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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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點校：林翠鳳 ∗    覆校：吳福助 ∗∗ 

09. 要認識光復的意義 1  

臺灣受祖國的宏恩，由日人手內收回來，省內外的同胞，以及盟邦的

大眾，無不拍手同聲慶賀光復。這是離著祖國的光復有三十四年了，祖國

得著   國父與革命先烈打倒 2滿清，由滿人手內奪回我漢民族的舊封疆 3，

這纔算是空前的光復。本省蒙   委座率領抗戰將士，並盟軍的協力，八年

抗戰，內則掃清日寇，外則收回前朝失地，使本省一併還入慈愛的祖國懷

抱。固然也是光復，但是「光復」二箇字的出處在那裡？有人說諡 4法：「能

紹前業曰『光』」，復是「尅復」的「復」，《晉書 5‧王專傳》：「戮力王室，

尅復神洲 6。」又諸葛武侯為後主伐魏詔曰：「尅 7復舊都，在此行也。」此

等解說，不能使人十分感服。記得司馬光在《綱鑑》 8內註光武帝說：「宜

其光復舊物，享祚久長。」又說：「故能芟除 9群雄，光復舊物。」這纔算

「光復」二字的典故 10。  

典故雖然約略曉得 11了，而「光復」的真正的意義，不可不知的。漢

光武帝掃清銅馬賊，打倒王莽，奪回大漢的江山，雖說是舊物，而光武的

中興，是值得稱讚的。此回祖國光復後，又光復到本省，當軸諸公的功績，

實勝過光武帝百倍。因為光武帝的光復，是從同胞手內得來，雖然有「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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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作者剪報：「中華民國三十五年一月二十一日」；「社論」專欄。 
2 「倒」，原誤作「到」，今改。 
3 「疆」，原誤作「彊」，今改。 
4 「諡」，原誤作「謚」，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5 「書」，原缺，今補。 
6 「尅復神洲」，《晉書》作「克復神州」。 
7 「尅」，《蜀志•後主傳》作「克」。 
8 《綱鑑》，明、清人取宋代朱熹《通鑑綱目》體例編歷代史，於「綱目」、「通鑑」

各摘一字，謂之「綱鑑」。此處指司馬光《資治通鑑》。 
9 「芟除」，原倒文，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10 「光復」一詞，更早可見《晉書•桓溫傳》。晉哀帝詔：「知欲躬率三軍，蕩滌氛

穢，廓清中畿，光復舊京。」 
11 「得」，原誤作「的」，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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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王，敗者為賊」的差別，究竟皆是煮豆燃豆萁 12的慘事而已，那裡比

得革命與抗戰諸公，驅除侵我的異族，發揮民族英雄的偉勳？  

如今光復的江山，固然是舊物，但是整頓江山的人，卻是新的。大家

必須理解「舊瓶貯新酒」的意思，萬般都要用新的氣味來工作，方纔不負

這「光復」的「光」字。在內地的氣象，自然似湯之盤銘曰：「日日新，

又日新」，蒸蒸日上。惟有本省卻未免有些靠不住，凡民間所光復的，完

全是五十年前的黑暗混沌的社會而已，像賭博的盛行，下流者沿路有賭

攤，上、中流人物則打麻雀 13，點心食物堵滿街路，蒼蠅成陣，塵埃飛颺，

賣者、買者全不感覺什麼是衛生，小賊跳梁，奸人玩法，迎佛、請乩、看

風水、做功德，莫不堂之皇之，光之復之，這通是五十年前的腐污物事，

光復他做什麼？最可笑又可恨者，尚有做醮。地方主祭者所謂「老大的」，

居然戴紅帽，穿藍青補掛，大搖大擺者，好像滿清時代貪官污吏一般。照

這樣光復下去，一箇美麗島，豈不是要成一個糞堆了？咳！大家快清醒

來，切須認識這一字，「光復」的「光」字，的確要保持前途的榮光，現

在新生面的異彩，排除五十年前惡習，放棄迷信，對科學用工 14，對法律

遵守，大家向光明的新生臺灣路上猛進，接受我們天授人類固有的民族、

民生、民權，方纔稱得是「光復」。  

 

10. 什麼叫做漢奸 15 

漢奸清算的期日到了，街頭巷尾在痛罵了。但是，這「漢奸」二字是

如何解說呢？若說是對國家謀反逆的罪名，寧可叫做「國賊」。因為是於

今我國豈不是五族共和了，怎單單指「漢」？這卻有一條原因，這是國父

謀打倒滿清帝制，起革命時候，認定甘為清朝走狗的漢人為奸，像喪心病

狂的張勳謀宣統復辟，這纔算是「頭等漢奸」。在清朝効愚忠的臣，與「國

賊」有別，還是用「漢奸」妥當些，所以至今皆用這二字「漢奸」。  

而「奸」字乃《書‧舜典》所載：「寇賊姦宄」之「姦」，世俗通作「奸」

字。從二字「漢奸」的犯罪因素看來，在其中大概可分作四等：第一等，

                                                 
12 「萁」，原誤作「箕」，今改。 
13 「麻雀」，臺語，麻將之意。 
14 「工」，作者慣用此，今一般作「功」。 
15 作者剪報：「中華民國三十五年一月二十四日」；「社論」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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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像張勳的臺人（不配的稱呼 16），他自發的，甘賣祖為日本奴隸，對祖國

