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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歷史中的偶然因素─「中華民國在臺

灣」是偶然出現的嗎？

從《意外的國度》的書名可看出，作者承

認偶然因素會影響歷史的進程，就如同某些檔

案的文字記載，在不經意的政治運作下，對往

後的歷史發展會造成重大的影響。這些偶然因

素不可忽視，以這些常被略過的檔案史料為證

據，往往能看出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因此，作

者認為中華民國在臺灣就是許多偶然因素所導

致的必然結果。

在歷史研究的過程中，單向思考是一件危

險的事，例如：國共內戰後期，美國對華政策

充滿了複雜性，有些官員主張讓臺灣被美國或

聯合國託管，有些則堅稱中國對臺灣的主權，

韓戰爆發後，有些又宣稱臺灣地位要等到對日

和約簽訂後才能決定。故主張「臺灣地位未定

論」時，必須指出主張者是誰、提出的時間點

為何、是否為當時美國的主流意見、當時其他

的主張為何，方可符合歷史發展的脈絡。

某些現在看來是偶然發生的歷史事件，

背後也可能是必然因素造成的。例如：駐臺的

美國官員葛超智曾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力主

臺灣自決與被託管，他的備忘錄成為美國致蔣

介石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建議書中的一部分，間

接影響了蔣在日後的對臺政策，也奠定了中華

民國治理臺灣的基礎。葛超智主張「臺灣託管

論」、「臺灣自決論」，是基於美國在華利益

及與中共之間的戰略考量，對日後的美國對華

政策產生極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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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應課綱：

100課綱 單元 主題與重點 說明

臺灣史 四、中華民國時期：當代臺灣
（一） 從戒嚴到解嚴
1. 接收臺灣與遷臺

1-1說明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
灣、中央政府遷臺及臺灣國際
地位確立的過程

108課綱 主題 項目 條目

臺灣史 現代國家的形塑 臺、澎、金、馬如何成為一體？ 國際局勢與臺灣地位

▲   圖 1-1　《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臺灣的形塑》
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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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夏天，美國總統杜魯門指派魏德邁將軍率領考察團前往中國，評估中國整體情勢和未來援華
政策，臺灣也被列入魏德邁緊湊的考察行程之中。8月 11日，魏德邁一行人抵達臺北，受到省主席魏道
明的熱忱接待。訪臺期間，魏道明察覺魏德邁對臺灣的興致似乎不高，但仍盡力讓這批美方貴客相信，

他正在努力改革讓臺灣成為民主堡壘。魏德邁在日後呈交美國政府的觀察報告中，明白指出這趟臺灣之

行，讓他更了解實地情況，且從種種跡象可看出，臺灣人的確願意接受美國的監護或者聯合國託管。

 B  1 魏道明察覺魏德邁對臺灣的興致不高，呈現美國當時對臺灣抱持什麼態度？
A表面上冷漠，但實際上想要取得臺灣

B對國民黨在臺灣的治理表露不信任

C認為臺灣遲早會被中共奪走

D表示美國無意占領臺灣

解析   從魏道明努力讓魏德邁相信，他正在努力改革讓臺灣成為民主堡壘，可知魏德邁沒興趣的是魏道明的改革
動作，故可推測魏德邁對國民黨在臺灣的治理失去信心。

 D  2 魏德邁為何認為「臺灣人的確願意接受美國的監護或者聯合國託管」？
A國共內戰失利，臺灣人害怕上戰場

B美國接收臺灣，其措施深得臺灣民心

C二戰後，美國成為世界強權

D二二八事件使臺灣人對國民黨失去信心

解析   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國民黨政府廢除行政長官公署，並由親美的魏道明擔任省主席，想要消除美國
的疑慮，但臺灣人已對國民黨的統治失去信心，故透露想要由美國或聯合國託管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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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2　魏德邁曾於 1944年∼ 1946年
擔任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及駐中國美

軍指揮官；1947年又率領考察團來到
中國

▲  圖 1-3　第一任臺灣省主席魏道明

魏德邁

魏道明於 1966年接任臺灣外交
部長時，接受訪問的留影

圖片來源：

圖 1-1： 金石堂網路書店，https://www.kingstone.com.tw/book/book_page.asp?kmcode=2017330188375，擷取日期：2019/3/19。
圖 1-2：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bert_Coady_Wedemeyer，擷取日期：2019/3/19。
圖 1-3： https://www.daddytoday.com/2012/03/29/%E9%AD%8F%E9%81%93%E6%98%8E-%E5%8F%B0%E7%81%A3%E7%

