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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前後在漢口的臺灣人 

 許雪姬∗ 

摘 要 

日治時期在漢口的臺灣人，過去未有學者深入研究，但若不了解其狀況，則

無法完整地敘述臺灣人在中國的動向，所以非研究不可。然而此主題的研究有其

困難，一者戰前特別是戰爭期間有漢口經驗的臺灣人，除了少數人外，都絕口不

提此事；二者有關漢奸/戰犯的上訴、判決資料難以掌握。本文掌握多項原手史料，

如臺灣總督府核發的旅券下付表，得以掌握 1937 年以前去過漢口的臺灣人名單，

戰後則取得漢口市警局、臺灣旅漢同鄉會製作的名單，加上武漢淪陷後以臺灣人

為編輯部長發行的《武漢報》，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

理局的相關審判資料，以及兩位關鍵人物莊泗川、柯台山的訪問紀錄，因而可以

進行研究。本文除盡量探索在漢口的臺灣人的名單及其活動外，特別重視戰後他

們面臨的困境，如漢奸/戰犯的審判，以及如何突破現實環境而安全返抵故鄉。經

研究後得知，在漢口的臺灣人最多不過 400 多人，1938 年以後來漢口者的職業大

半營商，在武漢政府任職，在日本商社就業，有數位醫師在同仁會工作，還包括被

日本人徵兵來漢口的 145 人。戰後臺灣人組織同鄉會，大部分在各方協助下安抵

故鄉；少部分在汪政權下任公職者，被逮捕而以漢奸/戰犯審判，分別被判刑或處

以不起訴、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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