或臺灣全體圖謀不利者。二等，是為圖自己利益與地位，為虎作倀 17，陷

害革命志士，或誣陷同胞者。第三等為自動的倡 18導臺灣奴隸化，或獻鉅

金助戰費，以博日本政府歡心者。第四等，只顧貪圖私利，與日人賣買禁

物，作弊 19玩法者。凡此四者之中，一等至三等，屬「純萃漢奸」，而第四

等罪略輕，可以作「準漢奸」。但是以上認定，必須看清他的情境，如果

絲毫無有被強迫而為者，纔可以認定他心腸腐爛，絕滅民族精神的漢奸。

設使不然，那是會冤屈好人的。  

我們臺灣豈不是在被滿清劫去以後，就有朱一貴、林爽文、其他數十

名，及近代有余清風，最近則江保成等等，民族英雄輩出，謀光復臺灣，

可見人心不死！況日本佔臺灣當時，所有甘為其走狗者，南北不過幾人，

屈指可數。就是現在，除卻食日本官衙飯的中間幾個 20為虎作倀 21者以外，

不論街市鄉村，老幼男女，誰人肯心服日人？這也可以證明本省人的氣節

了。  

惟在日本鐵蹄下，生死予奪大權，在他們手內，難免有些虛偽強顏，

以圖苟安的動作，這是不可認作真的。譬如被賊劫去作人質的時候，賊人

要他寫信騙家族，以供詐取金錢，如何敢不寫？過去臺灣的境遇，完全相

似，一向對日人假笑，假好漢，說假話，有時甚至對祖國說失禮的話。這

都是被迫而為的，豈可認真？像孔子去陳過蒲的時候，蒲人恐孔子入衛

國，則蒲人有不利的原因，擁兵阻止孔子，孔子學生公良孺，和他戰鬥，

蒲人要孔子立誓說不入魏國，纔肯放行，孔子不得已，與蒲人盟約宣誓後

出險，竟然到衛國去！子貢問說：「對神立誓可違背嗎？」孔子答說：「要

盟，神不聽」 22，意思是說：被迫的盟誓，神不肯聽的。像這等「要盟」，

全臺同胞一定數百萬，要盟神尚不聽，聰明的政府諸公，豈有不知？  

                                                 
16 「呼」，原誤作「胞」，今改。。 
17 「倀」，原誤作「長」，今改。 
18 「倡」，原誤作「唱」，今改。 
19 「弊」，原誤作「蔽」，今改。 
20 「個」，原誤作「折」，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21 「倀」，原誤作「長」，今改。 
22 要盟，強迫簽定的盟約。《左傳•襄公九年》：「要盟無質，神弗臨也。所臨唯信，

信者言之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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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去年八月十五日以前，所有臺胞受日人主使的行動，必定會蒙慈心

饒恕的。譬如子弟被日人驅去向祖國軍交戰者，若不體諒，豈不是一個百

分百足成的漢奸了？地方有力者，被強制去宣傳皇民化，教他說：「日本

必勝，中國必輸」，萬一日本輸，敢與人賭割腹。割腹是日本所特有，完

全是照原本念出的戲白而已，誰人肯聽？不但被迫而為者，無甚可惡，而

自動的為之者，亦只好被人笑罵而已。蜀犬吠堯，祖國是不因他關痛癢的。

其他如富家寄附鉅金，亦大半是被日人看得眼紅，從戰時法網森嚴中無中

取有，吹毛求疵，用贖罪的以罰金換作寄附美名所搾取者，除卻自動的而

為者，亦當原諒。  

至於對於日人故買禁物者，這是「奸商」，乃商人中之奸者，是刑事

犯人，不得說是「漢奸」，或者可說「準漢奸」。唯有為虎作倀 23，陷害同

胞，荼毒革命志士，無良心的涼血動物，這纔是真正的「二等漢奸」。或

者本島無一等的，現在無中取有，值得稱「一等漢奸」，也未可知。這般

禽獸，若不加以嚴罰，何以勸戒將來？諒政府必定大公無私，不為個人私

怨中傷所利用，掃清真正的「漢奸」，以扶持我漢族的正義，使大家同慶，

這纔是新生的臺灣。  

 

11. 米荒救急的辦 24法 25 

余嘗謂賊與警察，不時皆在互相競鬥知識之中，而勝利終歸賊方所

得，其故何在？蓋警察對於治安，公務也；賊之得贓，私利也。將來雖未

可知，若就現在世情言之，吾終以為：公務敵不過私利。  

試思過去用保甲工耕農與自作農比較，其効果可以不言而喻，警察欲

鬥勝賊，不亦難哉！故官廳法令，只好約束奉公守法君子，或者可謂之小

膽人民，亦未可知。而一部大膽玩法者，反悠遊法外，往往利用法令而致

富者，如者番米荒問題之中間人是也。政府雖如何設施，彼輩料得警察人

員不足，難於督勵，先則玩法，繼則作弊 26，上下其手，米價高騰，可以

任意操縱，一擢百萬金，但得面團團作富家翁，貧民餓死，非所知也。  

                                                 
23「倀」，原誤作「長」，今改。「為虎作倀」比喻做惡人的幫兇。 
24「辦」，原誤作「辨」，今改。 
25 作者剪報：「民聲」專欄。 
26 「弊」，原誤作「蔽」，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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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回政府欲博收眾議，許人投遞意見，而得撤廢配給制者，亦反被不

