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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三連人才培訓&體驗營 

 

一、緣起 

  吳三連先生乃是台灣近現代史上重要的民間領袖之一，他生前參與文化改造、政治改

革與振興實業的各項運動，從年輕時代負笈日本東京始，到晚年主持台灣重要媒體《自立

晚報》，一生事功，備受朝野推崇。吳三連先生對台灣的貢獻，不論是在政治、媒體、工

業、教育、文化各個層面，可說是全方位的貢獻，為深入了解吳三連行誼及促進在地知識

之累積、推廣與運用，並深化青年學子對台灣歷史人物的認識，乃規畫辦理【吳三連人才

培訓&體驗營】，鼓勵對歷史研究及推廣有興趣者以及年輕一代研究者可以投入台灣史料

中心研究、推廣的行列，並參與協助本會推廣導覽台灣近代歷史人物，並運用「台灣史料

中心」豐富的館藏，規畫相關體驗營及參訪行程，由其帶領民眾能更深入認識近代典範人

物。未來除了吳三連之外，亦會陸續介紹其他台灣近代人物的相關生平史實，藉此更加落

實「你ê故事•咱ê歷史」的宗旨與精神，體驗台灣先賢人物的生命史及歷史軌跡，並達到

歷史教育推廣的目的。 

  

二、活動宗旨 

1. 招收培訓年輕人，運用豐富的館藏實際參與導覽解說，深化對台灣歷史人物的認

識，並促進在地知識之累積、推廣與運用。 

2. 使學員對近代台灣史能有更清晰的認識，進而建立以台灣為主體性的史觀。 

3. 落實「你 ê 故事•咱 ê 歷史」的宗旨與精神，並達到歷史教育推廣的目的 

 

三、活動日期 

【培訓課程】 

培訓日期：2024 年 7 月 13 日、8 月 24 日 

培訓地點：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台北市南海路 54 號） 

注意事項：1. 本活動需全程參與 7 月 13 日、8 月 24 日共 2 天的課程，本會將遴選出 4
位表現優異之學員，擔任 10 月 26 日及 11 月 2 日體驗營之導覽員。 

     2. 完成全部培訓課程授與結業證書、贈送《自立容顏》一書及具教師資格者

核發教師研習時數 1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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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營】 

體驗日期：2024 年 10 月 26 日、11 月 2 日(走讀) 

體驗地點：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215 號 11 樓）、 

台北市吳三連相關行跡走讀 

 

四、招生對象及名額： 

培訓課程：一般民眾，或對歷史教學、推廣有興趣之研究者，共 15 名。 

體 驗 營：一般民眾共 20 名。 

 

五、研習費用： 

1. 培訓課程&體驗營為免費活動。 

2. 報名【培訓課程】者本活動需全程參與 7 月 13 日、8 月 24 日共 2 天的課程，

本會將遴選出 4 位表現優異之學員，擔任 10 月 26 日及 11 月 2 日體驗營之導覽

員。 

3. 報完成全部培訓課程授與結業證書、贈送《自立容顏》一書及具教師資格者核

發教師研習時數 1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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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課程表： 

【培訓課程】 

閱讀「三連仙个一生」--《吳三連全集》讀書會 
  

日期 

時間 
7/13（六） 

日期 

時間 
8/24（六） 

上課地點 228 國家紀念館 上課地點 228 國家紀念館 

08:30 

09:00 
報到 

10:00 

10:20 
報到 

09:00 

09:15 
【始業式】 

09:15 

10:15 

《吳三連全集》 

出版緣起及介紹 

講師 戴寶村 

10:20 

12:00 

以生命歷程觀點解讀吳三連與

林茂生 

10:20 

12:00 

1950 年代臺灣民主發展：以省

議會吳三連等「五龍一鳳」議員

為中心 

講師 林呈蓉 講師 蘇瑞鏘 

12:00 

13:30 
午餐 

13:30 

15:10 

吳三連競選臺北市長的意義與

市政經驗 

13:30 

15:10 

威權時代的地方選舉與黨外運

動 

講師 林果顯 講師 李福鐘 

15:20 
17:00 

吳三連等人與日治後期米穀管

理政策的討論 
15:20 
17:00 

《自立晚報》時代的吳三連：

歷史背景與成就 

講師 黃仁姿 講師 蘇正平 

 
培訓課程師資介紹： 

戴寶村／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秘書長 
林呈蓉／淡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林果顯／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黃仁姿／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蘇瑞鏘／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李福鐘／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 
蘇正平／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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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營】 

體驗‧走讀「三連仙个一生」 

日期 

時間 
10/26（六） 

日期 

時間 
11/2（六） 

上課

地點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走讀

地點 
台北市吳三連行跡 

09:30 

09:50 
報到 12:45

【報到】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104 臺北市南京東路 3 段 215 號 

(1 樓集合) 

