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連橫典 ( 台 灣逸的 a

連橫與《台灣通奧》

李鳳圭

一、目。首

連橫著《台灣通史> '共有三十六卷，其記事起自隔代(陪大

業元年，西元605 年) ，終於割讓(清光緒二十一年，西元1895

年) ，凡記一干二百九十年之史事。本書卷一至卷四為紀，卷五至

卷二十八為志，卷二十九至卷三十六為列傅，而表列於諸志之中，

圖則見於各卷之首(書前有原色插圖四寸張) 0 1 

{台灣通史》是連橫耗費十年心血而寫成的一部力作，自問世

七十餘年來，已有多達十一種版本。

在民國八十一年省文獻會編《連雅堂先生全集》附錶(二)之

《連雅堂先生相關論著選輯(上、下) )中收入三十三篇論文 2
未收入於本書者尚有多篇;在翁佳音等同著之 《台灣通史類著作解

題與分析〉一書中，則記有關於《台灣通史}所遭受的批評。 3 所
以由上即可得知，中國人對連橫《台灣通史} 有褒有貶，以及近年

來對其研究之概況 。

稱道褒揚者，有推崇他為「愛國史家」、「發揚中國文化」、

「光大民族精神_j , I 台灣史專家 J ' r 三百年來一人也」。或讚

其《台灣通史》乃 「表章仁孝義勇 」、 「文主事核」、「義理闇

揚」、「簡潔雅麗」、「春秋之筆 J ' r 三百年來第一部最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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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的史書」等的高評價。 但是，貶者則斥他為「老史家的眼光，以

老法子編成」、「敘述台灣與外國關係，往往誤謬」、「三流史

家 J '或批評 I {台灣通史〉每一頁皆有錯誤 J '為「漢族中心、

擴張主義」、「多用揣測臆想來寫」、「欠缺考證」、「引用資料

多有刪減、更改 J ' I就是前後文也出現矛盾的現象 J 0 I {台灣

通史〉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不必再推崇《台灣通史> '而是應該要

批判它了! J 等等否定該書的學術價值之批評。 5 此外， {台灣通

史》的冠稱「通史」問題，仍有所爭辯。由此看來，學者們對該書

的評價不同。但是，無論如何，我們不可否定的是，自連橫撰修《台

灣通史》一書以來，奠定了台灣史研究的基礎，這是它最大的貢獻。

《台灣通史}畢竟具有「一家之言」、「時代之書」的意義。

因此本人以連橫與《台灣通史》為題，再來檢討連橫的史學。

二、連氏撰寫〈台灣通史〉的動機與背景

←)著作動機

連橫在《台灣通史﹒孝義列傳序》曰: I 橫年十三時，就傳讀

書，先君以爾金購台灣府誌授橫曰Ii'女為台灣人， 不可不知台灣

事』。橫受而誦之，頗病其疏。故自玄黃以來，發誓述作，冀補舊

志之缺。」 7 其後，先生以著《台灣通史》引為己任者 ，實源於此。

然而台灣的歷史，有文字記載的時間不久。就現存的中文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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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而言，以明末陳第的{東番記〉為最早。其次是王喜的〈台灣

志》。清康熙三寸三年(西元1694年) ，高拱乾鑫修了第一部〈台

灣府志> ' 9 其後《台灣府志〉業經四次修訂， m 到7光緒十八年
(西元 1892年〉設置台灣通志總局，但通志尚未完稿，台灣就割讓

給日本。此外台灣地域雖小，兵酋L卻很多，所以台灣的歷史雖短暫，

但各時期的文獻史料常不完全，方志亦容易散失。因此當連橫修〈台

灣通史〉時，僅知府志有四種， ll 通行者一種。連橫在《台灣通史

﹒藝文志序〉曰:

台灣因無史也，康熙三十三年，巡道高拱乾始暴府誌，

略具規模。乾隆二十九年重修，其後靡有緒者。各縣雖有方

志，而久已達侯，或語多粗漏，不足以備一方文獻。口

如此在乾隆二十九年所修成的府志，距離連橫修史已有一百五

十年，已可謂之陳舊。而且，西力東來，洋人侵略台灣之事，亦不

及記載， <台灣通史﹒自序》曰:

自海過以來，西力東漸，運會之趨，莫可阻遍。於是有

英人之役、苟美船之役、有法軍之役;外交兵桶，相逼而來，

而 舊 志不及載也。 13

因此 ，連橫認為若以舊史籍而知台灣大勢，可說是「以管窺

天」、「以蠢測海」。 且 故若不能以民族之精神為人群之龜鑑， 5
則台灣無史。此為連橫之所以作《台灣通史〉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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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二)時代背景

