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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去豬來》

内容概要

OSS電報，1945/10/27：
⋯⋯建議美方應在兩週內離開此地，否則應促使中方離開這裡，由我們佔領此地。⋯⋯
二戰結束後，在中國奸商官匪集團尚未進駐台灣之前，戰略服務處
（OSS，美國中央情報局前身）就已派遣資深軍事情報人員來到台灣，在台北設立工作站。
1945-47年的戰後初期，正是台灣歷史的關鍵時刻，那時的台灣，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讓旅日王育德博士留有非常貼切的「狗去豬來」的喟嘆名言，
讓台灣民眾從熱情歡迎國軍演變成二二八起義，從慶祝脫離日本殖民轉變為懷念日治時代？
美方似乎有先見之明，特意派遣一批資歷顯赫的精銳情報人員來台，
例如，第一任主任克拉克上校是戰時在中國蒐集毛澤東情報的人物，
第二任主任摩根上尉則是戰時負責訓練法國抵抗軍，並滲入德國戰俘營的高手。
這個特遣隊廣泛地接觸在台的日軍高層、陳儀當局、中國駐台軍特警、
台灣領導人物，以及全島各地的台灣大眾，並訪談各式人物，
輯要當時的報刊、盛傳的謠言和人心的期盼，全面地見證
二二八前夕中國佔領政權在台的劫收嘴臉與台灣民眾的普遍心聲。
拜「資訊自由法案」所賜，上述的情報終得解密。
本書所收錄的，就是當時戰略服務處每日傳發給總部的解密電報，
以及美國駐台領事上呈大使館的解密報告，和第二任主任
摩根上尉未出版的私人回憶錄相關段落。
在閱讀這些解密文件之前，作者更替讀者整理了英語世界中的台灣研究文獻，
以歷代外國觀察者的眼光，精闢地勾勒出福爾摩沙的浮沉盛衰。
如譯者蔡丁貴教授所言，一次的錯誤，猶可違，二次重複的歷史錯誤，
恐怕連上天都不會憐憫，望本書能帶給讀者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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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去豬來》

作者简介

Nancy Hsu Fleming
許淑金岑，台南人氏，出生優渥的醫生家庭，
台北美國學校畢業，舊金山州立大學英語文學碩士。
她居住在美國的羅德島州，是一位公民自由權、政府改造、
環境保護等運動的活動者，為捍衛人權而挺身對抗政府、大企業，
曾獲頒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第一修正案獎、公共議題服務獎、
美國筆會紐曼第一修正案獎等殊榮。
四十幾歲時讀到彭明敏《自由的滋味》一書，才驚覺台灣也有自己的歷史，
遂與夫婿投身台灣歷史的研究，但發現英語世界的台灣文獻都是偏中國人士撰寫，
並普遍忽略1945-1947年這段關鍵的戰後期間。
1990年代初期，終於在華盛頓特區的國家檔案局內，
發掘出二二八前夕的解密情報檔案、駐台領事館報告，
並尋得當時的情報負責人，證實此一情報的真實性。
她花費無數時間與旅費，往來住處與華府，
無非是希望藉由第三者（美國人）的觀察，
為母親台灣這一段被遺忘的年代留下不容抹滅的鐵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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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去豬來》

精彩短评

1、福尔摩沙（台湾旧称）过去曾发生的重大事件，传统上都是从外地启动的。在1624年，中国将台湾
岛割让给荷兰人，以阻却荷兰进一步侵入中国的领土范围。1662年，中国新的满洲王朝重新取得这个
岛屿，以掳获前朝的忠心支持者。在1895年，中国割让福尔摩沙给日本，以防止日本继续深入中国。
在194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担心中国可能停止与日本交战，并与日本达成个别的和平协议，所以
提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将福尔摩沙“回归”中国。
2、平实的叙述了45-47年台湾社会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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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去豬來》

章节试读

1、《狗去豬來》的笔记-第20页

        福尔摩沙（台湾旧称）过去曾发生的重大事件，传统上都是从外地启动的。在1624年，中国将台
湾岛割让给荷兰人，以阻却荷兰进一步侵入中国的领土范围。1662年，中国新的满洲王朝重新取得这
个岛屿，以掳获前朝的忠心支持者。在1895年，中国割让福尔摩沙给日本，以防止日本继续深入中国
。在194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担心中国可能停止与日本交战，并与日本达成个别的和平协议，所
以提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将福尔摩沙“回归”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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