10:00 

10:10 

始業式 

13:50

16:50

吳氏宗祠 

台北當代藝術館 

自立晚報 

市長官邸 

228 國家紀念館 

(暫定) 

主持／戴寶村 

10:10 

11:10 

體驗「三連仙个一生」 
主題／幼年&求學時期、家庭生活 
／記者時期 
／公職時期 
／媒體志業、工業參與、教育 

講師

／導

覽員 

戴寶村、 
培訓課程甄選出之導覽員 

11:10 

11:30 

活動一 
您可能不知道的台灣中心、吳三連

紀念室 
導覽

員 
沈亮 

11:30 

11:50 

活動二 
逆行時光~我們在台灣史料中心 探

尋吳三連足跡 

導 覽

員 
培訓課程甄選出之導覽員 

導覽

員 
培訓課程甄選出之導覽員 

11:50 

12:00 
互動時間&交流 

16:50

17:00
交流時間 

講師 戴寶村 講師 戴寶村 

12:10 賦歸 17:10
賦歸 

(228 國家紀念館解散、回程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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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吳三連全集目錄 

吳三連全集 1 戰前˙政論 

吳三連全集 2 中國金融機關及其職能 

吳三連全集 3 台灣米穀政策之檢討  

吳三連全集 4 台北市長時期  

吳三連全集 5 省議員時期 

吳三連全集 6 戰後政治運動及其他 

 

吳三連全集總目錄 

 

吳三連全集 1  戰前˙政論                              

 

序一／陳奇祿 

序二／吳逸民 

吳三連先生的一生／吳豐山 

導讀：吳三連及其時代／張炎憲 

凡例 

 

民報論壇 

  同胞教育者に送る 

  呈文學士林茂生君書 

  文學士林茂生君に呈す 

  帰台雑感                    

  酒專売に対する私見          

  現在台湾経済界救済策               

  東京大震火災後経済観               

  悲慘なる猶太民族の歴史              

  有志必成 

慈愛の母を偲ぶ 

 

評壇專欄 

  新聞と文化 

  シヤム革命と通信 

  落書事件と無罪判決 

  辯護士団の新組織 

  不都合千万な台銀配当復活論 

  社民黨解消の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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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満鉄総裁の任命 

  実生活とアツパパ 

  船会社の組織に就て 

  中川総督の初巡視 

  如実に暴露された時局匡救案の無力 

  為替の前途如何 

  台南市の小額金融損失補償 

  アメリｶ景氣の再検討 

  郵貯及び日銀の利下 

  政友会急進派の策動 

  崩壞なき改造  混乱なき建設 

  政治問題化した  明糖の脱税問題 

  高橋蔵相の演説 

  險悪な内地農村の空気 

  永井拓相の陳謝問題 

  東京大震災の思出 

  意義をなさめ決議 

  為替差損問題 

  愚の骨頂 

  報道戦の尊き犧牲 

  国際聯盟の解消論 

  在華紡績の悲鳴 

  財政難をどう切り拔はる？ 

  発表されたりツトン報告 

  直取噸数引上と小運送業者の反対運動 

  総督府の預算編成 

  台中一中の刃傷事件 

  增税か、公債か 

  日満経済統制問題 

  プロツク経済の対立 

  アメリｶの大統領選挙 

  制圧道路の開鑿 

  円は何処ヘ行く？ 

  唾棄すべき基督教界の勢力爭ひ 

  台湾電力の硫安製造計画 

  所謂非常時のフアシズム 

物価高に対する反抗 

  高橋蔵相の楽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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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パナナ陸揚賃更改問題 

  土方日銀総裁の経済観 

  続々開かれた州協議会 

  尾崎判事の願免官 

  外貨債の強制買入問題 

  縺れる戦債支拂問題 

  国際聯盟唯一の功德 

  郵便貯金の着しき減少 

  電力会社の国営問題 

  聯盟の米露招請問題  

  最近の事業合同熱 

 

爆彈專欄 

 

吳三連全集 2  中國金融機關及其職能 

 

導讀：吳三連及其時代／張炎憲 

凡例 

 

中國金融機關及其職能（中文） 

 

序 

緒論 

 

第一篇  總論 

第一章  金融的意義 

第二章  中國金融機關的起源 

第三章  中國金融機關的發展 

第四章  金融機關的種類及其職能 

第五章  目前中國金融機關的地位及其未來 

 

第二篇  中國固有的金融機關 

第一章  票號 

第二章  錢莊 

第三章  銀號 

第四章  官銀號 

第五章  銀爐 



9 
 

第六章  其他的金融機關 

 