在十九世紀末葉至二十世紀中葉的五十年間(西元1895- 194 

5年) ，根據中日馬關條約，台、澎割讓日本，但是此時的台灣已

是三百萬住民安身立命之所，台灣住民義不臣傻，誓不為偉民。 16

因此台民成立「台灣民主國」以獨立自救。 17 此際連橫的父親去世，

先生身受家國雙重不幸，所感受的創痛尤深。因之，他曾特意蒐集

「台灣民主國」的文告及有關文獻，並且極為留意錄存抗日先烈們

的流血犧牲的事蹟，這些材料於日後皆成為台灣通史書中的珍貴資

料。 18

台灣舊有史書多已散候，存者又多誤謬缺漏。雖然日本在佔領

台灣的五十年期間，日本官方和私人都曾對台灣史料作過有計畫的

搜求，也會對台灣史作過集體的或個別的研究，但日人研究台灣史

的動機和立場與中國不同。的因此連橫說: r台灣之人，中國之人

也」， 20 台灣三百年來之史，應由國人自撰，否則「台灣三百年來

之史，將無以昭示後人 J Q 21 連橫自幼即有述作之志， r昭告神明，

發誓述作」。 22 連橫於光緒三十四年，著手撰寫，經過十年的功夫，

於民國七年撰成《台灣通史〉

三、〈台灣通史〉的體例

《台灣通史> '共有三十六卷，此書始於陪大業元年，終於清

光緒二十一年。凡記一千二百九十年之史事。其體例略傲司馬遷的

〈史記> '為紀四、志二十四、傳六十，而表則入於諸志之中，圖



23 則見於各卷之首。

←)本紀

連橫與《台灣通史> .. 

前四卷是開闢紀、建國紀、經營紀與獨立紀，將台灣史事，作

一縱的敘述。舉凡台灣的開闢、建置、財政、運銷、學校、官員的

升遷、刑潑、外交、朝貢、災祥、變異，有事則書，事具事由，詳

備志傳。 24開闢紀、建國紀之末有論，建國紀論之後有延平郡王世

系表。(見{台灣通史〉體例表)

(司志表

卷五至卷二十八為志，共有二十四篇，占有全書三分之二的篇

幅，是通史的主要部分，舉凡台灣郡縣的建置更異，官職官制的興

廢、刑罰的輕重、戶口的登記、財稅的征權、經濟的盛哀、禮樂風

俗之丕變、兵衛的變革等事，都加類敘羅列，首尾畢具，本未成明。

自志首皆有總序，虞衡志有小序，宗教志有論。(見《台灣通史》

體例表)

(司列傳

卷二十九至三十六為列傳。共有八篇。凡是王公巨卿大臣勛業

顯著，以及有關政治的重要人物，均立專傳;如其二人行事首尾相

隨，則立合傳;至於台灣的循吏、流寓、鄉賢、文苑、 孝義、勇士、

貨殖、列女 ，各就其額立傳。其中凡是官游士夫，僅傳其在台治績

之事，若是台灣人物，則載其一生。 2后此八篇六十列傳中，論有四

十列傅，小序有十列傳。(見《台灣通史}體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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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通史》體例表

體卷 目錄 總序 話 分類 分 類 表
關

伊l 小.J'l'
一ν

紀一 闖關紀 有 有 台灣古國、有藺草，監東園、

有人切至澎湖園、熱蘭遮城

閩、羅眠古城園、何人約降

鄭師回 ﹒ (6 國)

建國紀 有 有 延平郡王世系表 (1 表) 延平郡王像、延平蓄、延平

都主手誼之梅﹒ (3 國)

經營紀 有

囚獨立紀 有

志 五疆域志 有 台商府領罪惡四.安平、嘉義 台灣府總園、後山總閩、

鳳山﹒但在 台灣府古國﹒ (3 關)

國重-澎湖 ﹒

台北府領縣三:淡水、新竹

宜蘭 ﹒

lII!二:基隆﹒南雅﹒

台灣府領縣四台灣、彰化

雲林、茵栗

廳一埔里社 ﹒

台東直線州台東州、坊里一

六職官志 有 鄭氏中央職官表﹒鄭氏台灣

職官表、清代職官表、民主

國職官表﹒ (4 表)

