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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創刊風景

雜誌中的臺灣史

陳俊斌 ◎ 時報出版公司人文科學線主編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臺灣回歸中國版圖。然而，二戰終結代表的不是四海昇

平，反而是另一齣弄人時代劇的序幕。

經過五十年的隔閡，臺灣與大陸儼然已成兩個國度，登時誤會、衝突迭生。光復不到兩年

便發生二二八事件，倖存的臺籍菁英多棄筆噤口以保身；復以 1949 年國府敗於共產黨之手、轉

進臺灣，恐共、防共思維與白色恐怖為此後近四十年的臺灣媒體文化定下基調。

威權統治的時代，黨國力量牢牢掌控言論管道。「報禁」加上管制無線電波，箝制了民間

增設報社與廣播電臺、電視臺的自由，既有媒體則多屬主政當局的宣傳工具。報紙與廣電媒體

既不可得，各種思想唯有利用「參選」或「辦雜誌」才能突破戒嚴體制，甚至頭角崢嶸。但選

舉不是天天有，雜誌因而成為解嚴之前知識人、文化人最重要的發聲場域，非主流思想、甚至

公然異議之聲皆可見諸其上。

從 1949 到 1987 年，臺灣可謂思想戒嚴、經濟掛帥。1949 年起推動土地改革、幣制改良，

1951 年美援到來，此後受庇蔭於美國撐持的全球保護傘之下，臺灣以二十餘年的時光建設有

成。社會富裕之後，自然會轉而追求政治民主與自由，這股力量導致七○年代後期開始政治運

動迭起，前仆後繼挑戰威權統治。

1986 年，民主進步黨在國民黨默許下成立。1987 年 7 月 5 日，蔣經國在逝世前一年宣布解

嚴。歷時 38 年、史上最長的戒嚴歲月於焉畫下句點，隨後並展開一連串「媒體解禁」的動作：

解除報禁、開放廣播申請、實施「有線電視法」等等，臺灣的媒體自由與日俱增。

2007 年適逢解嚴廿週年，回首過往，在那段政治力鋪天蓋地、掌控一切的歲月裡，渴望自

由與民主的思潮不斷尋找衝撞既有體制的出口，雜誌正好扮演了最重要的管道。八○年代以後

出生者，看多了今日的媒體亂象，恐怕難以想像過去的封閉與侷限。本文以和「思想」息息相

關的幾個領域—人文思潮、政論時評、文學藝術，描摹從戰後到解嚴前雜誌創刊的概況，也

提供另一個回顧雜誌出版史的角度。

◆ 歷史的過渡：1945 ～ 1949

依目前得見的文獻紀錄，1945 年 9 月在臺中創刊的《一陽週報》，是二戰後臺灣島內第一

份問世的雜誌。《一陽週報》由作家楊逵擔任發行人與主編，中、日文合刊，32 開本，廿多

頁，每週六出刊，自該年 9 月至 11 月共出刊  9 期。同年稍後陸續有雜誌創刊：10 月 25 日，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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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日本受降典禮當天，有左派的《政經報》（發行人陳逸

