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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史子禕，1994 年生。黑龍江佳木斯人。文學博士，畢業於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中國現當代

文學專業，研究方向為海外華文文學，臺灣文學。

提    要

去殖民化∕解殖（Decolonization）是討論 1945 ～ 1949 年之間的臺灣時不可迴避的議題，

也是這一時段臺灣社會的重要思潮與文化實踐。通常，去殖民化被視為國民黨的官方路徑，並

總是與去日本化、文化重建聯繫在一起。看起來，這似乎是一條顯明而直接的邏輯鏈條，但實

際上卻很難將之視為一次平順的歷史轉身。

在這一歷史時段內，最基本問題是社會轉型。這也意味著兩條時間軸線的轉軌，即在地域

性臺灣的基礎上，從殖民地的區域性進入到中國之一省的區域性。這種轉變在政治上只需要一

個瞬間，但在文化層面卻需要通過艱難的探索，並必然會對社會文化的走向以及公共領域的形

態產生影響。

《臺灣文化》作為這一時段內存續時間最長的綜合性文化雜誌，為上述問題的觀察與討論提

供了一個更為多元的角度。圍繞著《臺灣文化》所形成的文化實踐場域，其活動與影響並不僅

止於「半官半民」的經典標簽。因此，通過對《臺灣文化》的再次打撈，不僅可以觀察到有別

於「文化重建」主流的，時人以知識分子立場介入文化解殖的獨特方式，同時，通過觀察這一

過程中所顯影的「重層的中國意識」也可以對於殖民與去殖民、左翼與右翼、官方與民間等二

元闡釋框架進行解壓，並嘗試為理解 1945 ～ 1949 年間的臺灣乃至於今日的兩岸敞開一些更為

豐富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