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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文獻  
前二二八時期的臺灣歷史見證--鄭坤五《九曲堂時文集》點校(一) 

點校：林翠鳳 ∗    覆校：吳福助 ∗∗ 

【提要】 

《九曲堂時文集》為鄭坤五親筆題名之報紙作品剪貼本。據作者自

註：「本集是在主《光復報》筆政時及兼《原子能》筆政時保存之散文。」

註語所言《光復報》為《光復新報》之簡稱，《原子能》為《原子能報》

之簡稱。依據兩報的〈創刊詞〉剪報可知：《光復新報》創刊於民國 34 年

（1945）12 月 21 日，《原子能報》創刊於民國 35 年（1946）7 月 13 日，

此二報的創刊十足反映著面對新時代到來的新展望；發行時間又恰當民國

36 年（1947）2 月底二二八事件發生前，《九曲堂時文集》足可以作為臺灣

一個特殊過渡時期的重要斷代歷史文獻。 

《九曲堂時文集》內容以時政議題為主，可分為二大類：其一為對時

局時政的觀察與建言，其二為對精神意志的導正或宣揚。鄭坤五採議論散

文的形式，發表了許多個人對當時公共事務的觀察與意見，既是代表輿論

發聲，也同時引導輿論走向。他藉此達到了針砭時事、貢獻才智的目的，

也突顯出知識份子積極論世的報國精神。這是鄭坤五於光復初期最具代表

性的雜文作品集。 

（請參閱：林翠鳳〈鄭坤五《九曲堂時文集》與臺灣戰後初期的時局

時政〉，《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45 卷，頁 243 - 278，2004 年 7 月。） 

 

【點校說明】 

1. 《九曲堂時文集》作者剪報原無分類。為便於閱覽，今將各篇依專欄名

稱及內容性質，分別歸納為四單元：壹、「社論類」74 篇，包括「社論」、

「代論」、「民聲」、「專論」、「短論」，及未標示專欄名稱之社論類論文。

貳、「人民的世紀」8 篇。參、「真刀真槍」15 篇。肆、「其他」2 篇。

合計共 99 篇。各類下每篇標題前，均加標數碼，以便利檢讀。 

2. 剪報發表日期之標示或有或無，時序亦有錯置。今重予編輯，主要依原

                                                 
∗ 林翠鳳，國立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教授。 
∗∗ 吳福助，東海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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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貼序列之，標示日期者則依時間先後順序之。  

3. 作者署名多樣，或標示或否，為求體例統一，凡署名者，均隨篇移入附

註，缺則從缺。  

4. 「人民的世紀」與「真刀真槍」二單元，原作各篇並未訂立小標題，今

為便利閱覽，權由點校者依內容分別擬冠標題。 

5. 各篇原有標點符號，係屬粗標，加以排印多有不良，不甚理想。今依實

際內容需要，重予細標，以便利閱覽。 

6. 各篇中時或出現方言語彙，今擇要加以註釋，以便利閱覽。 

 

關鍵字：鄭坤五、九曲堂時文集、報紙、二二八、臺灣 

 

鄭坤五《九曲堂時文集》剪貼本原作封面（林翠鳳攝影 200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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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社論類 

