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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柏維  

 

 

 

誰是林獻堂？ 

在這一塊土地上，八、九十年前發生了什麼可歌可泣的故事？歷史灰飛湮沒之後

，在歷史失憶的狀態下，一切都過去了，與被殖民、被壓迫、被奴役的鬥爭，彷彿都

不曾存在似的，20 世紀末葉，本土意識逐漸覺醒，蔣渭水、賴和等台灣菁英始能從歷

史的夾縫中窺見陽光，然而誰在乎台灣第一人：林獻堂？ 

在台灣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家族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家族的興衰過程可以是

一個區域，乃至整體社會發展過程的縮影！而家族成員在不同的時代裏引領風騷，也

關係到家族的起起落落；觀看日治時期的五大家族，鹿港辜家與高雄陳家、基隆顏家

，因緣於時局轉換並與統治者搭線，迅猛崛起；同屬興旺於清代的板橋林家、霧峰林

家，在歷史轉換的變局裏有著類似的選擇：先是避秦於原鄉，繼而歸返台灣，並面對

統治當局的安輯綏撫，繼而與統治者建立親密的關係，然而不同的是：霧峰林家的雙

元選擇，林烈堂妥協於時局，林獻堂選擇了台灣民族運動的不歸路。 

我們如何去看待霧峰林家的雙元選擇的歷史問題呢？下厝系統的林文察有功於戴

潮春事變、林朝棟率義軍奮起於台灣民主國、林祖密參與孫中山的二次革命，祖孫三

                                                 
 本文係 2013.7.3.應邀於台北市立第一女中（教育部高中新課程國文學科中心）於台中霧峰明台中學主

辦之「從阿罩霧到半線文化巡禮」的演講稿。 
 林柏維，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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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軍功顯耀；頂厝系統的林文欽也不惶多讓，1895 這一轉換的年代，迫使林獻堂早熟

，未滿二十之齡即承擔穩固家業的重責，然而，傳承於家族的民族意識使其在被殖民

統治的時空下，猶然堅定民族主義的心志。探究林獻堂的政治生涯，其溫文儒雅來自

於有舉人功名的父親林文欽，其祖國意識緣由於下厝族親，霧峰林家的環境薰陶使他

在民族運動的過程裏，扮演著溫和的、改革的、祖國派的領袖角色。 

 
 

 

1907 年，林獻堂偶遇梁啟超於東京奈良，以「台灣該當如何？」相詢，梁啟超認

為：「三十年內，中國絕無能力救援你們，最好效愛爾蘭人之抗英，在初期愛人如暴動

，小則以警察，大則以軍隊，終被壓殺無一倖存，後乃變計，勾結英朝野，漸得放鬆

壓力，繼而獲得參政權，也就得與英人分庭抗禮了」1意即：以愛爾蘭獨立模式，以議

                                                 
1 林獻堂向梁啟超詢問：「我們處異族統治下，政治受差別，經濟被搾取，法律又不平等，最可悲痛者，

尤無過於愚民教育，處境如斯，不知如何而可？」（甘得中〈獻堂先生與同化會〉，葉榮鐘編《林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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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路線進行台灣的民族運動；梁啟超並欣然受邀，於 1911 年來台，與櫟社詩人林幼春

