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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八九五  到  一九八六
這是一份臺灣的民主履歷
三個世代追尋的民主之花
從一八九五年成為日本殖民地到一九八六年民進黨成立，臺灣用不到百年的時間，跨越了民主的門檻
，擁有了合法反對黨的存在和公平競爭的選舉。這是民主轉型最核心的關鍵。
臺灣第一波民主運動發生於日本殖民統治之下。這一波民主運動是臺灣人追求現代性的起步，臺灣人
透過殖民者，睜開了眼睛，認識了世界。隨著殖民者戰敗，臺灣第一波以啟蒙為主的民主運動也宣告
結束，且在政權轉換的階段中，發生了二二八事件。
國府來臺後的獨裁統治，開啟了第二波民主運動。初期以外省籍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為中心，透過《自
由中國》雜誌，對蔣介石的威權獨裁提出言論挑戰。後來更與本土菁英合作企圖成立反對黨，可惜這
次的匯流最後以遭整肅宣告失敗。
然而隨著戰後世代的成長，第三波民主運動很快到來，以「黨外」的身分繼續挑戰威權體制，黨外人
士繼續辦雜誌，並開始參與選舉。不同於上一波民主運動，全面性的整肅和處罰未能讓民主運動消逝
，反而讓獨裁政權失去正當性。更多人的參與讓民主運動更為茁壯，而人民的支持也更熱烈。當強力
壓制無效，獨裁政權只有讓步。
和其他民族相較，臺灣的民主運動並不特別壯烈，不特別曲折，也不特別艱難。不過這卻是我們自己
的故事。

卷二 自由的挫敗
這個運動的外省籍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在自由主義於中國潰敗後，試圖在臺灣新領域中做最後的嘗
試。思想的敵人共產主義雖已阻隔於海峽對岸，可是卻為蔣氏父子的法西斯主義所籠罩。本土政治人
物則是日據時期反殖民運動的殘存。殘酷的二二八事件剛過不久，記憶猶新。他們一直努力在地方政
治中維持最起碼的、有尊嚴的存在。兩群人多已過生命中最熱情、進取的階段。這個運動或許可以視
為，他們在生命晚期共同寫下的政治遺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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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未经历过赤祸，无资格谈民主。一看就知道是只会玩自我感动的小清新湾湾，政治课是琼瑶阿姨
教的吧
2、本書為三卷中最具思想深度與完整結構的一卷，且作者吳乃德為三卷書寫得前言與後記十分值得
一讀。國民黨來台後終於改組為一個較為完整的列寧式政黨，老蔣、小蔣（出力尤多）控制整個台灣
，不容異議者的產生，而雷震本為老蔣的小集團人士之一，但卻因為信奉民主憲政、言論自由為救中
華民國、國民黨所需，因此致力於辦雜誌、聯絡本省外省政治菁英與知識分子為此貢獻一份力，最後
更希望組新黨，而他在其中最寄望的就是最具聲望的胡適，然而胡適自己對於政治有其一套作為，最
終不與雷震同道，而雷震也因此被逐出國民黨，甚至最終被抓，而其追隨者如傅正等人亦如是，該時
台灣的思想與政治壟罩著沉悶的空氣與烏雲。但是民主政治運動既已開始，則會前仆後繼，最終產生
出新種子。而傅正最終完成雷震的理想，促成了民進黨的成立，完成了世代交替與推動民主的理想。
3、1）花了一百頁來黑胡適，其實也看不太懂作者的意圖，總覺得是在說如果當年胡適代替雷震出頭
組黨，那麼蔣氏王朝就會瓦解，seriously？2）頁240，「床第之私」應該是「床笫之私」，很經典的錯
誤。
4、这本书是“百年追求”系列的第二部，主要记述了“二二八”事件后，到七十年代初，蒋介石去
世、党外运动逐渐兴起之前的台湾民主运动史。雷震领衔的《自由中国》杂志的兴衰占了绝大部分内
容。在这一时期中，来自大陆的外省知识分子，逐渐和台湾本土精英联合，以有限的时政批评和地方
选举表达民主诉求。胡适仍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他的国际影响力和蒋介石的私人关系成了一定程度上
的保护伞，但到真正的关键时刻时，胡适却没有站出来，他拒绝担当新党领袖（即使这个党如他所建
议的，是不竞争执政党地位的纯在野党），在雷震被捕时，他也囿于和蒋介石的关系，鲜有营救活动
，这一点颇受评者指摘。
5、不要忽略了人的自由意志。在乌云之中也有那么多的人不畏风雨，逆风飞翔，甚至付出了血泪的
代价。这学期停修了吴老师的课。大概是他书写得太幽默，太动人，所以上课也上得太随性了吧XD
6、本卷是三卷中最有思想深度的一卷，后记尤其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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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近些年，胡适在大陆又热起来了，但对于我来说，他的书和传记买过几本，但都没有那种读完的
欲望；去年也看了高小龙拍的那部号称唯一的胡适纪录片的《重回适之路》，但既不感动也不惊讶；
今年5月去台湾，到中研院的胡适纪念馆，由热心的台湾阿伯带路，但进了馆内，直到我表示要买相
关的纪念品和书籍，工作人员才热情起来。我对他敬而远之的观感，固然有受大陆”尊鲁迅抑胡适”
学校教育先入为主的影响，也与鲁迅比较陈独秀和胡适的那段话有关，鲁迅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
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
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
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
一想。”更重要的是，与胡适对朋友的态度有关，特别是他在《自由中国》事件中的态度。不知道是
谁带的头，谈起胡适，总爱把“我的朋友胡适之”挂在嘴边，胡适似乎也时不时表现得很重朋友情谊
，比如，1949年，胡适在去美国的船上整理陈独秀的遗稿，后来给《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写序，说“
在‘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这十三个字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
头”。可是可是，在陈独秀被捕的生死关头，适之先生，你又为他做了什么呢？回到本书194页：“在
许多关键时刻，胡适都让他的朋友们失望。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的时候，傅斯年大声抗议，也希望胡
适出面公开抗议。可是胡适却保持沉默，只是温情地送书给狱中的陈独秀。雷震被逮捕这一次，胡适
又重复了相同的动作：没有公开抗议，没有到监狱探望，而只是送书进监狱给雷震”。可当初，不正
是你胡适之三番五次鼓励雷震组织新党的吗？到了快组党的关头，你却跑到美国去了，既不愿当头也
不愿参与，雷震写信问你何时返台，你说：我何时返台干卿底事？你们组党干我何事？雷震被捕后，
以胡适当时的声望，就算公开要蒋介石放人，断不至于也被抓吧？雷震入狱后，胡适曾两次答应雷的
小女儿去狱中看望她爸爸，但都没有去。雷震很失望，但出狱后每逢胡适的生日和死忌，都去胡适墓
园祭拜。胡适对不住雷震，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也不如殷海光，但台湾为他树了铜像，建了纪念馆和
纪念公园；而雷震的在台北松江路的故居，在龙应台带专家去看了后也没保住，建了捷运（地铁），
直到这两年，雷震纪念馆才在政大建起来，他的书，除了20多年前出过一套《雷震全集》，近年也不
多见；而殷海光，故居也只是“台北市立古迹”，旁边的房子几次失火，安全堪虞。与雷震、殷海光
相比，胡适在台湾显然被高估了，这自然与他与国民党虽理念有歧义但没有撕破脸有关，但民主化
近30年了，台湾也该重估他与雷、殷的轻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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