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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紀念館 

近我到台灣進行一項研究，我想深入了解台灣的

文化和歷史，因此我走訪了幾家冷門的博物館和歷史

遺址，其中之一是二二八紀念館。之前我參考了很多

旅遊網站和旅遊書籍，並且徵詢過很多人的意見，但

從來沒有聽聞過二二八紀念館，其實我只是無意中發

現了這個博物館。 

在此之前我參觀了錢穆故居，但行程結束後時間尚

早，於是我問錢穆故居的工作人員還有什麼地方值得

一遊，他建議我去國立台灣博物館。當我走出捷運地

車站之後，我發現國立台灣博物館是位於二二八和平

公園裡面，而二二八紀念館毗鄰於國立台灣博物館。

後來我查閱 TripAdvisor，發現二二八紀念館在這網站上

的排名是第一百零六，而清單上共有一百九十六個台北觀光點，在執筆之際，只有一個日

本人在這網站上留言品評這景點。 

相信很多讀者都熟悉二二八事件，在這裡我只是非常簡短地介紹：二戰結束後中華民

國從日本手中收復台灣的主權，但新政府的措施激怒了許多台灣人。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

七日警察在緝捕私售香煙的小販時誤殺一名無辜的市民，這消息通過電台廣播在全台灣迅

速地傳開，第二天示威暴動在整個島上蔓延，中央政府出兵到台灣鎮壓，打死了許多台灣

人。很長一段時間二二八事件是一個禁忌，但在二十世紀九零年代隨著台灣進入了民主時

期，李登輝總統容許台灣人自由地討論二二八事件，李總統甚至代表國民黨向死難者家屬

公開道歉。一九九六年台北新公園改名為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而當年廣播警民衝突消息

的電台變成了二二八紀念館。 

我認為二二八紀念館陳述的歷史觀點算是持平，它既述說了國民黨對台灣的壓逼，但

亦敘述了日治時代日本人怎樣剝削和拑制台灣人，例如要將台灣人改造成日本人的皇民化

政策。雖然紀念館堅稱派兵到台灣的蔣介石要為二二八事件負責，但是它亦指出蔣介石曾



下令官員不要對台灣人打擊報復。此外，當時政府拘捕了三民主義青年團的主任李友邦將

軍，李將軍的夫人嚴秀峰向蔣經國上訴，蔣經國便釋放了李將軍，可惜在白色恐怖時期李

將軍仍難逃一刦。 

有些人認為二二八是綠營的抄作，但無論如何，二二八的痛苦回憶令台灣的反對派凝

聚起來，開啟了政黨輪替，令台灣步上真正民主的康莊大道，在二零零零年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評定台灣已經達至「全面民主」，故此，我對二二八的死難者致上同情

和敬意。  

錢穆故居 

如前所述，在參觀二二八紀念館前我去了錢穆

故居，這是另一個冷門的觀光點。錢穆故居位

於東吳大學，一九四九年後錢穆先生在香港成

立新亞書院，從而弘揚中國文化。在創校之始

新亞書院的財務狀況十分艱難，許多學生無法

負擔學費，而校方亦難以支付薪水給教授。儘

管困難重重，錢穆為新亞獻出了十七年的努力，

僅是這份堅持他已經令人肅然起敬。一九六七年錢穆離開香港，到台灣找地方蓋房子。

後，他在東吳大學的雙溪附近找到了現在的房址，為了紀念他的媽媽，他以母親的故鄉房

子「素書樓」命名其終老的居所。 

年少時錢穆的著作是中國歷史的教科書，如【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和【國史大綱】。

坦白說，從前我不喜歡他對中國文化和歷史的觀點，因為我覺得他過度為中國傳統的弱點

辯護。舉例說，他認為中國皇朝並不專制，武則天派肅州刺史王本立向宰相劉禕之宣讀詔

書，唐代行三省制，因此劉禕之反駁：「沒有經過中書省草擬、門下省核實的文書，能叫

詔令嗎？」（「不經鳳閣鸞台，何名為敕？」）。聽起來這很合乎法治精神，但錢穆沒有

提到，武則天不滿劉禕之違詔，結果將他處死。此外，我認為錢穆在【現代中國學術論衡】

中對中西方宗教的比較是不公平的，我還寫了一篇文章去反對他的看法。 

不過，自己年紀越大時，我便開始尊重他的觀點。在【國史大綱】中他開宗明義地宣

布了以下幾點：一個國家的公民，尤其是知識分子，應該帶著溫情與敬意去了解有關自己

國家的歷史，至少不要對自己民族的歷史抱持虛無主義的態度，或者覺得自己是站在歷史



的 高點，去指責古人的罪惡和弱點。當一個國家有更多公民具備這些條件，這個國家才

有向前發展的希望。三十年後我重讀這段話，我的感覺和反思和三十年前的完全不同。 

縱觀這些年來，我讀了很多批評中國傳統文化的言論，例如柏揚說中國文化是一個

「醬缸文化」，它混濁不堪，無論任何東西掉落其中，結果都會變成一個爛攤子。黃展驥

曾說，在八年抗戰期間，一個如日本的小國竟然可以把中國打得翻轉過來，所以中國文化

的總體方向是錯誤的。而 極端的反傳統是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在一九六六至七六年

