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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岁月台湾》，看百年沉浮，1900年以来的筚路蓝缕和欢喜哀愁，了解百年台湾的最佳图文读本。
从日本殖民台湾之始，到2012年马英九连任成功，国民党继续主持台湾政局，两岸和平进一步发展。
本书用编年体的方式，记录了过去100多年来宝岛的土地、人民、岁月，其中包括政治、经济、社会、
教育、文化等等层面，如电影《赛德克?巴莱》所反映的莫那?鲁道领导的雾社抗日事件、台湾光复、
二二八事件、火烧岛纪事、国民党迁台、金门炮战、雷震与《自由中国》、美丽岛事件、棒球旋风、
邓丽君、罗大佑、汪辜会谈、民进党成立、开放大陆探亲、“保钓”风云、马英九与陈水扁的对决、
“九二一”大地震、高科技产业崛起⋯⋯
台湾的悲痛也是全体中国人的悲痛，台湾的希望也同样令全体中国人感到鼓舞。两岸同胞以同理心来
了解彼此的梦想和渴望，以及至今为此付出的代价和取得的成果，彼此欣赏，彼此谅解，任何隔阂都
可化解于无形。
台湾是中国大历史的一部分。台湾走过的路，很多大陆现在正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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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他是龙应台的“战友”，他引起了马英九的“三鞠躬”，他用照片讲述“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
如果秦风没有发现那些老照片，也许，就不会有秦风与时任台北市文化局长的好友龙应台共同商议，
经过两个多月准备，2000年8月25日，一个名为“1950年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
的照片展览，在台北市“2?28”纪念馆揭幕（1950年仲夏，失去大陆政权，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当局，
在台北的马场町刑场，大肆枪决了许多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也不会有后来国民党主席马英九那著
名的“三鞠躬”。
秦风，本名徐宗懋，1958年出生于台湾高雄，原籍福建古田。近年来，在海内外搜集历史照片等资料
，并成立“台湾文史工作室”，在台湾出版了60册的《20世纪台湾》，在两岸文史界和收藏界独树一
帜，以传播中华历史文化为职志，期望能开拓中国人历史影像的新领域。代表作有《抗战一瞬间》、
《岁月台湾》、《宝岛风情：牵动两岸的民族记忆》、《铁蹄下的南京》、《1904－1948：岁月东北
》、《秦风老照片馆》、《一个时代的谢幕：蒋介石私人摄影师作品集》、《老北京皇家建筑典藏》
、《老北京西洋铜版画典藏》、《抗战中国国际通讯照片》、《1947年春：延安》、《影像民国
：1927—1949》、《残园惊梦：奥尔末与圆明园历史影像》、《近代中国的反光镜》、《上海制造
：1950—1960年代》等多本历史图文集。

Page 3



《岁月台湾（第三版）》

书籍目录

自序  台湾：中国大历史的重要一环
1900—1909　日本殖民台湾之始
1910—1919　余清芳与噍吧哖事件
1920—1929　文化协会的抗争
1930—1944　莫那?鲁道与雾社事件
1945　台湾光复
1946　左翼思潮兴起
1947　“二二八”事件爆发
1948　台湾省体育代表队扬威上海
1949　国民党迁台
1950　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
1951　台湾省征兵令颁布
1951　保护养女运动
1952　台湾与日本签订“中日和约”
1953　耕者有其田
1954　火烧岛纪事
1955　大陈岛撤退
1956　林献堂骨灰荣归故里
1957　刘自然事件
1958　“警备总部”成立
1958　金门炮战
1959　成功岭大专集训开办
1960　东西横贯公路通车
1960　雷震案与《自由中国》事件
1961　“中国小姐”选美
1962　胡适在台北逝世
1963　杨传广、纪政传奇
1963　“梁祝”旋风
1964　麦克阿瑟公路通车
1964　对山东半岛的突击行动
1965　林丝缎人体摄影展
1967　“阿哥哥”风潮席卷台湾
1967　王晓民的故事
