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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里好山回舶趠，百年麗日照春耕
 

─〈發現臺灣〉讀後感
 

 

【佳作‧許石宗】 

 

壹、前言：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
1

 

當我們搭乘高鐵往返北高兩市，身旁飛掠而過的景物，是一畦畦金

黃色的稻海、鐵皮屋蓋的工廠，或者是高樓大廈，不然就是車水馬龍的

公路，你那想得到幾百年前，臺灣的地貌是長的怎樣？讓我們小心翼翼

穿越時光甬道，回溯過往。 

十六世紀時，當葡萄牙水手駕船經過臺灣北部海面，看到山獄如

畫，樹木青蔥，歡喜讚嘆，跳躍高喊：「Formosa！」，意思就是「美麗

之島」。2
 

一六二一年，顏思齊率領一群驍勇好鬥之輩，從北港溪口登岸，那

時臺灣多是茂密的原始森林，樹林直長到海邊來，進入森林深處，會發

現密樹遮天，大白天黑得像夜晚，只在風吹樹動時，才看得到一線天光。

偶一抬頭，可能驚見一隻身型有如兒童的老猿猴高踞樹枝上，圓睜著一

對大眼睛，低下頭來，又看見一條長蛇，蜿蜒從腳邊爬過。野生鹿漫山

遍野，毫不畏人。3
 

當時臺灣是未化之境，鮮有漢人足跡，這兒是原住民與動物的天

堂。你那想得到一六二四年荷蘭人在此建立人類第一個政權，一六六二

年鄭成功趕走荷蘭人建立第一個漢人政權，一六八三年施琅攻打臺灣，

                                                      

1
 節錄唐‧韋應物〈初發揚子寄元大校書〉詩，意指世事如波上之舟，變化無

常，有時不是我們能夠掌握。 

2
 節錄民‧呂正理〈另眼看歷史上冊第 437頁〉 

3
 參專書第 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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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正式將臺灣納入版圖，甲午戰敗，一八九五年臺灣淪為日本殖民

地，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臺灣重回祖國懷抱，臺灣歷盡荷西、明

鄭、滿清及日本統治等政權嬗遞更移，光復後以其蘊涵的海洋能量，終

究建立中國有史以來最文明的社會。
 

縱觀歷史長河，臺灣文明史不過三百多年，然發生在這塊土地上諸

多可歌可泣的歷史事件，的確值得我們探索和深入瞭解，臺灣不可無

史，臺灣人更不可不知史，誠如天下雜誌編輯尹萍所言：「沒有歷史背

景作思考的依據，古蹟不過是斷瓦殘垣，英雄也只像是剪貼在紙上的人

物，從不曾真的存在過。」4
 

貳、專書重點歸納：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

一格降人才
5

 

一、本書以「追溯臺灣三百年政經發展史為經，探討國家現代化的

條件為緯」而設計出來的，編者把一六二○到一九四五這三百

年的臺灣史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大陸漢族開始向

臺灣大量移民到鴉片戰爭；第二個階段是從中國的門戶被西方

打開以後到甲午戰爭；第三個階段則是臺灣淪為日本殖民地的

五十年。全書共分三篇、十八章、本文約莫十五萬餘字，是天

下雜誌編輯群的集體傑作，我是古典詩的愛好者，但對歷史涉

獵不深，尤其是臺灣史，但拜此書發現作者文筆流暢，敘事鮮

明，引人入勝，我深入其境，發掘寶藏，尋章擷句，摘錄重點，

隨手札記，以作為個人往後研讀臺灣史的基礎，茲敘述於后：
 

二、回想美麗之島的過往：
 

（一）荷據：安平，追想起
 

重點摘錄：岸上，可耕、可獵、可漁，海上，日本、西

                                                      

4
 參專書第 11頁 

5

 節錄清‧龔自珍〈己亥雜詩第 125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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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牙、荷蘭船，往來繁忙。漢人據往魍港，

打劫海上行船為主，荷蘭人直接從安平港上

岸，以熱蘭遮為行政中心，統治臺灣。6
 

隨手札記：「萬里好山回舶趠，百年麗日照春耕」，婆娑

之洋，美麗之島，彷彿人間天堂！
 

（二）明鄭：鄭成功的生根與落地
 

重點摘錄：創基業在山窮水盡，縱絕島於別開生面，一

六六一年四月三十日，黎明時分，潮水和大

霧，將鄭成功順利地送進鹿耳門。7
 

隨手札記：「開闢荊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復先基，田橫

尚有三千客，茹苦間關不忍離。」8鄭成功驅

逐荷蘭人，以臺灣做為反清復明的基地。
 

（三）臺灣納入中國版圖：鄭氏王朝的飄零
 

重點摘錄：以海島抗中原，曾經，鄭成功以無比的志氣，

推廣教育，建立制度，銳意建設臺灣，但剛

愎的領導性格，部屬的謀權奪利、派系紛爭

和脫離現實的企圖心，使得理想成空。9
 

隨手札記：「壯志未酬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國姓

爺復臺後，父亡帝崩，國事家事，憂思百結，

終於英年早逝，然子孫不賢，禍起蕭牆，明

鄭終亡，臺灣正式納入中國版圖。
 

（四）渡海：勸君切莫過臺灣
 

重點摘錄：橫渡黑水溝，既象徵著對桃花源的勇敢追尋

與想嚮往，也隱含著死生不知的恐懼與危

                                                      

