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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為什麼「旁觀」

談《旁觀雜誌》的時代意義

許雪姬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壹、前言

有關戰後發行之重要雜誌一直是學界研究的主要課題，如賴永忠，〈臺灣地區雜誌發展之

研究〉（注1）；何義麟，〈戰後初期臺灣出版事業發展之傳承與移植（1945 - 50）─雜誌目

錄初編後之考察〉（注2），也有針對某一雜誌，或黨外雜誌做評論的，如林惠萱，〈臺灣黨外

雜誌之研究─以「蓬萊島」系列為例〉（注3），郭紀舟，〈一九七○年代臺灣左翼啟蒙運動

─「夏潮」雜誌研究〉（注4），這其中最受青睞，且學界認為對往後臺灣民主化貢獻最大的

《自由中國》雜誌之研究者不乏其人（注5）。她創刊於 1949 年 11 月，由國民黨內開明派和黨

外自由主義者，不斷宣揚反對黨的理念，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除了《自由中國》外，對往後

臺灣歷史風土研究最重要的雜誌《台灣風物》也在 1951 年 12 月出刊了；而在這兩個最重要雜誌

之間卻有一份壽命不長、早已被遺忘的雜誌《旁觀雜誌》出現。這份雜誌在 1951 年 1 月 15 日創

刊，他到底透露出什麼樣的時代氛圍？可先由雜誌的內容談起。

貳、「發刊詞」透露出不尋常的訊息

臺灣社會自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後，經歷中華民國的接

收，1947 年 2 月 28 日二二八事件的爆發，1949 年 5 月 20 日戒嚴

令的頒佈，1949 年 12 月中央政府撤退來臺，臺灣知識分子由興

奮而失望，由失望到懼怕，為了明哲保身，對「國家民族」的

態度趨於消極，該刊第一期〈寄臺灣智識界一代發刊詞〉分析

智識界沈默的原因有三：

第一，本省智識份子大多抱負頗高，自尊心極強，在日治時

代，過慣於憑經驗學歷取得職位的生活，對近年若干專講關係之

人事演緣至感失望，而政府各級負責人又未能遍訪遺才，使智識

份子有懷才不遇之憾，自然不肯輕易作「毛遂自薦」，因此，智

識份子對政治顯得緘默，實在不用多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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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省中年以下的智識界，在日治時代，因生長於日本最強盛之殖民階段，在以臺灣