七戶役.iti: 有 清代台灣戶口表一、清代台

灣戶口表二﹒清代徵收丁稅

衷一、清代徵收丁稅法二 ﹒

清代徵軟了稅表三、清代徵

放番飾表一、清代徵收番官自

表二﹒ (7 表)

八四賦志 有 官莊 荷蘭主回租率表、鄭氏官

回租率毅、鄉氏文武，自回

租率表、鄭氏文武官回

陸恩 租率表﹒鄭氏回國徵賦表

、泊代民回祖率表一、消

抄封 代民回租車安二、清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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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祖率表三、清代民回祖
番租 率表四﹒清代民間龍華表

五、清代屯回祖率表、清

屯租 代番夫租車表，、阿里山番

租率哀、清代回國甲數表

隘租 、清代回國徵賦表﹒

九度支志 有 台灣縣歲入表﹒台灣縣歲 民主國公偵察、民主國會銀

也表、鳳山串串竄出表﹒鳳 票﹒ (2 個)

山縣載入3賢、諸羅縣鼓入
表﹒諸羅縣藏品表﹒彰化

縣歲入表、影11:;縣竄出表

、淚水聽麓入表、淡*-

竄出表﹒澎湖廳鼓入表﹒

澎湖廳歲出表、噶瑪蘭廳

歲λ表﹒喝喝蘭廳歲出表

台灣文官養廉表、台灣武

官樺薪衷﹒台灣兵的支給

袋、 噶瑪商管兵飾表﹒台

灣勇管月飾表‘建省以後

農λ總表﹒ (21表)

十與祖1; 有 慶賀 各府處縣禮廟表 (1 表〉 建平郡王洞 (1 國)

接詔

迎春

諸因

祭社

釋菜

祭 11

大鏈

蛙表

鄉飲

記典

十教育志 有 台灣懦律衰﹒台灣書院農﹒

- (2 費)

十刑法志 有

::; 

十單儷志 有 屯丁 鄭氏武官表、鄭氏名將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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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豔目區 師各鐵表、鄭氏台灣及各島

• 守幣2美 ﹒滑i~台灣到)\\'&ì]l;防

鄉勇 袋、 台東~營.ll'防義、南北

咆如全給埔地表、南北屯丁
師船 分給堉地表‘鳳山縣轄隘讀書

沿革奏、淡水路轄隘費醫沿革
iI!台 表 、噶獨獨處轄隘泊革表‘

鄭氏澎湖酸台表、清代台灣

Jlil台表﹒清代台灣磯台表﹒

清代台灣國監台草鞋‘清代台灣

水陸營軍民﹒ ( 15恥

+ 外交志 有 日本聘問 石門、法圈水師提管部主宜之

四 且在﹒ (2 個)
呂朱經略

英人之役

美船之役

牡丹之役

法草之役

+總~志 有 鄭氏各銀屯間表﹒台灣撫墾 土番界租車 .1于番之個髏!>1! ﹒

五 局管程表﹒台灣機塾局局制 (2 國)

表﹒ ( 3 表〉

+ 域祂志 有 街害 亦妓穆 ﹒ 台Tôï')l:P~ .台灣道

六 報﹒ (3 闢〉

局所
←一-←-一-一←~一
十關被志 有

七 徵收哀、清{"':水自由徵收裝﹒

則徵段表﹒ (5 表〉

一
+總fi志 有 鹽 台灣問片進口表、台灣徵lIlt:

^ 阿片戰盒表 ﹒ (n區)
硫研

ll/. 

ll/.泊

神腦

一
沙傘

阿片m金

十 亞軍傅志 有 隆重呈 前山迪里表、飯山道堅決、 台北火車站、大甲溪• . 謂‘

九| 卜一-」 前山至已是山道里衷一﹒前山 內山鐵線橋、竹在E及li1I巒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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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運 至像山道里表二、前山至後 燈台﹒ (4 國)

山這里表三﹒前山至發山道

郵電 四、中路遣軍表。

(.7 表)

燈台

二 誼畫畫山、 有 倉儲 鹿耳門應運兵眷米毅表、

+ 鹿港應運兵眷米穀袋、八

里盆應運兵眷米穀衰、台

灣官倉表﹒台灣社會表 、

台灣番社表﹒ (6 表)

二鄉治志 有 台灣星喜愛表﹒台灣義塚表

+ (2 表)

二宗就可E 有 有 神教 台灣廟宇衰。 (1 表) 台商荷蘭斑拜堂﹒

+ 
道教 ( 1 間)

佛教

民教

回教

之風給忘 有 歲時

十

- 宮室

衣服

飲食

寇婚

喪祭

iIií劇

哥謠

二舊文志 有 重量文表一﹒舊文表二、

十 理事文表三﹒ (3 過)

四

三商務志 有 各圓立淌過商談、台灣外

+ 閱貿易表﹒台灣貨物出入

五 漠、台灣踏出產表、台灣

在輯推z1表、台灣糖出決

(6 表)

二 工草草志 有 紡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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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r 
六 l1ilJ 省

難刻

繪畫

鑄造

陶製

蝦灰

續續

竹工

皮工

二農業志 有 稻之風 台灣各屬阪句Ij表﹒

十 ( 1 袋)

七 放之屬

麥之屬

棄之風

礎之.