松，主編為臺共領導人蘇新）和「臺灣留學國內學友會」

（日治時期前往中國大陸求學者在戰後組成的團體）創辦

的《前鋒》；11 月則有綜合文化雜誌《新新》月刊等。

從 1945 年到 1946 年上半年，臺灣的雜誌出版活動蓬

勃。二二八之前發行的新雜誌，許多以「新」為名，例如

《新新》、《新風》、《新台灣》、《新青年》，展現臺

灣民眾對於戰後的新時代充滿期待與歡欣。

但從 1949 年下半年起，由於通貨膨脹加劇、新聞管制

趨嚴，加上 10 月底開始廢除報刊日文欄等因素，臺籍人士

辦刊的難度遽增，脫期與停刊情況屢見不鮮。臺灣人對國

府的不滿也逐漸表露，並勇於提出建言。《前鋒》發行一

年多（二二八後被迫停刊），正逢臺灣社會動盪不安、經

濟崩潰、人心思變的時期，雜誌內容便反映出臺灣人從熱

烈期望跌入絕望深淵的痛苦過程。

二二八事件爆發，臺灣人對祖國的孺慕之情完全破滅，代之以驚恐。二二八之前，臺灣雜

誌的發行人主要有三種背景：一是臺籍文化人；二是官方機關、學校團體；三是大陸來臺文化

人。事件之後，新創刊的民間雜誌多由大陸來臺人士主持，即便有臺籍人士主持的刊物，撰稿

者也多為外省人士。

1949 年下半年之後，物價回穩，加上大陸出版業的移植，臺灣的雜誌出版才日益復甦。從

光復到國府遷臺之前，臺灣新創刊的人文思潮刊物有《前鋒》、《台灣文化》等；文藝雜誌有

《新新》、《新風》等；政論性雜誌則有《政經報》、《台灣評論》這兩份在時間上恰相接續

的左翼刊物，以及《新知識》、《新台灣》、《民主評論》等。

這段期間創刊的雜誌，發行時間普遍不長，經濟上無以為繼和動輒遭禁皆是主因。例如由

臺灣文化人出資、大陸文化人組稿的《新知識》，「只想名符其實的為臺灣六百萬同胞介紹一

點新的知識而已」，然因有不少觀點與當局相左，創刊號尚未發行便在印刷廠遭到查封。《台

灣文化》從 1946 年 6 月創刊，到 1950 年共發行 27 期，壽命之長已是箇中翹楚。《台灣文化》由

時任臺北市長的游彌堅任發行人，蘇新、楊雲萍、陳奇祿先後擔任主編，初創刊時為綜合性文

化雜誌，文學創作、文藝評論及學術論著並重。但 1949 年下半年起，受時勢所迫亦得轉型為臺

灣文化研究的學術型刊物。凡此種種，皆為時局動盪的縮影。

◆ 反共復國與白色恐怖：1950 ～ 1960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12 月 8 日，行政院長閻錫山率領國府轉進臺灣。

蔣介石於 1950 年 3 月「復行視事」，中共隨時可能進犯，美國卻已放棄對蔣的支持，臺灣情勢

‧1945年10月25日，《前鋒》以「光復

紀念號」為特集名稱創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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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飄搖。未幾，歷史的轉捩點出現。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美國旋即參戰，並意識到臺灣在

圍堵共產主義擴散上的戰略地位，決定繼續援助臺灣。此舉保全臺灣免於落入中共之手，也鞏

固了國民黨在臺灣的統治。 

這時期流通的雜誌以政論及文藝兩類影響力最大。不少新創刊的政論性雜誌多以「自

由」、「民主」為刊名，諸如《自由中國》、《自由亞洲》、《自由談》、《民主中國》、

《民主潮》、《民主憲政》等，頗有與共產中國分庭抗禮、強調國府為合法政權之意。大陸時

期的三大政黨都辦了雜誌，《民主中國》與《民主潮》分別由在野的中國民主社會黨及中國青

年黨發行，國民黨則有《改造》半月刊（後更名為《中央》），刊名「改造」意在痛定思痛，

改造國民黨的體質。

五○年代的臺灣雖號稱「自由中國」，實則行一言堂的威權統治。當時在政治議題上敢發

異議之聲的雜誌，以《自由中國》為代表。1949 年底，胡適、雷震等人創辦《自由中國》，旨

在宣揚民主自由，待臺海局勢稍安後，逐漸將論政的方向從對中共、蘇聯的批判，轉為反省臺

灣的內部問題。《自由中國》雖屢在言論上挑戰當局，然因其主事者為大陸來臺的國民黨員，

且僅是書生論政，沒有群眾基礎，尚不致速禍。真正讓當局無法容忍的是，1960 年雷震與臺籍

黨外人士高玉樹、李萬居籌組新政黨「中國民主黨」，試圖制衡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是年 9 月 4

