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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所处理的，是一段台湾史上一直处于空白的时期，至今几乎未有人全面涉入过；即从1945年8
月15日到翌(1946)年1月，100多天的历史。
这段历史是台湾的战前与战后的交接时期，也是所谓台湾战后的起点。
短短的100多天，却是最复杂、最激动，且充满丰富内容、富有多元启发性的一段时期。
然而，除了10月25日的光复节之外(现在连光复节也被取消了)，我们一无所知；不但一无所知，甚至
还被扭曲了，因为&ldquo;八&middot;一五&rdquo;已被&ldquo;终战&rdquo;所取代。
　　在&ldquo;八&middot;一五&rdquo;的纪念日，全面整理这段历史，呈露这段历史的真相，应该会
使我们的纪念更有意义；重新回到战后历史的出发点，听听历史现场的欢呼与叹息、告诫与启发，更
有助于我们向前迈进。
　　台湾媒体曾连日地报道了欧美各国纪念欧战结束60周年的盛况，一时间大家似平又沉浸在第2-次
世界大战的气氛里；脑际浮现了好莱坞电影的画面：英勇的美军、残酷的德国纳粹、悲惨的犹太人，
以为英美军诺曼底登陆就直接打败了纳粹德国等等。
大家好像也一齐度过了&ldquo;全球化&rdquo;的欧战60周年纪念日。
　　大家当然不可能想到，1945年的5月8日，纳粹德国投降，欧美各国都在热烈庆祝欧战胜利的时刻
，如乌云遮日般的美军B&mdash;24轰炸机群，在5月31日正对台湾进行了最猛烈地轰炸，象征殖民地
威权的总督府也被炸毁了一半。
&ldquo;皇民奉公会&rdquo;被改组成&ldquo;国民义勇队&rdquo;，台湾人全岛上下连儿童也不可免，被
训练拿竹枪竹刀誓言击退&ldquo;鬼畜英美&rdquo;，进行&ldquo;本岛决战&rdquo;、&ldquo;全岛玉
碎&rdquo;。
也正在那时刻，近在咫尺的琉球，在美军登陆的激烈战斗中，有半数的琉球居民丧命，作了日本皇
国&ldquo;本土玉碎&rdquo;的代祭品。
在同一时刻，中国抗日战争正进行着艰苦的&ldquo;湘西会战&rdquo;；东南亚各地的抗日游击队也正
苦战中。
整个东亚洲还在二战的黑夜中。
　　亚洲的破晓，要迟到1945年的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才来临，也就是，对亚洲人民而言，二
战的结束是8月15日，而不是5月8日。
　　同时，对亚洲人民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除了含有世界共同的反法西斯战争的意义之外
，更重要的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而对中国人民而言，它是历经8年的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
这一点与欧美各国有很大的不同。
　　当时，台湾作为日本的殖民地，被日本彻底的军事总动员，台湾人民不管是人力、人心、人命、
财力、物力，都被动员成日本侵略战争的一部分，台湾被迫处于日本帝国主义圈，甚至成为南侵东南
亚、华南地区的基地。
　　因此，日本宣布投降时，台湾的&ldquo;八&middot;一五&rdquo;与亚洲其他地区的&ldquo;
八&middot;一五&rdquo;有很大的不同，是十分复杂且充满矛盾的时刻。
&ldquo;八&middot;一五&rdquo;时刻的台湾岛上，日人、日军和台湾人之间，台湾人内部的皇民化阶
层与大多数台湾人之间，各有不同的&ldquo;八&middot;一五&rdquo;，可说是陷入两极的精神世界。
能够清楚认识台湾的&ldquo;八&middot;一五&rdquo;，才不会陷入以欧美为主的&ldquo;全球化&rdquo;
的二战史观。
　　国民党制式的&ldquo;光复&rdquo;史观，在十几年前被民进党的&ldquo;终战&rdquo;史观所取代；
台湾的&ldquo;八&middot;一五&rdquo;的历史真相和意义已被掩蔽了近一甲子，早巳丧失了&ldquo;
八&middot;一五&rdquo;的观点，误解、扭曲、偏见取代了一切。
每当全世界都在纪念二战、反省二战，从二战中汲取历史教训以作为向前进的火炬时，台湾却茫然无
知，不是靠消费欧美的史观，就是消费日本的史观。
因此，使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立脚点，也看不清自己的方向。
　　今天，有必要把被隐蔽的一段历史还原其真相，更有必要把充满偏见、误解的历史观矫正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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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段历史，虽然是过去的历史，但仍时刻作用于我们的现实世界。
　　我们仍生活在&ldquo;八&middot;一五&rdquo;、战后的世界秩序中；虽然我们已在新的21世纪，但
仍活在美国霸权的世界秩序中；而其开端，就是在上世纪的1945年8月15日。
彼时，美国取代了战前的英国霸权下的世界秩序，而主导世界至今。
只有认清自己的&ldquo;八&middot;一五&rdquo;，才能认清自己的命运。