6
 參專書第 32頁 

7

 參專書第 51頁 

8
 參明‧鄭成功〈復台〉詩 

9
 參專書第 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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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10
 

隨手札記：「浩蕩孤帆入渺冥，碧空無際漾浮萍，風翻

駭浪千山白，水接遙天一線青」11，先民搭

著小船，冒著生命的危險，渡過驚風巨浪的

黑水溝，來臺拓荒謀生，這種精神著實令人

敬佩不已！
 

（五）海禁與械鬥：羅漢腳渡悲歌
 

重點摘錄：清初九十年禁止婦女來臺，造成臺灣社會婦

女奇缺，大批移民壯丁無法成家安居，又回

不了原鄉，心情浮動，遇到問題往往以武力

解決，造成社會「三年一反，五年一亂」。12
 

隨手札記：「同是萍浮傍海濱，此疆彼界辨何真，誰云

百世讎當復，賣餅公羊始誤人。」13怨怨相

報何時了，械鬥往事知多少！
 

（六）西方的衝擊：徘徊在改造的邊緣
 

重點摘錄：探索、爭論、實驗，整個西方的十八世紀是

忙碌的，建立標準、劃分體系，每一天都在

發明；同時期，日本開始好奇地探索西洋事

物，而中國卻將一切變化與新生事物關閉門

外。14
 

隨手札記：「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

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15」湖面宛

如明鏡，湖水是如此清澈，因為那不是一潭

死水，有源源不絕的泉水注入使然，國家亦

                                                      

10

 參專書第 76頁 
11

 節錄清‧郁永河〈渡黑水溝〉詩 
12

 參專書第 86頁 

13
 參清‧劉家謀〈詠台械鬥〉詩 

14

 參專書第 102頁 
15

 參宋‧朱熹〈觀書有感〉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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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此，要不斷吸收新知，隨時調適，才能

順應世界潮流。
 

（七）鴉片戰爭：門戶洞開的聲音
 

重點摘錄：一八四○年代，赴廣州查禁鴉片的林則徐寫

信問維多利亞女王：「如果在英國，你會允

許你的子民抽鴉片嗎？」鴉片戰爭爆發，把

臺灣和中國帶入一個砲聲隆隆的世紀。16
 

隨手札記：一八四二年清廷將香港割讓英國，從此藩籬

一撤，外力便易侵入，舉國同悲，引為奇恥，

詩人黃遵憲有《香港感懷》詩云：「豈欲珠

崖棄，其如城下盟！帆檣通萬國，壁

壘逼三城。」17
 

（八）臺灣開港：商品經濟的第一次風光
 

重點摘錄：曾經，樟腦、茶、糖、珊瑚組成最早的臺灣

第一隊伍，隨著淡水、安平、高雄相繼開港，

臺灣成為國際經際體系的一環。18
 

隨手札記：「披荊斬棘創新局，此路行來頗不易」，歷史

上的偶然事件，讓臺灣躍上國際舞台，樟腦

輸出更是獨步全球。
 

（九）牡丹社事件：中日關係從此易位
 

重點摘錄：一八七四年五月，日本以牡丹社事件為藉

口，發動三百年來對外的首次戰爭─對臺出

兵，這件發生在恆春北邊二十公里處石門山

谷的小戰役，徹底改變了中日數千年來的華

夷秩序。19
 

                                                      

16

 參專書第 132頁 
17

 節錄清‧黃遵憲〈香港感懷〉詩 

18
 參專書第 140頁 

19

 參專書第 1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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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手札記：一八七四日本藉機生事，埋下日後侵華的伏

筆。
 

（十）中法戰爭後：鐵路開出臺灣新紀元
 

重點摘錄：因中法戰役保臺有功，成為首任臺灣巡撫的

劉銘傳，在六年中使臺灣成為全中國最進步

的一省。20
 

隨手札記：「桓桓劉壯肅，六載駐戎軒，千里通馳道，

三關鞏舊屯21。」
 

（十一）甲午戰爭：一戰割開臺海兩岸
 

重點摘錄：就因為這場甲午戰爭，臺灣、澎湖被清廷

割讓給日本。臺灣成為殖民地，中國淪為

比殖民地還不如的次殖民地。22
 

隨手札記：「珠崖一擲誰當惜，精衛千年願總虛」23割

讓臺灣這彈丸之地，清朝主政者在所不

惜，自古以來，杜鵑哀啼想要喚醒無能的

皇帝，這種願望終究是要落空的。
 

（十二）馬關條約：春帆樓一紙，五十年心酸
 

重點摘錄：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日，以賣河豚聞名的

日本料理店春帆樓成為全世界注意的焦

點。這天，清朝的李鴻章和日本的伊藤博

文在這裡展開停戰談判，四月十七日簽訂

馬關條約，將臺、澎及附屬島嶼割讓給日

本。24
 

                                                      