日，雷震遭警總依涉嫌叛亂逮捕，下獄 10 年。自此到七○年代後期之前，黨外人士只能以選舉

的方式，單點突破國民黨的打壓，非主流的群眾政治運動可謂偃旗息鼓。  

國民黨對傳播媒介的強力控制，也展現在「反共文學」上。1951 年 4 月，立法委員張道藩

銜命創設「中華文化獎金委員會」，獎助發揚「反共抗俄」精神的文藝創作；5 月，《文藝創

作》創刊，主要刊登文獎會歷年得獎作品。國防部也在 1950 年創刊《軍中文摘》（後依序更名

為《軍中文藝》、《革命文藝》、《新文藝》等），以發揚革命精神、策勵反共抗俄的作品激

勵三軍士氣。反共文學成為五○年代臺灣文壇的主流，在當局大力推動下，連非純粹文學性的

雜誌《自由中國》、《文星》都設有文藝欄；有趣的是，《自由中國》雖在政治思維上與國民

黨相扞格，文藝取向上則趨於一致。

在反共抗俄的無限上綱下，知識份子幾近窒息。政治思想既是一言堂，他們只能從較安全

的文藝尋找出口。1950 年 11 月在臺北創刊的《野風》，便是這樣的產物。《野風》標榜「創造

新文藝，發掘新作家」，創刊編輯之一的師範（施魯生）認為：「反共抗俄是一種生活意識形

態，用不著搬上文學喊口號。」《野風》除了銷售成績傲人，其所喊出的「將缺點告訴我們，

優點告訴別人」，也成為風行一時的廣告語彙。與《野風》同一年創刊的《拾穗》，旨在介紹

「自認有價值的科學、藝術、經濟、文藝、娛樂、體育等文獻」，本是中油高雄煉油廠的同仁

刊物，深受好評之餘決定對外發行。因其內容益智且涵蓋多數民眾的業餘喜好，發行後亦廣受

歡迎。這一北一南、「同年生」的兩份雜誌，是五○年代民眾重要的精神食糧。

五○年代重要的新創刊人文思想性雜誌，還有臺灣省鐵路局發行的《暢流》、「向慕眷戀

祖國」的專業學術期刊《大陸》雜誌、在六○年代引發「中西文化論戰」的《文星》等；文藝

雜誌創刊風景—雜誌中的臺灣史



26      ．對個人的成長，對社會的成熟，「閱讀」是一條必經之路─高希均

雜誌有救國團下轄青年寫作協會的《幼獅文藝》、以函授班培育不少作家的《文壇》、專收名

家創作的《作品》，以及學院味濃厚的文學刊物《筆匯》、《文學雜誌》、《現代文學》等。

1950 年以後，報刊雜誌仍多由大陸來臺人士主持，日治時期活躍的臺籍文化人，投稿園地僅限

於省市文獻會的刊物，諸如《臺灣文獻》、《臺北文物》，或是民間的《臺灣風物》等。

◆ 政治窒悶，經濟起飛：1961 ～ 1970

1960 年，蔣介石在元旦文告中揭櫫「政治反攻先於軍事」；1967 年的雙十節文告，則提出

反攻大陸「是以時間換取空間」、「七分政治，三分軍事」。這兩項宣示說明蔣介石瞭解以軍

事解決兩岸問題已無可能。黨國第二號人物陳誠於 1965 年去世，免除政爭的可能性，讓蔣經國

順利確定接班態勢。