等人酬酢於萊園，對照於林獻堂日後不棄不捨地進行議會設置運動，有跡可尋。 

1913 年，林獻堂踏出他從事社會運動的第一步，與林紀堂、林烈堂、辜顯榮、林

熊徵、蔡蓮舫等台灣仕紳，向總督府申請設立台中中學。 

台中中學的創設導因於日本統治台灣的教育政策，傳統的書房教育因科舉制度的

不存在漸失魅力，而日本在台灣雖大力普及新式的公學校（小學）教育，然而在「愚

民政策」（要使被統治者沒有智識能力，組織無能化，使廣大的被統治群眾成為供給勞

力的被奴役者。）的統治基調下，上一層級的學校僅有實用的「國語學校（1896 年）、

台灣醫學校（1899 年）、農林學校（1919 年）、商業學校（1919 年）」，台灣青年如想繼

續接受中等以上的教育，除此之外，只有海外（主要是日本、中國大陸）留學一途。 

林獻堂除了將其子女送往日本之外，也資助貧苦青年，得到支助的畢竟是少數，

1912 年，林獻堂以祖母壽辰禮金為獎學基金，後擴大募集，轉而於 1913 年 9 月向總督

佐久間左馬太提出請願創設私立台中中學，幾經波折，最後以辜顯榮及林烈堂的名義

，代表蔡蓮舫等 83 人，於 1914 年 2 月向總督府捐獻校舍，換取以專收台人子弟的條

件，公立台中中學創校。 

1913 年 5 月，林獻堂到北京回拜梁啟超後，轉回東京，經由王學潛引介在野的明

治維新元老板垣退助，21914 年 3 月，板垣訪台後，決心創立「台灣同化會」，板垣退

助認為東亞若要安定，須中日合作，而台灣人是中日親善的關鍵。1914 年 12 月，集結

台灣各地仕紳的同化會成立。3但是台灣總督並不樂見此一組織的存在，於 1915 年，

以紊亂社會秩序為由予以解散。 

台中中學的創校雖未如初衷，卻是林獻堂集結台灣上層仕紳的實力展現，板垣退

助正是借重林獻堂的號召力而組建同化會，同化會是否能消弭日台人差別待遇已非要

事。經由這兩事件，台灣各地仕紳有了串連的契機，林獻堂也隱然已是台灣人的領袖

。 

                                                                                                                                                         
先生紀念集（卷三追思錄）》，台北，文海出版社影印版，1974.12.，頁 519～521。） 

2 「板垣認為可利用台灣實現他的政治理想，於是便以林氏為知已，拿他作渡台的橋樑。」張深切《里

程碑》，台中，聖工出版社，頁 96～97。 
3 「可以說是當時台灣社會上的上流人物，實際上大部份的會員都是區長、參事、保正等身膺榮職的縉

紳。」葉榮鐘《台灣民族運動史》，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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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代，是以台灣文化協會為主體的社會運動狂飆的年代，他們以文化運動的

方式，拓展出爭取政治權益的全民運動，以農民運動、工人運動的方式，展開階級的

、民族的運動；他們以台灣文化協會為主體，主張「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4。 

相對於整個國際環境，一次世界大戰後：新帝國主義的形成、社會主義浪潮的湧

現、西方民主社會體制的抬頭、中國歷史朝代的更新，相輔而成國際潮，台灣則經由

日本「母國」而介入。由於歸屬的相互關係，日本社會之於台灣自然成為媒介，受日

式現代教育的知識菁英所選擇之運動方式即在此國際潮中前進。5 

這國際潮含括了：民族自決的潮流6、列寧革命對中國革命的影響7、愛爾蘭獨立運

動模式的仿效、朝鮮三一事件的推波助瀾8、大正民主的歷史時空9。留日新青年在這樣

的時空環境下，思慮台灣的前途，集結在蔡惠如、林獻堂的領導下組織啟發會、新民

會與台灣青年會，先是擬議六三法撤廢運動，轉而進行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相對應於留日新青年的積極作為，島內以台灣醫專、師範學校出身為主的菁英，

推舉蔣渭水為領導，共謀出路，先是成立文化公司，繼而取得林獻堂的首肯，1921 年

10 月 17 日，在台北靜修女中成立以「謀台灣文化之向上」為目的的台灣文化協會，會

員 1032 人，林獻堂為總理，蔣渭水為專務理事（後為蔡培火），文化協會的組成代表

著傳統士紳、海外留學生、本土知識菁英三個社會階層的結合。 

文化協會成立後，迅速發展它的組織，分立台北、台南、彰化、員林、新竹等五

                                                 
4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字句見於：蔡培火〈我島與我等〉，《台灣青年》，期 4，頁 4，1920 
5 林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頁 20-52。 
6 第一次世界大戰，威爾遜民族自決的主張促成東歐、西亞民族國家的獨立。 
7 中國革命的成功激勵了新知識青年寄託新中國把革命的目標轉向台灣，孫中山的思想及其動向成為有

志者（蔣渭水）學習的榜樣，祖國情結成為與對岸相脈動的根源，也伏下日後中、日、台三角關係的

思想、路線糾葛。 
8 1919 年，朝鮮高宗暴死，釀成反日風潮，李承晚組臨時政府雖失敗，卻換得地方自治，同為日本殖民

地的台灣也應起而仿傚。 
9 主張民本主義的吉也作造組織新人會（1914）、黎明會（1920），使民主主義在日本蔚為風潮，留日學

生受此薰陶，思想大開，加上 1919 年田健治郎任台灣總督，文官統治時期開始，給與知識菁英有了社

會結社的空間。 



 

 

37
南台通識電子報 

42 
個支部，並且支援每一回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然而，文化運動所形成的磅礡氣

勢，使台灣總督府採取了壓制的措施，先是以公益會來反制，並以有力者大會來反擊

，進而於 1923 年 12 月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為由全島大逮捕重要幹部，此即治警事件，