20

 參專書第 167頁 
21

 節錄清‧梁啟超〈臺灣雜詩〉 
22

 參專書第 185頁 

23
 節錄清‧梁啟超〈三月三日遺老百餘輩設歡迎會於台北故城之薈芳樓敬賦長

句奉謝〉詩 

24
 參專書第 1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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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手札記：「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25沉

痛之情，溢於言表。
 

（十三）同治、明治維新的比較，中日現代化競賽
 

重點摘錄：一八六○年代，中日幾乎同時展開一場西

化的變革。日本明治維新，從洗舊習、求

知識於寰宇著手，中國同治維新，以學習

外國利器為中心。26
 

隨手札記：中日維新之成敗，取決於當權者之心態。 

（十四）日軍進城，割地前的最後抗爭
 

重點摘錄：北京，三千名學生聯名上書光緒帝，激憤

棄臺之不平；臺灣，民軍帶著鐵鍬、竹槍、

木棍以及義勇精神，投入一場沒有勝算希

望的抗爭。27
 

隨手札記：「憶附公車昔上書，罪言猶及徙薪初」28，

清廷甲午戰爭潰敗，乙未割臺予日本，全

國激憤，康梁聯合十八省舉人上書當權

者，抗議馬關條約，不要放棄臺灣，但這

些舉動終究是無用的，所以日本據臺之

初，臺灣人曾經七年浴血奮戰抵抗。 

（十五）日治初期：密植深耕，南進基地
 

重點摘錄：日本治臺的第一階段（一八九六─一九○

五），除了對反抗軍外，對一般人民是採

取安撫的手段，對於臺灣人民原有的風俗

習慣不加干涉。同時，全面展開各種社會

                                                      

25
 節錄清‧丘逢甲〈離台詩〉 

26

 參專書第 199頁 

27
 參專書第 244頁 

28

 節錄清‧梁啟超〈三月三日遺老百餘輩設歡迎會於台北故城之薈芳樓敬賦長

句奉謝〉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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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建設，為日後日本殖民政府奠下深厚

基礎，並以臺灣做為南進根據地。29
 

隨手札記：日本帝國為了獲得更多的雞蛋，於是拼命

養肥這隻雞。30
 

（十六）日治第二階段：苦澀的甘蔗
 

重點摘錄：日本為了恢復日俄大戰後的經濟蕭條，加

緊在臺灣殖產，廉價徵收土地，全島種甘

蔗，全臺三十九萬戶農家，幾乎都變成製

糖工人。31
 

隨手札記：日本佔據臺灣，最主要的目的是進行經濟

榨取。
 

（十七）日治第三階段：收回自由、教導自律
 

重點摘錄：日本對臺灣的教育重點，只重實學，培養

忠心守法的國民，避免開啟殖民地人民思

想。32
 

隨手札記：根本就是一種愚民政策，以推行皇民化。
 

（十八）對日抗戰，擺脫殖民：臺灣回家的一天
 

重點摘錄：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皇民化、工業化、

南進基地化，是戰時日本殖民臺灣的三大

政策。33
 

隨手札記：日本實施皇民化以使臺胞效終其天皇，工

業化以支持其戰爭所需，並建設臺灣以做

為其侵略東南亞的基地，終究只是南柯一

夢！
 

                                                      

29

 參專書第 260頁 
30

 參專書第 259頁 
31

 參專書第 274頁 

32
 參專書第 296頁 

33

 參專書第 3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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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專書評價與瞭解：千山動鱗甲，萬谷酣

笙鐘
34
 

一、妙質已為平世得：35
 

（一）基於使命感：把臺灣三百多年的漢人歷史，壓縮在三百

多頁的篇幅當中，不可能鉅細靡遺，一些歷史事件與人

物的疏漏，在所難免，我們不忍荷責。對於天下雜誌為

成就這本專書，專案小組成員所作的努力，包括採訪、

閱讀、找資料，遍遊臺澎，走訪大陸與日本等等，這種

殫精竭慮的精神，著實令人佩服，通篇翻閱多次，真是

愛不釋手，雖非宏幅巨製，由於取材廣博，觀點新鮮，

敘事生動，深獲中研院余英時院士的激賞。他們這麼費

心撰寫這本書，絕非商業考量，而是基於知識份子的使

命感，在這對歷史普遍無感的地方，灑下對本土歷史重

視的種子，期望讓它萌芽、成長、茁壯，化為一片青青

草原。
 

（二）作者對土地與人民的熱愛：誠如天下總編殷允芃出版序

言的一段話：「寫歷史最大的感動：先對自己的土地、

人民有深刻關懷，才能生出對自己土地與人民的信心，

歷史才能成為共同的記憶及力量36」，生於斯、長於斯，

只有對土地與人民心中有著一股熱愛，才能做出無私的

奉獻。我曾經買了一本厚重的臺灣史，藉以宣示自己博

覽群籍，誰知該書晦澀難懂，我就彷彿誤闖叢林的兔

                                                      

