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峽兩岸關係史一

講　授　大　綱

(一) 課程名稱：海峽兩岸關係史（一）

(二) 講授人：李君山

(三) 課程期間：九十七學年度上學期

(四) 使用教材：

①徐中約著；計秋楓、朱慶葆等譯，《中國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學，

2001，初版）

②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溫洽溢譯，《追尋現代中國》（臺北：

時報文化，2001，初版）

③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主編；章建剛等譯，《劍橋中華民國史》

（上海：上海人民，1992，1 版）

④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費正清等編；謝亮生等譯，《劍

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1 版）

⑤張春英主编，《海峡两岸關係史》（福州：福建人民，2004，1 版）

⑥丹尼．羅伊（Denny Roy）著；何振盛、杜嘉芬譯，《台灣政治史》（臺北：

臺灣商務，2004，初版）

(五) 課程要求

(1) 平時成績 (30％)：依「出席率」及上課表現評定之；

(2) 期末考 (40％)：於學期最後一週舉行之。範圍包含教材內容、上課筆記、

與所發講義；

(3) 期中報告 (30％)：〈歷史新聞寫作〉，於學期第十週繳交。

（六）講授內容（上學期）

第一講　　四年國共內戰

第二講　　國民政府撤臺準備

第三講　　韓戰與美國政策的轉變

第四講　　大陸沿海戰事的持續

第五講　　國民政府在臺統治的加強

第六講　　中共建政與政治運動展開

第七講　　中共五年計劃與社會主義改造

第八講　　三面紅旗與中（共）蘇決裂

第九講　　冷戰時期兩岸接觸

（下學期）

第一講　　聯合國席位之爭

第二講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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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講　　蔣經國的逐步崛起

第四講　　美中（共）關係的解凍

第五講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第六講　　臺灣外交轉變與民主化運動

第七講　　兩岸往來的恢復

第八講　　後蔣經國時期的演變

　期中報告．歷史新聞寫作　

一、作業目的

藉由新聞寫作的形式，重現兩岸歷史的時代氣氛，以培養學生的「歷史感」

二、作業方法

(1) 試選擇 1950-1988 年間，某一年份的五則大事（或小事），改寫成新聞

稿形式；

(2) 選擇方式，儘量以能體現該年份不同面向的新聞，國際、政治、社會、經

濟、乃至育樂等，以全方位報導該年代的特色；

(3) 選擇主題，可配合記者的地域背景，如報導外島、港澳、大馬、韓國等年

度大事，來反映各地的異質性；

(4) 新聞稿應力求首尾完整，以將整齣事件始末，為讀者作一清晰交代；

(5) 寫作可力求趣味性，發揮記者自身的解釋角度，但不可脫離歷史的真

實性；

(6) 編輯上可求變化（如配圖、以報紙版面呈現等），列為評分標準項目。

三、繳交辦法

(1) 報告全文請在 2500-3000字間，無上限；請於學期第十週繳交；

(2) 寫作參考，可先以各種《歷史大事紀》為線索，再進一步至圖書館查閱

當年報紙微卷。著重趣味、以小看大、體現庶民文化、食衣住行育樂等特

色，並不單純以國際、國內大事為重點。

參考書目

第一講　　四年國共內戰

1.林桶法，《戰後中國的變局：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探討（1945-1949）》（臺

北：臺灣商務，2003）

2.易勞逸著；王建朗、王賢知譯，《蔣介石與蔣經國：1937-1949》（北京：

中國青年出版社，1989）

第二講　　國民政府撤臺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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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潘志奇，《光復初期台灣通貨膨脹的分析：民國卅四年至四十一年》（臺

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

4.賴澤涵總主筆，《二二八事件硏究報告》（臺北：時報文化，1994）

5.陳錦昌，《蔣中正遷台記》（臺北：向陽文化，2005）

第三講　　韓戰與美國政策的轉變

6.鄒讜著；王甯、周先進譯，《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1997）

7.解力夫，《朝鮮戰爭實錄》（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

8.林正義，《一九五八年臺海危機期間美國對華政策》（臺北：台灣商務，

1985）

9.戴超武，《敵對與危機的年代：1954-1958 年的中美關係》（北京：社會

科學文獻，2003）

第四講　　大陸沿海戰事的持續

10.沈衛平，《八二三炮擊金門》（北京：華藝，2004）

11.翁台生、包柯克 Chris Pocock，《黑貓中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1990）