文化協會受此衝擊反而更加蓬勃發展。 

文化協會啟蒙運動的目標在於喚醒台灣民族意識，進而爭取政治權，造成民族自

決的氣勢，以期脫離日本統治，林獻堂說：「要以改造的精神（在）造堅牢的大舟以準

備航海。」就是這樣的意思。 

啟蒙運動為主的文化運動是多面向的，在訊息的傳遞上，他們發行會報、設讀報

社；在教育的層級上，他們辦夏季學校、設立文化書局和中央書局；在知識青年的結

合上，他們協助青年團體的組成；在文化種子的傳布上，他們推動白話文的使用；在

社會風氣的開通上，他們提倡新劇，組電影隊。在經濟面的抗爭上，他們成立本土資

本的銀行；最重要的是，他們廣泛地、連續地舉辦各式的演講會，直接向民眾進行宣

導、教育，從支部的文化講演、政談演說、農村講座到東京留學生巡回講演，掀起全

島文化啟蒙的熱潮，使「文化仔」在二○年代成為「進步」、「改革」社會標簽。 

在文化運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已難有著力點、外圍團體日趨成熟、左翼路

線已成氣勢的情勢下，在「走向實際運動」的呼聲中，文化協會因而分裂。 

左翼的連溫卿、王敏川掌控文化協會，改走階級鬥爭路線。右翼的蔡培火、蔣渭

水另於 1927 年 7 年 10 日，成立台灣民眾黨（台灣歷史上第一個政黨），從事政治運動

路線。10 

轉換方向後的文化協會，以連溫卿為中心，本部設於台中市，展現與舊文協時代

完全不同的風貌，「主張以最大多數的台灣無產階級的解放為其目的」。1928 年 4 月台

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決議：「利用文化協會作為共產黨活動的舞台」。1929 年 11 月，

謝雪紅及台灣共產黨掌握了文化協會，1931 年日方大逮捕台共黨員，文化協會被迫解

散。 

台灣民眾黨以「確立民本政治，建設合理的經濟組織及改除社會制度之缺陷為綱

領。」在蔣渭水的領導下也逐漸左傾，右派的林獻堂、蔡培火等脫離，於 1930 年 8 月

                                                 
10 林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頁 22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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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由楊肇嘉主導。分裂後的台灣民眾黨，由於急進的政治主

張，終於在 1931 年 2 月，被禁止結社。 

1935 年，台灣舉行有史來第一次選舉，台灣地方自治聯盟階段任務完成，在 1937

年 7 月，中日戰爭爆發一個星期後，自動解散，為二○年代的台灣社會政治運動劃上

休止符。 

 

 

受到 1910 年代的國際潮的衝擊，新民會與台灣青年會的菁英省思台灣的「過去與

未來」，在殖民者穩固的控管下，武力的革命路線已無可能，愛爾蘭獨立運動的模式被

提了出來，引發王敏川、林呈祿等人的路線爭執，受到威爾遜「民族自決」的影響，

蔡培火主張「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黃呈聰則強調台灣文化的特殊性，王敏川則偏向

社會主義革命，於是決議進行廢除六三法（後來改稱三一法，是台灣總督統治的基本

法）運動，最後，採納了林呈祿的主張，改走溫和的、體制內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

動（預想台灣議會是脫離帝國統治、走向民族自決的第一階）。 

於是，在林獻堂、蔡惠如的領導下，從 1921 年 1 月起，展開歷時十四年（

1921~1934）、請願十五次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先是 1918 年，林獻堂召集東京的

台灣留學生組織六三法撤廢期成同盟，繼於 1920 年，擔任新民會會長，發刊《台灣青

年》（後來改題為《台灣》，1923 年改版發刊《台灣民報》），自 1921 年起，憑其資財、

人脈，全力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林獻堂正式投入政治抗爭的歷史洪流，

奔波於台灣與日本帝國議會間，率團請願，所企圖者，欲藉由議會之路來達成台灣自

治之實，進而獨立於日本之外。 

總督府當局自然清楚他及其支持者的路線與目的，遂以剝奪專賣權、逼還銀行債

務，來打擊他的事業，並以八駿事件來詆毀他的形象（1922 年）11，林獻堂不為所動

                                                 
11 1922 年，台中州知事常吉德壽挾持林獻堂加入日台融合團體「向陽會」，並與楊吉臣、林幼春、甘得

中、李崇禮、洪元煌、林月汀、王學潛等訪見總督田健次郎。當局宣稱林獻堂已向田總督保證停止台

灣議會請願運動，遂引起留學生的不滿，此即所謂「八駿事件」。總督府當局更施以高壓，以所控有

之銀行逼催欠債，迫使其陷入困境，林獻堂遂無奈地聲明退出請願運動，諸多學生不察，交相指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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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於 1923 年成立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以強化議會運動的成效，總督府當局遂以