　　对台湾而言，1945年8月15日有三个层次的意义：首先，是战事结束，和平来临；其次，是日本殖
民统治终结，民族得到解放；还有，便是复归祖国，作为中国的一省重新出发。
因为在同一时刻有这三个层次的大变革，因此台湾的&ldquo;八&middot;一五&rdquo;是复杂的，在世
界殖民地史上也是罕见的。
再加上50多万日本人的因素，使历史又变得更复杂。
因为复杂，所以很难用一个角度、一个观点去理解；全面掌握史料，全面的、辩证的历史观照是很必
要的。
　　历史就像混声大合唱一样，有主调也有和音；&ldquo;八&middot;一五&rdquo;后100多天的台湾历
史主调，就是台湾民众高昂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
被日本殖民统治压抑了50年的民族情感，随着日本投降而爆发出来；在&ldquo;八&middot;一五&rdquo;
后的数周，先是欢欣中有不安和谨慎(因日本人还在)，进入了9月，随着日本投降的局势已明朗，不安
消失了，光复意识完全显露并渐高扬；到了10月，行政长官公署成立，举行了庆祝台湾光复大会，热
烈的民族情感达到了最高潮，是台湾现代史上难再复现的一刻。
之后，随着公署在接管、接收工作中产生的问题，以及米价、物价腾涨，和人事任用的问题、省籍摩
擦问题浮现，批评和失望之情开始出现。
到了1946年1月，台湾战后初期的历史主调开始转到&ldquo;民主&rdquo;问题上去了，开始与大陆上海
等地战后的时代问题有相同的内容。
　　台湾&ldquo;八&middot;一五&rdquo;后100多天的历史特征，就像诗人、美术家、评论家王白渊
在1946年1月的一篇评论文《告外省诸公》中所说：&ldquo;台湾之光复，其本质是彻底的民族革命。
&rdquo;在政治经济上，国民政府(其代表行政长官公署)接管了日本殖民政权及资产，接收了日资和日
产，并遣返了50万&ldquo;日侨&rdquo;、&ldquo;日俘&rdquo;，台湾完全成为中国的一省。
　　另一方面，台湾民众纷纷自发地组织了许多社会团体，从三民主义青年团、台湾人民协会、台湾
人文科学会，一直到妇女运动等等；报章杂志也如雨后春笋般创刊，呈现百花齐放的荣景，一时出现
了市民社会的雏形。
并进行了台湾历史、文化、语言的&ldquo;复原运动&rdquo;，以及中国近代历史、革命、文化的启蒙
运动，出现学习国语的热潮等等。
　　可以说，这期间从政治、经济到历史、文化，全面地进行了&ldquo;去殖民化&rdquo;和&ldquo;祖
国化&rdquo;，而这两者是互为表里、一体的两面。
这是&ldquo;八&middot;一五&rdquo;后100多天历史的重要内涵，也是其未完全达成的时代任务。
当然，其原动力主要来自高昂的民族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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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45破晓时刻的台湾》叙述了台湾史研究的一段空白期。
&ldquo;八&middot;一五&rdquo;及此后这短短的100多天，其历史主调就是台湾民众高昂的民族情感和
民族意识。
被日本殖民统治压抑了50年的民族情感，随着日本投降而爆发出来。
在&ldquo;八&middot;一五&rdquo;后的数周，台湾民众先是欢欣中的不安和谨慎；进入了9月，随着日
本投降的局势已明朗，不安消失了，光复意识完全显露并渐高扬；到了10月，行政长官公署成立，举
行了庆祝台湾光复大会，热烈的民族情感达到了最高潮，是台湾现代史上难再复现的一刻。
这期间，从政治、经济到历史，全面地进行了&ldquo;去殖民化&rdquo;和&ldquo;祖国化&rdquo;。
这是&ldquo;八&middot;一五&rdquo;后100多天历史的重要内涵，也是其未完全达成的时代任务。
当然，其原动力主要来自高昂的民族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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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个遮蔽了人类的光明和希望，有如险恶暗夜的战争，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艰苦战斗下，到
了1945年已渐渐露出曙色。
在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从东线，美、英、法盟军从西线，开始联合夹攻纳粹德国的心脏部。
这期间，濒死作困兽之斗的希特勒，虽曾企图片面与英、美媾和，阻止苏联的进攻，甚至说：&ldquo;
宁把柏林交给美国人、英国人，也不让俄国人进入柏林。
&rdquo;但他的计谋最后并未实现，而在苏联红军于5月2日攻克柏林的前数日，即4月30日，卑怯地以
自杀的方式结束了曾掀起人类浩劫的罪恶一生。
5月8日，纳粹德国政府向苏、美、英、法盟军无条件投降，欧战结束。
　　欧战结束后，亚洲战场仍处于胜负未决的激战中，可说是恶夜尽头的最黑暗时期。
此时，轴心三国中仅存的军国主义日本，已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军继1944年6月以惨重的伤亡攻克塞班岛后，再度集结重兵，于1945年4月1日大举进
攻琉球。