AC%AC%E4%B8%80%E4%BB%BB%E7%9C%81%E4%B8%BB%E5%B8%AD/，擷取日期：2019/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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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應課綱：

100課綱 單元 主題與重點 說明

中國史

四、晚清的變局
（二） 改革與革命
1. 自強、變法與立憲

1-1敘述自強運動、戊戌變法、庚子後
新政與立憲運動等的背景與內容

五、中華民國的建
立與發展

（一） 中華民國的創建與民初政局
1. 民國的建立與臨時約法

1-1說明民國臨時政府成立、臨時約法
頒布及其後所遭遇的挫折，並簡介洪憲
帝制始末及南北分裂情況

108課綱 主題 項目 條目

中國史 現代化的歷程 傳統與現代的交會
1. 西方文化傳入東亞的影響
2. 東亞國家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回應

二、從中美兩國共同歷史的角度看《蒲安臣

條約》、中國留美學生、美國第一位中國教

師、古德諾、乒乓外交

本書著眼於中國與美國人民之間共同經歷

的歷史，有別於政治、經濟、社會等大架構的

敘述方式，提供從不同的角度發掘歷史的意義。

共有歷史有幾個特點：一、核心是「分享」和 
「共有」，著眼於兩國人民共同的歷程及追求；

二、著重文化範疇；三、強調個人及非政府機

構的作用。

書中提到蒲安臣、19世紀的留美學生、戈
鯤化、古德諾、杜威、乒乓外交、奧運，皆為

中美兩國人民共同創建歷史的典範，且側重在

文化方面，著眼與民間交流對歷史的貢獻。從

19世紀以來，中美兩國開始交流，當時兩國勢
力尚弱，美國採取不同於英法的對華政策，中

國則明顯感受到美國的善意。1868年蒲安臣擔
任大清帝國派往各國的中外交涉大臣，則是兩

國當時態度與政策的最佳例證。蒲安臣使節團

在美國受到熱烈歡迎，在當時被視為「兩個文

明的會面」。《蒲安臣條約》可說是使節團的

最大成就，是清朝在 19世紀唯一簽署的平等條
約。在 1880年代美國興起排華風潮前，蒲安臣
使節團可說打破了列強對中國的壓迫與欺凌，

呈現中美攜手合作共創歷史的理想。

以往，大多人都認為赴美的留學生因背棄

中國的教育理念，而被提早遣返，卻忽略了留

學生在外交上的貢獻，這批優秀的學生讓美國

▲   圖 2-1　《中國人與美國人─從同舟共濟到競爭對決，

一段被忽視的共有歷史》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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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中國刮目相看，也對他們的提早返國感到

相當不諒解。當時，美國的排華風潮正方興未

艾，也是影響這批留學生提早返國的原因之一，

因為在充滿敵意的環境裡，赴美留學政策會受

到保守人士的無情批評，讓主其事的李鴻章無

法全力捍衛此政策。中國教育使節團雖然未竟

其功，但這 120位留學生在日後的歷史中卻發
揮極大的作用，且在中美關係上扮演不容忽視

的角色。

戈鯤化是第一位在哈佛任教的中國老師，

他表現出清帝國士紳的典範，讓許多與他接觸

的美國學者認識中國文化精粹的一面，埋下深

刻的影響力。古德諾則是被推薦前往中國擔任

制憲顧問的美國學者，他考察中國民情，認為

憲法應依據中國的現狀量身訂作，歐洲的憲法

不適合亞洲的人民。因此，強調行政權而非立

法權的憲法才適用中國。古德諾認為君主立憲

制較適合中國，但在實施前必須有幾個前提：

一、未受人民及列強反對；二、明訂繼承制度；

三、必須發展出立憲政府的模式。後來古德諾

的主張被扭曲而受到攻擊，但也可看出美國在

中國政治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主張實用主義的

杜威，靠著他的學生胡適等人的推廣而在中國

大受歡迎，在 1919年五四運動熱烈展開，也是
中國邁向國際化的關鍵時刻，杜威填補了威爾

遜主義失敗之後中國群眾的目光，化身成為德

先生與賽先生，也成為當時美國人民認識中國

的橋梁。

體育競賽是中美兩國人民在 1949年以後
重新展開外交旅程的橋梁，乒乓球竟成為中美

兩國再度交流的重要關鍵。在 1971年乒乓外交
後，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兩國之間的

