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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與想像臺灣的社會經濟史： 
1920-1930 年代臺灣社會史論爭意義之重探 

  林文凱 

摘 要 

1920-1930 年代，東亞各地發生社會史論爭之時，臺灣也發生了影響深遠的社

會史論戰，當時西方的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等近代性思潮大量引入

臺灣，尤其以馬克思主義為主的社會主義思潮，深刻影響了知識分子對於社會變

遷的近代性認識與想像。參與論爭的當事者依照不同理論觀點，對於臺灣與中國

的近代社會經濟史作出不同的觀察，並據以提出對立的社會革命或社會改造方

案。1980 年代晚期以來，隨著政治民主化言論空間大開，臺灣文學史與政治思想

史學者重新關注這一論戰，詳細挖掘了這場論爭的內容與其歷史影響，並用以介

入當時臺灣的政治與社會議題。值得注意的是，1990 年代以來社會經濟史學界對

近代中國與臺灣社會經濟史的認識已有重大改變，西方與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與

思想也已完全更新，但臺灣學界對該論戰的討論似乎仍本於之前的學術成見而展

開，以致分析尚有許多不足之處。本文根據晚近以來對於社會經濟史以及社會主

義史的研究成果，重新定位這場論爭與運動的歷史性質，以及其對當代臺灣歷史

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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