肖份子之所利用而已。此輩機謀百出，除搧動愚人之外，猶可用分身法，

以作千百人類似意旨之投票，挽為己利，若 27廢止配給後，米價暴騰可知。

結果多殺若干貧人，養成幾十百個富人而已。甚至有就現場所有排在路上

待賣之米，全部買收，即時以高價賣出者。而利之所在，固不在農家，而

在中間者耳。此輩中間者，不思唇亡齒寒，苟同胞餓死，自己果能擁資而

獨生耶？須知貧而餓死者，不過貧中一部分之弱者耳，豈不聞「衣食足，

然後知廉恥？」衣食不足，將來唯 28恐將不堪設想，社會有心人，對此寧

毋痛心乎？  

然今日之事急矣，不可不搆救火扶溺之策，與其止沸湯，何若抽薪棄

火？望政府取積極的施迅雷不及掩耳手段，速將各地現存米及米粉全部押

收，以官廳酌量新價買入，但須要全島的推行，切不可侷 29於一地，以防

漏出復生偏重之患。使全島現存米糧 30盡出，按量配給，一面查算至新粟

收穫期，尚欠米額若干，設法由外地輸入補用，庶幾得濟燃眉，並可維持

治安。不然是將索民於枯魚之肆矣。願政府賢明諸公憐而援之也。  

 

12. 對國聯的希望 31  

經過去的一月十日，即是此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五十一個國家群所

組織出來的新國際聯盟主體誕生日。值得地球上人類，一同額手稱慶的日

子。此後主持世界的平和，配給人類的幸福，統是要靠這個機關而造成的。 

但是地球的年齡愈多，人類的腦力亦愈充實，往往有生存競爭的糾

紛，道德每敵不過強權，雖有何等法制，難免有些靠不住。第一次世界大

戰後，豈不是亦設 32有紙糊老虎般的「國際聯盟」，終竟束縛不得德、日的

勢力，反被蹂躪了許多國土，損失了無數犧牲。此番大家都感覺著「前車

之鑑」，自然極盡各國群賢的腦力，一定造出一隻真正的猛虎，來威壓世

                                                 
27「若」，原文作「覲」，疑誤，今擬。 
28 「唯」，原誤作「危」，今改。 
29「侷」，原誤作「局」，今改。 
30「糧」，原誤作「量」，今改。 
31 作者剪報：署名「坤」。 
32「設」，原誤作「沒」，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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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不守本分的國度了。  

在理智上看去，似乎很安全了，此去人類可以安居樂業了，高枕無憂

了 33，恐怕不甚穩營 34。我想：法是人做的，卻是死的，辯護士亦是人做的，

他是活的，如果這番做法，可保一定萬全，辯護士無法律縫可尋了，好戰

的野心家，不會再生出戰禍了。似乎可說是前回聯盟的做法不周至，放任

德、日猖獗，所以會生出此回大戰。咳！難道前次聯盟，故意留著一個漏

縫，給德、日那兩個賊國去逞兇殺人麼？不過是像賣藥商廣告口吻，說此

回藥比前回好的口調而已，其實藥依原 35是一樣的，究竟地球在未破滅時

期中，人類的貪心是不止的。老子說：「聖人不死，大盜不止」，任你箱籠

如何加鎖，所防備的不過是小偷而已，若遇大盜，連箱籠一併劫去，鎖鑰

有何用處？諺云：「一法立，一弊 36生」，宇宙間，不論何時何地，何等嚴

重法度與施設，服從者不過是可憐的弱小者而已，強權者是「不在此限」

的，這是大家所週知的，不用贅言。  

如今所謂理想的聯盟已經成立了，但願當局諸公，對我這杞人憂天的

妄想，留意一點點，極力造出一個盡善盡美，永久和平的主體。今後可以

制止不復發生戰爭，並不致被任何國野心家所利用，更不復變成紙糊老虎

般的無用長物，這纔是真正神聖的國際聯盟心所願。  

 

13. 希望各地製糖工廠急速開始製糖以救失業工人 37  

以米荒而繼著糖荒的今日，有錢的人們，固然千載一遇的好時期，只

可憐那貧窮者妻啼子哭，忠厚人只好每日三餐改為二餐，二餐改為一餐，

連一餐亦挨不過時，無奈合家服毒自殺。不守本分的，亦只是挺身走險，

做那不守廉恥的勾 38當。究竟是時勢迫人，抑是人自惡化？明理的人，是

不難瞭解的。  

這一層凡有關心國家大局的人，無不扼腕浩歎。這根本療法，或者一

                                                 
33 「憂了」，原倒文，今改正。 
34 「穩」，原誤作「隱」，今改。 
35 「依原」，臺語，依然之意。 
36 「弊」，原誤作「幣」，今改。 
37 作者剪報：「社論」專欄。 
38 「勾」，原誤作「扣」，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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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全部做不來，亦未可知。但是凡百般設施，卻不妨由暫而進，更是事所

