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史研究》 

第十八卷第二期，頁 97-145 

民國一○○年六月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臺灣光復致敬團」的任務及其影響
 

  許雪姬 

摘 要 

臺灣光復致敬團是 1946 年 3 月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執行委員、監察委員丘

念台，有鑒於戰後臺灣對中央的疎隔，臺人對臺灣政治的失望，為了促進雙方的

理解，乃籌組臺灣光復謝恩團（後改為臺灣光復致敬團）希望有效地化解雙方間

的隔閡。由於籌備、募款都不順利，加上行政長官陳儀在 8 月該團即將出發之際

予以阻撓，使該團是否完成其任務增添了變數。 

本文利用臺灣光復致敬團代表團團員林獻堂、葉榮鐘、李建興的日記，丘念

台的回憶錄，張吉甫的片斷紀錄，加上當時報紙的報導，來探討臺灣光復致敬團

是否達成了三項主要的目標：一、謁拜中山陵；二、向蔣主席及中央各首長致敬

並寄贈捐款給國軍將士遺族；三、祭拜黃陵；對往後臺灣的政局有否產生重要的

影響？參加團員的代表性又如何？雖然團員原想要「陳情」中央，希望對臺灣政

局有所改善，最終卻只能參觀旅行和「致敬」，不過團員卻也利用這次得來不易的

機會表達臺灣人的立場，發表對懲治臺人「漢奸」的意見，有助於促進中央對臺

灣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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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曾以〈由四種日記看「臺灣光復致敬團」始末〉，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中興大

學歷史系主辦，「日記與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2010 年 8 月 19-20 日。承鄭梓教授指正獲益良多，

上文經修改，減去許多篇幅後，以〈交流與再認識：談「臺灣光復致敬團」〉為題，發表於中國閩臺

緣博物館、北京魯迅博物館、福建省海峽文化研究會、福建教育出版社聯合舉辦，「光復初期臺灣的

社會與文化」學術研討會，2010 年 10 月 8-9 日。承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李祖基教授指正，謹致謝意。

本文乃第三次修定稿，承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指正，使本文有再次修正的機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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