會議為中心的規劃談起，僅《南開大學校史（1919-1949）》 

提到戰爭期間的復校籌備，主要以蔣介石和張伯苓的互動為核心。

但是透過《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的內容可以發現，聯大學人針對

戰後復員較有系統的討論，至少可以追溯到 1944年 9月。 

 

會議次數 第 06次 

會議時間 2020.07.23  18:00-20:30 

會議地點 民國文化學社 

會議性質 例行討論 

報告摘要 

報告人：陳英杰 

題  目：從黨史館館藏看戰後國民黨的宣傳工作─以對蘇問題為中心 

摘  要： 

1944 年冬，蘇聯駐華大使館向外交部提出抗議，認為國民政府放

任紐約商報發表中傷蘇聯之言論。事實上紐約商報幾經改組更名

為美洲日報，為了與共黨主持之紐約華僑日報爆發筆戰，乃闢「戰

共論壇」之故，雖未直接攻擊蘇聯，但因稱蘇聯有赤化世界陰謀、

莫斯科為祕密警察發詳地等語，並與親中共報刊筆戰，引起蘇方的

不滿，對此國民政府外交、國民黨海外和宣傳部門大費周章的公文

往返，對事件來龍去脈向蘇方解釋。(特 8/7.45、特 8/7.14) 

中蘇雙方對彼此的媒體報導都十分敏感，雙方的互信基礎頗為薄

弱，尤以在抗戰勝利前夕，因美蘇雅爾達密約的默契，讓中方倉促

與蘇方簽訂友好同盟條約，蘇軍得以大舉進入中國東北地區，衍生

一連串的接收爭端，讓雙方的關係陷入既合作又對抗的矛盾情境，

加上原本的國共問題擴大，使得國民黨宣傳部門在戰後的對蘇宣

傳工作更加困難。 

報告人：施純純 

題  目：冷戰與臺灣儒家教育 

摘  要： 

從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冷戰期間，美國文化對戰後台灣各領域

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並且維繫中華民國在國際的聲望。對比中

共建政後在 1960年代推動的文化大革命，中華民國政府以維護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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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中華文化為號召，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儒家教育是其中一項

運動核心。 

 

會議次數 第 07次 

會議時間 2020.09.03  18:00-20:30 

會議地點 民國文化學社 

會議性質 例行討論 

報告摘要 

報告人：蔡長廷 

題  目：戰後東洋史的發展—從和田清給田中克己的明信片看起 

摘  要： 

筆者上次報告的題目為「戰後日本學界如何建構世界史─從蘇聯

的《世界史》叢書探討》叢書探討」，在尋找資料中無意間發現相

關的史料，就是戰後文學家、東洋史學者田中克己與和田清往復的

信件集，其中也包含田中克己與其他東洋史學者往來的資訊，相當

有趣。 

田中克己（1911-1992），大阪人，1934年東京帝國大學東洋史學科

畢業，當時的老師有和田清、池內宏、加藤繁，其畢業論文為《清

初の支那沿海》，討論中國的海賊。在就讀大學期間陸續創辦《四

季》、《コギト》等文學刊物。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1939年經由

和田清前往蒙古善鄰協會內的蒙古研究所任職，1940 年在立教大

學的亞細亞文化研究所任職。 

1942 年田中克己因應日本的文士徵用方針，被派遣至南方戰線後

方的新加坡，擔任英文新聞的編輯，其後前往蘇門答臘等地，但年

底就解除任務歸國。1945 年 3 月，被徵招前往河北省唐縣的情報

室，擔任北支派遣獨立警備兵（至武 15696 部隊），8 月日本確定 

戰敗，10月現地解除隊伍而逃往北京。1946年歸國後，擔任天理

圖書館管理兼研究員，同時開始延續文學創作。 

在戰後，可以經常看到與大學時代的老師和田清、學長石濱純太

郎、摯友羽田明、外山軍治、藤枝晃等人的交往紀錄。 

報告人：林易澄 

題  目：滿鐵華中商事調查資料的使用心得 

摘  要： 

華中調查計畫由滿鐵上海事務所調查室，以及興亞院委託東亞研

究所第六調查委員會，雙方共同進行。內容包括農村實態調查、商

事慣行調查、都市不動產慣行調查三項。商事慣行調查中，特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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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於米糧、桐油、茶、布等農產物資之產銷，亦涉及地方銀錢業。

