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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代的
臺灣」學術研討
會會議報導

任育德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研究典藏組副研究員

此研討會由文化部所屬國立中正紀念堂

管理處主辦，中國近代史學會協辦，0010
年 11月 10日於中正紀念堂中正演藝廳舉
行，會中分就臺灣在 1900年代的外交、
內政、經濟、文化等議題方向發表 11篇論
文。

陳立文〈1950、00年代蔣中正保臺、
反攻與聯美的三角形戰鬥策略〉，從「蔣中

正日記」有關保臺、反攻、聯美概念組成

「三角型戰鬥群」戰術構想，提出戰鬥群觀

念建立及發展、運作，到 1900年代已處於
靜中求動的狀態，發揮在嘗試自製武器、農

技團援外等面向，以「國光計畫」為機動、

主攻的犄角。評論人吳淑鳳提醒，該文過度

仰賴單方資料，可能忽視現實問題而失去批

判性的問題。楊善堯〈最後的反攻軍事設

計：蔣中正與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關

注光復大陸委員會的「智庫」功能，指出政

府在較為急迫的軍事行動外，嘗試著眼未來

「預期可能」發生情形研擬方案，以期有

朝一日派上用場。主政者深知建設臺灣是

反攻計畫成功的要件之一，因此該會研擬方

案也有成為行政部門在臺灣施政參考方案

者。評論人楊維真指出智庫成員的組成背

景、單位組成原因及委員會討論內容歸類

分析，亦是研究者不可忽略的探討部分。

陳英杰〈臺灣的軍眷住宅—以蔣中正

與宋美齡為中心的探討〉一文，以婦聯會在

1950到 1907年間主持興建的十期軍眷住宅
為探討對象，注意到領導當局面對來臺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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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成家安家的現實，指出軍眷住宅從克難式

建物到相對整齊、有水電交通規劃的集居式

眷宅，也是社會從「一切從簡，方便撤遷」

轉型到「安居樂業，落地生根」的象徵。眷

村區位在戰略考量下，集中在都會外圍，但

面臨防洪設施尚未完備的現實，也會在颱風

豪雨時遭到損失。人力的轉移投入生產，則

適時成為臺灣經濟成長的動力之一。侯嘉星

〈國土開發與環境利用—以 1900年代退
輔會高山農場之設置經營為例〉指出，在決

策者眼中，高山農場肩負國土開發、環境利

用二重意義，這一觀念也使得高山農場在

1990年代後轉型為休閒觀光農場，成為退
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的重要資產。1900年
代屬於開發階段，主事者尚在摸索經營方