期間的口號是「破四舊，立四新」，當時中國文化和歷史裡面每一個元素被認為是大錯特

錯。但當我研究科學史的時候，我開始體會到前人的限制，回顧五百年前發生的歷史，我

們會很容易發現當時的錯謬，但現在我總是問批判中國文化的人兩個問題：第一，如果你

置身於那個時代，你會作出跟前人一樣的思考和行動嗎？第二，你認為自己是處於歷史的

高點嗎？五百年後我們的後人又會如何批判我們呢？ 現在重讀錢穆【國史大綱】所說，

我更難忍受一些自以為義的所謂「先知」。 

 

國軍歷史文物館  

另一個冷門的觀光點是國軍歷史文物館，這個博物館沒有列入 TripAdvisor 網站的名單

上，我是在捷運地車站看到海報，才知道這個地方。 近這博物館有一個「黃埔軍校成立

九十週年」的特別展覽，可能有人會認為這博物館是國民黨的宣傳工具，但無論你的政治

立場是什麼，我覺得我們還是應該讚揚作出了巨大犧牲的國民軍。 

國民黨和美國人對二戰時的

雙邊關係有極之不同的看法。例

如郝柏村批評，儘管中華民國是

美國的盟友，但美國人根本瞧不

起中國，雅爾達密議使國民政府

失去了東北和外蒙古， 此外，

美國送出巨額援助予英國和蘇聯，

但給國軍的相對很少，而且美國

人控制怎樣在中國分配資源，但對英國和蘇聯卻沒有這樣的限制。然而，美國也不滿國民

黨，許多美國人批評國民黨政府非常腐敗，國民黨軍隊的戰鬥能力奇差，因此美國要密切

監視國民政府怎樣使用美援。  



國軍歷史文物館介紹了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例如一九三七年的八一三淞滬之戰，當

時中國在上海動員了七十五萬士兵，這是全中國總兵力的六成，蔣介石把受過德國顧問訓

練的嫡系部隊全部送上前線，戰鬥持續了三個月， 後十八萬國軍壯烈犧牲，蔣介石的嫡

系精銳部隊折損了三分之二以上，而日本只失去五萬士兵。李宗仁在回憶錄中寫道：「當

時……我軍等於陷入一座大熔鐵鑪，任其焦鍊。敵方炮火之猛，猛到我炮兵白日無法發炮，

而夜間又無法尋找目標，隻是盲目轟擊。所以淞滬之戰，簡直是以我們的血肉之軀來填入

敵人的火海。每小時的死傷輒以千計，犧牲的壯烈，在中華民族抵禦外來的歷史上，鮮有

前例。……是我國抗戰八年，犧牲 大，戰鬥 慘的一役。」馮玉祥說：「我們的部隊，

每天一個師又一個師投入戰場，有的不到三個小時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援五個小時死了三

分之二，這個戰場就像大熔鑪一般，填進去就熔化了！」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

郭岱君說：「這場戰爭在戰術上犧牲慘重，但戰略成功。目的是將日軍從東南拖向西走，

日本雖知道是陷阱，仍然被拖下去。」當時國軍的裝備遠不如日軍，因此日本誇下海口，

揚言在三個月內必亡中國，但國軍仍能在劣勢下抵禦了日軍三個月。 

當國軍自上海撤退時，謝晉元團長率領八百名士兵進駐四行倉庫，以保護其他軍民撤

離，這八百名勇士以大無畏之精神抵抗成千上萬的日軍，一位名叫楊惠敏的女童軍冒死將

一面青天空白日旗送到四行倉庫，使中國的國旗能夠繼續屹立在上海。後來這段事蹪被拍

成電影，片名為【八百壯士】，在電影中柯俊雄飾演謝晉元，林青霞飾演楊惠敏。該博物

館展示了關於八百壯士的紀錄片，因此我有幸一睹楊惠敏的風采，但她的樣子並不像林青

霞。 

在珍珠港事變和美國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中國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苦撐了五年。

大約同一期間，幾乎整個歐洲大陸在沒有激烈戰鬥下陷入納粹之手，法國是軍事大國，擁

有世界上 強的馬其洛防線，但在開戰六個星期後便全國淪陷；日軍只用了一個月便打敗

馬來亞的英軍，並佔領了馬來亞。但美國媒體和歷史學家並沒有嚴厲地批評法國和英國， 

若客觀地比較國軍、法軍、英軍的表現，我不認為美國人對國軍的批評是公平的。 

該博物館還介紹了許多國軍將士的生平，如張自忠、謝晉元、張靈甫、邱清泉、吉星

文……。無論國民政府在那個時候是如何腐敗，這些軍人都在極惡劣的條件下竭盡所能，

因此他們值得我致上萬二分敬意。  

 



 

結語  

我不屬於綠營或藍營，我不是新儒家或國粹派，但無論理念怎樣，我意識到，今天我

們能夠自由地評價歷史與文化，是因為前人的貢獻和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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