從現存資料推測，1943 年後調查規模大幅縮減或中止，後續資料

現況不明。調查工作與興亞院政策立案之間關係，由於興亞院檔案

散佚，難以重建。相關調查 2013 年復刻出版《中国占領地の社会

調查》。 

商事調查資料，不若農村慣行調查之聚焦集中與完整。商業運作涉

及各層級商人之間往來，僅訪問個別行號，不若個別農家調查能夠

窺見全貌。但若與其他日方戰時文書（如興亞院．大東亞省月報，

或現存部份興亞院公文書等）、中方地方檔案館藏商業公會材料進

行比較，仍具有豐富的可能性。 

 

會議次數 第 08次 

會議時間 2020.10.17  14:00-16:30 

會議地點 台中惠蓀林場 

會議性質 例行討論 

報告摘要 

報告人：皮國立 

題  目：當細菌成武器：韓戰時期中共的衛生意涵與群眾運動 

摘  要： 

韓戰時期美軍有無使用細菌戰，一直是大家爭論的史學議題。隨之

而來在中國境內遍地開花的愛國衛生運動，則是新中國建立後具

有標誌上的首次大規模群眾運動。它們之間有何關聯，應該怎麼理

解？過去圍繞這兩個主題各有一些研究，但關於兩者之間的關係，

往往語焉不詳或存在史料運用不夠充分的缺失。本文將運用更為

豐富的報刊資料來重新梳理這段歷史。 

本文「當細菌成為武器」是一個雙關語，表面上是美國在韓戰中運

用細菌戰的過程，但另一層意思則有中共當局化對外戰爭為對內

動員力量的一次整合性嘗試，甚至將軍事動員的經驗，直接作為國

內衛生組織建立與施行之範本。這當中轉化的過程與論述，不但是

理解當時政治史和民眾動員策略的好題材，也是考察現代衛生在

新中國紮根的極佳案例。 

報告人：趙席夐 

題  目：冷戰對自由主義的衝擊：以胡適 1950年代思想與政治實

踐的探討 

摘  要： 

就思想戰場而言，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對抗，是始自 30年代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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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越多年輕人對共產主義或新民主主義所吸納，並產生信仰，認

為這是救中國的萬靈丹。胡適雖然感受到這種左傾嚴重的趨勢，但

他可能不相信中國會導向共產主義。可是，他忽視了抗戰 8年，共

產主義和新民主主義寄生在民族主義的外衣下壯大，同時削弱自

由主義的能量，而青年學生在「反內戰、反飢餓」的口號下，透過

學生運動不斷被動員。1949 年節節敗退的國民政府，在金融改革

失敗後，更多自由派人士選邊站，自由主義就在思想和政治戰場上

徹底落敗。 

 