（茲就原剪貼序列之，標示日期者順序之） 

01. 論日本五十年來之統治 1  

仁者建國 2，以德服人；霸者橫行，以力制人。以德服人者，其國運必

昌，周武之興是也；以力制人者，秦嬴之滅是也。是故不量力，而妄想霸

道者，無不自取覆敗。日本之劫臺灣，雖歷五十餘年，其所得民心何在？

除極少數漢奸之外，莫不呼日人為「四腳仔」3，僅存臭罵而已。在日本勢

力範圍內，普通人且勿論，雖兒婦，亦以接近日人為恥。誰謂臺胞不愛國

4？只此便可以證明省內同胞氣節之一斑 5，武力安足恃 6？  

其治朝鮮亦然。自韓國獨立運動恢復後，其對日人如何，可得而知。

前因後果信哉！此誠所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日本之食報，亦可

以自猛省矣。吾臺同胞應體會   蔣主席不以怨報怨之戒，極力隱忍得保平

和。況鄰人搬家，在數十年後，一旦相逢，猶不能忘情，慇慇話舊，豈受

統治五十年餘，尚彼此若仇讐，竟不留半點淚債歟？噫！此固理之所當然

7。其占領本島期間中，所有虐待同胞手段，無微不至，此實六百萬同胞所

經體驗，習而成慣，猶可隱忍。蓋自悟當日處在亡國奴地位，所受欺凌剝

削，橫暴壓迫，在所不能免 8。無如尚有忍無可忍者，乃對村庄檢疫之恨事，

最為可惡。不顧婦女人格與羞恥，一味胡為，令人髮指。眾所共知，令人

不忍形諸筆墨，況當之者，恨何以消？而日方猶以為一視同仁，自詡 9不若

西人之對待黑人 10，其愚不亦甚乎？  

自其侵略野心暴露後，蘆溝橋導火線一燃，對本省民疑心益熾，仇視

眼光愈兇。動以密通中國為詞，不關事之有無，一味蠻橫大肆逮捕，於富

                                                 
1 作者剪報：「中華民國三十四年十二月二十四日」；「社論」專欄。 
2 「仁者建國」，原誤作「為國者」，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3 「四腳仔」，原作「四腳」，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4 「國」下原衍「哉」，據作者剪報自校刪除。 
5 「斑」，原誤作「班也」，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6 「恃」下原衍「也」，據作者剪報自校刪除。 
7 「然」下原衍「也」，據作者剪報自校刪除。 
8 「在所不能免」，原作「所不能免也」，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9 「詡」，原字反寫，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10 「人」下原衍「也」，據作者剪報自校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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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尤甚。蓋欲肆其淫威，并資其剝削民間脂膏者也。故凡地方有力者，十

中之九咸在其數。拷 11問之慘毒，全無人道；刑具之奇，五花十色，死者

十之二三；有萬刦不死，被禁至八年者，轉羨死者有幸，而恨不速死；日

夜圖謀自殺者，十中八九，冤無可訴，真同胞之大痛恨事 12。其他如小林

躋 13造之強迫改姓名，此亦識者間，精神之大打擊也。夫明末寧靖王〈絕

命詩〉云：「艱辛逃海外，只為數莖髮。如今事畢矣，不復採薇蕨。」為

數莖髮，尚不肯輕易剃去，況令人無故與祖宗絕緣？吾知有識者中，為生

命財產，而不能避免其明攻暗算，利誘威嚇，而飲泣改姓者，其心中苦痛，

當無限也。小林之虐待吾人，可謂奇且酷矣。觸目傷心之事，罄竹難書。

日本之失政，自貽伊戚，欲服人心，其可得乎？毋怪光復後，不留一絲之

香火情也。  

 