之安定來補強日本帝國之政策下，其特務警力已足以控制臺灣每一個人，所以一切均顯得有秩

序，行法治，智識份子只要在日本帝國認為沒有危險性人物，便能安居樂業。可是近年來本省

智識份子和政府負責人接觸得太少，而又遭到匪諜在省境陰謀不軌，使政府不得不厲行肅奸防

諜，在拘捕嫌疑人犯時偶而牽及極少數無辜人物，遂不期然而然的使有政治見解的智識份子引

起恐怖心理，生怕自己有被誤解可能，所以認為「明哲保身」，無事即福，對一切政治，均不

願自發的參與。

第三，自從政府由大陸移臺以後，不少人在心理上擔憂大陸匪軍之來犯。在韓戰以前，因

美政府對我態度缺欠明朗，國際環境又頗於我不利，因此一般智識份子，顧慮一旦本省安全有

問題或臺灣地位有問題，如果參加了政治，到時本身恐會被歧視。基於這一觀點，智識份子遂

大多觀望不前，不敢積極參加政治工作。

為了鼓勵臺籍人士以主人翁的姿態挑起國家的擔子，且為了發行以「本省籍公務員、自

治人員、民意代表、商家、實業家、合作界、鄉村領導層、學校教師與中學以上學生之需要為

對象」的雜誌，故創刊《旁觀雜誌》，用「旁觀者清的態度作對國家民族有益的建議」。最令

人感到興趣的是，連執筆者也儘量約請省籍專家學者。這一本由本省人來寫，給本省人看的雜

誌，與大多數服務外省人（內地讀者）為取向的雜誌大異其趣。《旁觀雜誌》到底需要什麼樣

的文章呢？據〈本刊稿約〉所載：「凡有關國際問

題，本省政治、經濟、社會、文物、科學與醫藥發

明，世界與本省人物介紹、文藝─舊詩詞、影劇

介紹、小說、隨筆均所歡迎。」

但為了顧慮臺人不熟習中文，因此稿約中特別

聲明「賜稿以白話文為主，如不得已用日文寫作，

本社當為代譯，但『外來語』務請附註原文」。由

此稿約可知，此雜誌雖旨在勸臺灣知識份子發聲並

積極支持政府，但卻不能不用綜合雜誌的外貌予以

包裝，且不時寫些站在臺灣人立場的體己話，以博

臺灣人知識分子的好感，從而產生向心力。但是這

果然是臺灣人辦給臺灣人看的雜誌嗎？在戒嚴時期

如果沒有靠山，誰敢辦這樣的雜誌？以下看看發行

人是誰，謎底就解開了。

參、發行人羅克典

羅克典（1907 - 1992）（注6）廣東豐順人，私

立上海持志大學商學科畢業，1925 年加入中國國民
‧《旁觀雜誌》封底，載有版權頁、稿約、編後等

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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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得胡漢民器重，先入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任書記官，後受胡栽培，於 1935 年赴日，一面

入東京帝大進修農業（注7），一面聯絡日本朝野反侵略人士，因七七事變發生，雖學業未成，

仍遄返中國共赴國難。之後任廣東省民政廳視察，1938 年任故鄉豐順縣縣長，才 5 個月因省長

吳鐵城去職，不久亦卸任，乃赴香港追隨已在香港、澳門主持國民黨黨務的吳鐵城，而後赴重

慶，任職中央政治學校。後擬赴港從事僑務工作，卻因日軍攻佔香港，遂逃回重慶，任中宣部

執行秘書，協助部長張道藩從事對敵心戰工作，前後五年。戰後奉命飛滬主持「對日文化工作

委員會」，而後辭職經營澱粉製造業，以臺灣低廉的樹薯為原料。

1947 年 5 月魏道明就任臺灣省主席，羅因朋友之介來臺，由於能日語，又能說潮州話，被

魏主席命為臺灣物資調節委員會主委兼主任秘書。1949 年繼李萬居之後擔任《台灣新生報》總

經理，之後轉任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委員，而後創辦《旁觀雜誌》，一年二個月即停刊。也