第三篇  中國新式銀行 

第一章  一般普通銀行 

第二章  特種銀行 

第三章  中國銀行及交通銀行 

 

第四篇  外國銀行及合資銀行 

第一章  外國銀行 

第二章  外國銀行的買辦制度 

第三章  合資銀行 

第四章 外國銀行的業務 

 

民国金融機関及其職能（日文） 

 

序 

緒論 

 

第一篇 総論 

第一章  金融の意義 

第二章  民国金融機関の起源 

第三章  民国金融機関の發展 

第四章  金融機関の種類及其の職能 

第五章  現在民国金融機関の地位及其未來 

 

第二篇 民国固有の金融機関 

第一章  票号 

第二章  銭荘 

第三章  銀号 

第四章  官銀号 

第五章  銀炉 

第六章  其他の金融機関 

 

第三篇  民国新式銀行 

第一章  一般普通銀行 

第二章  特種銀行 

第三章  中国銀行及交通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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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外国銀行及合資銀行 

    第一章  外国銀行 

    第二章  外国銀行の買辦制度 

    第三章  合資銀行 

    第四章  外国銀行の業務 

 

吳三連全集 3 台灣米穀政策之檢討 

 

導讀：吳三連及其時代／張炎憲 

凡例 

 

台灣米穀政策之檢討（中文） 

 

序文／丸山鶴吉 

序文／高田耘平 

序文／杉山元治郎 

 

前言 

 

第一章  台灣米穀移出管理實施前後的一般状況 

第一節  召開第一次台灣米管理委員會 

第二節  島民對收購價格深表不滿 

第三節  召開第二次台灣米管理委員會 

第四節  改訂第三次收購價格 

第五節  決定台灣島内消費米的最高交貨價格 

第六節  引起騷動的移出米繳納會社設立 

 

第二章  台灣島民的收入顯著減少與今後的經濟 

第一節  島民減少的收入有多少 

第二節  農村必然走向窮困之路 

 

第三章  台灣島内米穀上市極不順利 

第一節  堪慮的繳納成績 

第二節  島内各地陸續發生米飯不足的騷動 

第三節  有無好的解決方法呢  

 

第四章  台灣總督府有盡全力確保戰時糧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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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忽略擴充稻米的耕種面積 

第二節  稻米的生産不容樂楽觀 

第三節  對日本國内移出成績不理想 

第四節  增産極為困難 

 

第五章  不可理解的台中州輪作問題 

第一節  輪作的意義及其内容 

第二節  喧囂的反對聲浪四起 

第三節  反對輪作栽培的理由 

 

第六章  米糖的摩擦無法消除 

 

第七章  台灣移出米管理有再檢討的必要 

第一節  移出米管理的根據被推翻了 

第二節  台灣米管理案與米穀國家管理不同 

第三節  確立日本、滿州、中國的糧食政策 

 

第八章 結論 

 

台米穀政策之討（日文） 

 

序文／丸山鶴吉 

序文／高田耘平 

序文／杉山元治郎 

 

はしがき 

 

第一章  台湾米穀移出管理実施前後の一般状況 

  第一節  第一回台湾米管理委員会開かる 

  第二節  島民買上値段に不満 

第三節 第二回台湾米管理委員會開かる 

第四節 第三回買上値段改訂行はる 

第五節 台湾島内消費米の最高売渡価格の決定 

第六節 騷がれた移出米納入会社の設立 

 

第二章  台湾島民の着しき減收と今後の経済 

第一節 島民の減收幾何か 

第二節 農村の窮迫化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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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台湾島内米の出極めて不円滑 

第一節 憂慮される納入成績 

第二節 島内各地に飯米不足の騷ぎ 

第三節 よき解決法ありや 

 

第四章  台総督府戦時食糧に最善を尽したか 

第一節 米の作付面積拡充の関却 

第二節 米の生産楽観を許さず 

第三節 香しくない内地への移出成績 

第四節 增産極めて困難 

 

第五章  不可解な台中州輪作問題 

  第一節  輪作の意義並に其内容 

  第二節  囂々たる反対起る 

  第三節  輪作栽培反対の根拠 

 

第六章  米糖の摩擦解消されず 

 

第七章  台湾移出米管理再検討の要あり 

第一節 米穀管理の根拠覆返さる 

第二節 台湾米管理は米穀国家管理と違ふ 

第三節 日満支の食糧政策確立へ 

 

第八章  結論 

 

吳三連全集 4  台北市長時期 

 

導讀：吳三連及其時代／張炎憲 

凡例 

 

官派市長時期 

一年來市政設施概要 

 

民選市長競選時期 

台北市政三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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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選市長時期 