34

 節錄宋‧蘇東坡〈行瓊詹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云：「千山動鱗甲，萬谷

酣笙鐘。」覺而遇清風急雨。戲作此數句〉詩。用此比喻這本書對我影響很

大，也值得推廣給社會大眾閱讀。 
35

 節錄宋‧王安石〈思王逢源〉詩中「妙質不為平世得，微言唯有故人知」反

用其語，以喻作者寫作本書的能力及用心，已廣為社會大眾知悉。 

36
 參專書第 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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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毫無方向感，終究束諸高閣，但從「發現臺灣」這

本書，可以讓我們輕易瞭解這段歷史的輪廓，你如果有

興趣延伸閱讀，你還可以知道「霧峰林家」、「臺灣抗日

祕辛」、「蔣渭水傳」、「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

「臺灣總督府」等等諸多歷史專書，以擴大自己歷史知

識的深度及廣度。
 

二、微言豈止故人知：37
 

（一）回顧過去走向未來：本書是以「追溯臺灣三百年政經發

展史為經，探討國家現代化的條件為緯」的專輯，嚴格

說來，它是以漢人生活為主旋律的書，敘述這段期間臺

灣人的光榮與悲傷，其實臺灣在荷西時代之前，就已經

有漢人的足跡，但為數不多，也沒有太多歷史記載，直

到荷蘭人建立島上第一個政權，臺灣逐漸航向海洋，明

鄭驅走荷蘭人，臺灣展開國際貿易，更成為海洋中國的

尖端。
 

從蒙昧之初邁向現代文明，現代化是必經之路，比

較明治維新與同光中興的成敗，最主要是主政者心態及

團隊精神，前者以身作則，奮發圖強，重視教育，富國

強兵；後者妄自尊大，積弱不振，強調「船堅砲利」，

卻落為次殖民地。
 

本書更精彩的是作者另闢蹊徑，闡明日本在現代化

的過程中成功的條件，包括日本明治天皇下定決心西

化，率先打破傳統禁忌得種種作為，還有日本明治維新

時期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啟蒙大師福澤諭吉38與中村正直

39，前者親自到歐美觀摩西方文明，回國後把他在西方

                                                      

37

 見 36 
38

 參專書第 208頁 
39

 參專書第 2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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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身記錄關於制度、文物及生活所見所聞，寫成《西洋

事情》一書；後者在留英時期體驗了非比尋常的文化衝

擊，回國後，他將代表西方工業社會倫理的《自助論》

一書翻譯成日文，這讓日本讀者深信：雖然日本現在只

不過是國際間的一個貧窮少年，但只要勤奮努力，就可

以躋身為富強之國。另外明治維新成功的關鍵就是「岩

倉考察團」40，一八七一年由岩倉具視率領多名官員及

留學生到歐美各國考察，學習各國長處，回到日本後根

據考察心得實際推動各項建國工作，讓日本邁向世界強

國。
 

回顧這段歷史，讓我們學到教訓，「徹底學習與皮

毛改革兩種應對文明挑戰的本質差異」41，唐太宗曾說：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歷史可提供今人理解過去，

作為未來行事的參考依據。
 

（二）從細微處發現臺灣並與歷史連結：從北到南一件古蹟，

訴說一段史實，引起我們閱讀的興趣。
 

「石門古戰場」42訴說一八七四年牡丹社事件，高

山族英勇抵抗日本人的攻擊，功敗垂成，徹底翻轉中日

間千百年來的華夷秩序。
 

「劉銘傳半身雕像」43看起來不起眼，有點蒙塵而

難以辨別，偏居臺北二二八紀念公園一隅的亭子裡，很

少人知到他是臺灣現代化之父。
 

基隆「海門天險」44及淡水「北門鎖鑰」45是劉壯肅

兩次擊敗法軍的地方，歷史不會錯過記載這些事件，驚

                                                      

40

 參專書第 210頁 
41

 參專書第 355頁 
42

 參專書第 19頁 
43

 參專書第 20頁 
44

 參專書第 168頁 
45

 參專書第 1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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濤依舊拍岸，古蹟卻埋沒在荒煙蔓草中。
 