裂之風

藍之風

龍之風

Rr.之風

茶之間

獄之周

蔬之瘋

果之厲

二 盟軍銜志 有 革之厲

十

1\ 木之屬

竹之颺

宙之風

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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卉之屬

畜之屬

禽之屬

獸之囑

蟲之屬

有 魚之屬

介乏屬

礦之屬(附〉

傅二 列傳一 有 頸、鄭列傳 帶靖王之書 (1 團〉

十

九 有 學靖王列傳

有有 諸臣歹牌

有有 諸老列傳

有 陳永擎列俾

有 林t巴、林風歹{胸

有 劉國軒列俾

三列仰之 有 施浪列傳

十

有 吳球、自~J卻列俾

有 朱一賞!iU俾

歐陽\1ll列俾

藍廷珍列傳

有 錫、敢、阮﹒主列傳

三列俾三 有 王世傑列傳 吳鳳及阿盟III番、福擬安

十 攻克大里代國‘福康安生
有 果鳳列傳 祠碑 。 (3 圓)

有 施、楊、吳、張列傳

有 林、筒、張、郭列傳

有有 台東拓聽列何

吳祖生‘黃教列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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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林爽文苦J傳

3革景麓列傳

讀廣安列傳

蜴廷理列傳

鄭其仁、李安善尹j傅

臣當局全‘萬萎列傳

三列傅個 有 海寇列傳

十

主得誰列傳

有 劉﹒鄭列傳

有 吳沙列傳

有 婪、周列傳

許尚 ﹒楊良列傳

有 姚﹒徐列傳

強丙列傳

方擅自暨列傳

李石、林教列傳

有 鄭勒先列傳

有 郭光侯﹒施九.. 列傅

三列傳五 難潮春R傳 沈喜事禎偉、獨銘傳像、林卒

十 健像﹒ (3 團〉

林文察?iJ傳

TB健列傳

有 林Z建國?iJ傳

有 林占梅列傳

有 提﹒陳列傳

有 ìt諜禎列傳

有 袁閩訴列傳

有 劉銘傳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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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量自j敬列傳

有 林平偎研J傳

三 Jill1耳六 有 聶哥吏列傳 藍鼎完像、呂世宜芝書、員甘

十 穎草草之書、林朝3臣之書﹒

回 有 流寓列傳

(4 國)
有 鄉賢列傳

有 文范列傳

三列俾七 有有 孝義列傳 先d府永昌先生像、沈鴻傑

十 先生像。 (2 團)

五 有 勇士列傳

有有 貨殖列傳

有有 列女列傳

三列傳八 有 邱逢甲列傳 邱逢旬像 ﹒ (1 團)

十

六 有 異、餘、婪、林列傳

有 !ll，彭年~J傅

有 唐、劉列傳

資料來源:連橫: (台灣通史) (台北=原文圖書有限公司，民國

六十八年五月再版)

四、〈台灣通史〉的定位一一國史或地方史

(一1 (<台灣通史》可視為國史

有關於 《台灣通史〉為國史或地方史的問題上，盧嘉興說: r連

氏不編鑫〈通志》而築修《通史) ，是在日人的統治下，為了表示

台灣不是屬於日本，而且《台灣通史}成為變體的{台灣通志) 0 J 

27 此說法雖然將《台灣通史〉視為地方史，但是仍未能解決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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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這個問題，曹仕邦提出了另一種說法。他從台灣這地方的特殊

性來探討連橫的著書動機。他說. r 台灣在連氏著書之前曾出現過

兩個獨立政權，先有鄭氏政權，後有台灣民主國。而且由連氏自序:

「荷蘭啟之，鄭氏作之，清代營之，開物成務，以立我丕基，至於

今三百有餘年矣。』可解為「三代的經營，替我們民主國建立了基

礎」。而『古人有言:國可滅，而史不可滅，然則台灣無史，豈非

台人之痛數 JI '更有意暗示民主「國」雖「滅」而獨立事蹟不應隨

之溼澈，因此連橫著動機，是有意為已成過去的台灣民主國修撰一

部史書。由獨立以前先有鄭王開府台灣，中有朱一貴、張丙、戴潮

春等一連串反清復明的運動，以迄民主國的暫現，彼此可連繫成一

個相承的統緒。因此連橫的著書用意與羅爾綱先生以紀傳體裁寫了

一部〈太平天國史稿〉來記述過去一段光榮歷史，頗有近似。」泌

此外，前已敘述過的一段， r當台民成立『台灣民主國』以獨

立自救」。提及連雅堂會特意蒐集「台灣民主國」的文告及有關文

獻，且成為後來《台灣通史}書中的珍貴資料。況且《台灣通史}

卷四為「獨立記 J '起自清光緒二十一年五月終於是年九月。

故由前文之敘述觀之， {台灣通史}可視為國史。

亡三~ ((台灣通史》可視為地方史

《台灣通史}可視為地方史，這個問題也引起台灣史是否可以

冠稱「通史」 而有所爭辯。因此，首先談冠稱「通史」的問題。從

中國傳統史觀來看，國史才能稱為通史，台灣是地方 ，所以只能冠

以「方志」或「地方史」乏名。如陳碧笙{台灣地方史〉所說的:

r IT'台灣地方史』一詞，最初是由朱天順同志用起來的，由於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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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好地表明台灣歷史在中國歷史中的地位，所以就操月為本書的名

字。」 29此乃中國基於統一觀點而稱台灣厲地方史之具體代表。其

實，在古代，史是官名， <:周禮﹒春宮宗伯》有五史，外史掌「四

方之志 J 0 r 志 J 與識同記載。又杜預在{春秋左傳﹒序)中說: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侵亦各有國史..，

., .楚謂之禱杭…...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故志，即史書。在二

十五史中有記、書、志、史，到了明、清始確定以國史稱史，地方

史均稱志。

然而晉﹒常噱撰《華陽國志> '記一地之事，而竟以「國志」

名，況且有人說: r 一省可以有通志，何嘗不可有通史?」 3。今日

也有《澎湖通史) , 31 此「通史」為便覽之書而已。 32 冠稱「通史」

應已不足以構成問題了。

其次， {台灣通史〉可視為地方史。我們在思考這個問題時，

必須先看黃秀政的(談台灣史料的類別與利用)一文。紹我認為此

一文能提供給我們一個啟示。在此一文中，黃秀政言: r台灣史是

地方史，而地方史又是國史的一環......台灣史是中國史的一環。」

又言: r 台灣史料的徵集、整理、保存與利用，希望能對國家民族

的統一有所幫助，而不是拿來作為分離意識的工具，這也是吾人利

用台灣史料時應特別留意的。」

然而， 畢竟台灣僅被視為地方，所以， {台灣通史}當然應視

為地方史。 《台灣通史》既為地方史，筆者困乏提出 (台灣通史〉

對方志體例的貢獻。

(司《台灣通史》對方志體側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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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就是地方史，可以溯源於《禹貢》和《山海經》。在{賄

書﹒經籍志〉史部地理類所述(舊是服經} ，門類甚廣，卷棋也多。

= 34 此則已開後世撰述地方志的風點。 但清﹒章學誠之前，多為圖經

35 
之概念所圈，視為地理之書而已。 到了清﹒章學誠才提出了一套

修志理論，創立修志體例，建立起比較完整的「方志學」。 36 他的

方志理論見於〈答甄秀才論修志〉、(修志十議〉、〈方志辦體〉、

〈方志立三書議)等諸篇。其中他提出「志屬信史」認為方志的價

值和正史同等;對於體例，他主張方志應立志、掌故、文徵三書。

「志」為主體，傲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再看他的〈湖北通志}。該

志是他刻意編修的一部方志，全書分本志、掌故、文徵三體。本志

紀、園、表、考、傳一應俱全。 37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中稱《湖北通志》為「史界獨有千古之作品，不獨方志之聖而已。」