1968　“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实施
1968　越战与台湾
1969　金龙少棒扬威美国
1970　邓丽君崛起歌坛
1973　林怀民与“云门舞集”
1974　“三冠王”美梦成真
1975　蒋介石逝世
1975　琼瑶编织爱情美梦
1977　乡土文学论战
1978　“十大建设”陆续竣工
1978　美国与台湾“断交”
1979　美丽岛事件
1979　首例连体婴儿分割手术
1980　林宅血案震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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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外双溪放水溺毙事件
1982　罗大佑掀起黑色旋风
1982　李师科与土银抢劫案
1984　台湾重返奥运
1985　台湾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
1985　旅美作家刘宜良命案开庭
1986　杜邦事件与环保意识
1986　台湾民进党成立
1987　“大家乐”赌博风潮
1987　开放大陆探亲
1988　淡水开出的最后一班列车
1988　蒋经国逝世
1989　股市冲破一万点
1992　失踪儿童激增
1993　汪辜会谈
1994　传统民间宗教热潮
1994　开放省市长民选
1996　世纪末“保钓”风云
1997　白晓燕命案
1998　马英九与陈水扁的对决
1998　肠病毒危机
1999　“九二一”大地震
1999　高科技产业崛起
2000　台湾兴起“上海热”
2000　政权首度和平转移
2000—2008　在纷扰中前行的台湾
2008年以来　两岸和平改变台湾社会
附录  台湾选举名词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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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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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本书怎么到现在都没有卖的这本书怎么到现在都没有卖的这本书怎么到现在都没有卖的这本书
怎么到现在都没有卖的这本书怎么到现在都没有卖的这本书怎么到现在都没有卖的这本书怎么到现在
都没有卖的这本书怎么到现在都没有卖的
2、　　此书不错。至少是对我的胃口。　　这是一部以时间为线的事件照片集。从１９００年到２
０００年以后的台湾，不仅仅有政治上的大事，也有文件经济案件等各色事件。有些事情仅仅听过，
甚至没有听过。看来颇为长见识而且有趣。这类书籍一直是我比较喜爱的类型。即有直观的影像资料
，又有完整的文字解说。虽然相对浅显，但依旧拥有相当的知识量。而且如果对某一事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再深入了解。加上反映的是台湾这个相对我来说比较陌生的地方与文化，更让我有阅读的兴
致。
3、&quot;文协不断向民众宣传：“我们汉民族是拥有五千年光荣历史的先进文明人，因此断断乎不能
屈服于异族的统治，日本统治台湾的方针显然在于抹杀汉民族的一切文化及传统，使其成为日本的隶
属民族或被压迫民族。因此我们必须唤起汉民族的民族自觉，务必雪耻去辱，为实现台湾为台湾人的
台湾而团结斗争&quot;&quot;雾社事件震惊全台和日本，不仅在于日本人死伤惨重，也在于正值大日
本帝国国力巅峰之时，日本在台湾的殖民已届满三十五年，大规模的反抗活动在前十年已陆续平息，
殖民建设亦步入正轨。在日本殖民者的眼中，台湾应是人心归顺，浸沐皇恩感戴不已才对，突然之间
竟遭遇如此暴烈的反抗，让他们极为震惊。日本殖民当局遂派出大批部队对抗日原住民展开报复式的
武力镇压&quot;&quot;“说到光复，我们的心里，自有压抑不住的欢乐。‘否极泰来’，台湾所以有
今天，实乃祖国无数灾难换来的果实。台湾同胞所受的痛苦，尤其深重。但我们应该警惕，与自强不
息，若快乐而不努力，或得意忘形，前途还是危险的。天下没有侥幸的事，侥幸得来的东西最不可
靠&quot;&quot;　　1946年7月19日，日本东京涩谷区爆发一起日本警官与台籍华人的严重冲突事件，
造成两名台湾人死亡，十四人以上受伤，这批台湾人随后遭到逮捕起诉，并被驱逐出境，此即“涩谷