因早與唐榮鐵工廠的總經理唐傳宗相識，因而被聘為該廠顧問直到唐榮廠被中華開發公司經

營。之後與潮州同鄉林國長合辦農場，1951 年 11 月，國民大會代表豐順縣籍代表吳逸志過世，

依「法」由他遞補（注8），一直到過世。

在羅的一生中以辦《旁觀雜誌》這一件事較值得一提。何以他要辦這個雜誌？他來到臺灣

前，已向臺灣買樹薯做為製作澱粉的原料；來臺灣後他通臺語（與潮州話相近），又有東京帝

大的學歷，能操日語，又非二二八事件之前即在臺灣的外省人，因此較受臺灣人的信任；而且

在擔任臺灣省物資調節委員會（注9）時，常和同業公會的理事長和貿易公司的本省籍人士廣

泛接觸，了解當時臺灣企業界的心聲，後掌《台灣新生報》，和臺灣的文化人又有更進一步的

接觸。他觀察到臺灣文化人孤芳自賞，不願為五斗米折腰，既想要政府接受意見，但正式溝通

時又語帶含蓄；加上 1949 年底中央政府遷臺後，勢非臺灣人「合作」不能立「國」，羅認為政

府既要在臺灣生根，就必須消除政府與臺人間的隔膜，據他和林茂生（醫生）、陳瑞三、林江

海、周百鍊、胡水旺、張深切等人商談的結果，認為要打破文化人的沈默最好是辦一雜誌，由

文化人撰稿，但文化人怕事，沒人願意當發行人，羅克典乃當仁不讓，辦一個由臺灣人寫給臺

灣人看的雜誌（注10）。在受邀約的文人筆下，讓閱讀者受其潛移默化，逐漸了解中央政府，

換言之，以臺人出資、臺人撰稿、臺人閱讀為原則，來辦一個既能宣洩怨氣，也能提出建議性

意見的雜誌乃告產生，此即《旁觀雜誌》創立的背景。

肆、《旁觀雜誌》的創立及其內容

《旁觀雜誌》（The Spectale Miscellanea）的名稱究竟怎麼來的？羅克典雖有良好的黨政關

係，但仍避免政治色彩太濃厚，遂取「旁觀者清」之意為雜誌命名。當時他可能沒有想到旁觀

也可解為「袖手旁觀」，對國府採旁觀者的態度，也許羅自己的看法另有「不宜袖手旁觀」的

寓意在，但雜誌篇名也成為這個雜誌短命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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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雜誌除發行人外，還需有資金、撰稿群、讀者。在資金方面，由於過去的人脈，他

