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富三 

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臺大歷史系兼任教授 

臺灣議會之父林獻堂的 

「變」與「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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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任：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臺大歷史系兼任教授 

 
學  歷：劍橋大學歷史學碩士、國立臺灣大學歷史學學士、碩士 

 
經  歷：◆ 臺大歷史系講師、副教授、教授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任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代表著作：《霧峰林家的興起──從渡海拓荒到封疆大吏（1729-1864）》，自

立晚報，1987 

《霧峰林家的中挫（1864-1885）》，自立晚報，1992 

《林獻堂傳》，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4 

《臺灣水田化運動先驅：施世榜家族史》，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

館。2006 年。 

《女工と台灣工業化》，財團法人交流協會，2006 年 3 月（《女工

與臺灣工業化》之日文修訂版） 

與賴澤涵、許雪姬、吳文星、黃秀政等合著，《二二八事件研究報

告——北部地區》，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 年 

 
授課大綱：臺灣歷史上統治政權變動頻繁，在不到四百年內（1624-今日），換

了五個；而且統治者的民族、文化相異，臺灣居民必須不斷調整自

己以適應新環境，可說飽嚐「換頭家」之苦。其中上層階級所受之

衝擊特大，如何回應是極為重大的問題。 

霧峰林家長房林文察官拜福建陸路提督，二房林文欽亦高中舉

人，在臺之聲勢罕有其匹。1895 年臺灣割讓予日本，對林家真是晴

天霹靂。長房林文察之子林朝棟身為清朝官員，奉令內渡，在此大

環境下，二房之林獻堂逐漸取代長房而為林家之領袖。 

林獻堂（1881－1956）一生經歷清朝、日本、中華民國三朝之

統治，做為臺灣首屈一指的社會領袖，如何因應這種政治變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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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治時期至戰後初期，他是公認的臺灣社會領袖，然而動見觀

瞻，一生中卻充滿曲折的故事，也遭受正反兩面的評價。 

一般人均讚佩頌揚他的崇高人格與社會貢獻，但也有人批評他

投機、立場不穩，甚至是「御用紳士」。的確，他一生中的思想、

態度經歷多次的「變」，顯然立場不堅定。他有何種「變」？如何

「變」？為何「變」？另一方面，總體看來，他始終「不變」，即

反威權、忠於臺灣。「不變」的是甚麼？如何「不變」？為何「不

變」？ 

根據個人初淺的研究，試圖探討林獻堂的「變」與「不變」，

就教各方人士。 

 

導言 

一、 日本殖民統治下林獻堂的困境與政治路線 

二、 林獻堂之一變：同化會與六三法撤廢運動（1910 年代） 

三、 林獻堂之二變：臺灣議會運動（1920 年代） 

四、 林獻堂之三變：臺灣地方自治聯盟（1930 年代） 

五、 林獻堂之四變：聯省自治（1945－1949） 

六、 林獻堂之五變：絕望（1949－1956） 

七、 林獻堂之不變 

結語 

 
參考書目：1.  張正昌，《林獻堂與臺灣民族運動》，臺北：自刊，1981。 

2. 周婉窈，《日治時代的臺灣議會請願運動》，臺北：自立報系，

1989。 

3. 黃富三，《林獻堂傳》，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4 年 11

月。 

4. 黃富三，〈覺醒與絕望─林獻堂的自治夢〉，收於國立歷史博物

館編輯委員會編輯，《什麼人物，為何重要：臺灣史上重要人物

系列（一）》，頁 158-175。臺北：國立歷史博物館，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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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黃富三，〈戰後初期在日臺灣人的政治活動─林獻堂與廖文毅之

比較〉，《財団法人交流協会日台交流センター歴史研究者交流

事業報告書》﹙2005 年 9-12 月﹚，東京：財団法人交流協会，

2005。（見該協會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