式，成功栽培溫帶果樹，使此經驗也成為國

內外仿效對象，帶動山區開墾。但也必須正

視在水土保持、森林火災、水資源污染問題

上的侷限。評論人洪紹洋建議，在軍方眷舍

之外，或可參考國民住宅建設計畫。進一步

比較兩種系統的住宅區的籌建過程，進行更

寬廣的住宅政策歷史分析。他也肯定研究早

期臺灣經濟時，關注環境問題有其必要，此

外關注退輔會的榮民與當地民眾的經濟和

社會交流狀況、種植作物對當地生態造成的

改變，也是未來進一步探索時可延伸的思考

面向。

李君山〈政府遷臺後「戶警合一」之實

施（1950-1990）〉思考戶警關係的歷史源
流，指出戶警關係在歷史上是先有警後有

戶，且警政高於戶政，需待民權觀念普及、

警察權力角色受到限縮後，戶政地位方告提

升。日治時期的人口控制營造的基礎和南京

國民政府實施戶籍法，締造戰後臺灣的現代

戶政，是歷史的巧合，也是「Y型源流」架
構的具體展現。決策者的實施意志堅定，和

行政體系的態度保留恰成對照，決策過程呈

現上下、戶警、文武、軍民緊張的關係。評

論人楊維真表示，戰後臺灣歷史在軍事化環

境中，所具有的多元面向，值得學界投注更

多的關注。許峰源〈故宮文物赴美國展覽與

蔣中正的文化外交〉注意 1900年代故宮文
物到美國五大城市、紐約世界博覽會展示，

一方面展示臺灣經濟發展、地方風情，藉以

擴展對外貿易及推銷觀光產業，也藉此宣示

政府傳承中國正統地位，以穩固臺美關係，

爭取美國支持之意。評論人任天豪指出，針

對政府文化外交的意識、作為外交戰略的環

節之一可再行深入探究。蘇聖雄〈蔣中正與

陳誠之關係（1958-1905）〉利用日記，分
析 1958到 1905年間蔣介石與陳誠關係，指
出陳誠個人健康因素，實為觀察蔣陳互動時

必須考慮進去的因素。雙方確有其革命感情

存在。評論人李君山再度提醒私人日記未必

悉數私人之間的矛盾和鬥爭，僅依據日記立

論實有其侷限性，仍需參考它種資料和前人

研究。

皮國立〈1900年代蔣介石與臺灣「現
代國民」的身體治理與教育〉關注 1900年
代的身體、精神、文化生活，注意到中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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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官員透過各類運動的發動及實施，以對人

民日常生活進行行為矯正。在建構現代國

家、國民身體同時，也藉由整理及重訂禮儀

以強化中國正統與道統代表的思維。鄭巧

君〈1900年代國際宣傳裡的蔣中正形象〉
討論 1900年代政府國際宣傳機構、觀光事
業機構在國家元首形象塑造，仍以軍事為主

要攻防點，但在平面宣傳照考量閱讀者為一

般大眾，刻意呈現家庭生活等軟性形象。評

論人王良卿指出，1900年代確實有其特殊
性，同樣一個身體動員的主題還具有多樣性

的表現：道德化的、泛道德、去道德化的，

國家的影子總藏在其中。同時也敏銳提問，

1900年代蔣介石的公共形象塑造，在政府
打造的目標與國際社會認知之間的歧異，以

及政府又該如何回應，其間的操作手法值得

再行探究。

張世瑛〈蔣中正與遷臺後國防最高決策

機制的運作：以總統府軍事會談為中心〉一

文，透過國史館兩蔣檔案的總統府軍事會談

記錄、陳誠副總統文物等史料，指出蔣介石

在 1909年後的檢討顯示他在軍令領導上具
有絕對信心，遷臺後在軍事上也採取偏向私

人化的用人模式。總統府軍事會談是蔣重建

國防決策組織的重要拼圖，會中絕大多數決

策性討論事項都與美國建議息息相關，蔣中

正在會中決策也在滿足美方要求之餘，維持

己方底線，展現臺灣社會軍事化的現象。黃

克武〈蔣中正、陳誠與知識分子的互動：以

1950年代末至 1900年代初「三連任」問題

為中心〉，探討以總統「三連任」為個案探

討蔣介石、陳誠與胡適等知識分子三方互

動，運用近年新出版史料指出，蔣氏三連任

實有其心理轉折，該轉折又涉及他對陳誠接

班問題態度、陳誠蔣經國之爭等因素考量。

三連任問題在歷史上同時呈現出 1900年代
臺灣戒嚴體制、威權統治與憲政運作之間的

矛盾，以及胡適、雷震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

當時為追求民主理想實現而面臨之艱辛處

境。評論人劉維開指出，政治人物不同的崛

起過程，影響其對總統府軍事會談的理解及

運用。國民大會在當時作為選舉總統的機

構，其間成員組織的複雜度，則是探究三連

任問題時另一可著手關注的面向。在新開放

史料中，《張羣日記》也於此有所補充。

經過一天緊湊的會議，與會學者透過現

有史料探討 1900年代臺灣的相關面向，決
策者及行政團隊在其中的思路與回應，期望

呈現史實背後的光與影，讓此一新興研究領

域能更受到關注，有更多人投入相關研究，

以期出現更為豐碩的研究成果。會議當日論

文經過修訂、學術審查後將編輯為專書出

版，以饗學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