如果我們努力讀臺灣史，開車出去做一趟歷史之

遊，看到一個古蹟，想起一段歷史，人生之樂，莫過於

此！
 

肆、閱讀心得與啟示：殖民血淚豈可忘，江

山如畫任徜徉 

閱讀臺灣史令人悲喜交加，心情複雜，此地蒙昧之初，原是原住民

快樂的天堂，他們在此打獵、捕魚及耕種，每天在崇山峻嶺或溪谷海邊，

引吭高歌，過著喜悅的日子。「臺灣之所以美，即在其原始美自然美，

亦即在其無人煙，一經有人煙，尤其是文明一踏入，也就破壞了。」46果

不其然，此地經荷西、明鄭、清朝、日據、中華民國的統治開發，島上

幾乎沒有所謂不毛之地，地貌也迥異於昔，即使有傳說中的仙人麻姑，

她也要喟嘆滄海桑田啊！
 

一、唐山過臺灣，心肝結歸丸：
 

林石，臺中霧峰林家開臺始祖，福建漳州平和縣人，父母

早逝，由祖母撫養成人，因家鄉土地貧瘠，謀生不易，一七四

六年背著盛有父親骨骸的金斗渡海來臺，在大里杙落腳，不畏

番害，勤勞開墾荒地，終成地主，為日後霧峰林家打下深厚的

基礎47，這也僅是渡臺拓荒者的一個縮影。有人說要不是日子

不好過，有誰要冒著生命的危險，來到這危機重重的蠻荒之

地，而且是一波接著一波，如潮水拍打岸上，如海水膜拜聖山

一般，接踵而來。
 

從唐山要過臺灣，首先必須面臨的挑戰，就是那深邃詭譎

的黑水溝了，那風翻駭浪的情景，真的叫人不寒而慄，難怪有

                                                      

46
 節錄民‧陳冠學〈老臺灣〉第 92頁 

47

 參民‧黃富三〈霧峰林家的興起〉第 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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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用客語寫下這首《渡臺悲歌》：「勸君切莫過臺灣，臺灣恰似

鬼門關，千個人去無人轉，知生知死誰都難。」48
 

即使上了岸，還要面臨番害及瘴癘的威脅。只要你一不小

心，踏上番人警界區，項上人頭就保不住了，再來瘴癘也挺嚇

人的，臺灣因陽光強烈，濕氣又重，如此醞釀的瘴癘之氣，令

人水土不服，客死他鄉。
 

僅管如此，我們的祖先依然如飛娥撲火，如蜂擁而至，毫

不退縮，這就是拓荒者的精神，這就是我們先人偉大的情操。
 

二、飲水思源：
 

看到臺灣移民拓荒的勇敢行徑，馬偕博士讚美的寫著：「農

民實在是漢人社會中最好的一種人，他們大抵是勤勉、誠實而

有道德的，很少做非禮背繆的行為。」49又寫著：「他們是以大

自然最嚴格的模式鑄成的，多有英雄氣概。塵世的財貨，他們

擁有的很少。他們終日用斧斤在山林中工作，夜間則燃燒柴

木，炊煙常常飄在他們簡陋的屋上。」50「他們戰勝了困難，

使那蠻荒偏僻的地方變成美麗安適的樂土。他們所做的事情，

不僅砍伐森林，也開闢道路，把荒涼的沼澤變成金色的良田。」

51從上面這幾則日記，我們可以深切瞭解先民們是茹苦含辛、

寧靜致遠的拓荒者！
 

我們現在走的每一條路，過的每一座橋，都是從三百多年

前開始，我們的祖先披荊斬棘，蓽路藍縷，用血汗和淚水，一

寸一寸開墾出來的，所以我們要飲水思源，懷念祖先的辛勞，

守護這一片土地，對這片土地永續經營，為我們後代子孫創造

人間樂土。
 

                                                      

48
 參專書第 76頁 

49

 參民‧陳冠學〈老臺灣〉第 174-176頁 
50

 參民‧陳冠學〈老臺灣〉第 174-176頁 
51

 參民‧陳冠學〈老臺灣〉第 174-1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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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緬懷先賢：
 

臺灣是個移民社會，三百多年來多種文化在這裡激盪，我

們經歷多次的政權更迭，多次的殖民統治，雖屢經欺凌與榨

取，我們依然屹立不搖，縱橫這塊土地，不知有多少英雄豪傑，

以其豐功偉業，而能萬世不朽者，首推鄭成功與劉銘傳，梁任

公就有這樣的詩句：「南來蛇鳥延平壘，北向雲山壯肅城。」52

讚美兩人。
 

（一）鄭成功：
 

清朝重臣沈葆楨對鄭成功就有極高的評價：「開萬

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極一生

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53
 

大意是說：鄭氏是自古以來未曾有過的奇才，開墾

荒地成為美麗的山川，當作明朝遺民的世界；終其一生

縱然有無可奈何的遭遇，但是這些缺憾都還給了天地，

他是開創新局道德完美的人。
 

其實，鄭成功一生最大的功業，就是把中國政權延

伸到臺灣，使臺灣開始便成漢人的社會，為以後閩粵的

移民潮，提供一條坦蕩的通路，所以說他是「開臺聖王」

並非過譽。
 

（二）劉銘傳：
 

清朝統治臺灣二一二年，奉旨駐臺官吏有如過江之

鯽，其中對臺貢獻最卓著，影響最為深遠的，非劉銘傳

莫屬。
 

他曾經在基隆及淡水，率兵兩次擊敗法軍，威名遠

播，獲得連橫及梁啟超極高的評價。更被派任第一位臺

                                                      