會議次數 第 09次 

會議時間 2020.11.26  18:00-20:30 

會議地點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會議性質 例會討論 

報告摘要 

報告人：許慈佑 

題  目：從外交部檔案看中華民國處理新、馬關係的一段往事 

摘  要： 

1959年 2月 15日，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主席兼候選人杜進才在李光

耀授意下，在戶外的競選群眾大會公開指出執政黨勞工陣線政府

中有人收受美國的秘密政治獻金；幾天後，李光耀在市議會公開點

名教育部長周瑞麒擁有該筆美國政治獻金的帳戶，企圖讓外國勢

力介入新加坡政治，周瑞祺隨後辭去政府職務。新加坡調查委員會

隨即啟動調查，調查結果坐實人民行動黨的指控，而調查報告書在

1959年 5月 27日公布，兩天後新加坡舉行自治大選。選後，勞工

陣線失去執政權，人民行動黨和李光耀開始長期執政。 

李光耀在議會提出的動議指出，周瑞麒代表勞工陣線黨在 1957年

和 1958年兩年分別收受 30萬和 50萬兩筆，並指責前中華民國財

政部長現任華僑保險公司總經理劉攻芸作為中間人代美方交付款

項，而政治獻金來源的背後與中國國民黨的支持脫不了關係。 

從台灣與新加坡勞工陣線和周瑞麒合作一事來看，筆者認為，外交

部和國民黨介入新加坡政治的原因不必然是為了召喚新加坡華人

的愛國主義，而可能是為了尋求當地政治勢力支持其反共事業。國

民黨在事後的檢討報告一再指出新加坡華人態度轉變的情形。對

國民黨而言，利用金援資助當地反共政黨無可厚非，畢竟周瑞麒也

曾在尋求經援時提到，中共透過不同管道源源不斷地提供資金給

左翼政黨。 

又，從各種跡象來看，包括國民黨或外交部都了解到，無論是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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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或馬來亞政府，均難以接受將當地華人視作華僑，或召喚華人對

祖國的熱情，同時亦觀察到林有福政府治下新、馬合併的可能性及

可能遭遇的困難，包括新、馬可能因席次問題致生不睦。總的來說，

冷戰下反共立場一致一度凝聚台灣與東南亞新興國家的關係，不

過，也大約在這段時間，外交部和國民黨徹底了解新馬政府乃至東

南亞新興國家絕不可能接受以任何「祖國」的名義號召當地華人反

共的政治底線。 

報告人：張以諾 

題  目：調查局藏中共軍事資料簡介 

摘  要： 

隸屬於調查局兩岸情勢研析處，位於調查局青溪園區新店中生路 

40 號。資料室蒐集大陸書報刊資料，目前有圖書 9 萬餘冊，報紙 

21種，期刊 75種，總計約 30萬份（冊）。資料除由大陸及港澳各

地蒐集外，部分係民國 38年前之中共原始文件資料，頗為珍貴，

是研究中共早期活動的重要資料，也是調查局典藏的一大特色。大

致分類如下： 

(1) 1949年前中共資料→出版品、檔案、調查報告 

(2) 世界共產黨發展資料→出版品為主 

(3) 1949年後的大陸情勢→出版品、調查報告 

(4) 1949年後的台灣情勢→調查報告為主 

(5) 1949年後中共軍事資料 (1949-1992)→調查報告為主 

(6) 對共軍事研究叢書系列 

會議次數 第 10次 

會議時間 2020.12.17  18:00-20:30 

會議地點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會議性質 例行討論 

報告摘要 

報告人：莊翔聿 

題  目：台灣影壇五十年：傳記文學口述資料介紹 

摘  要： 

這幾篇口述歷史文章，是由創辦台灣亞洲影業公司、香港大華影業

公司的丁伯駪口述記錄他所記得的、親歷的台灣電影發展過程。首

先台灣電影五十年(一)是從 1949 年，丁伯駪來台之初說起。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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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影業主要是日人資產，由日人掌握，台灣人是被排除在外

