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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从建所至今，几十年来共采写和出版了二百余种“口述历史”。
近代史所的学者制定了严格的口述史操作规范，并进行采访和撰写，使类似史料层面的“回忆录”和
“纪实”，上升为可供专业人员研究的“口述历史”。
他们的访问对象涉及当代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人士，请其自述生平，为现代史研
究留下了一系列珍贵的口述记录。
    九州出版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是上述二百余种“口述历史”的精选集，也是
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的重点引进出版项目。
本系列以简体字出版，对原书注文体例和文字错误进行了必要的订正。
原版本的丛书弁言和前言，介绍了该丛书的缘起、价值和意义等情况，简体版将其主要内容附于书前
。
    该书访谈对象的某些政治立场、观点和看法，我们并不认同，但为了保留史料，便于参考研究，在
编辑过程中，我们对文中对我党我军的诬蔑性语句和称谓进行了中性处理，内容仍保留原貌；个别之
处，有所节略；对于文中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后使用的“民国”纪年，改为公元纪年；对于文中一
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后的台湾当局相关机构、职务等，加以引号。
本系列图书供近现代史专业读者参考使用，望读者在阅读时注意辨析书中的一些内容。
    九州出版社    201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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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吴修齐先生口述历史》是台湾统一企业董事长、“台南帮”领袖吴修齐先生的口述历史，讲述了其
出身贫苦农家而后外出谋职、经商的经历，其对自己人生历程和工商活动之回忆，映射出台湾八十年
个人、家庭、社会生活史，七十载商业、工业、经济演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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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修齐(1913-2005)，台湾台南人，出身于台南县北门地区穷苦农家。
小学毕业后外出谋职，入府城北门同乡侯雨利新复兴布行当学徒，表现优异，颇得东家重用。
后与其弟吴尊贤等自组新和兴布行，经营十分成功。
1955年与吴三连、侯雨利、吴尊贤等人共组台南纺织，由商而工，奠定日后“台南帮”企业集团之坚
实基础。
曾担任台南纺织、统一企业、太子建设三公司之董事长。
自吴三连、侯雨利谢世后，吴修齐已成为台南帮之大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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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我是在中洲读小学的，原本是学甲公学校中洲分校，一、二年级时叫分教室，三、四年级
改称分教场，五年级时独立为中洲公学校。
我们是第一届，学校草创，在一间借来的房子上课。
听说原是中洲大富人家陈少卿先生，请老师来教家里面孩子的地方，就建在他家前面。
到二年级，只一间教室没法让两个年级一起用，得轮流使用，譬如第一节课一年级用教室，二年级就
露天上课，第二节课再换过来。
若遇到下雨，无法在室外上课，这时便集拢来，到人家的屋檐下，“先生”（老师）便讲故事哕！
 公学校的学费不贵，每个学童一个月交授业料“十八尖（分）”（一角八分）。
一户有二人以上就读，第二人起减半收费。
学费不贵，买书、簿子、笔的钱也不多，只下过乡下人都很穷，让孩子去念书，就少一个人在家帮忙
或工作。
且在家衣衫随便穿，褴褛结褐没关系，上学虽没有强制穿校服，也不能太难看，虽然早期缝或补难免
，总不能太破烂。
主要的是当时并没有非念书不可的观念，读书的必要性，视各人父母想法而定。
先父克读公受过公学校教育，一二十岁就在泅汪区公所任职，算来属知识阶层，有让孩子念书的观念
，所以他的子女都受教育，除送人的小妹素娥没有外，到金枣、俊升都有，我们算村里面很好的。
二伯克明公的长子择龙也受教育，次子择所、三子择三均未上学，四子择居年纪比我大，但慢我二年
入学。
择居的小妹有一位念书，一位没有，因为得帮忙田事。
尊贤那房只有他去念，七位姐妹都没有，当时女子很少去念书的。
九叔公的孩子就全都上学，他加人新和兴布行赚了钱，孩子还小，生活已较好。
我民国十年入学，因为堂兄择龙当时也在学甲公学校念书，只要交九分的学费即可。
我读了一年，堂兄就毕业了，原本第二年起应收一角八分学费，但学校糊涂未注意，直到六年级，一
直都只收我九分学费。
 我是中洲公学校第一届，大正二年（民国二年）出生的才能人学，大正三年以后的就得念第二届。
