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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任：國立台北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吳三連台灣史料基金會董事 

 

學  歷：國立台灣師範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 

 
經  歷：《八十年代》雜誌執行主編 ; 報社記者、撰述、研究員 

 

代表著作：1.《台灣史 101 問》，玉山社，2013。 

2. 《台灣近現代史論集》，玉山社，2007。 

3. 《台灣革命僧林秋梧》自立報系，1991. 

4. 《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自立報系 1986.2。 

5. 《台灣民主運動 40 年》自立報系，1987。 

6. 《解讀二二八》，玉山社，1998。 

7. 《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自立報系，1990 

8. 《林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玉山社，1996 

9. 《戰後台灣變遷史略》，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04。(「台灣全

志」卷首) 

10. 《台灣歷史閱覽》，自立報系，1994  

11. 《60 分鐘快讀台灣史》，玉山社，2002。 

12. 《台灣史 100 件大事》，玉山社，1999 

13. 《台灣史》，華立圖書公司，2004。(與林呈蓉合著)《台灣近代

名人誌(五冊)》，自立報系，1990。(與張炎憲、莊永明合著) 

14. 《進出歷史》，稻鄉出版社，1992。 

15. 《唐山看台灣《228 事件前後中國知識分子的見證》》，日創社

2006。 

16. 《與馬英九論台灣史》，玉山社，2006。 

 

（餘略）（政論集不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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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大綱：1903 年林秋梧出生於台南一個貧寒之家。1918 年考入「台灣總督府

國語學校」（隔年改名「台北師範學校」）。 

進入北師後，暗中聲援林獻堂等人的民族運動，並經常與在大

稻埕開設醫院的蔣渭水交遊。加入 1921 年成立的「台灣文化協

會」。於畢業前夕因涉北師學潮而遭校方勒令退學。輟學後潛入中

國，進入廈門大學哲學系，不幸因母親病逝，又輟學返台丁憂。

1925 年林秋梧積極參與台灣文化協會演講活動。並擔任文協電影巡

迴隊的辯士，巡迴於中南部。 

1927 年文化協會分裂，以開元寺派遣留學生的身分赴日本東京

駒澤大學深造。並開始從事寫作，在《台灣民報》《南瀛佛教》

《中道》等雜誌發表有關文化、社會及佛學的評論。1930 年林秋梧

自駒澤大學畢業，回台南開元寺，並任南部臨濟宗佛教講習會講

師，兼南瀛佛教會教師。 

林秋梧雖入禪門，但並非出世之徒，他積極地從事佛教改革，

掃除迷信。透過宗教運動，又回到社會運動之路，參加「台灣民眾

黨」及其外圍組織「台灣工友總聯盟」等團體，關切工農運動。1930

年在台南與同志們發起了一個「反對普渡運動」，並與同志創刊旬刊

《赤道報》，刊載社會思想評論及文藝作品，任總編輯兼發行人。 

他這首題為〈贈青年僧伽〉的七絕，說明了他入世的宗教觀—

「菩提一念證三千，省識時潮最上禪。體解如來無畏法，願同弱少

鬥強權。」 

1933 年手著《真心直說白話註解》一書問世。以科學的觀點重

新註釋此書；1934 年另一部著作《佛說堅固女經講話》問世。是一

部婦女解放的解經之書。 

1934 年 10 月在一場結核病中，以 32 歲匆匆走完短暫卻多彩的

一生。 

 

參考書目：李筱峰，《台灣革命僧林秋梧》，台北：望春風，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