02. 利用日本兵是雙方的利益 14  

祖國人嘗稱日本人有禮、勤勉。這句話確實不錯。現在未歸國的日本

兵，本省內大概尚不止二十萬。本省現在百廢待興的時候，若在未歸日本

以前來利用這勤勉的日本兵，彼此皆有利益，這一點，在各地方，雖然亦

有用之於市街整理的，但是可惜利用尚未徹底。  

試思光復後的今日，比光復前工錢，及物價的騰貴，起碼 15有數倍，

或十數倍。光復前，大家在死線上徬徨，生理人（做生意的）從硝煙彈雨

中蒐羅我們日常所須物，來應我利便，我們亦以為朝不保夕的生命，苟能

滿足眼前的衣、食、住，錢鈔是不足輕重的，所以甘願以高貴的價錢去購

買。如今既光復了，大家的生命財產亦安定了，生產者也可以安安穩穩生

產了，那裡有提高物價的理由？須用者亦不用再爭一日的生命，而浪費可

                                                 
11 「拷」，原誤作「栲」，今改。 
12 「事」下原衍「也」，據作者剪報自校刪除。按：以上所述日本殖民政府對台胞

的濫捕酷刑，鄭坤五另有史話小說《活地獄》（收入林翠鳳主編《鄭坤五研究》

第一輯，台北：文津出版社，2004 年 11 月），評論可參考：（1）林翠鳳〈鄭坤五

〈活地獄〉的史實關照〉，《中國文化月刊》289 期，頁 92-125，2005 年 1 月；（2）

蕭玉貞《鄭坤五小說研究》，台北：文津出版社，2007 年 4 月。 
13 「躋」，原誤作「濟」，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14 作者剪報：「中華民國三十四年十二月二十七日」；「社論」專欄。 
15 「碼」，原缺，今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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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的金項。  

無如賣者買者，皆無自覺，所以物價愈騰高。欲追究他的因素，雖有

不少的理由，但是最淺現者，像海產魚類生產，以工錢貴，魚價不得不貴。

農業家則說，一年間用血汗種出來的米粟，一斗換不得一斤魚。米價照樣

可照公定，作工的勞働 16者又說，做一日工，賺不到三升米過日，如何生

活？大家都有正正當當的理由，宛然在蜈蚣與蛙蛇相克 17的情形中，物價

焉得不混亂？  

欲要打消這三點相剋相連的混亂，除非利用失業的日本兵，以外似無

好計策。尤其是若能計畫的使用，不但僅僅物價的平定，而且建設途上的

幫助，亦屬不少。而計畫的使用法是：由政府命令日本兵各部隊長，負責

調查各兵技能。分別能耕田園者，為一農組；能捕魚者，為海產物組；能

建築者分土水組、木匠組；其他種種各組。分別後，由雙方約定工資，如

每工給與十元或十五元，日方當能滿足。第一能節儉工費，第二能增長生

產，第三能杜絕蕩檢逾閑的弊害，第四能促進都市的復興。以此行之，物

價一定低落，誠屬雙方利益，深希當局圖之 18。  

 

03. 對魚價亦當節制方合道理 19  

現在到處皆鬧米荒，其實米糧原不致缺少，是因有大家所知的許多的

原因，所以致起那一日一日價錢抬高。萬項物價以及工錢，亦隨之漲價，

各各都有多少理由。  

其中最不可堪者，就是魚價。在戰時飛機炸擊下，由經濟警察包圍中，

冒險捕魚，來供給同胞的滋養料，不但當給他好價，而且亦當感謝他社會

奉公的好意。若無他，是會使人身保健上生出障碍。當時有這種種原因，

尚且每斤魚價只十元以內，如今則抬高至三十元，真是豈有此理！若謂各

項物價一律騰貴，魚亦當然隨之騰貴，此則是大大誤謬。譬如豬肉，雖然

                                                 
16 「働」，日文，「工作」之意。《中華大字典》：「働，日本字，吾國人通讀之若『動』。」 
17 「克」，今習作「剋」，二字通用。 
18 作者自註：「著者附言：此是因光復初，日軍尚留在臺灣，其危險處，不難預測，

一般知識者，多抱隱憂，余故援用太公答武在策，以工資貽日軍，使衣食足而不

生反抗之意耳。」 
19 作者剪報：「中華民國三十五年一月一日」；「社論」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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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貴，若想到他料貴、米貴、豬疫等等關係，而且飼養至賣出的日數，最