向下列人士試探，是否能以公司之名刊登廣告做為雜誌社經費，答案令人滿意。這些人是唐榮

鐵工廠總經理唐傳宗、大同鋼鐵機械公司董事長林挺生、天立馬達機械廠主林壽南、黃東茂公

司主人黃在榮、維和製藥廠林春土、臺灣人壽保險公司董事長羅萬俥、南華化學工業公司總經

理、臺北區合會儲蓄公司董事長陳逢源（注11）。事實上出錢最多的是唐傳宗（注12）。

如果檢視創刊號的廣告情形可以對上述做一映證，如臺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工

礦股份有限公司（全頁）、臺灣省合作金庫（3/4頁，總經理劉明朝、理事長謝東閔）、臺灣省

石炭調整委員會（半頁）、臺灣第一商業銀行（全頁），可知不只是上述企業家經營者，還有

劉明朝、劉明、黃朝琴等人協助。

在撰稿群方面，羅克典拜訪了數十位學者專家請求寫稿，卻不太順利，主要原因是對寫

稿可能會引來麻煩而心生畏懼；也有的以中文寫作能力不足推託，使得創刊號一延再延，一直

到 1951 年 1 月 15 日才創刊，又定為半月刊，到第 9、10 期才改為月刊。由創刊號來看，編者在

〈編後〉介紹的撰稿者有知名省籍工業人材和政治人物，即王超英、林迺信、許金傳、許子

秋、陳啟川，其他兩位一是張春山，據言是一個「老練的作家」，另一為林春山，對國際問題

素有研究者，可見羅克典探訪的省籍人士之一斑。值得注意的是，他還注意到傳統詩人，如臺

中詩人李榮煌（字櫻航）、袁試武、吳新榮等，特設專欄，容納其詩作（注13）。

至於社址，則選在唐榮鐵工廠館前路的辦事處。雜誌每一期約 30 多頁（月刊後，一期約 50

頁），每期大致的分類為「發刊詞」（創刊號），以後則是「卷頭語」；「國際問題」、「專

論」、「科學珍聞」、「世界人物」、「本省人物」（合為人物誌）、「文藝」則包括「台灣

詩壇」、「電影介紹」、「隨筆」、「編後」。雜誌的命脈是「卷頭語」、「國際問題」和

「專論」、「人物誌」，為了成為一老少咸宜的綜合性雜誌，在第二期加上「幽默集錦」，

刊登一些現在看起來已不怎麼好笑的笑話。第三期取消所有分類，但這期開始有雞籠生（陳

炳煌）的扉畫，叫「旁觀者清」，一直到第五期（第四期為「辛勞者的期待」、第五期「團

結」），而自第三期起開始連載下村海南的《終戰記》（由林寶誕譯），但到第 15 期（民國 40

年 11 月 5 日）即因林寶誕無法譯而缺，到第 16 期即由雜誌社找人譯，移「本刊特譯」，到18期

（民國 41 年 2 月 5 日）結束，只連載了 14 次，終究沒有譯完。

第 4 期起又出現了專題，但只有「生理與科學」、「人物誌」，第 5 期增加二個專題「文

藝」、「報導與介紹」，第 6 期取消「文藝」，將之分為臺灣詩壇、詞、新詩，增加了「父母

子女文庫」。此期開始卷頭語有標題（除了第 7 期外），如第 6 期〈談民族道德〉，第 8 期〈談

社會節約〉，第 9、10 期合刊〈增產與一元化生產政策〉，第 11 期〈談不合理現象〉，第 12 期

〈正告英國及其聯邦〉，第 13 期〈我們的教育太成問題了〉，第 14 期〈珍惜民主的成果〉，

第 15 期〈擇人的標準──貢獻給市縣議員諸公〉，第 16 期〈告日本工商界〉，第 17 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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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檢討〉，第 18 期〈人心的動員〉。由這些標題及內容看來，針貶時局的居多，歌頌當局的

