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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學員，大家好： 

今天來與大家談抗日作家－賴和，他的一生。 
賴和是彰化市人，彰化以前叫「半線」，賴和出生於１８９４年，也就剛好

是甲午戰爭時間，因此他算是清朝人，而隔一年因為馬關條約，所以他就變成日

本人了，他於１９４４年（昭和１９年），也就是台灣光復的前一年過世，但他

因為看不到台灣光復，所以沒有機會變成中國人。他在自己的詩內寫了兩句話來

表示他自己的感覺，感嘆他這一生很不幸變成別人的階下囚，讓異族來統治，難

道是別人的種族比較優秀嗎？但其實原因是因為清朝戰敗所以把台灣分出去。 
賴和的本職是醫師，唸的是醫科，畢業後行醫，但他很意思的地方是因為他

對窮人不收錢，所以當他過世時是負債累累的，在賴和整個行醫的過程中一直以

儒家救人濟世的精神來救濟他人，雖然他是醫生，但最後他成就、成名的地方不

是在醫學上，而是在文學上，因為當時五四運動之後，中國開始提倡白化文運動，

所以賴和受了這方面的影響也開始提供白化文運動，寫了許多現代詩、新詩、現

代小說……等，這些小說也就是台灣最早期的小說，後來有許多小說家都深受他

的影響，例如黃十郎、楊貴（本名）……等，楊貴後來寫過很多的短詩的鵝媽媽

要出嫁及壓不扁的玫瑰……等。 
賴和在五四運動時很有趣的嚐試用台灣話來寫小說，因為五四運動即提供用

台灣話來寫小說，即為「我手即我口」，也就是我說的跟寫的是一致的，例如國

語的打麻醬，台語翻成打麻雀……等，所以有很多很有趣的地方。 
現在我們開始來欣賞影片，片長約五十至六十分鐘左右，影片完我們再來用

剩下的時間做討論。 
抗日作家賴和，他的一生其實是很短暫的。影片看完後，我們所思考的是為

什麼那時代的醫師與現在的醫師的感覺有許多的不同，也就是說賴和為何有辦法

做到不像現代醫師的那麼物質化？ 
這個影片中有個重點要來為大家做一個報告，包括在整個日據時代有兩個較

大的台灣人反抗日本事件，一是在１９１５年發生的「焦巴陵事件」，及在１９

３０年發生的「霧社事件」。對照之下，當時韓國是全國性的反抗日本的殖民，

但台灣只有區域性而已，台灣人與韓國人的民族性不同，在我唸研究所時有些同

學從日本或從韓國來的，我發現他們不太容易相處，我想可能與殖民經驗有關

係。而賴和的牌位為何被請出忠烈祠也是因為有人去密報他是共產黨，所以才會

有這樣的結果。現在我先從「焦巴陵事件」談起，１９１５年時有一個余清芳，

他當時對於日本的統治非常不滿，於是他在台南的一家齋堂，簡單來說信仰佛教

分為兩種，一為「出家」，一定要穿架紗且剔度的人，另一為「在家」則是只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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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不用到廟裏的人，這些是外在與形式不一定要一致的地方，而余清芳藉著宗

教的力量集合起上千民眾準備抗日，但因消息走漏之後只好提早起義，而被日本

人追殺，最後在焦巴陵被逮補，起義的民眾之中有些當場被捉到即被槍斃了，而

這一千多人沒有一個活下來的，這個事件因為是發生在台南的焦巴陵，所以被後

人稱為「焦巴陵事件」，也有人稱為余清芳事件。 
到了１９２０年時，發生了台灣地名上的第一次地名大改變，例如原來的「打

狗」變成現在的漢字「高雄」……等。 
在日本統治台灣時，他們很需要台灣的木材，所以他們很需要大量原住民的

勞力幫助，一直到１９３０年，當年因為敬酒風波的誤會，這個誤會起因為泰雅

族的慶典時一位原住民於殺了山豬後就用手端了一杯小米酒請當地的日本警察

喝，卻因警察認為殺完山豬後沒有洗手就直接端酒是很不敬的，所以打、踢了原

住民，但這種情況對原住民來說是很平常的，所以引起原住民與日本軍的對抗，

也發生了霧社事件，這個事件幾乎所有成年人的泰雅族人都被殺掉，這也是歷史

上很有名的事件，而這個事件的發生當然在先前也是已累積了多年且有許多原

因，例如日本人到台灣來在山上管原住民時，有些人跟泰雅族女人結婚，生下小

孩過了一段時間後，要回到日本時因為原來在日本就有妻室，所以不能將台灣的

另一個家庭帶回去日本……等諸如此類種種原因，因此，敬酒事件只是多年來台

灣人對日本人的許多行為長年積壓之後導致反抗一個引爆點。 
雖然影片中有提到賴和或許有原住民的血統，因為在他的家族中不能講「番

仔」或「青番」這些字眼，我想他們應該是因為講這些形容詞是較不尊敬原住民

的，所以他們的家族中才不會使用這些字眼，未必是因為他是有原住民血統的人。 
賴和在最後一次被關的時候，在１９４１年１２月，也就剛好是日本偷襲珍

珠港時辦了一個有反戰意謂的雜誌。 
１９４５年８月６日及１４日，美國在長崎與廣島投下兩顆原子彈之後，日

本放棄了台灣這塊土地，到民國三十四年，蔣介石派人來接收台灣，之後在民國

三十六年發生了二二八事件，最後到民國三十八年蔣介石撤退到台灣之後，賴和

的牌位被蔣介石請出忠烈祠，因為有人密告賴和是共產黨，至於密告者是誰，大

家猜測是與林本源有相關的人物，因為以往賴和的小說與新詩中都間接批判「林

本源會社」，內容中提及同情農民，當然也就間接批判到林本源的家族，因為政

府給予林本源製糖會社特權來製糖，所以到現在，台灣都還在說，台灣第一憨是

種甘蔗的人，因為台灣在以往被日本限制，很多地方都只能種甘蔗，不能種其他

高經濟的東西，其原因是日本要把台灣的蔗糖外銷到日本去，日本就不需要去買

別的國家的糖，而日本為了讓日本能以很低的價格買到蔗糖，所以日本人將台灣

的種蔗糖的農民在賣到製糖會社時的成本壓的很低，因為成本會被壓的很低，不

符成本，但因為在製糖會社的市場被林本源及其他特定幾家製糖會社壟斷的形況

下，雖因成本不符但還是不得不賣，所以大家都說種甘蔗是最笨的，也因為賴和

為這些無耐的農民做正義的陳述最後變成林氏家族的死對頭。 
所以許多歷史反反覆覆，但到最後真像還是要回歸真象，今天很謝謝大家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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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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