52
 節錄清‧梁啟超〈三月三日遺老百餘輩設歡迎會於台北故城之薈芳樓敬賦長

句奉謝〉詩 

53
 參專書第 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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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巡撫，在臺六年當中，劉銘傳不惜得罪權貴及既得利

益者，大刀闊斧開展各項現代化的建設，他希望「以一

隅之設施，為全國之模範」。他的改革包括軍事、制度、

教育及交通各層面，當他離開臺灣時，臺灣已經煥然一

新。
 

他非但是深謀遠慮的吏才，而且是才華橫溢的詩

人，曾作詩云：「自從宦海苦奔波，懶向人間喚奈何。

名士何妨知己少，英雄總是布衣多。尚憐浮泛無肝膽，

不慣逢迎受折磨。飢有糗糧寒有帛，蓬茅歸去且高歌。」

54以抒發胸中壘塊。
 

四、樂與斯土斯民同甘共苦：
 

（一）認同臺灣：
 

自十六世紀以來，先民們甘冒生命的危險，渡過大

海來臺謀生，當時是一個以聚落為主的「移墾社會」，

直到十九世紀，才進入以城鎮為主的「農業定居社會」，

開始承認自己是臺灣人，認同這塊土地，不再是飄泊的

浮萍，也該落地生根了，這種意識的形成並非一蹴可

幾，而是經過漫長歲月的蘊釀，無論你是原住民、客家

人、泉州人或者是漳州人，是先行者或是後來者，都應

該拋棄省籍情節，認同臺灣，愛鄉愛土，唯有如此，方

能與斯土斯民同甘共苦。
 

（二）摒棄「游牧民心態」，永續經營至上：
 

根據臺大歷史系吳密察教授的觀察，基本上臺灣是

游牧民社會：「游牧民永遠在逐水草而居，當一個地方

的牧草已經吃完，他們便會趕著牲畜到另一個地方去求

                                                      

54
 參清‧劉銘傳〈書感〉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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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55這種心態只看眼前利益，並無長遠之計，原本

滿地都是蓊鬱的樟樹，因砍伐殆盡又無適時植苗，如今

樟樹已淪為保育樹種，城鎮的興衰亦是如此，當資源淘

盡，就一鬨而散。而且眼前企業的出走和移民國外，與

此皆息息相通，撫今追昔，令人不勝噓唏。有鑒於此，

政府公共政策的擬定，以及國土規劃，都要以永續經營

至上為原則，不應只著眼於滿足現在的生活，更要把幸

福留給後代子孫。
 

（三）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
 

臺灣四周環海，我們就像一艘船駛向茫茫大海，也

駛向不可預知的未來，正因為如此，我們就應該更團

結，因為我們是生命共同體，無論你是販夫走卒，或者

是知識份子，都應該為這美麗之島貢獻心力，不要成為

害群之馬，像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毒澱粉事件，就是商

人短視近利，禍害社會，而其始作俑者，泯滅知識份子

的良知，更令人痛心疾首！
 

（四）我都是一家人：
 

古人有云：「四海之內皆兄弟」，更何況我們同居於

孤懸海外一隅之島，祖先同是來這荒陬之地拓墾謀生，

更應該相親相愛，就像一家人，當我們的棒球隊，在世

界盃經典賽有優異的表現，我們就會拍手叫好，額手稱

慶，當我們的船員被菲律賓海巡人員射殺，舉國震驚無

不義憤填膺，甚至主張支持政府對菲律賓祭出嚴厲的制

裁，正因為我們都是一家人，悲喜與共啊！
 

五、日本南柯夢醒時：
 

年幼時，牽著祖母到處訪友，我對她的眼盲感到好奇，後

                                                      

55
 參專書第 1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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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從長輩口中得知她是哭瞎的，二次大戰末期，二伯父被日本