當做者，尤須分別輕重與急速。如交通上的改左避為右避，使車馬向右走

的，此屬非急務，竟費數個月工夫，斷然改革。已經要改革亦好，但必須

一律改革纔是。乃火車屬交通第一機關，至今猶是左避，不信請看各車站

來往火車便知，這便是只顧取以內地統一著想，而不想及特殊性的本省，

所以往來生出柄鑿的不合式事。已不能全部適合左避的，做法那可就暫時

按下，且就刻不容緩的性質事業，來著手纔是。  

目下最不容絲毫延緩者，便是民生與治安。欲處理此二大急務，當先

解決米糧問題，及救助失業者的工作。幸喜米糧的問題，似略見曙光，且

本季穫期已近，苟當局官憲鑑及已往，此後是免杞憂了。唯有對治安辦法，

須以解決失業問題為根本治法。要解決失業問題雖是很多，但最重要者，

總以興辦各地工業工廠為要。而各地工廠 39，當以製糖為第一，全島製糖

工廠，若陸續動工修理，則四方失業者，自然蝟集。衣食已足，自知廉恥。

後期甘蔗，亦可從今著手栽種，不但解決失業，而且解決糖荒，一舉兩得。

望當局諸公，善處幸甚。  

 

14. 希望學校速設公費生使貧家子沐一線恩光 40 

光復後之本省政府以及各界，莫不極力對於新生臺灣之建設，日進月

步，逐漸出現前途之光明，可刮目而待也。惟鑑於目下急務，似乎育英事

業設施有優先之必要，蓋將來負國家重要責任者，非賴此第二代之國民不

可。而育英事業中，尤當以創設公費生之特例為急務。因過去教育當局，

對於此項全不留意，致使所造出英才，多屬富家子弟，未免有欠公平。是

孔門之地，只容乘肥馬、衣輕裘之赤也升堂入室；一簞食、一瓢飲之回也，

不許望其門墻矣。況「白屋出公卿」、「將相本無種」，古來人才優秀，固

不獨限於富貴家也。苟不善為設施，長此以往，何只貧民受屈，亦國家之

一大損失也。  

查我國前清本有廩生官給膏火之律，現時內地中、大學，亦有公費生

之例，本省當然亦不在例外。固知屬時間問題，將來定有實現之日。但是

                                                 
39 「廠」，原誤作「廟」，今改。 
40 作者剪報：「中華民國三十五年二月二日」；「社論」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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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競爭之今日，目下雖是平和，我道猶原 41是在爭最後五分間勝利時間

中，對科學的戰爭，刻不容緩。現在市政府中，亦有漸行獎學金之辦法者。

聞對於初、中級學校畢業生，分甲、乙、丙校，自第一名至五名，各賞給

獎學金自七百元以下有差，總計之約數萬元，可見當局之對於育英事業，

不可謂不週至。竊謂佳則佳矣，倘少節獎學金，百尺竿頭更進一步，而籌

備養成公費生項款 42，使貧家子弟，得隨劉安雞犬昇天，則何幸如之也。  

鑑現在物價騰貴，火車費又起 43五倍，在高雄市寄宿生徒食費，一人

每月，最省者二百元以上，甚至有四百元者，比昔年往日本留學費更多倍

44。似此貧家子弟，考入外地上級學校者，只好望洋而歎。在物價平和之

時，貧家子弟對於上級校費，尚難應付，況受此殺人的物價與車費、食費

之威脅，真所謂「屋漏又兼連夜雨，船遲偏遇打頭風」矣。此後智識配給

與製造人才，豈不全歸富貴家子弟獨占？貧家子弟只好配給與富貴家為僮

僕已耳，不平孰甚！  

且富貴家子弟，已無貧家子弟可以競爭，而向學之心亦必懈怠，以為

但得耐過一定年期，無中取有，畢業證憑，不愁不入手也。如放任之，則

其實力之有無，亦識者間所當考慮者也。倘不籌一救濟方策，何以達成   國

父《建國方略》之平等主義歟？此等缺陷，當不止侷 45於一市一區，吾知

全省皆然。  

深望貴有司，俯察貧民層苦痛，節省虛花什費，為貧家子弟闢一攀龍

附鳳捷徑，於各市各鎮公費中，支出公費生數名費用，使貧而好學者，得

一線生機，出蓬蒿而為棟樑，施鐵網而取珊瑚。不但為國家添加人才，且

為社會，亦可以警醒富貴子弟，化懈怠而為勉強，使自知有人競爭，恐防

落後，自然促進向學之心，似可以謂之一舉兩得。聊獻蒭蕘，深望賢有司

垂鑑。  

 

