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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

内容概要

若林正丈――
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術研究院教授、日本學界研究臺灣政治第一人
他在本書將臺灣史的格局放大在近代世界帝國體系變動的脈絡下檢視，
不僅凸顯臺灣歷史的邊緣性質，更對戰後臺灣的政治提出整合性的解釋。
臺灣經歷了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民主化歷程，開啟並帶動了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上的巨變。作
者若林正丈是日本學界研究臺灣的重量級學者，本書是他繼《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之後，對
臺灣政治最新的研究專著。本書以「中華民國的臺灣化」為線索，統攝戰後臺灣政治史的發展歷程，
並分為「中華民國臺灣化的啟動（1945-1987）」與「中華民國臺灣化的展開（1987-2008）」兩大部分
展開論述。
本書大量應用既有的研究成果，統合目前為止中、日、英文學界對戰後臺灣史的研究，橫跨政治學、
歷史學、語言學、社會學、區域研究、認同政治等學術領域，是一本具科際整合特色的戰後臺灣政治
史，並且在先行者研究的基礎上，對戰後臺灣政治發展的脈絡，提出獨特的「分析式架構」與整合性
的詮釋觀點。
作者若林正丈經常訪臺考察政治現勢與進行學術研究，本書相當程度地能夠忠實反映日本學術界對臺
灣政局的理解與看法，是對戰後臺灣政治研究兼具開創性與全面性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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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若林正丈
1949年出生，東京大學社會學博士，曾任東京大學教授，現任教於早稻田大學，研究領域為臺灣政治
史與臺灣近代史。著有：《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蔣經國與李
登輝》、《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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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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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筑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科博士課程修了
陳培豐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顏杏如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審訂者簡介】
薛化元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曾任政大歷史學系教授兼主
任，研究領域為臺灣史、中國近代思想史、憲政史。近期編有：《近代化與殖民──日治臺灣社會史
研究文集》、《發展與帝國邊陲──日治臺灣經濟史研究文集》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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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若林正丈
前言
序章　觀察現代臺灣政治的角度
一、民主化、認同政治、臺灣海峽的和平
二、為什麼中華民國臺灣化？
三、中華民國臺灣化的展開
第壹部　前期．初期條件．啟動　1945-1987年
第一章　多重族群社會的臺灣―歷史前提
一、滿清帝國、日本殖民帝國、多重族群社會
二、中場的悲劇―二二八事件與「省籍矛盾」、臺灣民族主義的歷史起源―國家機構的統合
三、國民黨政權的撤遷臺灣
第二章　戰後臺灣國家與多重族群社會之重組―初期條件
一、作為東西冷戰「前哨站」的戰後臺灣國家
二、作為另一個「正統中國國家」的戰後臺灣國家
三、作為遷占者國家的戰後臺灣國家
四、多重族群社會的戰後重組
第三章　不合理體制的惡化與調整―啟動過程
一、外部過程―從冷戰前哨基地到曖昧的周緣
二、內部過程―從體制調整到體制轉型
第貳部　中華民國臺灣化的展開　1988-2008 年
第四章　民主體制的設置―「憲政改革」的第一階段
一、「憲政改革」的啟動與其政治藍圖
二、「憲政改革」的展開―「最小綱領民主體制」的設置與政府代表制問題的解決
第五章　朝向主權國家與民主體制的苦惱―「憲政改革」的第二階段
一、「凍省」與「臺灣式半總統制」之形成―第四次修憲
二、「兩國論」修憲的夭折與「憲政怪獸」的終結―第五次修憲的糾紛與第六次急就章式修憲
三、政權交替的衝擊與第七次修憲―國家性與政治體制的新典範？
第六章　民族主義政黨制的形成及其展開
一、民族主義政黨制的形成與政治動員之族群＝民族的（ethnic-cum-national）脈絡
二、民族主義政黨制的展開
第七章　多元文化主義的浮現
一、「過去的克服」與「族群和解」
二、從同化主義到多元文化主義
三、變貌躊躇的認同
第八章　七二年體制的傾軋
一、中華民國臺灣化與「七二年體制」
二、「一個中國」原則在臺灣的衰退
終章　中華民國臺灣化與臺灣海峽的和平
一、中華民國臺灣化之未來
二、中華民國臺灣化與臺灣海峽的和平
後記
中文版後記╱薛化元
參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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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台湾好友寄赠，且看看⋯⋯
2、因為整合了大量二手研究，因此資訊量相當龐大的一本書，但是如果能夠好好花時間好好咀嚼，
不僅對臺灣歷史戰後的發展可以有相當程度的了解，當下時人對於中華民國=臺灣的現象更是可以有
鞭辟入裡的了解。
3、對戰後台灣的發展敘述的非常清楚，尤其是憲改和民主體制展開這一大段。但可能因為是寫給日
本人看的，常識性的內容占大多數，讀完似乎沒有什麼特別新穎或出彩的論述點，算是入門書籍。不
過「中華民國台灣化」這個概念倒是應該好好介紹給淪陷地區廣大國粉們，「獨台」是現實和未來，
中華民國的法統和象徵基本已分崩離析只剩殘餘，不要再天天意淫「自由中國」惹...
4、五族共和，維持現狀，nice。原著2008->譯本2014。
5、读到的最好战后台湾史著作
6、和全世界其他追求独立和自决的地区比起来台湾无可无不可的务实主义者真是多得出奇啊。话又
说回来，保持现状就是保持独立，马娘娘用这个从阿扁那里偷来的遮羞布拖了八年把自己也拖到了八
趴。
7、最近读来最耗时的书，时常纠结究竟是自己对于族群与主体性的问题麻木不仁，还是这个标签化
的过程能够入木三分。无关对于正当性的理解，或许只是本能地基于自己的立场对其中不可避免的价
值偏移而敏感。如果若林笔下所涵是一体两面的民主化与台湾化过程中最主要的事实判断，无论如何
，称得起可敬而可悲
8、“中国意象”的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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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的笔记-第321页