日军认识到，如果琉球失守，美军逼进其本土，日本将无法扭转战局，因此调动重兵应战。
经过82天的激战，美军占领了该岛。
估计日军死伤115，000人，美军伤亡35，000人，而琉球居民却死伤了20万人(当时琉球居民只不过40万
人，等于在冲绳战役中死伤了一半)。
　　在此同时，美军巨型轰炸机B&mdash;29，从1944年11月开始东从塞班岛起飞，西从中国大陆起飞
，针对日本本土的都市和工业地带进行猛烈地轰炸。
尤其是在1945年3月下旬对东京的大轰炸最为惨烈，东京顿成火海，总计烧死10万人；此后，日本稍具
规模的都市亦连遭轰炸，全日本几成瓦砾，对日本军国主义者造成了强力地震撼。
　　在中国抗日战场上，随着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进展，战局已转变为战略反攻。
为统一军队的指挥权，国民政府在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的协助下，重整军队，于1944年12月25日，在
昆明成立了&ldquo;中国陆军总司令部&rdquo;，何应钦任总司令兼任参谋总长。
进入了1945年，在正面战场上展开了对侵华日军的全面大反攻；当年5月，湘西会战胜利后，他们乘胜
追击，即刻向桂柳地区溃败的日军进击。
6月，分别收复了南宁、柳州、桂林、福州、马尾等地。
同时，在中国的敌后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游击队有力地配合正面战场和盟军的作战，切断日
军交通线，包围日军占领的大多数中心都市，使日军兵力更加分散，战线更加延长，陷人中国辽阔的
战场泥淖中。
虽然日本也曾通过秘密管道，企图与国民政府讲和，希望国民政府停止抗战，藉以从泥淖化的中国战
场抽身，全力对付太平洋战场的英、美盟军，但并未成功。
到了1945年7月，百万的侵华日军已处于战略上的全面被动，等待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号角
响起，他们将全部成为在中国战场的&ldquo;日俘&rdquo;。
　　随着日军逐渐呈露败象，同遭日本蹂躏的东南亚各地民族的抗日斗争也日渐强大。
在越南，以胡志明领导的共产党为中心，越南反帝民族解放各派结成了&ldquo;越盟&rdquo;(越南独立
同盟)，在各地展开游击战。
日军侵入缅甸后，缅甸的民族解放各派组成&ldquo;反法西斯自由联盟&rdquo;，抵抗日军。
同样，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各地，抗日游击队也十分活跃。
在这同时，苏联也于1945年4月513通知日本，废除《日苏中立条约》；日本原本企图通过这条约，使
苏联在亚洲战场上维持中立，免除北方忧患，全力应付太平洋战争，此刻就更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
实际上，苏联早在4月5日之前的2月11日，就与英、美签定了《雅尔塔密约》(正式名称是：《苏美英
三国关于日本的协议》)。
该密约约定：&ldquo;苏、美、英三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战结束后2或3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
盟国对日作战。
&rdquo;而苏联同意对日作战的交换条件是：英、美同意苏联在日本投降后，取得1904年日俄战争以前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1945破晓时刻的台湾>>

在东北的权益，包括旅顺、大连、中东铁路、南满铁路，以及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等。
该密约损害了中国主权，直到该年的6月14日，美国才将其内容通知蒋介石。
　　被切断对外交通线的日本，在美军日夜空袭之下，已陷入山穷水尽的地步；不但兵源和军用物资
日益枯竭，生活用品和粮食也将消耗殆尽，生产停顿无法复工，经济濒临崩溃，民心不安，治安日趋
恶化。
日本军国主义指导者已意识到离败战之日已不远。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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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叙述了台湾史研究的一段空白期。
“八·一五”及此后这短短的100多天，其历史主调就是台湾民众高昂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
被日本殖民统治压抑了50年的民族情感，随着日本投降而爆发出来。
在“八·一五”后的数周，台湾民众先是欢欣中的不安和谨慎；进入了9月，随着日本投降的局势已
明朗，不安消失了，光复意识完全显露并渐高扬；到了10月，行政长官公署成立，举行了庆祝台湾光
复大会，热烈的民族情感达到了最高潮，是台湾现代史上难再复现的一刻。
这期间，从政治、经济到历史，全面地进行了“去殖民化”和“祖国化”。
这是“八·一五”后100多天历史的重要内涵，也是其未完全达成的时代任务。
当然，其原动力主要来自高昂的民族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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