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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柏維  

 

 

見過書的內文被刪除而以空白方式呈現嗎？趁著休假修改教學投影片，隨意從書

架上抽出多年沒翻的書：《The rise of modern China》（徐中約《近代中國史》，

Immanuel C.Y. Hsu Hong Kong，1983 年，第三版），購書時是 1986 年，我剛到南台服

務不久，想說既然講授中國近代史，就買來參考吧！這書的第一版（1978 年，虹橋複

製版。成書於 1970 年）只寫到 1945 年，前者則補到 1978 年鄧小平的四個現代化，閱

讀虹橋版時，我大三，當時就發現到內文竟然有被刻意刪除留白的地方（見圖片 1），

被刪除的顯然是當局所在意的，寫甚麼呢？翻開第三版同樣的文章位置（見圖片 2），

檢查制度的歷史痕跡終於浮現： 

and (4) the period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 1905-1919. These 

four period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re said to constitute “The Age of the Old 

Democratic Revolution,” as opposed to the period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from 1919 to 1949, which constitutes “The Age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譯文：(4)1905-1919 資產階級革命的興衰時期。中國近代史上的這四個時期可合稱為：「舊民

主主義革命時代」，相對於 1 從 1919 至 1949 中國當代史時期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 

這段文字是在界定歷史的分期而已，只因碰觸到「布爾喬維亞（資產階級）、新中

國」的大忌而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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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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1：《The rise of modern China》第一版 

 

 
圖片 2：《The rise of modern China》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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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笑的是：《The rise of modern China》第三版裡面有很多張相片被人工加蓋了「匪

幹」（見圖片 3），我想：沒有人會喜歡自己新買的書被人捷足先登蓋印章吧！而且是蓋

在影中人的臉上，太卑劣了！那年代，多少人領著納稅人的錢盡幹些荒唐事；這種愚

蠢的操控手法也有近似的例子，據說某一年，音樂家馬思聰應邀回台開演奏會，盛會

即將舉行時，發現事先空運而來的小提琴被扣押在海關，主辦人查詢原因，得到被扣

押的理由竟然是：收件人姓馬，馬克思也姓馬。恐共成風下，我大哥在高中時要以向

陽為名發表文章於校刊，莊錫汀老師十分緊張地勸誡他換個名子，理由是向陽意涵向

日葵、東方紅，這是心向共產黨，恐有獄牢獄之災啊！ 

 
圖片 3：《The rise of modern China》第三版 

隨著這本書的抽出而掉落出來的是一本紅色的小冊子，乍看以為是毛語錄，原來

是小時候家裡開「半爿」書店時，由派出所下發認購的《查禁圖書目錄》（台灣省政府

、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台北市政府編印，1970 年 9 月）（見圖片 4），翻開第一頁，說

明查禁依據：出版法、社會教育法、戒嚴法、台灣地區戒嚴期間出版品管制辦法、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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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台(47)內警字第 22479 號函；洋洋

灑灑正告著：我們是法治國家，於法有

據喔！攤開書單一看不禁傻眼，除了具

腥羶味的「不良」書籍外，李敖、柏楊

的書幾乎全部在列，愛因斯坦的《相對

論初步》、薄迦丘的《十日清談》、凌濛

初（明代）的《拍案驚奇》也都是禁書

；禁禁禁，查禁者認為該禁就禁，這就

是法治。 

禁就禁了，更齷齪是：為了羅織罪

狀，陷你於囹圄，未經同意即將你的博

士論文從法文翻譯成中文，事後，還大

咧咧地列為研究叢書，供內部研究參酌

，盧修一的《台灣共產黨史》（日據時

期台共活動始末）就是例子（見圖片 5）

；當時風聲鶴唳，調查局把《台灣總督

府警察沿革誌》從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調走，害得以此書為碩士論文史料的我

急得跳腳，幸也如此，沒被牽連成案。 

在反共抗俄的旗幟下，書要禁、歌也要禁，〈何日君再來

〉、〈望春風〉、〈四季紅〉、〈綠島小夜曲〉都成禁歌，異議人

士辦的雜誌《自由中國》、《文星》、《台灣政論》更要禁，一

路禁到 1980 年代，民主運動的雜誌《夏潮》、《這一代》、《潮

流》、《八十年代》、《春風》、《美麗島》等前仆後繼被查禁，

卻是愈禁愈暢銷。 

身體可以被禁錮，心靈卻可以在枷鎖裏自由飛翔。 

 

圖片 4：《查禁圖書目錄》

圖片 5：《台灣共產黨史》（日據時期台共活動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