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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代表著作 

1、《重探戰後台灣政治史：美國、國民黨政府與台灣社會的三方角

力》，台北：春山，2023。 

2、《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1920-1950(增訂版)》，台北：春山，2025。 

3、《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台灣》，台北：衛

城，2017。 

4、《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  卷一自治的夢想》，台北：蔚

城。2013。 

■授課大綱 

隨著日本帝國的擴張，殖民地台灣被捲入戰爭之中，從1937年中日戰爭、

到1941年大東亞戰爭，殖民地的協力日益重要，戰爭籠罩下，物資、人力、思

想動員不斷強化。 

日治中期以來台灣人曾經投注於反殖民運動，但至1930年代戰爭時期情勢

大幅轉變，反抗運動已無空間。相反的，日本帝國政府強力整編與教化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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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台灣人的政治認同，造成不同世代台灣人政治態度的差異。戰爭時期對台灣

社會造成種種影響，甚至與戰後初期的政治衝突密切相關。 

  本課程主要內容包括： 

一、 前言 

二、 帝國擴張下殖民地的戰爭動員 

三、 戰爭宣傳與國族認同 

四、 三個世代的政治態度差異 

五、 戰爭末期的殖民地處遇改善 

六、 戰後的衝擊與抵抗 

七、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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