短亦當在一年左右，肉價貴些，亦未必無理由。其他田產、農產物，亦當

四、五月以上才能收成。惟有魚鮮，卻不用許久時日。若有筏網的人，一、

二日間出海，便能滿載而歸。少者得利數千，大者數萬，或數十萬，本錢

無幾，一擢鉅萬金，雖說是正當職業，未免太暴利了。  

或有一、二向漁人責其太過者，彼應說：「我何曾收暴利？但是錢是

無人不愛的。做漁販的人們，每日雲集，競爭沽買，價是由做買的自己開

的，難道教我辭卻嗎？」彼此皆是生理人（營生者）的機關，卻也難怪，

只可憐須用者的我們！如若去責 20問做魚販的人，他一定說：「這是爾們自

己 21肯拿出錢來買，爾肯對我貴買，我那裡不貴賣？」  

逐次追究起來，究竟弱點，是在須用者的我們了。果然我們若盛氣，

不要買他，魚價一定跌落，但這是做不來的。人身營養所關，魚肉內有種

種的原素，如「蛋白質」、「維他命」及其他的滋養物，是斷斷不可缺的，

所以不得不屈服。有這箇弱點給魚販刺著，怪得他價錢 22不一日一日的飛

騰，漁戶的金庫，不得不漲滿。有錢的人，固然不妨一食萬金，買來食用。

但是只可憐小戶人家，則不能染指身體滋養料，已不能補給，終必機能減

退，焉能養出強健的國民？在這新生臺灣的建設時期中，若不急速設法，

恐怕有影響 23著強兵的主旨，深望當局善處之。  

可能節制其價錢，亦是一種的辦法。若不可節制其價錢，或可准許利

用失業的日本兵，挑選其會捕魚者，使為漁夫，所費已省，而魚價亦可以

從兼出賣。使貧者得以享受滋養分的配給，然後民生得以康寧，金錢不致

浪費，誠富國強兵一助。一舉兩得的辦法，吾人深深望其早日實現。  

 

04. 如何建設新臺灣 24  

國家強盛因素在於兵備，而兵備之施設，尤重科學，如美國之原子彈

是也。案，原子彈在五年前，科學界已有提及之矣，各國亦在秘密中極力

                                                 
20「責」，原誤作「貴」，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21「己」，原誤作「已」，今改。 
22「錢」，原誤作「前」，今改。 
23「響」，原誤作「嚮」，今改。 
24 作者剪報：「中華民國三十五年一月七日」；「社論」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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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究。幸正義之美國，早一日完成，克奏偉功，世界賴以平和。萬一使戰

魔之德國、日本先一日完成，或使無人飛機及冷凍彈，使德國有餘裕襲出，

則犧牲者不知將消耗幾億萬，此可以證明科學與國防上之重要性矣。  

我國在過去四千年中，多陷於文弱。不但不留心於科學，而且日陷於

文弱。凡歷代 25秉國權者，皆苟且從事，以所謂「安境保民」為本，事事

遞變，每受強敵憂患，自周以下，無朝無 26之，至宋□□，有王安石之才

而不能用，不久遂有徽、欽北狩之事。自是金、元、滿族，相繼入關 27，

皆文人執政，苟且偷安以釀成之也。我革命先烈與抗戰英雄，有鑑及此，

徹底改革，乃有□日。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興仁義之師，推翻帝制，翦

虎狼之敵，完成共和，可謂盡善盡美矣。  

然古人云：「安不忘危」，又曰：「創業易，守成難。」而守成之要點，

尤在於科學之發展。況科學，我國自古已有之矣。惟與守舊之儒家不合，

摒外國宗教家之妬科學家也。中國儒家輕視科學，故科學淪亡，外國人雖

宗教家忌論科學，期能利用，故日見進步。  

其實今日外國所發明者，多屬從我國所發明發見而應用之者，火藥、

活版、指南針皆在數百年、數千年前發明發見之物，外人改良而應用之也。

飛行機之發明，後漢王莽時，已有「取大鳥翮為兩翼 28，頭 29與 身 皆 著毛，

通引環紐，飛數百步墜。」見〈王莽傳〉。其他毒氣，與防毒面套，見《宋

史‧孟宗政傳》：「敵穿阱才透，（宗政）施毒煙烈火，鼓韝以燻之。………

金人摘強兵，著厚甲鐵面，濕氈濡革……。」 30云云，是使用毒氣與防毒

面套，在宋時已有之。凸鏡取火，漢張華《博物誌》已有以冰片向太陽取

火者。外國吊橋發明在二百年前，而珠江上流乃有孔明所造鐵橋，跨在百

尋懸崖之上。□品如墨與銀朱，歷久不變，無藥可以消滅其遺跡，視文明

時代之鋼筆墨水，猶有過之無不及也。他如動、植物之改良採種法，則利

用數千年前「同姓結婚，子孫不昌」原理而為之者也。古人契上之腳模手

                                                 
25 「代」，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26 「無」，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27「相」、「入」，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 
28「兩翼」，原誤作「附翼」，據《漢書•王莽傳》改。 
29「頭」，原誤作「頸」，據《漢書•王莽傳》改。 
30 《宋史•孟宗政傳》原文作：「宗政……穿阱才透，即施毒煙烈火，鼓韝以熏之。……

