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近代的統治與自治」專題研究：
「二二八事件」真相的探討與建構

（民國九十七年二至八月）

朱浤源

本年度教學與研究重點，其為至今爭議不絕的「二二八事件」真相的探討與該段歷史的創

新性建構。其方法（及步驟）有以下評比各家、初步建構、進入原典、創新規劃、創新建構 5 類

1.評比各家：首先進行名著選讀，與同時閱讀教師的相關著作。

名著選讀如《悲劇性的開端》）、《愛憎二二八》、《行政院研究報告》等，既使學生了解不

同人物的不同想法、說法與做法，並使學生了解不同學者，例如：極綠的李筱峰、蘇瑤崇，傾

綠的張炎獻、黃秀政與陳儀深；中間偏綠的許雪姬、黃富三、陳翠蓮與陳芳明；正統史觀的戴

國煇、賴澤涵、黃彰健、陸以正、侯坤宏；中間偏藍的藍博洲與戚嘉林；極藍的武之璋；中共觀

點的褚敬濤的不同想法與寫法。

2.初步建構：每月並進行綜合性討討論：要求同學書面及口頭報告，以建構該段歷史之

主軸。

3.進入原典：官方與民間史料，以及美國、中共、日本等原始史料的閱讀，口述史料的閱

讀與口述訪問的進行，將帶領學生，交插在歷史的動態實相當中，使其歷史體會，儘量逼近

真相。

4. 創新規劃：到第四個月再進行創新研究的規劃。

5. 創新建構：利用暑假，以兩個月時間，進行撰稿，並不定時討論，俾憑以展開創新研

究。

96      學年度下學期  

月   日

2 19   課程說明：本年度重點：「二二八事件」名著選讀與創新研究

2 26   名著選讀（一：學者）（《悲劇性的開端》）

3     4   名著選讀（一：學者）《愛憎二二八》

3    11   名著選讀（一：學者）（《行政院研究報告》）

3    18   綜合討論 1（同學書面及口頭報告）

3    25   名著選讀（二：政論）張炎獻、李筱峰、蘇瑤崇與陳儀深

4     1   名著選讀（二：政論）藍博洲、陳翠蓮、陸以正、黃彰健與陳芳明

4     8   名著選讀（二：政論）褚敬濤、武之璋與戚嘉林

4    15   期中考：綜合討論 2（同學書面及口頭報告）

4    22   名著選讀（三：官方史料）

4    29   名著選讀（三：口述史料）

5     6   名著選讀（三：民間史料）

5    13   名著選讀（三：美國史料）

5    20   名著選讀（三：中共、日本史料）

5    27   綜合討論 3（同學書面及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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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   創新研究

6    10   創新研究

6    17   期末考綜合討論 4（學期報告：書面計畫及口頭說明）

（暑期撰寫報告）

8    31   （繳交報告）

指定參考書目：

可挑選：博士班一週 1 本（種）1篇、碩士班 1 月至少 1 本（種）4篇

一、檔案（當年報刊）：

中研院近史所，《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臺北市：中研院近史所，民 81。

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台灣省「二二八」事變記事〉，《二二八事件文獻續錄》，南投：台灣省文

獻委員會，民 81。

侯坤宏、許進發，《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臺北縣：國史館。（含大溪檔案）

侯坤宏等，《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臺北縣：國史館，民 97出版中。

長官公署，1947 ＜公署歷次政務會議紀錄〉，檔案局檔號 0035/9999/8/1 /007，民 36。

美國國務院臺灣密檔（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 Formosa, 1945-1949 

[microform] : internal affairs）。

鄧孔昭，《二二八事件資料集》，臺北：稻鄉，民 80。

蘇瑤崇，《台灣終戰事務處理資料集》，臺北：台灣古籍，民 96。

《民報》，民 36，臺北市。

二、回憶錄

Kerr, George H., “Formosa : licensed revolution and the home rule movement, 1895-1945, ”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74.

Kerr, George H. “Formosa Betray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5; Cambridge : The Riverside 

Press,1965.

