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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務局之惡聲狼籍，布於全島」： 

二二八事件前後的臺灣林業* 

洪廣冀、張嘉顯** 

摘 要 

本文以戰後初期的臺灣林業為中心，探討二二八事件如何牽動國家、社會與

環境間的關係，嘗試賦予該事件的環境史意涵。本文主張，為了打造當時歐美林

學界視為正統與主流的大一統林業體制，行政長官公署林務局傾向與日治末期以

來逐漸在臺灣林業中站穩腳跟的臺籍業者結盟。被排除者自然心生不滿，甚至行

政長官公署內部亦有微詞。在二二八事件中，不僅有「流氓」與「匪徒」毆打林務

官員，亦有「莠民」伺機盜伐與盜墾森林；與之同時，在行政長官公署中亦出現

「林務局過於龐大臃腫、須予以瓦解、再行重建」的呼聲。臺灣省政府成立後，主

席魏道明任命康乃爾大學水利工程學博士唐振緒（1911-2003）負責林業的重建。

唐振緒的第一步便是與行政長官公署林務局劃清界線。他稱該局因與業者結盟而

「惡聲狼藉［籍］」，向其宣戰。至1960年為止，臺灣林業陷入國家與社會關係高

度緊張、林業主管機關反覆更動、森林濫伐與盜伐頻傳的黑暗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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