人強徵從軍，在恆春半島被美軍的飛機機關砲打死，那年他才

二十歲，正是展開雙翼遨遊寰宇的年紀，一夕之間，卻殘酷的

成為墜翼的天使，他是我們家族中最優秀的孩子，我嘗想像他

身著戎裝的側影，茹苦間關與敵人周旋的英勇，每思及此，忍

不住潸然淚下。亞洲有多少國家人民遭到日本蹂躪，家破人

亡，其罪行真是人神共僨，上次福島核災，他們的官員就說這

是天譴，雖遭群起攻訐，但這確實是肺腑之言。雖然這些年來，

日本有意修補與鄰國關係，拉攏這些曾經是在其鐵蹄下受盡欺

凌的國家，但是曾有不共戴天之仇，感情上早已有鴻溝，如何

彌平殖民地的傷痕呢？老子道德經曾說過：「和大怨必有餘

怨，安可以為善。」56我想這話說得最貼切了！
 

日本文明之父福澤諭吉，雖然幫助日本走向現代化，富國

強兵，然而此人居心叵測，鼓吹侵略鄰國，造成東亞千萬百姓，

生靈塗炭，顛沛流離，日本戰敗後亦同受巨創，真是千古罪人！

所以歷史告訴我們：當國家強盛應澤被黎民，回饋國際社會，

讓人類同享文明的果實，而不是以強凌弱，以鄰為壑。
 

伍、結語：破碎山河誰料得，艱難兄弟自相

親
57
 

一、臺灣與大陸是生命共同體：三百年來臺灣與中國的歷史是糾結

在一起的，就像揉合著的麵團，不分你我，兩岸多年的苦難與

亂離泰半是日本人造成的，牡丹社事件、霧社事件、甲午戰爭、

九一八事變、蘆溝橋事變等等歷史事實，我們是多麼耳熟能詳

啊。
 

                                                      

56
 參民‧無民氏〈道德真經‧德經〉 

57
 節錄清‧梁啟超〈三月三日遺老百餘輩設歡迎會於台北故城之薈芳樓敬賦長

句奉謝〉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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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鄭時期：自從鄭成功驅走荷蘭人，臺灣踏上中國歷史

的軌道上，其間不知有多少英雄豪傑，馳騁在這塊土地

上，多少的移民祖先在這塊土地上，以血淚及汗水建立

家園。一八六○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清廷簽下天津

條約，這一年臺灣的淡水及安平，首次開放外國貿易，

臺灣正式納入國際經濟體系，臺灣輸出的茶葉及樟腦，

馳名遐邇，世界地圖上已經看得見臺灣的座標，臺灣的

名字遠揚海外，臺灣正式躍上國際的舞台。 

（二）清朝時期：臺灣孤懸海外，由於地理位置優越，土地肥

沃，引起列強覬覦，特別是日本垂涎已久，一八七四年

日本以牡丹社事件為藉口，發動對臺戰爭，這場發生在

恆春北邊石門山谷的小戰役，徹底改變了中日數千年來

的華夷秩序，也埋下日後侵華的伏筆。 

（三）日據時期：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潰敗，將

臺灣割讓給日本，從此臺灣成為殖民地，在日本佔據臺

灣初期，臺灣有所謂七年抗日，島民死傷無數，後來受

到梁任公思想的啟迪，知識份子提倡非武裝革命，以爭

取權益，但畢竟日本殖民臺灣是以經濟榨取為目的。而

中國淪為比殖民地還不如的次殖民地，終究走上革命一

途，直到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無條件投降，臺灣重回祖

國懷抱。 

二、愛鄉愛國愛同胞：居住在臺灣，散佈在各個角落，你我或許大

都不相識，但是我們的祖先，多是從對岸大陸，飄洋過海來臺

灣，無論是平地或高山，都有我們祖先開鑿的痕跡，我們不但

要飲水思源，緬懷先賢，更要熱愛這塊土地，以及生長在這塊

土地上的子民。因為心中有愛，我們身為公務員更應為民表

率，在自己工作崗位上，盡其所能，為民眾服務，苦民所苦，

以解民瘼。 

三、兩岸應攜手同心共創未來：由於國共內戰，現在兩岸分裂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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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未來是統或是獨，也許民眾意見紛歧，但是自從政府開放

大陸探親投資，以及近年來陸客來臺旅遊，絡繹不絕，兩岸關

係日益密切，敵對降低，真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

重山」58，政府更宣示擱置爭議，異中求同。而且，臺灣經濟

面對大陸的依賴日趨擴大，基於同文同種，基於共同祖先，吾

輩認為基於彼此共同利益，應攜手合作，特別是在釣魚台的主

權上，更應該分進合擊，不能讓日本得逞，這是我們祖先的遺

產，我們不能拱手讓人，有見於此，筆者寫了一首《釣魚台之

歌》，歌詞如下與諸君共饗：
 

 

釣魚台之歌（臺語）
 

獨白：無論是歷史上，或者是地緣關係，在在證明釣魚台，自古以來是

咱的，但是戰敗的日本國，想盡辦法侵佔釣魚台，這個島這片海，是咱

尚水的後花園，咱未凍放棄，一定愛堅持、爭取釣魚台的主權
 

-------------------------------------------------------------------------------------------- 

三百年前  咱的祖先 

不驚風涌  來這打拼 

攏是為著子孫  為將來 

種稻仔捉魚為生活 甘苦勤儉起大厝 

風吹雨淋親像牛  流血流汗護田園 

一年過一年  一代過一代 

望海 是一種期待  站惦這個所在 

它是咱的母親   名字叫做臺灣 

祖先明明有交待  伊是咱的海 

船隻經過的所在  就是釣魚台 

祖先明明有交待  伊是咱的海 

船隻經過的所在  就是釣魚台 

                                                      

58
 節錄唐‧李白〈早發白帝城〉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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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奏）
 