成分很少。

第 7 期開始了張深切連載其〈霧社櫻花遍地紅〉電影的劇本，一直連載到第 11 期。連載劇

本、小說成為此後雜誌的項目。自第 12 期有傅紫真的〈急流〉，一直到 15 期，這是傅紫真以

唐榮（唐榮鐵工廠董事長、唐傳宗父）由大陸來臺發迹的經過為題材而寫的小說；而自是期起

也開始連載「卻泰來夫人的愛人」（艷情小說，由江山村譯）到休刊時才連載第四次。

第 8 期起標題又改為「科學智識」、「娛樂天地」，「人物志」和「文藝」則未變。第 

9、10 期刊於 1951 年 6 月 1 日，此後一直到休刊都是月刊，將第 8 期的「科學智識」改為「醫學

與科學」，取消「娛樂天地」。第 11 期開始有特稿的形式，如林起生寫的〈如何輔導本省萎縮

的工業〉，第 12 期〈選舉戰觀戰記〉，第 14 期〈省臨時議會議長預測〉，第 15 期〈各縣市省

議員競選預測〉，第 16 期〈中日貿易的變遷〉，第 17 期〈省臨時議會新像圖〉，第 18 期〈一

屆省臨時議會觀戰別記〉。本刊之所以必須停刊，問題可能出在這些特稿，側寫、特寫省臨時

議會諸公所導致。

第 12 期在「文藝」之外，出現了「臺灣文獻」標題，似乎本刊開始重視臺灣文化的傳承，

這期介紹蔣渭水、廖溫仁，和「人物誌」介紹當代人物周百鍊、張祥傳有所區隔。第 13 期則

介紹連雅堂，第 14 期取消了「臺灣文獻」，改為「臺灣之昔日、今日風雲人物」，包括 4 篇文

章，除前所提省臨時議會議長預測外，另 3 篇文章是〈日治時期臺灣民族運動紀要〉、〈乙未

臺灣八日記〉、〈日治時代臺胞創辦之唯一報社〉，似乎相當重視臺灣歷史。到第 15 期，則改

為「臺灣風土」，刊登 4 篇文章〈臺灣山歌的形態〉、〈臺灣的諺語〉、〈臺灣先史新考〉、

〈臺灣布袋戲〉。

第 16 期雖取消上述「臺灣」相關標題，卻刊登有兩篇重量級作者的著作，即王詩琅（錦

江）〈半世紀來臺灣文學運動〉、楊雲萍（友濂）〈藍鹿洲的臺灣統治論〉。第 17 期有呂訴

上〈歌仔戲、布袋戲與臺語話劇的活動情形〉、〈日據時代臺灣無名英雄簡述〉（郁南），還

有宋文薰譯的〈東南亞最大的石斧〉。到 18 期有關臺灣相關研究即消失，這部分有賴《臺灣

風物》雜誌接續。第 16 期還增加新標目為「各地風光」，介紹土耳其、南極；第 17 期則增加

「心理漫談」；第 15 期起有「醫叢」標目，第 18 期延續之。

這個雜誌的讀者群在那裏？以有限的資料無法知道，但由各期的〈編後〉可略窺一斑。第

2 期編後指稱，自創刊號出版以後，讀者尤其是文化界友人紛紛來函，給予建議（注14）；甚至

有由小鄉村來函，讓雜誌社了解農村讀者的要求（注15）。而張深切的〈霧社櫻花遍地紅〉自

第 7 期連載後，即「接到山地同胞的要求從速刊完全劇」，因此該社乃決定「全劇刊出後發行

專冊，同時譯成日文，以饗山地同胞。」（注16）該社在創刊進入第 8 期後，為了和讀者交換

意見，乃決定由發行部、編輯委員會負責人前往各地和讀者、作者交換意見，結果讀者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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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求增加編（篇）幅，並希望插入趣味性之作品（注17）。為了回應，乃決定增加篇幅同

時改為月刊以為回應（注18）。

由上述情況看來，本刊似乎有些讀者群。其售價是單行本一本 3 元，半年為 18 元，一年 32

元。（成為月刊後的售價為 15 元，28 元，）。

伍、《旁觀雜誌》的特色

本刊雖然僅發行 18 期（1951 年 6 月 1 日發行的為 9、10 期合刊本，之前為半月刊，之後為

月刊），實際上是 17 期，自 1951 年 1 月到 1952 年 2 月，是一份短命的雜誌，但仍具有相當重要

的意義。

（一）本刊是一本以本省人為讀者的雜誌，雖不如《自由中國》影響力大，但在當時也

是對時局痛下針砭的刊物；而且特別重視臺灣人物、風土、文獻，下開《臺灣風物》發行的契

機。舉例來說，如張星賢撰的〈臺灣體育界之期待〉一文（注19），他指出體育界的缺點，除

了缺乏體育精神、沒有完備的運動場、沒有積極鼓勵的計劃外，還指出體育會缺乏固定基金，

不能充份發揮力量，以致空口說白話，而且「指導者的言行不能一致，所以不能取得一般青年

的信仰」應加改正。

第二個例子要舉江山村撰的〈由勞倫斯談起〉一文，旨在談 1950 年日本出版界出版了《卻

泰來夫人的愛人》一書，不論是譯者、出版者，在書店呈列者，都被以「頒布猥褻文書」的罪

名而提起公訴，其次提到日本人在二戰時期的思想取締，然後批評中華民國政府將托爾斯泰的

《戰爭與和平》也列為禁書，直覺「莫明其妙，而徒嘆為什麼早不作農而偏要讀書，請政府闡

明言論思想的取締方針，可以使我們適從。」同時也分析戰後臺灣文化人不開口說話的原因是

「過去被日人罵為『非日本人』，光復後被少數同胞罵為『奴化思想太重』，認為上述是『命

運天注定』，但若因太守法不敢在人前發出心聲，就是奴性，則無話可說，但若臺灣文化人了

解政府的取締方針，而想說真話的，當不乏其人」（注20）。指出政府的政策不明，是臺灣文

化人噤若寒蟬的原因。

第三個例子再看楊基振〈論提高行政效率〉一文，他指出臺灣當前的缺點是「機關多、人

多、牽制多、辦事缺乏科學性，另外是各機關的本位主義─這是說，只顧自己的事，未顧整

個大體」，如省府審核一部進口日本片子，要經省府4個月審查，中央審查 6 個月，再費 10 個

月上映許可才下來；又如商人 8 月下單購買日本冬帽，隔年帽子才運到，這是外匯頭寸不足導

致；買土地一年多還不能完成登記；法院押人，經半年多尚未判決。然後他提出日治時期的臺

灣，和他所服務過的滿鐵是多麼有效率，由於「罵」得頭頭是道，要避免政府找麻煩，在附則

寫了如下附記：「此文為筆者貢獻在政同志之一點意見：（一）文中之援例，完全為提高行政

效率之一命題做為具體說明上之材料而所引用，並無意加以攻擊之意思；（二）現況與日管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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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各種比較，唯以日管時代做比較之一標準而已，並不是日管時代之一切就是最完善的意