戰後的臺灣和平推行土地改革，農村因之富裕，地主獲得的資金則轉投資於工業部門，落

實「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的政策方針。再加上美援的挹注，臺灣經濟成長的黃

金年代在六○年代來臨。六○年代初起，臺灣以質精價廉的勞動力發展進口替代工業，大量吸

引外資，發展外向型經濟。「加工出口區」大量設立，電子工廠櫛比鱗次。適時加入世界經濟

的大循環，是臺灣提升經濟水準、改善產業結構的關鍵原因。

文化場域則是一面倒強調傳統國語文的價值，以及臺灣代表中原文化的正統。五○年代

起，圖書出版業者便以翻印古籍來填補圖書資源的真空；1961 年「孔孟學會」成立（同年四月

《孔孟月刊》創刊），確定儒家思想為復興中華文化的重點，成為此後四十年臺灣文化格局的

主調，足見政府不但將臺灣當作反攻大陸的軍事、政治基地，文化上亦如是。1966 年中國爆發

文化大革命，強力批判固有中國文化，益發凸顯臺灣捍衛中華文化的角色。

這時期，政治場域的異議之聲難興波瀾，但終戰前後出生的新一代學院青年從師長身上與

書本上獲得新思潮浸潤，他們逐漸冒出頭來，以不同的方式衝撞社會體制。1957 年創刊的《文

星》，標榜為一份「生活的、文學的、藝術的」雜誌，發刊詞題為〈不按牌理出牌〉，似乎便

預言了將在臺灣掀起一股前所未見的風潮。但創刊後幾年並未引起太多的注意，直到 1961 年李

敖等人加入，編輯重心轉向思想論戰，全面攻訐傳統思維，才成為社會焦點。

李敖與《文星》以論戰的激烈方式衝撞既有體制，學院人士則以其特有的沈潛靜默，思索

抗衡反共八股之道，進而引入西方的現代主義思潮。1955、56 年間，因受美國的經援、軍援，

臺灣出現西化風潮，整個藝文界都在學習西方的技巧。並稱「吳夏劉」（吳下流）的吳魯芹、

夏濟安、劉守宜三人，在麻將桌上談笑間商定合辦《文學雜誌》。這份雜誌反對文學「不講老

實話」而淪為政治宣傳品，因此不刊登反共文學，堅持走純文學的路子。五○年代後期的文學

發展趨勢，便是意圖借西方文學的技巧與思考，逐步突破反共文學的框架。《文學雜誌》歷時

四年之後休刊（未曾復刊），但其秉持自由主義，喚起文壇對純文學的重視，引導現代主義美

學的興起與成熟，對於六○年代文學典範的轉向功不可沒。1960 年創刊的《現代文學》與 1972

年的《中外文學》，都有賴《文學雜誌》對後起之秀的啟發和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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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代的文壇十分熱鬧，《筆匯》改變路線「捨美就歐」，介紹後期印象派的藝術流

