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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柑仔店（kám-á-tiàm）

我們是一群嘗試從臺灣思考歷史的書寫的史學界夥伴。我們成立了一個「歷史學柑仔店（kám-á-tiàm）」部落格。
訂閱作者
收藏本文
來試試我們的新功能！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認識自己」是每個族群應有的權利，臺灣的歷史教育卻從未真正尊重、認識原住民族的歷史。
文：鄭雅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2014年1月，教育部公布「違調」版高中歷史課綱，檢核小組及教育部踐踏史學專業、罔顧程序正義的不當作為，令
臺灣的歷史教育大開倒車。一年多來，在教育部毫無反省、有錯不改的無限廻旋跳針回應中，關心歷史教育的學者、
師生仍持續發聲，在反挫中不斷行動，也從各個角度深化對歷史教育的多元思考。其中原住民站出來抗議新舊課綱皆
將原住民邊緣化，高喊「我要原民課綱，做自己的主人」，尤其振聾發聵，引人深省。
臺灣戰後的歷史教育長期以來以大中國史觀為核心，臺灣史被放在中國史脈絡僅得片斷陳述，明顯的例子之一便是日
治時期的臺灣歷史長期被掩蓋。自1990年代臺灣加快民主化發展，歷史教育也逐漸掙脫威權體制控制，臺灣史開始
以專冊呈現，但原住民歷史只佔極少篇幅，以漢人為主體的歷史詮釋仍然不變。
東華大學教授施正鋒指出，「現有教科書低度呈現原住民族的歷史，只擷取『可供使用的』的片段，舉例來說，教科
書納入霧社事件，卻排除大港口事件，僅因前者抗日、後者反清，而就算紀錄了原住民歷史，也只用漢人觀點詮釋」
。長期下來，不但臺灣社會對原住民的歷史文化認識極淺，甚至許多原住民青年也不清楚自己族群的歷史，教育反而
摧毀了原住民的民族記憶。

「認識自己」是每個族群應有的權利，臺灣的歷史教育卻從未真正尊重、認識原住民族的歷史。只以漢人為主體的史
觀，如何能真正瞭解所有曾在這塊土地上生活過的人們多元而複雜的歷史經驗？如何能從臺灣各族群以生命對抗各種
強權壓迫的歷史中、體會所有人類應享有平等的生存尊嚴？又如何能從過去的族群衝突中，學會求同存異、相互尊重
，共同為現在與未來世代的福祉努力？
臺灣主流社會對上列課題的反省還遠遠不夠。這篇小文章，將訴說一段被主流社會遺忘的原住民歷史；但願喚起更多
人正視臺灣是一多元族群組成的社會、對不同族群的歷史記憶與主體性應該給予同等的尊重。
故事就從一位泰雅族少年說起……
「敵國」變「祖國」
Watan Tanga（後文皆以Watan稱之），漢名林昭明，1930年出生於桃園角板山泰雅族部落的頭目家族。幼時進入
以日本學生為主的小學校就讀，逐漸感受到族群間的不平等，發現不論在學校或社會，原住民孩子即使成績優異，地
位仍然比不上日本人、漢人學生；被排斥、歧視的處境，讓原住民學童背負沈重的心理壓力。
另一方面，在日本人推動「皇民化」政策下，有些國語之家的原住民小孩排斥自己族人，否認自己出身的行為，也讓
Watan非常反感。這些遭遇讓他很早就開始思考如何保存原住民文化、原住民要如何走出自己的路。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的戰敗，連帶結束其對臺灣五十年的統治，臺灣島民的命運也再次面臨重大轉變
。
對原住民來說，中華民國政權是另一個陌生的異族政權。這個過去未曾深入接觸的新政權，其性格、作風及民族政策
是什麼？原住民毫無認識也無法掌握；迥異於舊時代的語言文字、生活文化、道德法律，令原住民感到挫折、失落；
進行接收的官兵之粗暴、貪婪，也令原本期待改善民族地位處境的原住民菁英，對未來感到忐忑不安。