Kerr, George H. (葛超智)著、陳美琪翻譯，《面對危機的臺灣》，高雄：新臺政論雜誌，民 95。

Kerr, George H. (葛超智)著、陳榮成譯，《被出賣的臺灣》，臺北：前衛，民 80。

塩見俊二，《祕錄．終戰前後的臺灣》，臺北：文英堂，民 90。

寺奧德三郎，《日本特高物語》，臺北：文英堂，民 89。

蘇新，《憤怒的臺灣》，臺北：時報文化，民 82。

三、口述歷史

黃紀男口述、黃玲珠訪錄，《黃紀男泣血夢迴錄》，臺北：獨家出版社，民 80。

朱浤源（主訪）， 吳美慧紀錄，＜王雲青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台北：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期 4，民 82 . 2.，頁 16-2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編輯委員會編輯，〈王作金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

第四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82 年 2 月，頁 356。

許雪姬（主訪），《高雄二二八事件口述訪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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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賢德（主訪），《二二八事件口述歷史補遺：中央警校臺幹班的集體記憶》，臺北：財團法

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民 89.2，251頁。

四、專書

賴澤涵、馬若孟、魏萼合著，《悲劇性的開端－台灣二二八事變》，臺北：時報，民 83。

《陳儀與二二八事件》，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民 93，頁 56。

陳嗚鐘、陳興唐主編，《台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上、下)，南京：南京出版社，1989。

監察院編印，《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家屬陳訴案調查報告》，臺北：監察院，民 93。

陳翠蓮，《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臺北市：時報文化，民 84。

薛月順編，《臺灣省政府檔案史料彙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臺北：國史館，民 87。

藍博洲，《尋訪被湮滅的臺灣史與臺灣人》，臺北：時報文化，民 83。

藍博洲，《青春戰鬥曲》，http://www.mass-age.com/print.php?

id=226&PHPSESSID=1f44d4015212e81，民 96。

黃彰健，《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臺北：聯經，民 96。

張炎獻，《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民 96。

李筱峰，《》

武之璋，《二二八事件》，臺北：，民 96。

戚嘉林，《二二八事件》，臺北：，民 96。

王建生、陳婉真、陳湧泉合著，《1947 年台灣二二八革命》，臺北：前衛，民 79。

五、論文

黃富三，〈葛超智與臺灣主體意識的發展〉，胡健國編，《20世紀臺灣歷史與人物－第六屆中華

民國史專題論文集》，臺北縣：國史館，民 92。。

陳儀深

賴澤涵，〈陳儀與閩、台、浙三省省政（1926-1949）〉，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集編輯委

員會，《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集》，冊 4，《社會經濟史》，臺北：近代中國出版

社，民 80，頁 232-369。

臺北市二二八基金會，〈George H. Kerr收藏的臺灣地圖〉，《和平鴿》，民 93.8.20，二版。

陸以正，〈葛超智[George H. Kerr]給國務院遠東司長的密件〉，《歷史月刊》，219，民 95，58-

65。

陸以正，〈運動的教父--葛超智[George H. Kerr]其人其事〉，《歷史月刊》，219，民 95，55-57。

林宗光，（美國人眼中的二二八事件），陳芳明編，《二二八事件學術論文集》，臺北市：前

衛，民 82。

林春吟

蘇仲卿，〈我的 228 事件〉，http://www.mbc.ntu.edu.tw/history/228.pdf，民 96。

蘇瑤崇，〈葛超智（George H. Kerr）與二二八事件之研究〉，

http://www.228.org.tw/upload_file/seminar_90_05.pdf?

PHPSESSID=55f0ee06642358bfbcd74559284ca31a，民 96， 1-35。

蘇瑤崇，〈葛超智(George H. Kerr)、託管論與二二八事件之關係〉，《國史館學術集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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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93，135-188。

蘇瑤崇，〈葛超智先生文集與書信集評論〉，《臺灣人文生態研究》，4（2），民 91，57-70。

蘇瑤崇，〈託管論與二二八事件--兼論葛超智(George H. Kerr)先生與二二八事件〉，《現代學術研

究》，11，民 90，123-164。

蘇瑤崇，〈葛超智(George H. Kerr)文物資料介紹──提供從世界史史觀研究臺灣史的一批資料〉

《臺灣人文生態研究》，2（2），民 89，49-66。

六、本課程教師相關著作

《開放社會的先驅—─卡爾巴伯(Karl R. Popper)》(專著)，台北︰允晨文化公司，民國71年11

月初版，262頁；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民國80年再版，262頁。

《同盟會的革命理論—─《民報》個案研究》(專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50)，民國 74 年 6 月初版，416頁；民國 84 年 8 月再版，416頁。