外交目標趨於一致：「聯美制蘇」、「聯中制

蘇」。1980年中美兩國聯手抵制莫斯科奧運，
1984年蘇聯集團反制美國洛杉磯奧運，卻讓中
國首次在奧運會有亮眼表現。2008年北京奧
運，中國終於成為獲得最多金牌的國家。體育

實力象徵國力，中國與美國從 1868年攜手合作
以來，歷經 140年的時間，兩國現已成為競爭
對決的國家了。

▲

  圖2-2　1971年，
美國桌球代表隊

應邀訪問中國，

在長城的合影登

上《時代雜誌》

封面

▲  圖 2-3　2008年北京奧運，中國奪得男子體操
團體賽金牌

▲  表 2-1　夏季奧運獲得金牌最多的國家
（2000∼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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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民共同歷史」的角度重新看歷史，

會發現許多歷史模式或軌跡之下藏有更動人、

更曲折離奇的故事與見解。濃縮的歷史往往淪

為記憶與定見，但真實的歷史可能從一個人的

動機、交友、個性、家庭，及其與時代的關聯

分析中，更能見微知著。現在的教科書中，人

的歷史往往是隱而不現的，從「人民共有歷史」

出發，可以看到比以政治、經濟、社會分類的

歷史更全面且精彩

的文化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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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份蒲安臣給美國國務卿西華德的公文寫道：「奪取中國的土地並非我們的政策，除了維護條約內

的權利之外，我們不想進一步干預中國的政治紛亂。當中國內部的強盜土匪危及這些權利，而英國人、

法國人和中國人都想維持條約內的權利時，保持中立其實就是漠不關心我們公民的權利，也無視文明的

利益。如果在未來某一天，英國人或法國人，或其中任何一國威脅到中國領土的完整，那麼我們曾為了

法律與秩序和他們採取一致行動一事，就能讓我們在反對他們的侵略時更有影響力。」

 C  1 從這份公文可以看出，當時駐華大使蒲安臣認為美國的政策應為？
A站在與英法兩國相同立場

B反對與中國簽訂任何條約

C遵守條約內容及維持和平

D不理會英法趁機侵略中國

解析   蒲安臣認為為了維護條約內容，不應保持中立，應與清朝一同對付太平天國等盜匪，另外，蒲安臣反對英
法等國對中國的侵略，反映了他認為美國應採取和平政策。

 A  2 蒲安臣在公文中的對華態度，與日後美國哪一行動相呼應？
A提出門戶開放政策

B八國聯軍進攻中國

C提出《中美關係白皮書》

D提出聯中制蘇政策

解析   蒲安臣認為美國應對華採取和平政策，反對入侵中國，故與門戶開放政策的精神相呼應。

ቡᛘ˸ɨ༟ࣘdΫഈਪᕚj

圖片來源：

圖 2-1：博客來網路書店，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91279，擷取日期：2019/3/19。
圖 2-2：http://content.time.com/time/covers/0,16641,19710426,00.html，擷取日期：2019/3/19。
表 2-1：編輯部繪製。
圖 2-3：人民網，http://sports.people.com.cn/2016rio/n1/2016/0808/c402593-28619428-2.html，擷取日期：2019/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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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應課綱：