事件”。消息见诸台湾报端后，引起台湾知识青年的反美示威抗议活动，并随着左倾思潮的澎湃走向
高峰&quot;&quot;此时，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与美国总统杜鲁门之间却开始发生严重分歧。身为军人
，麦克阿瑟希望以优势的军事手段获得完全的胜利，他建议在中国东北使用原子弹，摧毁中共的军事
工业，甚至建议征调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参战。杜鲁门则以世界全局为考虑，担心战争扩大，将迫使中
苏同时卷入，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杜鲁门眼中，不仅麦克阿瑟的想法危险，其直言犯上的姿态亦
令人难忍。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之间的不和逐渐白热化。4月11日，杜鲁门总统终于发表声明，解除了麦
克阿瑟的职务。被解职的麦克阿瑟返抵美国时受到盛大的欢迎，纽约市百老汇大街五彩缤纷，美国人
民热烈欢迎这位英雄人物。麦克阿瑟在国会发表演说，其中“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一句话，更
成了历史名言&quot;&quot;　　1951年7月下旬，征兵令颁布，当局首度在台湾省进行征兵工作，
凡1928年至1940年出生的男丁，经体格检查列入甲级者，均须应召入营。此次计划征集士兵一万四千
人，汽车司机一千名，共计一万五千名&quot;&quot;为了进一步振奋新兵的士气，“国防部”颁布了
两首出征歌曲，提供入伍役男于报到当天晚上集体练习。这两首军歌不仅在部队中教练，后来亦向学
校和社会推广，在学校以及各个庆典场合中演唱，广播也反复向民众播出，以致后来几乎人人均能朗
朗上口，成为“反共抗俄”时代的象征歌曲&quot;&quot;养女制度是台湾传统社会的陋习，由于极端
重男轻女的观念使然，一些贫穷家庭生了女儿之后不愿抚养，送给其他人家。除了少数的例外，大部
分的养父母对收养女孩并不是基于爱心与关怀，而是当成一桩买卖。他们虽然提供养女简单的吃穿，
却不给她们受教育的机会，而是把她们当成童养媳，从小就逼迫她们劳动，一旦长大了则视她们为买
卖婚姻的商品，索取高额的嫁妆，不少养父母甚至将养女卖到酒家或妓女户。因此，养女制度无疑是
不合时宜的社会习俗，并且成为不平等的和破坏人权的象征&quot;&quot;　　由于大多数囚徒皆值盛
年，却被囚禁在一座海岛上，终年与海天为伴，人生的七情六欲遭到扭曲，秦汉光对此有一段生动的
描述：“在这样的环境里，当然是不被允许谈恋爱。可是恋爱这玩意，禁止和鼓励差不多有同样的效
果，只可惜单恋者多，彼此心心相印而不敢透露的也不少。不论单行道还是双行道，几乎都没有结果
。原因无它，女人青春有限，失去了自由，却有饭碗，一旦有了自由，便忙不迭地要抓牢救生圈，迫
不及待找一张长期饭票。有好几对，同案、同因、同学、同时出来，十多年椎心泣血的苦爱，原以为
一定成为眷属。不料，因被抓而相恋，因被释放却分了手。试想一个三十出头又坐过牢的女人，还有
什么指望？还有什么可选择的？那时候‘女强人’名词还没出现，‘单身贵族’的想法尚未形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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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而可以生孩子的观念根本没有。只要有人要，何况有人爱，还不嫁了算了。而男新生刚出狱，泥
菩萨过江，有的不是本省人，上了台东陆地，东西南北何处落脚都茫茫然，遑论成家。女新生不得不
迁就现实，碰到第一个向她示好的男人便嫁⋯⋯”&quot;&quot;　　1990年代中期以后，政治犯成为历
史名词，绿岛的囚室也成了历史遗迹。曾在绿岛坐监的作家柏杨努力奔走，希望能促成在绿岛竖立“
垂泪碑”，追念这一段黑暗的岁月，并衷心期盼母亲们永远不需要在暗夜中为儿子哭泣。1998年，这
座“垂泪碑”以“人权纪念碑”之名坐落在绿岛，不过因当局的疏忽，许多有历史意义的囚牢已经改
建，面目全非，未能保留原始的面貌&quot;&quot;从1955年2月8日至12日，一万四千余国民党军官兵以
及一万七千余大陈岛居民搭舰撤往台湾，美国则派出第七舰队协助撤退。事前美国政府曾通过苏联劝
说中共方面不要攻击撤退行动，因此撤退期间，解放军保持了克制的态度，未攻击撤退中的大陈岛军