金人摘強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革蒙火山，覆以冰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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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今日外人指紋法之先祖也。至於地文，《孟子》書已嘗言之稔矣：「今

夫地一撮土之多」，字書：「撮者，以三指取物也。」凡扁平有角、薄片等

物，皆可以二指取之，惟圓物非三指不能取。即當時已知地球圓矣，不待

閣龍勃士 31然後知。「振阿海而不洩」，不但言地自轉動，且指出地球有吸

引力之證。蘇克拉底之「地動說」，是在數百年後也。若現代萬國盛行之

無電體操、身體強健法，即漢代華陀 32之五禽戲 33也。日本所用之拳形火車

連結器，係二十年前我國廣東人所發明。金類製小形無電真空管，亦廣東

人發明。皆世界的發明，為外人所歎服。前此國人之對於科學，誠所謂「不

為之，非不能也」。  

茲值新生臺灣建設時期中，希望政府對此科學留意施設。而我臺胞亦

當翼助政府，急起直追，使臺灣成為科學的美麗島，免讓外人專美，豈不

懿哉！  

 

05. 建設新臺灣須用積極的辦法 34 

光復的臺灣，物價卻像祖國的國際地位，一日一日抬高。只有臺幣効

力卻和國幣一般日見下落，比現在燒給土地公的銀紙，差不多同一價格。

這也是時勢自然演進，好似以人力阻止不得的。但是事卻不盡然。如果用

積極的辦法，斷然無有阻止不來的理由。因為物價騰貴，也是人為的，以

人為的治人為的，和解鈴還用繫鈴人的辦法，那有做不來呢？ 

今來分析物價人為的分子、原子、電子，便可以明白物價抬高，與國

幣、臺幣跌價的因素了。國幣跌價原有複雜原因，我卻無實在經濟的學問，

不敢多嘴。惟有照常識解釋，是國家地位向上，則國幣的價值提高，這是

不易的定則。但是現在國幣比戰敗 35沒落的日本幣不能並肩，這是一種的

憾事，我等國民不可不反省。免講是有種種原因，今且免說。 

只就臺幣跌價而言，第一條原因是日本在大勢已去，掙扎 36求生的時

                                                 
31 「勃士」，作者慣用此，今一般作「博士」。 
32 「陀」，原誤作「陶」，今改。 
33 五禽戲，相傳為華陀觀察五種動物姿態，模仿改良後的健身體操。見《漢書•方

術列傳•華陀傳》。 
34 作者剪報：「中華民國三十五年一月十日」；「代論」專欄。署名「坤五」。 
35 「戰敗」，原倒文，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36 「扎」，原誤作「札」，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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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於貨幣膨脹 37之外，更在臺灣濫發無數的臺幣，使臺幣比諸般貨物增