                                                 
41 「猶原」，臺語，仍舊之意。 
42 「款」，原誤作「欵」，今改。 
43 「起」，臺語，漲價之意。 
44 「倍」後原有一「徙」字，疑衍文，暫刪除。 
45 「侷」，原誤作「局」，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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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論難 46 

嘗聞「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又曰「斷而行之鬼神避」，又聞歐

西偉人，亦有主張：辭典中，斥去「難」字。若此則凡天下事，何難之有？

然此乃鼓舞人心，欲使頑夫廉、懦夫有立志之獎勵言辭而已。凡往古來今

天下間之難事，實如恆河沙數，不遑枚舉 47。  

試就現在社會中種種重難問題，略舉一、二，如生活難、入學難、治

安難、事業難、守成難、用人難、被人用難。七難之中，唯第一、第二、

第七三難，屬貧人問題，亦現在重要難題中之最解決難者。米珠薪桂，窮

人何以謀生活？新聞上已嘗見有一家，因餓而自殺者，有女人哭曰：「不

被爆彈炸死，乃留此條蟻命至今日纔餓死！」此等傷心語，有心人未有不

心痛者。夫炸死不覺死時痛苦，餓死須饑至六、七日，受精神、物質上種

種苛酷威脅，始含冤茹苦而死，且不死於戰時硝煙彈雨之中，而死於最榮

幸、最聖明光復之日，真可謂破天荒之怪現象 48也。  

其次則此窮人子弟，雖天幸不致餓死，而營 49養分缺少，體格自必瘦

弱。縱體力、腦力可以通過上級學試，而車費貴、食糧貴、學費貴，雖在

自縣中等學校，其學費之浩繁，比諸二年前往外國（日本）留學費，尤超

倍矣 50。在未設有公費生之今日，貧窮子弟，雖有顏回之才，無能為也。  

被人用者，亦屬窮人。當今斗米二百五、六十金，每月所得薪水津貼，

不足供自己餬口，家族何能顧及？每日牽羅補屋，拼擋油鹽米薪之不暇，

焉有心情於職務？況士 51各有志，若所輔非主，志不得伸，才不能展，處

之無味，棄之不忍，或明知不能成有終之美，為勢所迫，不得不隱忍從事。

或主人誠知己，而同事之人不和，亦不得不為大局忍之，其心中之抑鬱，

非當局人不能知也。猶光復後一般有良心份子，無不欲獻身的對國家奉

公，為新臺灣建設上効勞，無如昔日期待多不能如願，對現代世相輒啞然

失望，能無「匡世無才枉讀書」之感哉？  

                                                 
46 作者剪報：「中華民國三十五年二月十七日」；「社論」專欄。 
47 「不遑枚舉」，原作「枚舉亦所難也」，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48 「象」，原誤作「像」，今改。 
49 「營」，原誤作「榮」，今改。 
50 「矣」，原誤作「陡」，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51 「士」，原誤作「土」，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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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而治安難。為米貴如珠，窮人走險，或有故犯微罪，以被官捕去在

獄，猶得三餐不缺，勝過糊口無方，餓死溝壑。官廳欲擴充警察力，則所

費不貲，一時實行非容易也。  

其次事業。現在事業界巨子，多束手無術，官營以外，苟無特種與走

險手段，老實、守法、忠厚之人無能為也。然此屬富人層影響，商人極工

心計，必有巧妙設施，不庸吾輩杞憂 52。  

又其次乃守成，前賢以此為最。然當視其守業者何如人耳，如劉禪、

子嬰輩之守成固難；若孫仲謀、李存勗，則何難之有？然孫、李亦世之所

難得，吾臺既光復矣，不但守成，且須更進而新建設，苟無如孫、李者出

而幫忙，前途實堪杞憂。其原因由於用人難也。政府對於統治，不可謂不

周至，惟所用者，一部分不能體政府真意，以致未臻盡善盡美而已。但世

患無伯樂，不患無良馬。若用之者，不 53能因其性能而利用之，則韓信不

被漢高所用。甚矣！欲解決萬難，不亦難哉！  

 

16. 希望米糧配給制再現 54 

老子說：「大軍之後，必有凶年」，這一句話雖然不錯，但在臺灣，卻

有幾分不相同。這是此回米荒，是臺內的人，有一部分無算出島人生活關

係，而將米糧載到內地去的，又一方面貪圖厚利的不良份子，積囤居奇 55的

人為的、自殺的米荒。不是因戰爭無人耕種，與受天災所致。雖然舊年 56無

雨而失收三分之二，若以臺灣「作一年，食三年」的舊例扣折，則其數量

恰在扭平之間，當不至如今日米價騰至不可收拾。  

在戰爭恐怖時期中，官價一斗二元餘，黑市尚不過十圓，如今竟起 57百

倍！在光復時期中，實不應有此不祥事。各地方為自衛的，續有糧米救濟

會的創設。鳳山區救濟會，聞已 58曾在某部落，搜出個人所貯藏粟二十餘 59

                                                 
52 「憂」下原衍「也」，據作者剪報自校刪除。 
53 「不」，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補之。 
54 作者剪報：「社論」專欄。 
55 「奇」，原誤作「寄」，今改。 
56 「舊年」，臺語，去年之意。 
57 「起」，臺語，漲價之意。 
58 「已」，原誤作「己」，今改。 
59 「餘」，原誤作「除」，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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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斤，其他亦不少。此總額約量可維持全市內食糧二箇月額。其他不足，