Watan回憶，初見中華民國軍隊的第一印象像是好像「地方惡覇的傭兵」；派來接收的官員，將公家機關物品據為私
用，醫療所的藥品被賣到平地，致使山區部落族人缺乏醫藥救治，整個角板山社有如遭到洗劫一般。作為少數民族，
無力主宰自己的命運，期待、恐慌、不滿等各種矛盾情緒瀰漫於部落，原住民就這樣無從選擇的從「日本人」變成了
「中國人」。
政權更替之際，正值15、16歲的Watan，整個世界起了天翻地覆的轉變。接收臺灣的國民政府為了讓臺灣快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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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化」，推行的「國語」政策來得又猛又急。1946年，臺灣的學校教學開始使用新「國語」—北京話。同年，中文
報紙及雜誌上的日文版也被禁止。受日語教育長大、習慣用日語吸收知識與訊息的臺灣年輕一代，宛如一夕之間變成
「文盲」。 Watan回憶當時：
臺灣光復，日語從本國話降成敵國語，另外一種陌生的語言—北京語，則遞補日語留下的空位。當時我正在新竹唸初
中三年級，新的國語除了漢字外，我什麼都不懂。漢人同學剛開始也面臨同樣的困難，但是河洛話、客家話和北京話
之間雖然發音不盡相同，語言的性質和結構卻差不多。
「祖國」的語言除了能增加（漢人小孩）學習的情感外，漢人老師必需時也會插入河洛話解釋課程，因此比較起來，
像我這樣的原住民小孩，必須付出比漢人小孩更多的心血和精力來適應環境的變遷。在那樣情況下，我心裏就想：「
如果老師用我知道的語言講課，我就不必那麼辛苦！」學習情緒非常低落，甚至想要放棄學業……（——Watan自撰
回憶）
二戰結束後，日本統治者離開臺灣，原本的「敵國」卻瞬間變身成「祖國」；原住民在政治、語言、文化上感受到的
斷裂與挫折，相較於福佬、客家等漢人族群更加強烈百倍！
「光復」不久，因為新政府治理不當，爆發了二二八事件。在混亂危險的時局中，Watan的伯父Losin Watan（漢名
林瑞昌，後文皆以Losin稱之），為了保住少數族群的命脈，極力穩定部落，力勸族人不要輕舉妄動、涉入爭鬥，北
部泰雅族因之未受波及。Losin是日本統治時期少數接受正規現代醫學教育的原住民菁英之一，他在二二八事件中穩
住泰雅族的表現，事後獲得縣政府的表揚。

1921年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紀念照，右坐者為Losin Watan。（照片來源：《桃園老照片故事2：泰雅先知
樂信．瓦旦》）
原住民族自救
其實，Losin念茲在茲的是維護原住民族的生存發展，而不是對新政權表示效忠。
日本戰敗，舊政權的壓迫已去，新來的中華民國政權宣說自己奉行三民主義，其中提到的「民族平等」信條，引燃L
osin的希望，積極向新政權爭取族人應有的生存權與土地權。1947年6月8日，Losin等人以漢名具名向省府遞交〈臺
北縣海山區三峽鎮大豹社原社復歸陳情書〉，希望回復日治時期被政府強迫遷徙、喪失的土地，陳情書中以「臺灣族
」作為原住民各族群的總稱，並明確表述「臺灣族」是「臺灣的原住民族」。陳情書上寫著：
…臺灣光復，依據三民主義蒙受民族平等的德政，真是不勝感激深謝之事，…脫離日本統治之桎梏，還歸自由平等之
身；臺灣光復，因為日本而被驅逐於深山的我們，也應該回歸祖先墳墓之地，祭祀、告慰祖先之靈，這是必然之理。
由於光復，我們也蒙受光復故鄉之喜，這乃是明確之理。否則，光復於祖國之喜何在？（原文為日文，依范燕秋200
8譯文，底線為筆者所加）
這份陳情書，體現了戰後政權交替初期，原住民菁英對於自身族群地位與主體性的清楚定位。原住民菁英渴望三民主