派，《現代文學》引介西洋文學理論與方法，而《現代文學》、《文學季刊》、《純文學》堪

稱文學雜誌的「三駕馬車」（辛廣偉語）；詩刊方面則有《創世紀》、《藍星詩刊》、《葡萄

園》、《笠》。人文思潮領域的重要新雜誌則有開創史學出版新局面的《傳記文學》、「希望

從學術的觀點來討論若干人文學與社會學科的問題」的《思與言》、引介「歐洲文學藝術現狀

及其趨勢」的《歐洲雜誌》、在臺復刊的《東方雜誌》、黨外雜誌的先聲《大學雜誌》等等。

◆ 處變不驚，黨外奮起：1971 ～ 1980

七○年代對臺灣可謂艱難險阻。1971 年，美中關係開始解凍，接著臺灣在外交上便節節敗

退，1971 年 10 月，臺灣退出聯合國；1972 年，臺日斷交；1979 年，臺美斷交。凡此種種挫敗，

雖然讓臺灣在外交上漸趨孤立，卻也激起國人的團結與愛國意識。經濟方面，臺灣在兩度國

際石油危機中雖亦受創，終能挺立不墜，繼續邁向發展之路。此外，1975 年軍事強人蔣介石逝

世，蔣經國上臺；新人當政，給了黨外人士政治突破的想像空間。

綜合以上因素，李筱峰教授認為，臺灣社會又開始醞釀政治變革的力量，而這些社會力

量，分為兩條不同的路線。一是以戰後新生代知識人和青年企業家結合而成的筆陣，透過《大

學雜誌》形成的書生論政路線；二是透過選舉而崛起的新一代本土政治人物，諸如黃信介、康

寧祥，發展成黨外民主運動路線，也催生了《台灣政論》。

稱《大學雜誌》為七○年代臺灣最重要的雜誌之一，絕不為過。1968 年創辦的《大學雜

誌》，最初的關注焦點不在政治，而是一份人文思想性的刊物。經過 1970 年的改組，才真正成

為政治革新的言論管道，1971 年起發表〈臺灣社會力分析〉、〈國是諍言〉，1972 年元旦發表

〈國是九論〉。《大學雜誌》推動的政治革新運動，影響了校園青年，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國

民黨增選中央民意代表。1973 年，《大學雜誌》成員分裂，部分成為蔣經國接班後國民黨體系

的中間份子（如關中、孫震、施啟揚、李鍾桂），部分則轉而實際參與政治活動，為黨外運動

增添新血（如張俊宏）。

1975 年 8 月，《台灣政論》創刊，由黃信介任發行人，康寧祥為社長，原為《大學雜誌》

執行秘書的張俊宏主持編務。前監察委員、《人民的力量》作者黃煌雄認為，《台灣政論》是

繼《自由中國》與《大學雜誌》之後，由臺籍知識青年與黨外民主運動者攜手創辦最具影響力

的雜誌。《台灣政論》創刊號批判官僚制度諸多的不合理現象，出刊後再版 5 次，兩個月後發

行量由一萬增加到五萬，且每期發行時皆須加印前期。這種熱潮自然不見容於當局，同年 12 月

立委增額選舉後橫遭停刊。

1979 年 8 月，黃信介創辦《美麗島》雜誌，聚攏了各方的黨外人士，包括傾向統一的社會

運動團體「夏潮」，以及穩健派的康寧祥。《美麗島》在全臺各地設立分社與服務處，儼然政

黨組織，而《美麗島》更形同黨外總部。雜誌發行量迅速成長到十四萬本，並在多處舉辦活

動。該年 12 月 10 日，「臺灣人權委員會」欲在高雄舉辦國際人權日紀念活動，導致高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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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島）事件發生。事後，《美麗島》相關要角遭受軍法審判，至八○年代中期民進黨成立之

前，黨外政治運動再次經歷一小段低潮。

政治場域之外，1977 年 5 月，葉石濤在《夏潮》雜誌（《大學》分裂後，部分成員成為

《夏潮》的作者）上發表了〈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倡言以「臺灣為中心」，創作屬於臺灣