思。以上兩點請各界諒之並願諸同志有以指正也。」（注21）

（二）本刊的撰稿者絕大部分是臺灣文化人自不待言，其中有如楊雲萍、蔡章麟、洪炎

秋等大學教授，也有在工業界的菁英，如王超英、許金傳、林迺信；也有任職公家機構的，如

楊基振、張星賢、楊杏庭、林衡道，還有日治時期臺灣重要的作家如王詩琅、吳新榮、郭水潭

（千尺），藝術家如楊三郎、呂訴上，還有張風謨律師，許子秋、李騰嶽醫師，可說是當時高

級的臺灣文化人。其中值得注目的是一些有中國大陸經驗的，如林迺信、楊基振、張星賢、

郭海鳴（以上有滿洲國經驗）、張深切、洪炎秋（有北京經驗）、柯台山、盧志中（本名盧

芔畾）（有武漢、重慶經驗），這些人常年在中國，中文的表達能力較強，寫文章也較知「分

寸」，因此由他們來撰稿較為合宜。

（三）本刊重視臺灣人物的介紹，以介紹當代人為主，往後也介紹歷史人物，當然出資登

廣告的老板也是介紹的對象。第 1 期人物志以〈唐榮和他的鐵工廠〉，第 12 期到第 15 期刊的

〈急流〉亦以唐榮為主角所寫的寫實小說，即可見唐榮當時確是臺灣首屈一指的鋼鐵廠，而唐

傳宗為本刊出資最多，因此對其老父和企業多做美言。第 2 期為教育家陳有諒，第 3 期為雙料

博士郭松根，第 4 期為煤礦業界巨頭顏欽賢，第 5 期為印刷工會長顏艮昌，第 6 期為「模範地主

陳啟川」，第 7 期為「標準銀行家簡萬銓」，第 8 期為剛任職高雄縣、彰化縣縣長的洪榮華和

陳錫卿，第 9、10 期為「青年理事長黃添樑」，第 11 期為郭雨新、黃啟顯、謝掙強，第 12 期周

百鍊、張祥傳，第 13 期馬有岳，紅茶之王郭少三，第 14 期羅萬俥，第 15 期地質專家林迺信，

第16 期以後即不再特寫，不過因第 17 期開始對臨時省議會的議員諸公報導，亦是另一種形式的

臺灣人物介紹。上述這些人，有些並未被收入章子惠的《台灣時人誌》（一）（注22），因此

具有參考價值。

（四）文藝中的新、舊詩是外省作者的重要園地，在「編後」都常有舊詩投稿踴躍，刊登

不及的致歉信。其中較重要的外省人士首推曾今可，他1945年冬天來就講於臺灣省行政幹部訓

練團，1946年因蔣中正60華誕，向全臺徵祝壽詩，有數千首應募，雖評有等第，然尚未刊行。

1948年出版《建國月刊》，其副刊為〈台灣詩壇〉，在端陽節邀請全臺詩人集會，而後刊行

《祝壽集》。1950年左右正是本外省人詩興大發的時期，本外省人聚會，一者以文會友，二者

藉詩聯誼，是消弭裂痕最好的場合（注23），《旁觀雜誌》此時提倡舊詩，除使本外省人進一

步接觸外，提倡新詩、散文，也對當時的文藝活動提供定期的舞臺。

陸、未向讀者說再見即停刊

《旁觀雜誌》如羅克典所說的，以本省籍作家文章為主，對時政不做無條件歌功頌德，

在卷頭語上常不時作善意的批評與建議，若非發行人羅克典黨政關係尚稱良好，本刊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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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 1 年 2 個月。先是黨高於國的國民黨主事者見不得批評，認為人民要無條件服從政府，