長如洪水一般，這是日人臨去時所遺下的毒素，其二是生產不敷 38所用，

其三是在炸擊中生產尚不能確保，賤視金錢，直至光復後猶習慣，不以物

貴為念。復因祖國同胞逐日進入，日俘尚未送還，自祖國帶來的金錢有餘，

而需用的物資告乏所致。其四，日俘既已送還，渡來祖國同胞，尚不及日

俘的數額，當作扭 39均，物價當比光復初期降下纔是，何故今日物價卻反

比光復當時起 40有十倍？這也有更比前說更深一倍原理。譬如前所說的是

分子，如今所欲說的是分子裡的原子，或者可以說是原子間的電子。在電

子顯微鏡內來映照一下，便可明白。 

你看現各部機關，因本省人隔絕祖國有五十年以上年間，對祖國的百

般物事不能理解（但是文化水準卻未必然），所以必需祖國同胞來領導。

已自祖國特別選出的人物，自然薪金增豐，也比日人的特別手當所謂等等

津貼，這也可以，但是辦事上的能率卻未必然。像高雄某機關的印刷工人，

本省人比內地工人減一半以上，所作工課無差。這也姑且勿論，只就文書

工作而論，祖國凡各機關通訊，皆屬端正楷書，何等莊嚴！較諸鐵筆行草，

雖慎重與草率有差，其遲速則判若天淵。當此時間可貴的世紀，重在實力，

不在形式。新臺灣建設中，多用人員，徒耗時間，是故各機關費用不得不

隨之而漲。濫費已多，不得不從勢 41力範圍內派出，一則火車起價，專賣

品起價，再則各種租稅起價 42，一豚的稅至二百元，由上方引導，無怪百

般物價不隨他而起。且聞省公署亦自五月末，截止各縣市補助費，則此後

各縣市欲取自給自足起見，亦不得不從各項收入加重取償，理所必然，不

容疑問。只可惜，這不過是消極的辦法，無異刈肉補瘡，實非良策。 

與其取苟安辦法，何若積極的一面。裁去冗員以節省費用，一面移入

肥料，或創設窒素、亞母利亞工廠，以充實農業，以復興製糖產業。此二

大綱目一振，則其他物價皆可迎刃而解。更深入一層，對此次將發行的新

                                                 
37 「膨脹」，原誤作「澎漲」，今改。 
38 「敷」，原誤作「較」，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39 「扭」，原誤作「拉」，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40 「起」，臺語，指起價，漲價之意。 
41 「勢」，原誤作「世」，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42 「起價」，臺語，漲價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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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幣四億萬，凍結一億萬，節制舊幣盡換新幣，予與半額，使半額寄存銀

行，一定期間內不許領出，或只許除買米糧以外有商業上賣買事情方可領

出。一則可杜絕奸商囤 43積米糧行為，二來使臺幣在市上減少，可以抑制

物價暴騰，是為積極辦法。未稔識者以為何如？ 

 

06. 可憐屋漏又兼連夜雨44  

「衣食足，然後知廉恥」 45，這句話不論什麼人，都不敢反對。可憐

在這鬧米荒的時期內，貧民間又遭遇著鬧布荒的苦境了。前日聽著：「禁

止非有軍人身份者，一律不准穿用軍服、軍帽，否則以假冒軍人論罪。」

一時感覺著慌恐者不少，這是因為不論貧的、富的，統是一等國民了。政

府法令一出，是絕對要服從的。況我們受祖國的恩惠，從虎狼巢穴內，抱

入慈懷內的，若不遵奉法令，是奸民、是禽獸，應該拋棄小我的私情，而

為大我纔是。因此貧民所受的苦痛，便是在這一點。  

可憐在這鬧米荒的時候，日日為圖謀生活費的百忙中，又須分工到外

庄去，出高貴的米價，蒐羅糧米充饑的苦境中，因為要奉公滅私，不得不

與一向靠著遮體的衣服斷義了。此等衣服，大部分是從前臺胞被強制當兵

的人，日本政府捨給他的，以前被戰爭的影響，民間布類全無，貧人蔽體

衣裳，皆若鶉衣百結。幸日本投降，各人解隊歸家，始得此以遮身，免致

裸體的。一為遵守法令，欲捨之，不但成物不毀，且無可替代；欲染他色，

則染工錢在百元左右，無法可施。貧民境遇，真好似「屋漏又兼連夜雨，

船遲偏遇打頭風」了。  

只此衣、食二件問題，所可憐的單單是貧民。若富戶，不但不關痛癢，

甚且有居奇壟斷的份子，悠遊法外，未免太便宜了他。假使將民間的軍服，

押收完了，而有錢的橫豎 46是穿不著他，所存的不過是此等布匹而已。有

錢易做事，即時染色出賣，貧人已與軍服斷義，自然必買染色布充用，加

工費畢竟亦是貧人多加一層負擔，富商反賴以多得一份的利益。不論古今

國土如何，大抵都是貧人吃虧。對此一層，若能完全解決，不但是社會大

                                                 
43 「囤」，原誤作「屯」，今改。 
44 作者剪報：「中華民國三十五年一月十一日」；「社論」專欄。 
45 引文見《管子•牧民》。 
46 「豎」，原誤作「翌」，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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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亦是一種慈善事業。  