義宣說的「民族平等」能真正落實於新政府的施政，並站在原住民的立場來定義所謂「光復」：原住民應取回祖先失
地、重回祖靈故鄉，否則「光復」之喜何在？
這份陳情書是戰後原住民提出「還我土地」的先聲，在原住民政治運動，以及臺灣族群互動歷史中皆具有重要意義；
而Losin面對時代變動，展現卓越的識見，為族群發展汲汲奔走，更令後人感佩動容。

二二八事變表彰獎狀：1947年Losin被表彰穩定山地社會秩序有功。（照片來源：《桃園老照片故事2：泰雅先知
樂信．瓦旦》）
Losin除了上遞陳情書，更以行動親自帶領族人回到故鄉辨認祖居地，並劃妥分配族人應有的土地區域。據參與行動
的族老回憶：「那個時侯，大家真的像回到了大豹社，大約有三個月，每個人的心情都很興奮！」然而，結局終究還
是以失望收場，「民族平等」只是國民黨的政治宣傳口號，陳情並未獲得新政府的直接回應。
此後，Losin棄醫從政，以參與議會政治的方式，提出諸多維護原住民權益的訴求，包括增加原住民民意代表名額、
培養原住民人才、輔導原住民農林生產、提高山地生活水準等。

1947年6月8日Losin兄弟向政府遞交「大豹社原社復歸陳情書」，是以日文撰寫。
（照片來源：《桃園老照片故事2：泰雅先知 樂信．瓦旦》）
1948年，當Losin受聘為省府諮議時，Watan也通過考試進入建國中學高中部就讀，來到臺北與伯父同住。伯父為了
族群前途，放棄原本優渥的醫師生活勉力從政；18歲的Watan，同樣深深關心族群未來的命運。
Watan有感於原住民沒有自己的文字，文化保存不易，在高一時就嘗試用日文、羅馬字母來編排泰雅族的發音字母，
希望將母語保存下來。1948、49年之際，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政權爭奪戰愈演愈烈，中國大陸局勢詭譎不明，連帶影
響臺灣人心惶惶；而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殖民地紛紛爭取獨立，世界局勢動盪不已。
在此政治、經濟、人心皆劇烈變動的時代，Watan極欲探究戰禍紛擾的原因，充滿求知欲的他，饑渴的閱讀各種哲學
、政治、經濟類書籍，包括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馬克思的《資本論》，以及黑格爾、康德等人的哲學。Watan
極盡所能的廣泛閱讀，他期勉自己作為泰雅族的青年知識份子，應當充實知識、協助族人應付危局。
當時原住民知識青年並不多，Watan與幾位志同道合的原住民學生經常利用假日見面，彼此鼓勵打氣、出遊同樂，也
會自然而然討論起原住民族的現狀與未來。他們體認到原住民族要擺脫被宰制的命運、恢復被剝奪的權益，並非單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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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當局合作或退讓，就能圓滿解決，原住民本身必須覺醒，主動參與族群命運的塑造，而原住民知識份子應該積極扮
演啟蒙主導的工作；再者，個人力量有限，如果能將有志之士組織起來，不僅能集結眾人智慧，也能以集體力量與政
府交涉。
在此動機下，一群原住民知識青年組成「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希望以知識為後盾、以文筆為工具，向政府
提出建設性的原住民政策方針，並在危難時能保衛族人。
可是，不論是透過議會、努力向當局爭取原住民權益的Losin，或如Watan一般關心原住民族未來發展的知識青年，