則用移入代用食品，或外地米補用，使至收穫期無憂的計畫。各地雖然亦

相繼的効法，同人以為好，雖然是極好，但是無救濟會的地方民，如何過

日？而且被搜過的地方，一定後日無米敢再來。萬一補用食物不足時，則

愈形難於入手，更未免有漏網米糧脫出往外方去的。是本庄的米，庄人食

不得，反趕去給外庄人食。總之，皆不是根本治法。  

還是請官廳 60斷行應急手段，全島的總搜，有受嫌疑的窩藏米粟者，

全部以平價買集，復設糧米配給制度，使奸商不能措手。然後算出本季不

足米若干，及早設法，移入外米補用，民間生活纔能安定。此議在米一斗

三十元左右時期中，同人曾向某為政者貢獻蒭蕘，謂若不如此設法，將來

一定米價超高，至斗米百元以上。竟不蒙採納！乃經時未久，不幸愚昧之

言果中！猶豫不斷，始有今日，誠為可惜！然事尚可為，急起直追，失之

東隅，尚可收之桑榆。深望賢明當局者，斷而行之，遲則將不及矣。  

 

17. 暴殄天賦是罪惡 61  

人類在世間的天職，不過是對人群造福而已。我國中古所謂「聖人」

者，乃把這天職強引用到對「君」、「父」方面去，主張說是「忠」、「孝」。

直至民國成立以後，這人為的偏見，便完全失効了。只吟味「為人謀而不

忠乎」一句話，便可知：為人謀便是「忠」，不在專指為君主。而「孝」

者，若明白到人是國家的一份子，是大眾的公器，不是一家的私有物，則

「孝」字之輕重也可以明白了。人為的、報恩的、小我的孝，固然敵不過

大自然、大我的、為人群造福之天職，更要認識為帝王、君主之「忠」，

屬人為的；為人謀之「忠」，則是為人類謀幸福之「忠」，屬大自然的。但

是要盡天職，當如何盡呢？對人群造福，將如何做起呢？總而言之，吾人

已 62生在世間，活一日應當拋棄小我的私慾，對大我福利的工作，作一日

的幫忙，就算了。  

但是為全世界人類人群謀幸福，卻非容易，像發明原子彈，來消滅戰

                                                 
60 「官廳」，臺語，政府單位之意。 
61 作者剪報：「中華民國三十五年二月二十三日」；「社論」專欄。 
62 「已」，原誤作「巳」，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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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現在雖然如此，倘後日惡用者胡亂行使，或至地球自滅，亦未可知。

人類繁榮與滅亡，二條路由人自擇）；設立聯盟，以阻止將來戰爭，此屬

廣義的做法。若狹義的作法，只有對自國家謀幸福也可以的。像孫國父打

倒滿清帝制，建設民國；蔣委座八年抗戰，解除內憂外患，這皆是為自國

人群造福的實績。  

過去的事雖已 63做完，而今後要作的事還不少，我們四億五千萬同胞

的天職，絕對要負責來做，應當做的事盈千累萬的中間，我敢說對我們落

伍的科學一途急起直追，為最關重的。在這科學開花的時期中，大自然正

時時刻刻盼我們去傳播花粉，使結成科學上不朽的果實，纔算我族的光

榮。不但如此，大自然且隨時隨地，皆有配給人類對科學研究的材料，與

時代的要求，像原子彈的發明，雖然是完成了，而對敵原子彈的方法，卻

尚未發見。據大科學家愛因斯坦先生說：「原子彈的秘密，不久即將漏露。」

萬一被德、日同樣的國人造得出，我國雖有億萬的強兵，萬國的公法，當

然也不能制止其侵略。目前雖是平和，未雨綢繆防備原子彈的方法，卻不

可不下死力去研究。  

而且從前動力機器用人畜力的時代，經過蒸汽時代，又由蒸汽時代而

轉入電氣萬能之今日，卻又將起大革命，而進入原子能的時代了。想不久

的將來，能破滅地球兇器的原子彈，且能替代電氣萬能，由阻止戰征而供

人類百般原動機之用，真是可以「化干戈為玉帛」，應時代的要求。我們

匹夫有責，切不可拋棄天職。速速承受大自然配給材料的好意，早一日研

究出該原子彈造法，並原子能利用法，以及其他科學萬般的新發明，方纔

可說不負天職。倘貿貿然，與世無關，醉生夢死，則無異對大自然所配給

材料，投諸虛□□ 64，那是暴殄天賦的罪惡者。  

 

18. 原子能的時代到了大家要覺醒 65  

現在已 66進入原子能的時代了，將來得以代替世界上的力原，在工業

                                                 
63 「已」，原誤作「己」，今改。 
64 原剪報破損。 
65 作者剪報：「中華民國三十五年二月二十六日」；「社論」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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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化學上、藥學上供出効果，為人類造福，或為侵略惡性質的魔王國，