38 現在我們以《台灣通史〉與{湖北通志〉來比較其體例。《台灣

通史》具有志、掌故、文徵三體。有紀、志、傳、表、圖、考。二

者體例相等。但進一步去觀察，可以發現{台灣通史》對史論的強

調，就這點來說〈台灣通史》對紀傳正史體例的實踐更加其體。因

此， <台灣通史》在方志體例發展上，有承先啟後的貢獻。

五 、 結論

連雅堂撰〈台灣通史> '是因為舊志的散失，所以台灣不足以

備一方文獻 ，卻如無史。而且，當時的台灣為正受異民族侵佔的時

期。因此，連雅堂以「民族精神」而下十年功夫，修成〈台灣通

史〉。此後台灣三百年之史事，才能昭示後人。此外，其書對於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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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體例的發展頗有貢獻。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蔣中正總統

曾明令褒揚連雅堂。褒揚令中有云 I以畢生精力，勒成台灣通史，

文直事核，無愧三畏。華削之際，憂國愛巔，情見乎辭。」必這正
是對連橫的正面評價，實為無愧。大陸歷史學者自壽鼻說: I 中國

史學家對史料的審慎的考訂，在我國史學史上有長久的傳統。由宋

到清，這方面有更多的發展。近幾十年，我們的前輩史學家又在某

些領域裡作出了超越前人的貢獻。近幾年，年輕的朋友們有相當多

的人是熱心於考據的，但不能嚴肅對待這個問題，不重視前人及當

代已經取得的成果，這都是很不利於工作的。我們在這個問題上，

也還是應當學習前輩的榜樣，並發展到新的水平。」 40 正如連橫該

書被批評為「以舊眼光」、「老法子編成」等責備，實在過重了，

也忽略了他的成果。

關於國史或地方史之問題，本人認為台灣是中華民國的台灣，

而不是中共的台灣。與大陸學者以中國統一觀點而稱台灣為地方史

本質不同。本人所引述黃秀政的話 r 台灣史是中國史的一環。」

在這裡的中國史不是指中共，乃是指中華民國。無論如何，本人認

為，對國史有信心才是真正重要的。

註釋

1.連橫: {台灣通史﹒自序> (台北:眾文圖書有限公司，民圓六

十八年五月再版)。參見《台灣通史﹒凡例》。

2.楊雲萍，盧嘉興等: {連雅堂先生相關論著選輯(上、下) > {連

雅堂先生全集〉附錄(二) (南投市:台灣省文獻會，民國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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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三月) ;本書上冊收入楊雲萍: (史家連雅堂)等十篇論文，

下冊收入盧嘉興: (台灣的偉大史學家連雅堂〉等二十三篇論文。

以下簡稱《連氏全集附錄》。

3翁佳音等著: <台灣通史類著作解題與分析) (台北:業強出版

社， 1992 年10月初版) ，頁/丸，三大至三七，一一二至一一三。

4.對連氏褒揚者有方豪、像j弘、盧修一、盧嘉興、曾迺碩、張其昀、

李雲漢、陳邦雄、毛一波、黃得時、董金裕、劉遠智、李嘉讓等

人，茲分述如下:

(1)方豪 r其尤可貴者，則連氏愛國史家也。 J (頁一0六0) 。

「公為台灣史專家，三百年來一人也!所撰《台灣通史} ，現

已風行宇內，故國之思，流露於字裡行間。 J (頁一0六五)。

「今日紀念連先生，無非因為連先生是一位愛國文學家、愛國

史學家。 J (頁一0六九)

方豪: <連氏《台灣通史}新探)、〈連雅堂先生之民族思

想〉、(連雅堂先生的新認識) {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冊) } 

(台北:學生書局，民國五十八年六月)

(2)徐泓 r 其主要意旨在發揮民族精神，彈揚民為邦本之義。」

頁五四七)

餘泓: <六十年來台灣通史之研究) (原名:連橫與《台灣通

史) ) (六十年來之國學) (北市:正中書局， 民國六十三

年)。

(3)盧修一 r雅堂先生既是偉大的史學家，也是天才橫溢的詩人

和文學家。 J (頁六0) 0 r 雅堂以『惟仁惟孝，義勇奉

公.!I '為其民族史觀之具體內涵，而歸結於『愛國保種』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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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J (頁六J\) 0 r尤其是黨修台灣歷史，雅堂在憤怒與痛