〈我國民法在政治思想上的意義初探〉，《思與言》，卷 22 期 6，民國 74 年 3 月，32頁。

〈小政府治大社會：明清之際廣西的個案研究〉，《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

中央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7 年 8 月，35頁。

〈從溫室到自立：臺灣女性省議員當選因素初探，1951-1989〉（與梁雙蓮合撰），《近代中國

婦女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期 1，民國 82 年 6 月，35頁。

《從變亂到軍省：廣西的初期現代化，1860~1937》(專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專刊(76)，民國 84 年 1 月，614頁。

〈論口述歷史的方法〉，《史政學術演講專輯(五)》，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 91 年 3 月，19頁

〈我國民主的現代性格：從大陸帝制到海洋共和〉，《立法院院聞》，台北：立法院，卷 31：期

5，民 92 年 5 月，25頁。

〈孫中山地方自治的理論與實際——以二十世紀上半葉台、閩、粵、桂為例〉，「孫中山與日本殖

民時期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父紀念館，民 93.11.19，41頁。

〈孫中山與中華政治傳統〉，《國父紀念館館刊》，第 14 期，台北：國父紀念館，民 93 年 11 月

12 日，頁 141-158。

〈從史學方法論檔案的重要性：以二二八事件研究為例〉，《「2004 年海峽兩岸暨微縮學術交流

會」論文集》，台北：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民 93.10，頁 75-106。

〈多元文化與歷史：以二二八事件研究為例〉，「多元文化與族群融合」研討會，台北：國父紀

念館，民 93.12.16~17，30頁。

〈光復初期台大法學院的成立〉，高明士，《東亞傳統教育與法制研究（一）：教育與政治社

會》，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民 94，頁 79-112。

〈二十世紀的鴉片？臺南新市的地方自治〉，李錦旭、劉賢俊主編，《南臺灣社會研究的先聲

從理論到實踐》，屏東：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民 95.6，頁 103－128。

（與高小蓬合寫），〈省參議會與南臺灣民主發展初探：以行政區劃之爭議為例〉，李錦旭、劉

賢俊主編，《南臺灣社會研究的先聲：從理論到實踐》，屏東：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民

95.6，頁 129－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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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黃彰健、黃文範合寫），〈檔案與口述歷史之間（二）：美國與二二八〉，廈門大學臺灣研

究院：「海峽兩岸『二二八事件』學術研討會」論文，民 95.8.21－25，50頁。

〈檔案與口述歷史之間（三）：二二八史學在中研院近史所〉，《「2006 年海峽兩岸暨微縮學術

交流會」論文集》，台北：中華檔案暨資訊微縮管理學會，民 95.9，36頁。

（與楊晨光合寫），〈日本在台軍事設施與孫立人練兵：以鳯山為例〉，《日本在台灣的軍事建

築部署與設計》，臺南：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民 95.12，頁 2-1~23。

（與黃文範合寫），〈葛超智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紀

念二二八事件 60週年論文集》出版委員會，出版中。

〈二二八事件檔案的庋藏與研究〉，《「檔案與社會」：2007年海峽兩岸檔案暨微縮學術交流會

論文集》，福州市：中國檔案學會，2007年8月。

（與黃種祥合寫）〈駐臺日軍投降後武器外流情況初稿〉，《「檔案與社會」：2007年海峽兩岸

檔案暨微縮學術交流會論文集》，福州市：中國檔案學會，2007年8月。

（與楊晨光、黃種祥合寫）〈郭國基、凃光明與高雄二二八〉，《南臺灣社會社會發展》研討會

論文，屏東：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民97.10。

（與高小蓬合寫）〈戰後臺灣地方自治之推展－以南臺灣省參議員之問政做觀察〉，《南臺灣

社會社會發展》研討會論文，屏東：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民97.10。

〈倒看歷史：陳儀在臺灣篤行民生主義〉，《「孫中山思想與華人世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

門：澳門大學，出版中。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