        
就，突然觉得好机智..

2、《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的笔记-第167页

        第三，文化資產保存法制及體系的建構，以及藉此執行的臺灣史跡保護。有關史跡及古蹟保護法
規，雖有1930年制定的《古蹟保存法》，但政府官員的態度是「臺灣哪有古蹟啊，古蹟都在大陸嘛！
」［陳怡真，2004:202］，因而臺灣的古蹟遭擱置不顧。
戳中笑點

3、《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的笔记-第34页

        爭鬥不僅發生在移居漢人（對清朝而言屬於”民“）與原住民族（”番“）之間（”民番衝突“
），就連移居的漢人之間也經常發生”分類械鬥“，也就是人民分成各”類“，持武器（”械“）爭
鬥。這種爭鬥有時候會發展成大規模的反清動亂，有時候，一開始是反清動亂，最後卻發展成”分類
械鬥“的也是有所見。飽嘗苦頭的清朝無法處理，經常將參與爭鬥的乙方當作”義民“或”義勇“，
拉作同夥，使其參與鎮壓，如果這樣還無法恢復治安，就從大陸本土派兵過來。

4、《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的笔记-第69页

        8月，蔣介石在臺北郊外的草山（後來被蔣介石改名為陽明山）設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
怪不得有個地方叫作「草山夜未眠」..

5、《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的笔记-第27页

        由於臺北市與高雄市（南部的工業、港灣都市）分別在1969年與1979年升格為行政院直轄市，與臺
灣省同級，因此，中華民國管轄下的臺灣省，行政範圍是縮小的。從此以後，臺灣省的範圍就是從②
之中去除臺北市與高雄市，而中華民國就由臺灣省、臺北市、高雄市，以及福建省（金門、馬祖）所
構成。不過，民主化實行之後，1997年，國民黨政府獲得最大在野黨民進黨（長年主張廢止臺灣省）
的贊同，決定「凍省」。
②為現轄區，不錄。

Page 6



《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