掠奪弱者，消滅人類的毒素，皆未可知。在岌岌危機中，凡世界上的國家

群，應當腦力總動員，對科學上的堡壘，下總攻擊纔是，斷然不容國民醉

生夢死的。昔日國大兵強者，可以睥睨一切，在原子能的時期內，是全然

失効了。像現在世界最新式的美國陸軍航空隊有說：「現有的各種裝備，

到二、三年後，一定全部失効。」最新式裝備、最強盛的美軍，尚且如此，

我國則更可知了。先進的美國，究竟是科學國，聞他正在製造一種轟炸機  

B36 ，比  B29 飛得 67更遠，載更多的炸彈。如不載舊式炸彈，載較輕的

原子彈，那末 68航程也就更遠。此只就一君子忠厚的美國而言，其他的國

家或謀自衛，或包藏禍心，在極秘密中埋頭研究防備或殺人的器物，當亦

不少。大凡國與國之戰爭，必因一國弱點被他國探知而起，公理是靠不住

的，一旦弱點被人所刺，雖講仁義、說道德，皆屬馬耳東風。  

如今我國地位，從三等國一躍而晉在一等國了，不但從前弱點要湔 69

袚，而且須百尺竿頭，更進一步，發揚黃帝種族光輝，方不負   國父救 70國

的苦心。然而現在國家自強法則，第一在促進科學。欲促進科學，必須洗

淨舊時迷信頑固頭腦，此種迷信頑固頭腦，實足阻碍文明的前途。如當今

不論內地、臺灣，在科學上不值一笑的山、命、卜、相（相可鑑已往，不

能豫測將來。如練拳者，筋骨粗壯，未練之時，則不然，皆可一見而知）

71，猶橫行市肆間。文藝則有「劍俠」的指頭出劍，電影則「火燒紅蓮寺」，

鬼話連篇，愈養成頑迷份子，愈鬧愈壞。  

像這番光復，全是我委座領導國軍，用鐵與血換來的幸福，又從水火

裡救出祖國，並臺灣同胞來的，有良心的人，誰人不曉呢？請看在光復前

內外國，豈不是被炸燬的寺院不計其數嗎？且當年臺灣被日人燒去神佛亦

                                                                                                                         
66 「已」，原誤作「己」，今改。 
67 「得」，原誤作「的」，今改。 
68 「末」，原誤作「未」，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今俗作「麼」。 
69 「湔」，原誤作「前」，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70 「父救」，原剪報為墨水渲染，無法辨識，依上下文擬補之。 
71 「（）」，原缺，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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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少，中間亦有人暗將神佛金 72身，隱藏於床下或牛舍間者，到底是誰保

庇誰？也可以明白了。不意今日得著身家生命的臺胞，竟有誤認作某神某

佛所庇祐，或有說某神能將爆彈踢 73向別地方去的憨話。有人在說，也有

人肯聽，妄費許多金錢演戲酬謝，掩卻作戰將士的勛勞，歸功於無知的木

偶。倘木偶有知寺院被炸，當羞愧無地，況又有被人隱藏始獲全的。論理

木偶當對人說謝，今乃受酬，真正是非顛倒，令人浩歎惡俗如此！倘不矯

正，是欲使葉銘琛請六甲六丁天神，將以抵 74敵原子彈，則不但臺灣將回

復到奴隸圈內去，亦將累我國的前途。敬為呼籲我同胞，大家早些覺醒，

勿作科學的落伍者，纔完匹夫有責的使命。  

 

19. 對全國同胞號召願同心一志收復我東北主權 75 

自國父打倒滿清帝制，委座領導民眾八年抗戰，驅除侵略國家日本之

後，同胞醉心翹望太平，以為此後可以高枕無憂，而忽於「安不忘危」一

語，拋卻從來大我，而趨小我，為利忘義者，嘗多於見利思義之人，人心

弛懈，為光復後第一弱點。故國土光復進行中，先則有香港小問題，繼而

有東北特殊化，甚至有接收委員張莘夫遇害殉職之事，「所加於我」一至

於斯，真是「是可忍也，孰不可忍」矣！  

何啻往年蘆溝橋之一發銃聲，令人感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痛史，無不

較岳武穆怒髮撞冠。臥榻之側，尚不容他人鼾睡，況東北乃我國禁臠，豈

許鄰邦染指？然凡物必先腐而後蟲生，此我中華歷代以來至清當國者，多

取平和主義，遇事隱忍 76有以致之者也。如漢用婚姻以熄邊患，宋甘受辱

以求偏安，至滿清更甚，世凱亦然。由賠款軍費而至於割地，因被迫條件

而喪失主權，皆屬姑息從事，希圖眼前小康，忘卻百年大計。不悟生存競

爭之世，公理虛文耳，偶一不慎，屢遭吞併。苟弱點被人所窺，我雖不圖

人，人將圖我。香港之後，東北問題是也。圖我者，且虎視眈眈，省□較

                                                 
72 「金」，原誤作「全」，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73 「踢」，原誤作「賜」，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74 「抵」，原誤作「牴」，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75 作者剪報：「中華民國三十五年三月一日」；「社論」專欄。 
76 「隱忍」下原衍「┌」，今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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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古今如一，莫非歷朝積弱，隱疿或瘡，前車可鑑，凡我同胞，豈容