的。其次因為戰爭因素不得撥放美國電影，對於中國電影則是有選

擇性的撥放。如果涉及民族、國家精神的電影不會撥放，只會撥放

跟民族、國家精神無關的中國電影。最後記述光復初接收日人資產

時的事情與有關白色恐怖的事情。 

(二)是介紹光復後，台灣電影業的商業模式，除了一般的發行、製

片、戲院外。台灣因為電影業主要集中在台北市，而當時的台灣交

通不若現在方便。如果只是台北附近的基隆、宜蘭倒是可以直接往

返於兩地。但中南部、東部地區就不容易在一天內往返。因此台灣

的電影業產業鏈多了一個環節—排片人。所謂的排片人，意指戲院

老闆委託住在台北的親友，或是委派專人常駐台北和影片公司打

交道的代表。以及排片人與電影公司之間，因為供給關係改變使得

原先優勢的電影公司失去優勢，而原先劣勢的排片人反成為優勢

方。從這角度可以看到台灣電影業的發展盛況，和北中南戲院爭取

電影上映天數與討價還價的大概情形。 

(三)前面作者檢討了電影業製作人名稱問題後，便把重心在電影的

製作拷貝、審查經過和戲院經營的方式、政府稅收政策與戲院老闆

的應對方式，還有美商八大公司在台灣的「手段」。最後則記述因

為邦交問題變得複雜的不入流電影上映問題及如何解決之過程。 

(四)前面講述大陸電影業自清末以來的狀況，後半則將重心放在知

名女演員的經歷上，對於當時的一些關於知名女演員的謠言做出

澄清，並敘述作者所知的內情。 

(五)重心在電影公司成立的興衰，以及電影技術問題。中國電影業

在二戰後技術方面反不如日本，由於缺乏彩色電影的設備，使得當

時拍攝彩色電影需要去日本沖洗片。最後則是講述在香港電影業

大舉進入台灣後，對台灣電影業造成的衝擊與台灣電影由台語電

影向國語電影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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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執行心得 

本研究群自成立之初，其運作模式經所有成員討論後，以每年訂定一相關研

究議題，每位成員就各自的研究專長，提出與整體研究議題相關之研究主題，作

為該年度個人的研究計畫。故研究群成員在每次例會所提出各自的討論問題，皆

是圍繞於此進行。回顧研究群本年度（2020）的研究方向「戰後中國與東亞變局」，

聚焦於二戰結束後中國與東亞局勢從「跨越斷裂」到「進入延續」，經由邀請專

家學者進行交流、研究群成員內部定期討論、召開國際學術研討會，透過多方交

流，讓研究群的運作更加多元，並持續與學術前沿保持對話。 

戰後中國與東亞變局的相關史料非常豐富，對於有志於投入此一領域的研究

者而言，如何甄別史料價值是首要任務。回顧 2020年研究群的運作方式，由成

員導讀自己專業領域的史料，例如黨史館藏戰後宣傳史料、國防部圖書館特藏史

料、中研院近史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檔案、吳墉祥戰後日記等，導讀時並有其

他成員的回饋。在此基礎上撰寫史料介紹的文章，經由專業審查，彙整成為研究

入門指引性質的專書，提升研究的便利性，以及拓展近代中國與東亞的研究人力。 

最後，除感謝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經費支持外，本研究群之成立

與發展，主要為建立在凝聚青年學者的研究動能，以及以群體研究的模式，嘗試

走出一條新的研究方向。希望藉由這樣的運作模式，能夠為臺灣未來的史學研究，

注入一股新的研究活水，以期保有與國內、外學界學人競爭的實力與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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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錄：研究群歷次會議開會照片 

  
第 01次例會：2020.01.09  18:00-20:30 

講  員：蕭李居、侯嘉星 

地  點：民國歷史文化學社（圖片為會後餐敘） 

  

第 02次例會：2020.03.19  18:00-20:30 

講  員：鹿錫俊 

地  點：民國文化學社 

 
 

第 03次例會：2020.04.23  18:00-20:30 

講  員：蘇聖雄、許惠文 

地  點：民國文化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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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4次例會：2020.05.21  18:00-20:30 

講  員：趙席夐、陳佑愼 

地  點：民國文化學社 

 
 

第 05次例會：2020.06.18  18:00-20:30 

講  員：侯嘉星、袁經緯 

地  點：民國文化學社 

  

第 06次例會：2020.07.23  18:00-20:30 

講  員：陳英杰、施純純 

地  點：民國文化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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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7次例會：2020.09.03  18:00-20:30 

講  員：蔡長廷、林易澄 

地  點：民國文化學社 

  

第 08次例會：2020.10.17  14:00-16:30 

講  員：皮國立、趙席夐 

地  點：台中惠蓀林場 



19 

 

 

 
第 09次例會：2020.11.26  18:00-20:30 

講  員：許慈佑、張以諾 

地  點：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第 10次例會：2020.12.17  18:00-20:30 

講  員：莊翔聿 

地  點：民國歷史文化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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