本刊有反動的嫌疑，幸而有立法院長張道藩和中國青年救國團副主任胡一貫極力證明羅克典

忠黨愛國，才沒事。

導致《旁觀雜誌》走向停刊命運的是得罪了融資給唐榮鋼鐵廠的華南銀行董事長劉啟光。

惹惱劉的原因，是《旁觀雜誌》自第 14 期、15 期報導所採訪、預測省議會議長、議員誰能當

選，又在 17、18 期刊載〈省臨時議會新像圖〉、〈一屆省臨時省議會觀戰別記〉，對劉雖讚

譽有加，不免有所批評，且劉本欲競選臨時省議會議長、副議長，也全鎩羽而歸，不免惱羞

成怒。認為羅克典是外省人，1947 年才來臺，不可能知悉臺人的底細；而唐傳宗既提供資金出

版，復提供辦公室，遂被認定唐在背後嗾使，甚至威脅唐，要取銷銀行貸款，又要告羅克典譭

謗名譽。唐傳宗惶恐之極，乃向羅建議暫時停刊以避鋒頭，羅再三思考乃決定永久停刊，並把

兩位本刊的得力助手安插到唐榮鋼鐵廠工作，羅也成為唐榮廠顧問而劃下休止符（注24）。

至於《旁觀雜誌》的報導，如何得罪劉啟光，以下引報導文之片斷，以見一斑。在陳添水

具名的〈省臨時議會新像圖〉中，雖說了劉啟光相當正面的話，如說其在農組上的貢獻，又創

設臺灣文化獎學基金以收買臺灣之文化人，又譽為「像這樣一個聰明英俊的人才，在省胞中確

是不可多得。」之後話鋒一轉，稱「然而一個聰明的人，不一定包涵力大，往往可被包涵力所

拖累。劉啟光因為看事敏銳，所以對於得失便多計算，因為城腑深沈，使人交而莫測其高妙，

因為自視頗高，所以把對手方常作過低的估計，尤其對於非吾族類，常會因不能容忍而給以無

情的攻訐或打擊。因此由這包涵力遂造成了不少政敵，反對他的人就把他描繪成一位可畏的人

物。這實在是劉啟光作為一個領導者最大的阻力。」

同時又說他相信一位叫葉半仙（即葉幽谷）的話，又說他若能在這次選舉中擁林頂立為議

長，兩人合作，林必可中選，而劉也可當上副議長（注25）。這些話自然令劉極為不快。

柒、結語

一本刊行 1 年 2 個月即告終的雜誌，過去從未被重視過，因為他既非反對派雜誌，也不如

比他早創立的《自由中國》對往後臺灣民主化起的作用大；既大量報導臺灣人物、風物，但不

如迄今仍在刊行的《臺灣風物》來得純粹；但是這份雜誌仍具有以下幾個意義，第一、這是一

個對臺灣人抱有同情心的外省人當發行人，提供臺灣人讀者、作者的雜誌，多少有益於化解

本、外省人間的隔閡，也多少使臺人有宣洩的管道，有利於國民黨的統治；第二、撰稿者不少

是有中國經驗、非重慶經驗的臺人，他們中文好，敏銳度夠，因此能行文針砭時局，使我們了

解當時臺人的看法，並得到這些「準半山」的某些資訊，有利於往後的研究工作；第三、開發

文藝欄，讓熱中於舊詩者有了園地，也藉此與外省詩人交流，亦有助於雙方間的和諧；第四、

本年年底即將出版楊基振的日記與相關著作，但編著者並未將楊基振在《旁觀雜誌》所寫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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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和相關論著包括進去，後經筆者的建議方才放入，這些資料有助於補足楊基振在五○年

代對政府施政針砭及建議的相關論著，對了解戰後的楊基振特別重要。

此外，本刊的發行人羅克典在 1987 年完成其回憶錄：《憶往：八十一年雪泥鴻爪》，

其中第廿四節〈創辦旁觀雜誌〉，對於他何以創辦雜誌，又何以雜誌僅維持 1 年 2 個月有

概略的介紹可以參考，對了解《旁觀雜誌》頗有助益。

注釋

1. 1992 年政大新聞所碩士論文。

2. 刊登於《台灣史料研究》，第7期，1997 年 12 月，頁 3 - 24。此雜誌為財團法人吳三連史料基金會

發行。

3. 所謂蓬萊島系列係指以黃天福為主要發行人，自 1980 年 9 月 1 日起發行至 1987 年 8 月 10 日止，

以月刊、週刊的形式發行，包括《鐘鼓鑼》、《蓬萊島》、《西北雨》、《東北風》與《蓬萊

人》，前後共 63 期，停刊 2 次。

4. 1995 年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5. 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臺北：稻香出版社，1996）；林淇瀁，〈意識型態‧媒