漠 78視？  

雖日本時事新聞對此次東北問題有云：中國不容任何國家侵略，並確

認中國為不可屈服國家。蓋謂中國無論歲月之冗長，終能繼續雪除其所受

恥辱也。此殆鑑於 79從來對中國侵略者 80，多自取滅亡。是則是矣，若謂日

本僅五十年間得失，以一人壽命，尚能及身報復，惟元辱八十八年，滿清

之恥則二百五十一年，不待子孫，不能報復。所以陸放翁有：「王師北定

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之遺恨也。  

與其拱手而聽瓜分，何若同心一拚玉碎；與其待子孫他年祭告，何如

造子孫將來幸福？勿逡巡而圖苟安，莫模 81稜而誤大局。同心協力，奮起

圖存。願我血氣同胞，以不撓不屈之精神，擁護政府。向蘇俄聯邦求其反

省撤兵，取回領土，復我國權；並追究殺害我張委員罪犯，永固邦交，實

現世界和平，增進人類幸福。諒我蒸蒸日上之新興民國，且戴有英偉無倫

之   主座，妙算無遺，必定化干戈為玉帛，毋庸杞憂。萬一事非得已 82，

則我四億五千萬同胞，再發一層最後努力，放棄私慾，維持公道，懦夫廉，

鄙夫立，為政府領袖後盾，為國家干城，不惜犧牲，前撲後繼，以謀我國

永遠生存，並以貢獻世界真正之平和，在此□ 83舉匹夫有責，願無忽諸，

謹以號召告我同胞。  

 

20. 請活用舊時會社園地 84  

臺灣已經光復了，新生臺灣的建設，當然也在進行中了。我也知道凡

事必有先後次序，實現者已經 85實現，未實現的，不過是時日問題，不用

                                                 
77 「省□較□」，原誤作「省率較就」，作者剪報自校改之，而改字遭剪除。 
78 「漠」，原誤作「默」，今改。 
79 「於」，原誤作「者」，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80 「者」，原誤作「之」，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 
81 「模」，原誤作「摸」，今改。 
82 「已」，原誤作「巳」，今改。 
83 □，作者剪報自校改之，而改字遭剪除。 
84 作者剪報：「中華民國三十五年三月四日」；「社論」專欄。 
85 「已經」，原誤作「經己」，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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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急，自然會得實現。賢明當局的措置，斷然算無遺策，不庸急性子杞憂

的。但是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若對公眾謀幸福的起見，

有可參考的話，我也不敢客氣，敢効野叟獻曝的愚誠，說幾句閑話。  

觀現在米荒的時期中，政府寬容大度，不忍用積極的手段，而想出以

糖換米的做法。似米荒的對策不錯了，好固然是好了，但恐怕狡獪的商人，

又在暗中拍手了。請看此後接踵米荒而來的，便是糖荒。商人最工心計，

政府一出口，他們便抓住法律縫而進，八方搜買，私積居奇，結局政府多

一回施設，他們則長出一回鬼計，從中取利。  

像政府用多大苦心，移入許多麵粉，為不曾發付與各地方農業會分

配，多被資本家囤積，中間高價取利，結局需用者，受不得何等實益，所

有實益，只好由資本家獨得罷了。現在糖已一日一日騰貴，漏出既多，糖

的前途，已 86明若觀火，用糖換米，雖好像挖肉補瘡，但是無米不能活，

無糖卻不致死，或者亦可節省糕餅、蜜餞等製業，糖荒似無大害。這樣做

法，只可惜似消極的治標，非治本的辦法。米荒的事在二、三月前就鬧了，

不是今日纔知的，坐而待斃，何若進而謀生？現在各地製糖工場所屬園

地，甲數盈千累萬，放置之是暴殄天物，何如豫定可以製糖者，早一日設

法栽種甘蔗，若尚未能製糖者，則租予民間種蕃薯，亦是救荒一法，不然

徒放肥地就荒，豈不官民兩損？  

現在米價，雖經過幾回折挫，尚不肯下落。此後離收穫時期尚遠，況

兼肥料短少，豐歉尚難逆料，萬一不幸到時失收，將何以處理？與其臨渴

掘井，何若未雨綢繆？幸原製糖會社土地儘多，請由政府暫為收用，租與

農民耕種蕃薯五穀，萬一製糖期近，而畦溝亦可補種甘蔗，縱來季失收，

亦有蕃薯可代，似可謂之有備無患。惟切不可贌與資本家，恐怕中間又搾

取農民脂膏，蓋資本家貿利手段高強，無微不至。或者此議未發前，彼輩

早已在著手運動利權了。管見如是，未卜可當蒭蕘 87歟？  

 

                                                 
86 「已」，原誤作「己」，今改。 
87 「蒭蕘」，原誤作「芻堯」，今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