100課綱 單元 主題與重點 說明

世界文化史 二、當代伊斯蘭
（一） 泛伊斯蘭主義的發展
2. 被西方激化的反抗行為

2-1介紹「極端主義」者與一般穆斯林
對西方各種衝擊的回應

108課綱 主題 項目 條目

世界史 世界變遷與現代性 冷戰後的世界局勢 「西方」與「反西方」

▲  圖 3-2　以色列空襲加薩走廊，炸毀哈瑪斯阿
克薩（Al-Aqsa）電視臺

▲  圖 3-3　巴勒斯坦群眾在加薩邊境抗議，以色
列軍隊發射子彈與催淚瓦斯驅趕

二、一部記載當代戰爭殘酷真相的紀錄片

影片一開始，即呈

現以巴加薩戰爭（爆發

於 2008年 12月 27日）
的殘酷：僅 22天，加薩
走廊超過 2萬棟建築、
房舍、工廠與農田被摧

毀，1,387 人 死 亡， 多
數為女人與孩童。另有

5,500人受傷，其中，7
百多位女性與 1千 8百
位兒童需要長期治療。

2009年 6月，戰爭結束的 4個多月後，
三位在戰火中失去親人，且歷經戰火傷害的孩

童接受採訪，提及戰火中民眾的慘況。第一位

是 14歲的阿米拉，她的父親及兄弟在戰爭中被
殺，她想成為一名律師，控訴以色列的入侵，

討回被以色列人占領的土地。第二位是 12歲的

▲  圖 3-1　《加薩的
眼淚》（Tears of 
Gaza）電影海報

男孩亞西雅，他也在戰火中失去父親，他說：

「父親被殺時，感覺好像失去整個世界。我每

天都哭，尤其晚上，醒來也哭，希望他回來。

我夢想當醫生，治療被以色列傷害的人，想幫

助他們。」第三位是 12歲的女孩拉思米雅，她
的家被毀了，只能住在難民營的帳篷裡，她說：

「生活真的很苦，我們連醫藥費都付不起、課

本都被燒了。我拉著弟弟往外跑，踩到許多屍

塊。」

以色列軍機轟炸的地點也包含清真寺，故

戰後的加薩居民只能在戶外的帳篷裡祈禱，伊

瑪目仍宣講齋戒的意義，希望能藉信仰讓世界

更美好。然而，以色列無人機時時在半空徘徊，

感覺好像隨時會俯衝而下的老鷹。

在戰爭過後，年幼無知的孩童，與父母永

別，只能天真地親吻著父親的遺照，久久不願

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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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 12月 30日，美聯社報導：一些加薩居民說，以色列最初的空襲沒有任何警告，但以色列軍
隊聲稱，他們有空投警報傳單，並廣播要求加薩居民離開住所，不要隱藏武器或武裝分子；國際特赦組

織則認為，沒有安全的地方為加薩平民提供庇護。1月 3日，許多哈馬斯領導人與家人在自家中遇害，以
色列空軍對貝特拉西亞（加薩北部）發動空襲，13名巴勒斯坦人死於以軍空襲，數十人受傷。哈馬斯也
作出反擊，發射火箭彈炸毀以色列境內幾座建築，使 1名女子受輕傷。

 B  1 根據 12月 30日的資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美聯社的報導屬於記者的歷史解釋

B以色列軍隊為自身的行動進行解釋

C國際特赦組織贊同以色列軍事行動

D國際報導偏向支持以色列軍事行動

解析   A美聯社的報導應是記者對此事件所做的事實描述，但應可再加以證實　C國際特赦組織反對以色列軍事
行動　D國際報導偏向反對以色列軍事行動。

 B  2 從兩天的戰況記載中，可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加薩居民並未理會以色列的警報傳單

B以色列的軍事攻擊並未避開平民區域

C西方記者現場目睹戰爭立即實況轉播

D根據傷亡報導可知雙方武力勢均力敵

解析   A從資料內容無法證實加薩居民並未理會警報傳單　C由 12月 30日的報導可知，美聯社是轉述居民的說
法，並非實況轉播　D以色列軍方的武力遠大於巴勒斯坦的反抗勢力。

ቡᛘ˸ɨ༟ࣘdΫഈਪᕚj

▲  圖 3-4　以巴邊境的隔離牆上繪滿了塗鴉，反映出巴勒斯坦人對和平的渴望

銘記女人與孩童 致逝去的加薩靈魂

圖片來源：

圖 3-1：https://www.imdb.com/title/tt1699705/，擷取日期：2019/3/19。
圖 3-2：轉角國際，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2/3477472，擷取日期：2019/3/19。
圖 3-3：https://www.gooread.com/zh-tw/article/20126881465/，擷取日期：2019/3/19。
圖 3-4：右圖：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9adc0b0102vdn9.html?tj=2，擷取日期：2019/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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