我刚好是十二月三十日出生，若慢个二天，就是第二届了。
中洲派出所辖区内中洲、头港、过港仔、头前寮、栈寮等村子是学区，刚开始时有六七十人，挤在一
间教室上课。
几年内一直有人退学，毕业那年正好只剩四十人。
当时有人在五年级甚至三四年级时就娶妻的，因为我们是中洲公学校的第一届，有人差不多十几岁才
念一年级，他们是年纪较长也早婚的同学。
 学校授课以日文为主，自“ぁ、ぃ、ぅ、ぇ、ぉ”学起，学校也教授汉文，用闽南语念，但小小一本
书，没有多少字。
写毛笔字大概是四年级到六年级时。
上学第一年我曾因生病发高烧，一个月没上课，所以学期成绩第三名，后来在校成绩虽好，但一直屈
居第二名。
第一名总是陈英泰，他只是图画、写字比我行，若论主要科目国语、算术、汉文均输我一大截。
学校评定成绩，主、次要科目有别，图画较不重要，因此有很多同学为我抱不平，不过我倒是不计较
。
因为我不嫉妒，有人为了功课求教于我，我会好心告诉他们；而陈英泰怕人家赢过他，绝不轻易教别
人。
所以等到名次出来，大家总是替我不平。
明明我的功课比他行，为什么老是第二名呢！
其实是这样的：中洲公学校的学生百分之八十是中洲人，在七保中占了五保，新头港、旧头港合起来
才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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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洲的大老认为第一名被外地人拿走很没面子、不荣誉。
因为学校很穷，得靠大老们支持，所以有来自大老的压力。
老师也都是中洲当地的人，“厝边”（邻居）嘛！
一样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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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两年前，我开始研究“台南帮”，为了搜集资料，首先往访高清愿先生，承其推介，进而访问吴修齐
、吴尊贤两先生，经过几次晤谈，深觉有必要深入访问台南帮的几位大老级人物，以及部份重要核心
干部，并视访问稿积累程度，选择列入本所口述历史丛书出版。
此后得到本所口述史组的协助，调派蔡淑瑄小姐随行作纪录，并初步整理访问稿；去年七月起，得国
科会支助，在口述访问的基础上，同时进行“台南帮企业集团的形成与发展”专题研究计划，约请陈
南之小姐担任助理，也帮忙做一些访问纪录的整理工作。
这一册访问纪录，是这两年来工作成果的一部份，也是台南帮研究的副产品之一。
第一代领导人物中，吴三连最长，侯雨利次之，吴修齐、吴尊贤昆又次之；吴三连、侯雨利已于一九
八八及一九八九年先后谢世，吴三连犹留有口述回忆录（已由吴丰山先生整理出版），侯雨利则生前
死后均未留只字片语。
吴三连回忆录中，语涉台南帮工商活动之篇幅不多，故欲了解台南帮的形成与发展，吴氏昆仲允为最
理想之见证人。
前此吴氏昆仲各撰有回忆录（即“七十回忆”与“人生七十”），对台南帮从发轫、成长到茁壮的历
程，有所描绘，不过这两年，吴氏昆仲仍不时个别接受我的拜访与晤谈，各不下二十次，每次两小时
左右，因此累积了相当份量的访问稿，吴尊贤先生的部份目前仍在整理中，吴修齐先生的部份则已呈
现读者眼前。
本书与吴修齐先生十年前所撰“七十回忆”，部份内容稍见重复，大部份则仍有差异，尤其是偏重有
所不同，读者若能将两书合并阅看，收获自然更多。
今年年底适逢吴修齐先生八十寿辰，这一册访问纪录也正好整毕付梓，或可作为先生八十大寿的一项
纪念。
修齐先生虽已八十高龄，而耳聪目明、身强体健不减当年，待人热心诚恳，行事忠厚笃实，十足长者
风范。
本访问纪录得以完稿，首先当感谢先生两年来不厌其烦地拨冗接受访谈，台南纺织公司的苏主任秘书
荣焜先生、杨经理尚武先生、陈秘书宏田先生，不时协助安排访问事宜与提供必要的资料，环球水泥
的颜副董事长岫峰先生、李副总经理国栋先生，统一企业的石主任秘书瑞云先生、朱经理光男先生、
柯襄理元达先生以及李课长鸿彬兄，也都曾提供不少帮助，谨此表示最大的谢意。
访问稿的整理多赖蔡淑瑄与陈南之两位小姐协助，初稿完成后，得本所许雪姬小姐与许文堂先生详细
审阅，匡正极多，付梓前得陶英惠先生校读一过，改正一些错误，均当致谢。
本书初稿输入电脑及一再改稿，均由陈南之小姐为之，电脑排版的工作，亦由陈小姐独力负责，费心
费力最多，个人衷心铭感。
本所同仁使用个人电脑处理文书资料已有多年，本书则是利用个人电脑自力完成排版出书的第一本，
特附笔于此，以为纪念。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吴修齐先生口述历史>>

编辑推荐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系列:吴修齐先生口述历史》讲述了口述历史资料，其重要性不亚于文
献档案。
民国以还，内乱外患交相迭乘，史料损失，不可胜计。
对历史真相的了解，需要参证当事人口述之处甚多，这些笔录，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将有莫大的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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