的鄉土文學，掀起了一場鄉土文學論戰。創刊於 1976 年的《夏潮》與黨外運動亦頗有淵源，曾

任《夏潮》總編輯的蘇慶黎為蘇新之女，與陳映真、陳鼓應等人大量介紹臺灣於日本統治時期

的人事物，並曾於《美麗島》擔任編輯。陳映真後來受《生活與環境》及美國Life雜誌影響，在

1985 年創辦《人間》。

七○年代新創刊的文學雜誌有樹立專業文學批評的《中外文學》、《文學季刊》、復刊的

《文季》（僅出刊 3 期）、以高中以上讀者為對象的《明道文藝》。1972 年，洪健全文教基金

會創辦《書評書目》，由作家隱地（柯青華）擔任主編，為作者、出版社和讀者建構一座交流

平臺。美術方面則有《雄獅美術》、《藝術家》兩本專業雜誌問世，前者歷 25 年始停刊，後

者至今發行不歇。1971 年創刊的英文《漢聲》（Echo），雜誌旨在向國外介紹中國文化；1978 

年，中文版《漢聲》問世，以中國攝影為主題，發行後叫好又叫座，不僅獲金鼎獎肯定，創辦

人黃永松與吳美雲也分獲十大傑出青年與女青年獎。

◆ 思想、政治的解放：1981 ～ 1987

蔣中正逝世不久，中壢事件與美麗島事件便相繼發生，力道之強、影響之廣，反映出臺灣

社會爭取民主的浪潮日益壯闊，但在七○年代末期尚看不出政治上立即開放的可能。事實上，

衡諸中國、蘇聯與國際的局勢，以及島內本土化潮流的壓力，蔣經國很早就意識到，只有持續

發展經濟、落實政治民主，建立更開放的社會，據守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才得以延續。八○年

代的臺灣因此逐步邁向解嚴、解禁之日。

這時期的黨外雜誌宛如雨後春筍，但遭警總查扣、停刊者依然不少。據統計，1984 年 5、

6 月間，警總共查禁 22 種雜誌，3 家勒令停刊，平均每兩天就查扣 1 件。7 月間，11 家黨外雜誌

社共出刊 33 本雜誌，18 本遭查禁，《政治家》、《八十年代》、《新潮流》等 3 本雜誌則遭停

刊。（《新潮流》的編採與撰稿班底如邱義仁、林濁水等人，組成了後來民進黨知名的新潮流

系）。當時黨外雜誌一遭禁，只要以新的刊名重新登記，便可繼續出刊，當局禁不勝禁。

同時間，新的在野政黨也呼之欲出。1986 年 9 月 28 日，民主進步黨正式成立，並發表「臺

獨黨綱」。當時雖未解嚴，警總甚至已擬好逮捕的名單，蔣經國的反應卻是：「時代在變，環

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執政黨必須以新的觀念、新的作法，在民主憲政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

施。」翌年 7 月 15 日，臺灣地區正式解嚴，結束長達卅八年的戒嚴時期。

戰後臺灣的建設以經濟為龍頭，由於經濟、產業規模不斷擴大與升級，財經、企業管理

的資訊需求日增，七○年代起有企管雜誌《管理》、理財雜誌《財訊》、廣告雜誌《動腦》等

創刊。及至八○年代，又有《天下》、《遠見》、《錢》等期刊，從內容到裝幀都令人耳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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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此時雜誌也益發注重廣告業務，1986 年，雜誌廣告首度超越廣播，成為臺灣第三大的廣告

媒體，次於電視與報紙。企管財經雜誌的問世與暢銷，加上連鎖書店與暢銷書排行榜的出現，

皆可窺見臺灣已進入更趨成熟的商業社會。

文藝領域也有重要的新血加入。1983 年創刊的《文訊》以文學評論與文學史料為主要內

容，可謂接續了《書評書目》的路線。《文訊》雖受國民黨文工會指導，但政黨色彩淡薄，報

導品質也頗受肯定。翌年，《聯合報》創辦《聯合文學》，至今仍是臺灣代表性的文學期刊之

一。《講義》創刊於 1987 年，以「宣揚積極奮發、樂觀進取的生活態度」為宗旨，發行後成為

臺灣重要的心靈閱讀材料。

解嚴之後，臺灣社會回歸法治，人身自由獲得更大的保障，各家言論紛呈，即便嚴詞批

判政府首長，只要謹守法律分際，不復有觸怒天威之虞。追求思想解禁、政治民主化的目標既

達，當年充任重要媒介的思想性、政論性，甚至文學性雜誌，也不再博得多數民眾的關注，

一一被時下的熱門的商業性、休閒性刊物取代。但本文所論述的雜誌類型，其時代意義與歷史

功績只是遭人淡忘，絕不因社會形態轉變而被抹滅。設若這些雜誌不曾出現，臺灣社會是否有

今日的開放面貌，恐怕猶在未定之天。臺灣是個快速遺忘的社會，在記憶消逝之前，且讓我們

從雜誌的創刊號裡頭，重拾或建構幾分對過往時代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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