我政府諸公是慈愛的，設使政府，如得以可能的範圍內，移入外布，

向貧民間換取軍服，或互相賣買。不但可使貧民，無裸體的憂慮，而換得

軍服，亦可充我國軍 47的使用，且可杜絕奸商居奇壟斷的弊害。竊以為是

一舉三得的做法，未知識者以為何如？  

 

07. 軍民合作建設新臺灣 48 

英雄的抗戰八年，出生入死，為國家禦強敵，為人民謀幸福，往來於

硝煙彈雨間的，不是國軍，誰肯任此辛苦？如今在五千年歷史上建設，前

代所無光輝的民國，這赫赫的武勳，當然亦是國軍。不論從何方面看來，

這英勇無敵的國軍，是很值得尊敬的。一方面國民是家的份子，無民焉有

國？有國然後有軍，軍在前方禦寇，民在後方為軍後盾，即所謂「銃後之

戰鬥員」。工業、商業、農業，通通是戰場，就業兄弟，亦通通是經濟界

的戰士。和陸、海、空軍比較起來，雖然職業不同，而奮鬥的精神則一，

這是因為各人都背負著謀國家富強的工作而已。但是軍的職務，卻比農、

工、商加倍勞苦，所以民間，對於軍 49表現百分的敬意。民營車票、戲園

票等等減價，其他各項貨物，一律優待，各地皆然。  

無如臺胞中，難免有一、二無知份子，欺 50其言語不通，妄生貪心，

多取一成、半成價錢，以填不義的貪壑。遇著忠厚兵士，縱不生問題，而

商人間卻易釀成惡習。一為百効，萬一遭遇燥急軍人，或被傍 51人挑撥，

軍、民間難免或生糾紛。其他亦有一、二軍人，或因酒醉，或遇心中有別

的積憤，或為言語誤會，以致動粗者，皆屬人情之常。我們亦當體諒他，

為誰人的事，來處在這幾千里外的異鄉；更須同情他，精神的鬱悶與單調，

凡事不可過於計較。  

以外尚有一種，如柯參謀長所說的：「所謂『御用紳士』，他們到臺以

後，昔日的老虎皮已脫下來了，企求從許多事中，無中生有來搗亂。」像

                                                 
47 「軍」，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48 作者剪報：「中華民國三十五年一月十五日」；「社論」專欄。 
49 「軍」下原衍「的」，今刪。 
50 「欺」，原誤作「期」，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51 「傍」，作者慣用此，今一般作「旁」。 



鄉土文獻 

 55

這種人，慣用平地起風波的手段，在日政府時，借日本官憲威力，欺壓平

民，以圖私利、以立權威。為圖私利，以致同胞自相戕賊。為立權威，並

且妒賢嫉能，貽害不少。于今已經臺灣光復了，他們自然要用同樣手段，

將變本加厲來發揮其能事。萬一有一部軍人或要職人員，無意中受其誘惑

或被利用，則社會間自然會生出意外的事來。這是有權利的人們，要仔細

防備的。  

最好是軍民互相自重，互相敬愛。入隊是兵，出隊猶原 52是民。到底

軍民一體，外省人是兄，本省人是弟，究竟皆是同胞。在這民國新興時期

中，大家大同團結，造成強固的國家，才不負   國父的建國精神。凡我們

臺胞，尤當省悟，臺灣光復的工作，除起從前逃出鬼門，投身革命工作的

幾個英雄以外，六百餘萬臺胞，誰有出絲毫的工力？義務尚未完整，居然

就要主張一等國民權利，動不動誤解自由平等，這便是所以招人輕視的弱

點。請大家留神，不可不自覺。  

權利既要主張，義務總須負擔。我們一向在日人鐵蹄下，不但不能參

加抗戰與光復的工作，尚且有子弟被日人驅到戰地去，和祖國軍交戰者。

雖是出於無奈，捫心自問，真堪愧死！還要主張什麼利權？但是古人說：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53，已往的事，還可以追補，這建設新臺灣的工