12.林照眞，《覆面部隊：日本白團在臺秘史》（臺北：時報文化，1996）

13.彭大年編，《塵封的作戰計畫：國光計畫口述歷史》（臺北：國防部史

政編譯室，2005）

第五講　　國民政府在臺統治的加強

14.許福明，《中國國民黨的改造（一九五〇－一九五二）：兼論其對中華

民國政治發展的影響》（臺北：正中書局，1986）

15.龔宜君，《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改造後國民黨政權社會基礎的形成

（1950-1969）》（臺北：稻鄉出版社，1998）

16.文馨瑩，《經濟奇蹟的背後：臺灣美援經驗的政經分析（1951-1965）》

（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0）

第六講　　中共建政與政治運動展開

17.史景遷（Jonathan Spence）著；林宗憲譯，《永不休止的顚覆與冒險：

「胡鬧領主」毛澤東》（臺北：左岸文化，2002）

18.謝艾倫著；張平、張立、蔣清宏譯，《被監押的帝國主義：英法在華企業

的命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4）

19.張濟順，《中國知識分子的美國觀（1943-1953）》（上海：復旦大學出

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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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講　　中共五年計劃與社會主義改造

20.李志甯、武力、朱文強，《草創歲月：開國之初經濟恢復紀實》（吉林：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21.龐松、王東，《滑軌與嬗變：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備忘錄》（鄭州：河南

人民出版社，1990）

22.陳雪薇，《歷史的啟示：十年（1957至 1966）建設史硏究》（北京：求

實出版社，1989）

第八講　　三面紅旗與中（共）蘇決裂

23.謝春濤，《大躍進狂瀾》（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24.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1997）

第九講　　冷戰時期兩岸接觸

25.劉丕林，《1949-1979 國共對話秘錄》（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26.李健，《臺灣與前蘇聯交往秘錄》（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5）

（下學期）

第一講　　聯合國席位之爭

27.劉志攻，《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大會的參與：外交政策國際環境及參與行

為》（臺北：台灣商務，1985）

28.高朗，《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一九五〇－一九七二）》（臺北：

五南出版公司，1993）

29.王文隆，《外交下鄉，農業出洋：中華民國農技援助非洲的實施和影響

（1960-1974）》（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4）

第二講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30.嚴家其、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0）

31.劉曉，《意識形態與文化大革命》（臺北：洪葉文化，2000） 

32.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33.祝克懿，《語言學視野中的樣板戲》（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

第三講　　蔣經國的逐步崛起

34.高立夫著；艾思明譯，《海島中國》（臺北：風雲論壇，1987）

35.江南，《蔣經國傳》（臺北：前衛出版社，1997）

36.陶涵（Jay Taylor）著；林添貴譯，《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

（臺北：時報文化，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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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講　　美中（共）關係的解凍

37.石之瑜，《中共外交的理論與實踐》（臺北：三民書局，1994）

38.胡為真，《美國對華「一個中國」政策之演變：從尼克森到柯林頓》（臺

北：臺灣商務，2001）

第五講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39.韓文甫，《鄧小平傳》（台北：時報文化，1993）

40.鄭竹園主筆，《鄧小平路線與廣東發展經驗》（臺北：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1993）

41.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臺北：聯經圖書公司，

2000）

42.陳彥著；裴雲譯，《中國之覺醒：文革後中國思想演變歷程，1976-

2002》（九龍：田園出版社，2006）

43.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溫洽溢譯，《天安門：中國的知識份

子與革命》（臺北：時報文化，2007）

第六講　　臺灣外交轉變與民主化運動

44.唐耐心（Nancy Tucker）著；新新聞編譯小組譯，《不確定的友情：台灣

香港與美國，1945至 1992》（臺北：新新聞文化，1995）

45.南方朔，《帝國主義與台灣獨立運動》（臺北：四季圖書公司，1980）

46.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四十年》（臺北：自立晚報，1988）

第七講　　兩岸往來的恢復

47.張興定、陳嶽軍、闞孔璧編，《國民黨在大陸和臺灣》（成都：四川人民

出版社，1991）

48.蔡政文、林嘉誠，《台海兩岸政治關係》（臺北：國家政策硏究資料中心

1990）

第八講　　後蔣經國時期的演變

49.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臺北：

月旦出版社，1994）

50.高朗，《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一九七二-一九九二》（臺北：五南

出版公司，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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