苦之下，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完成通史。這部書著重於民族

思想的發揚。_j (頁七六) 0 r 維護台灣歷史，發揚民族精

神。」頁九七〉。

盧修一: <連雅堂民族思想之研究> <台灣文獻》第十八卷第

四期。(台北市:台灣省文獻會，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

(4)盧嘉興 r且是台灣完整的史書......來著作這部民族主義色彩

濃厚的史書.......而且還都著作《台灣通史 } 也彌補了清季台灣

史籍的缺蹈。所以這部史書的著作連雅堂氏，堪稱是熱愛祖國

的大史學家。_j (頁十) 0 I 無論如何，連氏堪稱是完成台灣

史的第一人。_j (頁十一) 0 r連氏業惟仁惟孝之義，嚴夷夏

之防，作台灣通史，所以三十九年，總統蔣公下令褒揚，實在

是台灣立言的第一人。連氏堪稱受之而無愧。_j (頁十四〉。

盧嘉興: <台灣的偉大史學家連雅堂) (古今談月干的第十一

期。(民國五十五年一月)。

(5)曾迺碩: í台灣通史表章仁孝義勇。仁以愛其親者孝，愛其群

者義，仁心見於孝義忠烈之行為，皆以求益民生國計，連氏之

史、詩、文及其所整理台灣文獻，無不以鼓鐸民族精神，發揚

種性為宗旨，史家稱為愛國保種。 J (頁九)。

曾迺碩: <連橫的生平思想與事業> (台灣文獻》 第二十八卷

第三期。 (台中市:台灣省文獻會，民國六十六年九月)。

(6)張其昀: í他的宏著《台灣通史〉一書，務在發揮民族精神，

分析言之，又包含四點，便是移民精神、革命精神、創業精神

和海國精神，綜括起來，可稱之為台灣精神.......而歸結於『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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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保種』四個字。 J (頁五至九)。

張其昀: (台灣精神) (三十九年六月三十八日連雅堂先生逝

世十五周年紀念會講辭) <連氏全集附錄(上冊) >。

(7)李雲漢 I 台灣碩儒連雅堂，為中國近代一大民族史學家。」

(頁一八五)

李雲漢: <連雅堂與中國革命> <連氏全集附錄(上冊) )。

(8)陳邦雄 I近代台灣傑出的史學家連雅堂先生........這部《台灣

通史〉是他基於愛國熱誠為保存民族正氣並彌補清季台灣史籍

之缺陷。 J (頁一五) 0 I 而且他便進一步，重視台灣先史學

之研究發展。如此遠大的眼光，真摯的學者風度，尤其是熱愛

台灣、熱愛中國的精神，令人由衷崇敬。 J (頁一九)

陳邦雄: <連雅堂先生與台灣先史學) <連氏全集附錄(下

冊) } 

(9)毛一波: I他是以史學成家......連先生的《台灣通史) ，是他

一生中的代表作。到今天為止，還沒有另一部新的台灣史能趕

上它。 J (頁六0)

毛一波: <連氏《台灣通史》釋疑) <連氏全集附錄(下

冊) } 

(叫黃得時: I {台灣通史}在台灣出版當初，受到了本省人士以

及日人的重視，都認為三百年來第一部最有價值的史書。 J (頁

六九)

黃得時: (研究歷史、振興文學、考據語源......連雅堂先生對

台灣文化三大貢獻) (連氏全集附錄(下冊) } 

包1)董金裕 I 在異族的高壓統治下，民族文化倍受摧殘打擊。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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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處於此種惡劣的變局中，能因心衡慮，堅其百忍，矢志賽修

台灣史，發揚種性。將我中華民族在台灣三百年以來的開發史，

作有系統的記載，使民族精神得以發揚光大。既無幌於先人，

尤有勵乎來者。其仁孝勇義，單勉奉公的精神志意，回不負於

其所自許，而對民族文化的翼護傳揚，更是功不可沒。 J (頁

一五0) 0 I 連橫之著《台灣通史> '文直事咳，固己可見其

才之高，其學乏富。 J (頁一五一)

董金裕: <台灣通史序中的鄉邦種性之思) (連氏全集附錄(下

冊) }。

ω劉還智: r {台灣通史》是先生心血的結晶，是基於愛國熱誠，

為保存民族正氣，並兼彌補清季台灣史籍的缺乏，而寫成的一部

史書。書中特重義理的闡揚，行文簡潔雅麗，舒暢動人。 J (頁

一七0)

劉遠智: <連橫與台灣通史) (連氏全集附錄(干冊) ) 

(13)李嘉讓 r 我愛雅堂先生所著之《台灣通史) ，更仰慕其愛國

之熱烈胸懷，在日本竊據淫威之下，不畏帝國主義強權，敢秉春

秋之筆... ...史筆簡潔有力。.J (頁一九二)。

李嘉誤: <連雅堂《台灣通史》讀後) (連氏全集附錄(下

冊) }。

5.連橫的{台灣通史〉所遭受的批評甚多，除了註 ( 3) 之外，參

見漢人(黃玉齋) : (台灣革命史﹒自序> (上海 :泰東書局，

1925年; 屏東:新民書局翻印， 1945年)。許雪姬 、: (方杰人教

授對台灣史研究的貢獻) <台灣早期史綱) (台北:學生書局，

民國八十三年八月) ，頁二二七。楊雲萍: <談方志的體例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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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為台灣省通志定體例說起) <歷史、文化與台灣} (台北縣:

台灣風物雜誌社，民國七十七年十月) ;頁四四九至四五零。吳

密察: <台灣通史辨誤﹒序} (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民國八十年七月增訂，台初版)。張炎憲﹒翁佳音編校: (台灣

政治運動史﹒代序(撥雲見日又一聲) > (台北縣:稻鄉出版社，
民國七十七年十月)

6.黃秀政 i 日據時期，國人從事台灣史的研究，以連橫貢獻最大

....以保存台灣一島之歷史自許，其志可敬，其行可佩。 J (頁

黃秀政: <台灣史研究與史料收藏概況) <台灣文獻〉第三十卷

第四期， (台灣省文獻會，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

7.同註l' <台灣通史﹒孝義列傳序> '頁一0九六。

8連震東: <連雅堂先生家傳) <台灣通史> (附錄一) (台北:

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國八十三年三月九印) ，頁七九六。

9.同註6 '頁二至三。

10.童怡: i <台灣府志》曾經六修之說......不過， <台灣府志〉實

在只有五修，已毋庸懷疑。因張聯元的《刊本} ，完全與台灣無

關。 J (頁四九)

童，怡: <台灣府志六修說之誤) <台灣風物》第二十一卷第四期，

(民國六十年十二月)。參見盛清訢: <台灣省清代二十五種方

志暨連雅堂先生台灣通史人物傳記索引> <台灣文獻》第二十卷

第一期， (民國五十八年三月) ，頁七十六。

11.同註l' <台灣通史﹒藝文志表一> '頁六九五。

12.同註l' <台灣通史﹒藝文志序> '頁六九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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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同註1 。

14.同註 1 0 

15.同註1 0 

16.黃秀政: <台灣史研究> (台北:學生書局，民國八十一年二

月) ，頁一七五。

17.黃秀政 í 自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台灣民主國』成立...

以獨立自救。 J (頁一七六至一七七)

以上引文來源同註 (16 )書。

18.鄭喜夫: <台灣先賢先烈專輯(第一輯〕一一連雅堂傳) (台中:

台灣省文獻會，民國六十七年六月) ，頁一囚。

19.同詮6 '頁四至六。

20.同註l' <台灣通史﹒風俗志序) ，頁六七五。

21.同註 1 0 

2月註1 0 

23.同註1 0 

24.此文摘取徐泓之說 d 徐泓: (六十年來台灣通史之研究) (原名:

連橫與{台灣通史:> ) ，頁五二五。

茁.同註24 '頁五二七。

26.同註24 '頁五三四。

訂.盧嘉興: (台灣的偉大史學家連雅堂> '頁十一。

且.曹仕邦: (台灣通史一書的體例與作者的動機> <近代台灣的社

會發展與民族意識} (香港: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 ， 1987年 12

月) ，頁六九至七二。

29.陳碧笙: <台灣地方史﹒前言)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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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台北:人間出版社翻印， 1993年9 月)

30.方豪: (連氏《台灣通史》新探> '頁一0五六。

31.蔡平立: {澎湖通史> (台北:眾文圖書有限公司，民國六十八

年七月)

32.黃玉齋: (方志與歷史> {台北文物〉第四卷第一期， (民國四

十九年五月) ，頁三十三。

站.黃秀政: (談台灣史料的類別與利用) {台灣文獻》第四十卷第

四期， (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 ，頁五。

34.程千帆，徐有富: {校警廣義> (北京:齊魯書社， 1988年8

月) ，頁二三二。

35.葉瑛校注: {文史通義﹒題記) (台北:里仁書局，民國七十三

年九月) ，頁三。

36.倉修良: (論章學誠的方志學> {中國地方史志論叢) (北京:

中華書局， 1984年8月) ，頁三二五。

37.林正秋: {中國地方志名家傳) (合肥:黃山書社， 1990年 12

月) ，頁一五六。

38.梁啟超: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台北:中華書局，民國四十

七年六月台二版) ，頁三0九。

39.參見《台灣通史》目錐之前總統令。

40. 自壽鼻: {中國史學家評傳﹒序) (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 1 

985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