三百年前  咱的祖先
 

不驚風涌  來這打拼
 

攏是為著子孫  為將來
 

種稻仔捉魚為生活 甘苦勤儉起大厝
  

風吹雨淋親像牛  流血流汗護田園
 

一年過一年    一代過一代
 

望海 是一種期待  站惦這個所在
 

它是咱的母親   名字叫做臺灣
 

祖先明明有交待  伊是咱的海
 

船隻經過的所在  就是釣魚台
 

祖先明明有交待  伊是咱的海
 

船隻經過的所在  就是釣魚台
 

祖先明明有交待----------------------ending 

「我們的祖先一直處於身不由己的漩渦裡，我們這一代在臺灣的中

國人，雖然無法選擇過去，卻可以決定自己的未來。」所以，無論是對

釣魚台或南海諸島的主權維護，我們一定要堅持到底，勇敢守護每一寸

疆域，這樣才對得起我們的祖先及下一代。 

陸、附錄： 

梁啟超「三月三日遺老百餘輩設歡迎會於臺北故城之薈芳樓敬賦長

句奉謝」詩云： 

側身天地遠無歸，王粲生涯似落暉， 

花鳥向人成脈脈，海雲終古自飛飛， 

尊前相見難啼笑，華表歸來有是非， 

萬死一詢諸父老，豈緣漢節始沾衣。 

憶附公車昔上書，罪言猶及徙薪初， 

珠崖一擲誰當惜，精衛千年願總虛， 



「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領域 

 

21 

萬
里
好
山
回
舶
趠
，
百
年
麗
日
照
春
耕
│
〈
發
現
臺
灣
〉
讀
後
感
 

曹社鬼謀成永嘆，楚人天授欲何如，
 

最憐有限哀時淚，更灑昆明劫火餘。
 

間氣神奇表大瀛，伏波橫海舊知名，
 

南來蛇鳥延平壘，北向雲山壯肅城，
 

萬里好山回舶趠，百年麗日照春耕，
 

誰言鶯老花飛後，贏得胥濤日夜聲。
 

劫灰經眼塵塵改，華髮侵巔日日新，
 

破碎山河誰料得，艱難兄弟自相親，
 

餘生飲淚嘗杯酒，對面長歌哭古人，
 

留取他年搜野史，高樓風雨紀殘春。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戰敗，一八九五年將臺澎割讓給日

本，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逃亡海外，一九○七年林獻堂

與梁啟超在日本邂逅，相談甚歡，梁氏對臺灣淪為異族統治，甚表同情，

但表示以祖國之頹廢，並無餘力保台，所以詩中有句「艱難兄弟自相親」

即指此事。林獻堂邀請梁氏訪臺，一九一一年梁氏父女終於抵臺，眾仕

紳久仰大名，設宴款待於薈芳樓，梁氏就寫這首長詩送給大家。這首詩

是由四首七言律詩組成的聯詩，聯詩杜甫最擅長，後世學習者不可勝

數，梁氏不以詩聞名，但這首詩卻寫的非常出色。 

這首詩大意如下：一八九八年戊戌政變失敗後，梁啟超逃亡日本，

有天地之大卻無我容身之處的感慨，以王粲比喻自己生涯有如日落餘

暉，不再綻放光芒，人依舊是對著花鳥含情脈脈，海上的雲自古以來就

是自顧自的飛走。我和您們相見飲酒，身邊的日本警察，讓我們不能暢

所欲言，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我從京城回來就惹得滿身是非。我冒著生

命的危險詢問諸位鄉親父老，我的淚水早已沾滿衣裳，難道只是因為我

是從內地來看您們的嗎？ 

回想起我中了舉人，上書朝廷要求改革，就像發生火災想要移走木

柴般的殷切。但是臺灣割讓給日本當權者誰會婉惜，杜鵑不停啼叫想喚

醒昏庸的皇帝，自古以來，這種願望總是虛無縹緲。曹社之謀已令我們

嘆息，上天給楚人的機運國祚又如何呢？最可憐的是我悲哀時局這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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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眼淚，自不量力，要去灑滅昆明劫火之餘燼。
 

神奇的霧氣籠罩大海，鄭成功的軍隊渡海趕走荷蘭人，鄭氏南來臺

灣建立政權，做為反清復明的堡壘，清領建省，劉銘傳努力建設臺灣。

這樣連綿不絕的好山好水，季風來回的吹拂著，多年以來，和煦的陽光，

照耀著春耕的土地與人們，誰說等到我們都老了，一定要過著隱逸的生

活，日夜聆聽哀怨的濤聲。
 

我們經歷一次次的浩劫，我的白髮一天天的長出，誰料想得到我們

會遭受異國的欺凌，山河破碎，時局如此艱難，我們雖情同手足，但卻

只能各自相親相愛。劫後餘生，酒淚入腸，我們相視高歌，悼念古人，

我們應盡己所能，為保存民族命脈努力，留給他人將來寫下這段歷史，

春之將盡，高樓風雨中，梁啟超謹誌。
 

這的確是一首感人肺腑的史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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