不久之後，皆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下被指為「叛亂」。

1952年，省參議員考察日月潭發電管理處，前排坐左三為Losin。（照片來源：《桃園老照片故事2：泰雅先知
樂信．瓦旦》）
國共鬥爭下的犧牲者
泰雅族的Losin、高澤照，以及阿里山鄒族的高一生、湯守仁、方義仲、汪沽山等，在1952年以叛亂罪名被逮捕下獄
，Losin等六人被判死刑，1954年遭政府槍決。
由於Losin與高一生等人原是各族中的名望者、領導者，國民黨怕族人起來反抗，還捏造貪污罪名，污名化這些一生
為原住民族生存權益奮鬥的先覺，造成族人對他們不諒解，遺族長期被監視、孤立，族群內部分裂的陰影至今仍未完
全消散。由於族人對當局的畏懼，Losin的骨灰放在家中將近40年，一直到1993年，才正式安葬於家族墓地。國民黨
高壓統治帶給人民的傷害可見一般。

執行死刑公告：1954年4月Losin等人被誣陷罪名、執行槍決之公告。（照片來源：《桃園老照片故事2：泰雅先知
樂信．瓦旦》）
在Losin被捕的同時，Watan也因高中時期曾組織「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而被控「叛亂」，偵訊期間遭到灌
水、電擊、毒打等種種刑求逼迫認罪。最後Watan被判刑15年、褫奪公權10年，出獄後工作、居住、出國都受限制
。另一位因同案牽連被判刑12年的王宗霖回憶：「全臺當時高中畢業以上的原住民有50人，被抓去了41人，……國
民黨對聰明勇敢的原住民的迫害可見一般」。
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下，日治時期到戰後初期受現代教育的原住民菁英嚴重折損，對於原住民族群的發展必然產生
十分不利的影響。以Losin等人被殺為分水嶺，戰後初期原住民菁英尋求族群自立發展的努力，就此歸於沉寂，一直
要等到1980年代，原住民爭取族群權益的社會運動才再度興起。
Losin與Watan被控「叛亂」，主因之一是當時在臺灣活動的共產黨員曾與他們接觸。代表官方說法的判決書，指控L
osin等人在共黨指揮下組成「高砂族自治會」（官方資料又稱「蓬萊民族解放委員會」），作為共軍攻臺之內應。
但比對共產黨員陳顯富的證詞，以及Losin等人前後作為，這顯然只是臺共單方面的構想與計畫，這個組織在現實中
根本不曾存在；而Watan等青年組成的「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只是站在原住民族立場思考如何保存族群文
化、維護族群生存的學生團體，卻在共產黨的片面認知與國民黨屈打成招下，被指為依附共黨的外圍學運團體。
事實上，這些被捕的原住民菁英沒有一人加入共產黨，甚至Losin曾向保密局主動報告有共產黨人前來接觸，保密局
的組長黃朝君還指示他保持接觸、打探共黨動向，案發後黃朝君卻推說毫不知情。Watan後來回憶當年組成自救同盟
的往事，也指出組成自救同盟是希望以自己的力量解救族群，從來沒有接受來自任何外人或團體的資助。
然而，當時檢警辦案、法院審理都只是表面形式，被補後否認犯行只會招來嚴刑逼供，法官未讓相關當事人對質，以
查明事實，也不採用被告反駁檢方控訴之舉證，只以檢方說法定罪；司法不為維護公義，反而成為獨裁者進行迫害人
權的工具！在當時國、共激烈鬥爭的肅殺中，為族群生存奮鬥的原住民族菁英成為夾縫中的犧牲者。
諷刺的是，當年國民黨一見共黨影子就殺人，容不下原住民菁英自主思考族群未來、尋求自立的主張，將他們冠上「
叛亂」重罪；而現在，依然有人利用充斥片面之詞的判決書、誇大共產黨對Losin與Watan等原住民菁英的影響。不
論是國民黨挾國家暴力「懲罰」原住民菁英，或同情左派的文人以這些判決記錄渲染臺共當年的「成就」；傷害原住
