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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大綱：

　　在人類歷史上，「監禁」與「流亡」是絕大多數政

治異議分子必須經歷的身心錘鍊，愈是缺乏自由人權的

國度，這種錘鍊就愈慘酷。單以近百年來的台灣為例，

從日治時期在殖民政權下奮鬥不懈的抗日精英，到戰後



112 第25回‧2023年7月16-18日

戒嚴時期數十年間屢仆屢起的自由鬥士，多少具備血性

良知和過人勇氣的台灣人，在不同時代以他們的青春歲

月和血肉之軀，為這個「定律」作歷史見証。

    日治時期，先後有不少台灣精英因抗日運動而被捕

入獄，其中尤以1923年12月16日爆發的「治警事件」最

受矚目，在當時發生的影響作用也最大。尤其難得的

是：「治警事件」的主要領導者中，包括蔣渭水、蔡惠

如、林幼春、王敏川、陳逢源等人都有相關的文學作品

傳世。這些作品不但是抗日運動史的一頁鮮明記錄，更

深具文學價值，可說是台灣文學史的寶貴資產。

   本課程擬以林幼春、蔡惠如、蔣渭水、賴和的相關

作品為例，探討日治時期「監獄文學」的作品內涵及創

作特質，希望有助於後人重新認識、欣賞先賢的事蹟及

心血創作，從而省思當今臺灣民主政治的現況與未來前

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