民。&quot;&quot;　经过一整夜的海上航行，2月9日清晨，大陈军民抵达台湾北部海面，大陈居民陈
仁和后来在回忆录中写着：“有的老人哭泣地望着大陈，整个甲板上的喊叫声、哭泣声，构成一幅动
人悲壮的画面，等到大陈渐渐消失⋯⋯海浪亦愈来愈大，人们才依依不舍地进入舰内。⋯⋯朦朦胧胧
一觉醒来，外面有人喊着：‘台湾看到了！台湾看到了！’甲板上又掀起一阵嘈杂声。
”&quot;&quot;《梁山伯与祝英台》一片在台湾上映后，光台北一地，票房就超过了八百五十万元，
打破了以往中、西、日片的所有卖座纪录。不足百万人口的台北市竟有近六十万人次买了门票进戏院
观赏。此片能够如此卖座，不仅由于观赏的人数众多，也由于许多人连看数遍，从五遍到三十遍者皆
有。此外，黄梅调歌声从电台、唱片到各种模仿者的歌声，充塞着台湾的街道，形成前所未有的流行
文化奇观。这种空前的盛况，至今仍为老一代的影迷所津津乐道&quot;&quot;　　多次失利之后，国
民党方面的一些人开始质疑突袭大陆沿海的可行性。1970年代初，蒋介石年老体衰，很少视事，蒋经
国掌握军政大权，其政策也由“反攻大陆”转变为建设台湾。那些曾风光一时的担负突击使命的船艇
，则被弃置在澎湖渔岛，经风吹日晒之后，终成一堆破铜烂铁&quot;&quot;　　1975年，中国大陆宣布
释放一批“美蒋特务”，共有五十六名前“反共救国军”人员被送到香港。1980年代以后，两岸环境
出现巨大变化，许多被俘人员陆续回到台湾。此外，曾任“海虎行动”副队长的于东岱于1990年返回
山东老家探亲，当地县政府还派车接他到公安局做客。至于曾任海上突击队总教官的刘醒华则于1995
年首度回南京扫墓，在大陆期间，处处被奉为上宾，不失为“劫波度尽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
又一段佳话&quot;&quot;　　对台湾而言，历史上与越南、韩国的关系并不深，不过二次世界大战以
后，冷战结构却将三个地方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以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为后盾，共同对亚洲社会主
义国家进行围堵。到了19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中南半岛共产党武装活动日益升高，美军正式介入越
南战场，台湾与南越更建立了紧密的战略关系，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各层面几乎全部涵盖，
南越可说成了台湾最重要的亚洲“盟邦”，在台湾战后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quot;&quot;　　此时
，台湾社会情绪沸腾。12月27日，以副国务卿克里斯多福为首的代表团来台协商延续双方关系事宜时
，遭遇了群众示威的爆烈场面。多达三万以上的大专学生和市民，许多是由学校教官和教授带队，拥
至台北松山机场，以番茄、鸡蛋、油漆等物掷向代表团的座车，并高呼“美国狗滚蛋”等口号，一些
学生情绪激动异常，用标语牌、拳头捶打车窗，甚至跳上车顶。对于美国代表团而言，由松山机场到
圆山饭店短短的车程，无疑充满惊怖气氛，所有座车的车身都被敲打、泼漆，面目不堪，代表团成员
虽然没有受伤，却饱受惊吓。现场警察对示威行动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因此美国政府事后视台湾当
局为暴行的主使者，目的在提高对美谈判的地位，为此，美国向台湾提出了强烈抗议&quot;&quot;　
　1986年9月28日，一百三十余位党外人士宣布组织“民主进步党”，提出党纲草案及组织构想，并推
选七位组党工作委员，研究规划具体党务细节，决定年底之前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quot;&quot;
老兵终于达成返乡的心愿，但是两岸毕竟隔绝了四十年，人事景物不复当年，思乡之苦既解，现实问
题又接踵而至。有些老兵在台湾又娶妻生子，返乡之后与大陆原配关系出现法律问题；也有一些老兵
因身无财产，不符家乡亲人的期望，遭到冷落；还有一些老兵与家乡当地干部存在着历史仇怨，发生
一些麻烦。只有少部分老兵返回大陆定居&qu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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