介與權力：《自由中國》與五○年代臺灣政治變遷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博士論文，

2004 年。

6. 許雪姬訪問、林世青紀錄，〈劉世達先生訪問紀錄〉，收入《民營唐榮公司相關人物訪問紀錄》

（臺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 82 年），頁 193 - 194。

7. 據《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名錄》，其學歷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院」。

8. 1947 年 11 月由國民政府進行選舉國民大會代表，當時廣東豐順縣有吳逸志（長沙三次大戰協助薛

岳司令官的一位名將）、鄧紹玄（豐順第五區專員）和羅克典三人出馬競選，選舉結果吳逸志當

選，羅克典為第一候補，依當時可以遞補的惡法，羅克典乃成為國大代表。見羅克典，《憶往：

八十一年雪泥鴻爪》（臺北：出版者不詳，民國 76 年），頁 119 - 120。

9. 創立於 1947 年，前身為臺灣省貿易商會，1950 年改組為物資局，屬省屬機構，此外還負部分管制

貿易的責任。1950 年省府另於建設廳成立貿易科，專司貿易行政，而由物調會專司貿易經營，且

重省內商業經營及對消費者所負的任務。許雪姬總策劃，《台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建

會、中研院近史所、遠流出版公司，2005 年 1 月，三版），頁 1115，董安祺撰。

10. 羅克典，《憶往：八十一年雪泥鴻爪》，頁 129 - 133。

11. 羅克典，《憶往：八十一年雪泥鴻爪》，頁 133。

12. 羅克典，《憶往：八十一年雪泥鴻爪》，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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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旁觀雜誌》，創刊號，1951 年 1 月 15 日，頁 31 - 32。

14. 〈編後〉，《旁觀雜誌》，第 2 期，1951 年 2 月 1 日，頁 45。

15. 〈編後〉，《旁觀雜誌》，第 5 期，1951 年 3 月 16 日，頁 45。

16. 〈編後〉，《旁觀雜誌》，第 8 期，1951 年 5 月 1 日，頁 50。

17. 〈編後〉，《旁觀雜誌》，第 9、10 期，1951 年 6 月 1 日，頁 76。

18. 〈編後〉，《旁觀雜誌》，第 11 期，1951 年 7 月 1 日，頁 85。

19. 張星賢，〈臺灣體育界之期待〉，《旁觀雜誌》，第 4 期，1951 年 3 月 16 日，頁 20 - 21。

20. 江山林，〈由勞倫斯談起〉，《旁觀雜誌》，第 5 期，1951 年 4 月 1 日，頁 50。

21. 楊基振，〈論提高行政效率〉，《旁觀雜誌》，第 13 期，1951 年 9 月，頁 13 - 36 ；第 14 期，1951 年 10

月，頁 35 - 42；第 15 期，1951 年 11 月，頁 39 - 43。

22. 章子惠，《台灣時人誌》第一集（臺北：國光出版社，民國 36 年），本書共 227 頁，上述人物中陳啟

川、郭雨新等人有傳，但如柯台山、盧志中、郭松根、張星賢、郭海時等則無傳。

23. 曾今可，〈編者序〉，收於林熊祥校、曾今可編，《台灣詩選》（臺北：中國詩壇，民國 42 年），頁

12。

24. 羅克典，《憶往：八十一年雪泥鴻爪》，頁 140 - 141。

25. 陳添水，〈省臨時議會新像圖〉，《旁觀雜誌》，第 17 期，1952 年 1 月，頁 10 -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