作，斷斷不容錯過了。那建設的工程順序，一定要從軍民合作做起。願軍

作民之先鋒，民當軍後盾，大家振作精神奮起，取同一步調，向建設的前

途猛進！  

 

08. 喚醒國民注重科學 54  

戰爭能殺人類，亦可促進科學，科學能供人戰爭，亦可以建設和平，

是科學固當注重，而戰爭亦不可厚非也。如者番無世界第 55二次大戰，犧

牲整千萬生靈，何以發明出原子彈？無原子彈，又何以得速現和平是也？

古時戰爭用人眾，現代戰爭用科學，此後世界上國家之存亡，當視科學之

盛衰以決定之耳，其他不足恃也。  

                                                 
52 「猶原」，臺語，仍舊之意。 
53 「榆」，原誤作「揄」，今改。 
54 作者剪報：「中華民國三十五年一月十八日」；「社論」專欄。 
55 「第」，原誤作「等」，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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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原子彈在五年前，科學界已宣傳之矣。世界各國莫敢輕易放過，皆

在秘密中研究。幸被君子之美國人完成，世界乃得和平。設使被侵略國之

德、日，早一日完成，則世界霸權，正不知鹿死誰手？人類之遭殃，正不

知將何底止？渺小之日本，對原子彈之造詣，尚且幾至成功，倘我國人亦

有如是研究，雖未至完成，亦可差強人意。奈前此竟未之聞，或因國防上，

關係嚴重，故秘而不宣歟？令人不勝隱憂。  

我國疆土非不 56廣大，人民非不眾多，地上地下資源非不充實，國防

國力非不強盛，惟科學一途 57尚遜於外國。當今神州雖既光復，失地已盡

收還，而此後守成，尤不可不賴科學。況殺人光線之實用，及陰電子之自

由加減，皆在待人完成之時期中。苟我國民能奮起研究，勿被外人專美，

得告成功。一則可使天上飛機自爆，地下戰車熔燬，敵人雖有原子彈，亦

無法可以投下。二則可使任何物質，自由變更，蓋天地間無論何等物質分

58子、中、原子，皆屬陽電子與陰 59電子組成，物質之不同，視陰電子多少

而定。苟能以人力加減物質中之陰電子，則瓦礫可以變黃金，竹木可以化

銅鐵。現在萬國科學家，虎視眈眈，正在苦心慘澹研究中，不久必能實現。 

吾人尤須留意，處在科學世紀中，切不可妄自醉心光復，一味苟安，

以為我不欲與人戰，人便 60不敢與我戰。而不知生存競爭世界上，何處是

安全地帶？自禽獸 61以至魚蟲，無時無地，不在自相戕殺，弱肉強食中。

國與國亦然，所有未戰爭者，乃時期未到，正在互相窺伺中，未嘗發見對

方弱點耳。一旦弱點若被對方探出，除屈服外，雖欲不戰，不可得也。故

凡有弱點國家，不可不早圖補救。現在不論大小各國趨向，無有不傾全力

於科學戰者，我大中華民國，已列五大強國之一，又豈可落人之後？現際

新臺灣建設之時，望大家奮起，對科學盡力探究，群策群力，輔勗我國得

科學國之榮譽，方不負一等國民地位。  

 

                                                 
56 「不」，原缺，今補。 
57 「途」上「一」字，原缺，今補。 
58 「分」，原誤作「份」，今改。 
59 「陰」，原誤作「蔭」，今改。 
60 「便」，原誤作「使」，今改。 
61 「獸」，原誤作「戰」，今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