違反治安警察法為由，大肆逮捕同盟會幹部，拘捕 49 人，蔣渭水等 13 人被判有罪，

此即治警事件。以台北師範事件（1922、1924 年）迫使學生脫離文化協會；1923 年，

糾集御用仕紳另立公益會來反制，企圖分化、瓦解文化協會；1924 年，以二林事件的

大起訴，壓制農民運動。 

文化協會的多元發展，連帶地引入社會主義的思潮，加以，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

長期受挫，使民族運動產生了運動路線的紛歧，走向實際運動（政治運動、階級運動

）的呼聲高亢，林獻堂雖呼籲：「雖有誤會本會為危險，但我們須向前直進，本會以後

要改造的精神，在造堅牢的大舟以準備航海。」仍無法阻擋 1927 年的大分裂，新文化

協會改走階級鬥爭路線，蔡培火、蔣渭水等舊幹部另立台灣民眾黨；林獻堂陷入兩難

之局，於是離台，赴歐美旅遊一年、滯留東京近一年始返台，此行開闊了他的視野，

堅定地走在務實的政治改革路途上，於是召回楊肇嘉，在 1930 年成立台灣地方自治聯

盟，此際，新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工友總聯盟、民眾黨相繼被禁，狂飆的二○年代

落幕，審度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抬頭的時勢，政治運動勢難有發展與存在的空間，1934

年，林獻堂決定停止請願失敗十五次、進行了十四年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終於

在次年得到總督府的正面回應：州郡街庄議員半套式的選舉。此一成果議會運動的標

的天差地遠，徒呼奈何之際，復遭「祖國事件」12的羞辱，在軍國主義氣焰日熾的時局

下，已難有所為，地方自治聯盟也於 1936 年宣告解散。 

 

 

「關山難越，誰悲失路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王勃） 

戰後的空窗期間，林獻堂協助安輯時局，竟也列名「台籍漢奸」。1946 年省參議會

成立，議長一職，林獻堂最具資望，然而這位「台灣光復致敬團」的代表，卻無此機

                                                                                                                                                         
「軟化」，脅迫、侮辱之書不斷，甚且有鷺江柳裳君之小說〈犬羊禍〉刊載於《台灣》雜誌，醜詆林

獻堂誤族殃民。（林柏維《台灣文化協會滄桑》，頁 196。） 
12 1936 年初，林獻堂率台灣新民報之「華南考察團」赴廈門、上海等地，台灣軍方竟在其回台後，唆

使流氓在台中公園予以毆辱，此即「祖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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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旋即辭去省參議員。二二八事起，目睹台灣政治、經濟、文化之驟變，在他後來

隱居東京時，寫詩道出了當時的心境：「歸台何日苦難禁，高論方知用意深；底事弟兄

相殺戮，可憐家園付浮沈。解愁尚有金湯酒，欲和難追白雪吟；民族自強曾努力，廿

年風雨負初心。」 

1947 年，萬念俱灰的林獻堂，被台灣省政府任命為省府委員，次年再任命為台灣

省通志館館長，直是將之視為「前朝遺老」，寧非對一生奉獻台灣民族運動的獻堂先生

莫可言喻的羞辱？情何以堪？代表台灣人尊嚴的林獻堂豈能接受這樣的擺佈？遂以養

痾為名，於 1949 年 9 月，自我放逐於日本，婉拒蔣介石政府的返台規勸；守在「遁樓

」，思鄉卻不歸故里，「亂絲時事任逆邅，夜半鐘聲到枕邊；底事異鄉長作客，恐遭浩

劫未歸田。萬方蠻觸爭成敗，遍地蟲沙孰憫憐；不飲屠蘇心已醉，太平何日度餘年？

」委婉道出他以生民為念的襟懷。1956 年，思鄉不歸的林獻堂，病逝東京。 

跨越三個時代，林獻堂做為台灣民族運動的領袖，隱忍持志，他當之無愧。做為

台灣議會的催生者，始終如一，他無怨無悔。然而，漢民族意識強烈的他，對於「夢

土中國」的到來，他卻無言以對。終生反日的林獻堂，在戰後卻選擇自我放逐於日本

，實則透露對蔣介石政權深沉、無言的抗議，也顯現出台灣人無法掌有自主權的悲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