民的程度雖有輕重之別，但本質上都是漠視原住民的主體性、扭曲他們維護原住民族生存與文化的根本立場。
不可取代的主體發聲
當代臺灣命運多舛，連續受到不同外來政權的統治，臺灣人民追求自由、平等的道路荊棘滿佈，而原住民族因其弱勢
處境，所受到的壓迫尤其嚴重。百年來早有許多原住民的先覺者不卑不亢、不畏強權，為自身族群與文化存續犧牲奮
鬥，留下的歷史刻痕，是臺灣寶貴的資產，也是人類對抗強權的珍貴記錄，怎容青史成灰！
Watan在將近70歲時，以樸素的文字寫下遭遇白色恐怖的回憶與省思，留下極為珍貴的歷史記錄。文章最末，容我摘
錄其中幾段，邀請大家以肅穆的心情，傾聽一位泰雅族少年／長者傾注一生燃燒的理想，以及為原住民族生存所發出
的懇切呼告：
每當回憶起在保密局、軍法處和執行機關所受的精神、肉體上的折磨，總是令我不勝感慨。……有些人站著被叫出去
，由看守所人員抬著送回來；有時雙手被刑具夾傷而腫痛難挨，吃飯時則靠難友餵食；灌水、電擊、毒打都是稀鬆平
常的刑求手段。……以我個人而言，歷經兩年的偵察、十五年的牢獄生涯，出獄後尚褫奪公權十年，工作、居住或出
國都受限制。雖然，境遇結局比我悲慘的人更多，更值得同情，但是我不得不反問：學生時代關心自己族群的所作所
為，有理由接受懲罰嗎？所有的痛苦難道是我應得的嗎？
當年的法律是當政者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而訂定的，不容許任何的批評，也不能忍受向左的異議，即使是少數民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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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的呼籲和吶喊也不見寬容。那是一段黑暗、沒有人性的時代，為了財富、榮耀和權力，「人」的價值都被遺忘，…
…很多對人類有益的事情都因為政治人物之間的權力鬥爭而忘了去做，政客腦筋裡關心的是如何維持自己的安危和利
益。我希望這種恐怖政治不要再出現，因為受到傷害最大的是平常老百姓。臺灣現在走上民主憲政制度的道路，社會
風氣變得更自由、開放，也愈來愈有保護地球的觀念，能夠高談保護環境、自然生態、動物和森林，並且大力推行，
同樣是人的少數民族為什麼不保護？原住民和他們的文化也有生存的權力！
這個世界原本就是多樣性的，為不同的人而存在，文化、語言、思想和人種都不一樣。如果只有一種音樂可以聽，只
准許一種思想，這個世界豈不是非常無聊，不適合人類居住？各式各樣的文化、語言和思想都是人類創造出來的，應
該互相尊重瞭解。……我欣賞這樣的社會，不論是原住民、外省人、河洛人或客家人，可能的話，在民主憲政之下，
彼此和睦相處並互相尊重，建立臺灣成為一個和平的社會。少數民族的權益和文化特別保護，讓他們自己決定文化發
展的方向，而不是由外人控制。
Utux在Tayal（泰雅）的話裏代表看不見的力量，也就是神、真理、自然；Utux smpun就是真理的裁決。年青人要有
追求真理的熱情，爭取族群平等的地位和權益，理性地掌握自己的命運。當年我們為了這個夢想受到決定性的打擊，
是否將來能夠出現讓不同族群共榮共存的政治制度，我想還是要繼續努力吧！
（Watan林昭明自撰回憶，有詳略不同版本，本文所引皆摘自麗依京．尤瑪採編，《回歸歷史真相——臺灣原住民族
百年口述歷史》）

2002年Wanta Tanga林昭明陪同採訪團隊拜訪白色恐怖時期原住民受難者，由左至右：邱致明、曾金樟、林昭明、
葉榮光、王宗霖。（照片來源：曹欽榮先生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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