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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角旗影(台湾五十年代的红色革命与白色恐怖)》(作者胡平)以蒋氏集团退居台湾以后仍执行的顽
固权威体制为历史背景，以三代“台湾共产党”活动的兴衰流变为主线，通过蔡孝干案、光明报案、
陈泽民案等，勾勒出20世纪50年代岛内纷繁诡异的社会生态：岛内外各种国际势力博弈变幻，海峡两
岸国共对立，岛内各阶层政治力量暗流涌动，国民党集团内部派系倾轧⋯⋯直白冷血的历史事件背后
，交织着复杂的人性善恶美丑。

《海角旗影(台湾五十年代的红色革命与白色恐怖)》在还原历史的过程中，还对“台湾共产党”的历
史渊源、人员活动及历史流变等进行了较为客观的阐述，具有相当的稀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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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平，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颇为自觉地将自己的生存方式与写作方式定位于一种“游走”状态。

已出版著作30余种，约600万字。
其中，《世界大串联》、《中国的眸子》、《在人的另一片世界》、《子午线上的大鸟》等作品，曾
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奖、《中国作家》杂志报告文学奖，台湾《中国时
报》报告文学首奖等多次。
近年来，《一百个理由》被《中华读书报》评为2005年非虚构类十大好书之一。
《情报日本》被《亚洲周刊》评为2008年全球华人十大好书，名列第三，并获第四届徐迟文学奖。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海角旗影>>

书籍目录

一 谁动了“台共”的奶酪
1 1950年，春节，或元旦
2 老“台共”与新“台共”
3 “老郑怎样了？
”
4 “老郑”的再次出现
5 保密局又有薪水可发了
二 冰火两重天
6 在草山，有落草为寇的味道
7 不得不低下孤傲的脑袋
8 朝鲜战争爆发
9 全球反共战略布局的一环
三 不由得怀念起古代来
10 吴石、朱枫案之大陆版
11 吴石、朱枫案之台湾版
12 吴石、朱枫案之谷正文说
13 “老郑”逃脱
14 凭将一掬丹心在
四 整个台湾陷入沉默
15 孝子忠臣的双重角色
16 “匪谍就在你身边！
”
17 沉默，是将大地吸干
五 “不能让他活下去了”
18 几乎每天都在抓人
19 残忍是目的，也是手段
20 “做”案，如做文章
六 “革命”，恍若一场大梦
21 “老郑”再度被捕
22 高一头转到低一头
23 一次“民主生活会”
七 苍青山峦深处
24 “台湾人民武装保卫队”
25 “共产党人者是否真实”
26 苗栗山区里的红星
27 最后几个自首者
八 大悲剧落幕后的一出小品
28 坚贞者，变节者，自首者
29 “叛徒”问题的再思索
30 第三代台湾共产党
九 恐怖末期的血腥记号
31 木瓜橙黄得透亮
32 有血腥味的弦歌
33 陈文成之死
十轮椅上的佝偻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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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荒烟蔓草之下
35 拆骨断腕之旅
36 一片肃穆、悲壮的雪野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台湾之白色恐怖部分相关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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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928年4月，台湾共产党“一大”，在上海租界一家照相馆的二楼召开。
在只有九人参加的此次会议上，推选林木顺、林日高、庄春火、洪朝宗、蔡孝干（在这里“干”同“
乾”，故此名有时也被写成“蘩孝乾”）等五人为常任中央委员，翁泽生、谢阿女（即谢雪红）为候
补委员。
其组党纲领有三大主张：台湾民主、台湾革命和台湾独立。
 “一大”决定，由林木顺具体负责书记处和组织工作。
洪朝宗负责农民运动，庄春火负责青年工作，蔡孝干负责宣传鼓动工作，林日高等人负责台湾的党务
工作，谢雪红等人担任东京特别支部和联络员工作，翁泽生任驻上海办事处和驻中共联络员。
按照共产国际当时的规定，只有成员超过100人的共产主义团体才能成为独立的政党。
由于“台共”创建初期党员人数不足，此时只能作为“日本共产党的一个民族支部”开展活动。
对此，翁泽生、蔡孝干持反对意见，希望“台共”能由中国共产党进行直接领导。
但在共产国际的强力压制下，只好勉强表示服从。
“台共”成立后，一方面借台湾文化协会，与知识界发生联系；一方面借台湾农民组合，对农村进行
渗透。
 然而，比起当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国民党来，日本法西斯政府的军事机器强大得多，社会统
治也严密得多。
1929年，台湾中南部农村在“台湾农民组合”的发动下，发起小规模暴动，日本警方乃有第一次“台
共大检肃”案，计逮捕“台共”59人，38人被起诉，有12人被判刑。
1931年，日本警方又进行第二次“台共大检肃”，计捕获107人，均以违反治安罪，判处重刑。
经过两次检肃后，“台共”重要分子，或则坐牢（如谢雪红），或则逃返大陆（如蔡孝干），或则潜
伏，已无力展开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警方对台湾更作全面性的严厉控制，“台共”遂一蹶不振，终作鸟兽散。
 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派出生在彰化县花坛乡的台籍干部蔡孝干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
蔡孝干（1908—1982），台湾省彰化县花坛乡人，曾用名蔡干、蔡前、杨明山。
1922年，毕业于日办彰化公学，早年参加日据时期的左倾团体——台湾文化协会，后前往大陆，人中
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就读。
其间，受瞿秋白、任弼时等人的思想影响，参加了进步青年组织——上海台湾青年会，组建新的旅沪
台湾同乡会。
1926年7月，返台宣传革命，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左翼，并任机关报顾问和撰稿人。
又参与台湾共产党的成立，被推举为中央委员、常任委员兼宣传鼓动部长。
1931年，经厦门到漳州，在石码中学、龙溪女中任教。
1932年4月，林彪率红东路军进占漳州，蔡孝干经地下党李文堂引荐去江西，到达中央苏区“首都”—
—瑞金，由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安排进入红军政治部，使用化名“蔡干”开展工作；6月中旬
，在汀州曾受到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召见，并与老师任弼时重逢。
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创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
执行委员。
据说，毛泽东那时很看重他，因为蔡通晓日文，曾翻译多篇日文版马列主义书刊给毛阅读。
此后，随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抵延安，是唯一参与长征的台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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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角旗影:台湾五十年代的红色革命与白色恐怖》在还原历史的过程中，对“台湾共产党”的历史渊
源、人员活动及历史流变等进行了较为客观的阐述，具有相当的稀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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