首屆第一次臨時會 

首屆第二次大會 

首屆第三次大會暨第三次臨時會 

首屆第四次臨時會 

首屆第四次大會 

首屆第五次大會 

首屆第七次臨時會 

首屆第八次臨時會 

首屆第六次大會 

首屆第七次大會 

首屆第十次臨時會 

二屆首次大會暨首次臨時會 

二屆第二次大會暨第二次臨時會 

二屆第三次大會暨第四次臨時會 

二屆第四次大會 

 

吳三連全集 ５ 省議員時期                        

 

導讀：吳三連及其時代／張炎憲 

凡例 

 

質詢篇 

省政總質詢 

財政質詢 

建設質詢 

民政質詢 

衛生質詢 

糧食質詢 

教育質詢 

交通質詢 

社會、警政質詢 

 

提案篇 

財政提案 

建設提案 

教育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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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林提案 

民政提案 

交通提案 

臨時動議 

 

吳三連全集 6  戰後政治運動及其他                   

 

導讀：吳三連及其時代／張炎憲 

凡例 

 

二二八 

天津市台灣同郷會召開二二八事件記者會講詞  

致蒋主席白部長電（文） 

吳三連致楊肇嘉信函 

台灣省旅平同郷會、天津市台灣同郷會、台灣省旅平同學會聯合招待外國記者概況 

《台灣二二八大慘案華北輿論集》發刊詞 

二二八殉難烈士追悼會概況 

痛憶二二八 

國代當選後政見草稿 

第一屆國民大會提案草稿 

 

市政、省政評論 

就任民選市長一年半  吳三連縱談市政  

宦途懷舊篇──卸任縣市長甘苦談  

追念先總統蒋公與台北市政──為紀念先總統蒋公百年誕辰而作  

自序《我在省議會發言紀録》      

 

選舉、政黨政治 

在野黨及無黨無派人士座談當前選舉問題十五點要求 

在野黨及無黨無派人士舉行本屆地方選舉檢討會紀録摘要 

民青兩黨等人士檢討地方選舉決定籌組新黨 

選舉改進座談會的聲明 

李萬居等發表聲明即籌組新政黨 

選舉改進會發言人宣布籌組新政黨 

組織新黨工作展開最短期内可告成立 

選舉改進座談會緊急聲明 

地方選舉之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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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選舉  憶往事 

塑造選舉新形象座談會 

中國時報座談會發言要點 

 

國是建言 

民營企業目前經營上之困難 

參加陽明山會談發言概要                             

關於當前政治外交興革措施之芻見──提供中央工作組政治外交小組 

對當前有關工業政策及財經措施之建議 

對當前財經改革措施之意見──提中央常會工作組財政經濟小組 

 

政治談話 

第六任總統選出談話文稿 

第六任副總統選出談話文稿 

蒋經國就職週年應中視記者訪問稿 

蒋經國逝世談話文稿 

李總統當選中國國民黨主席應新聞界發表談話要點 

貫徹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打撃中共和談統戰陰謀 

耆老談國運──沒有生存的機會還能有民主自由嗎？  

 

朝野溝通 

美麗島事件前後吳三連日記節錄(一九七八～一九八八) 

 

抗日民族政治運動回憶 

被日本特務警察跟蹤的回憶 

特高警察尾行の思い出 

從敵人鐵蹄下、回到祖國懷抱──欣逢光復節訪吳三連先生   

《台灣新民報》所代表的民族意識 

以犧牲奉獻迎接新時代──送輔仁大學畢業生                

台灣光復四十年今昔述感──兼憶台灣抗日民族運動 

 

人物憶述 

悼念盡忠行義崇禮守廉的華宗先生 

悼念朝琴兄勳業不朽 

林獻堂先生百年誕辰口述歷史座談會紀實 

追念畏友楊肇嘉先生 

一代人豪蔡培火先生 

愛郷愛國反共先驅──吳三連談蔡培火一生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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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三連談蒋渭水訪問紀錄 

追念故人 黄逢平學兄 

陳逢源先生文教基金會設立大會致詞 

恢宏志業˙利濟民生──為修齊宗侄七十榮慶祝嘏 

序《人生七十》 

 

其它 

家訓──得民兒嘉禮訓話 

酸甜苦辣五十年 

八十大壽話家常和述感想 

序《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 

刊行《吳豐山專欄集》序言 

序《一九七八文藝年報》 

序《自立晩報四十年》――苦鬥四十年 

五十六年旅遊歐美歸來談觀感――記吳發行人在自立晩報同仁歡迎會講詞 

台南神學院百週年紀念演講――現在台灣經濟問題的分析 

林口球場創建二十周年慶祝酒會致詞 

 

吳三連年表 

《吳三連全集》文獻出處目錄 

編輯後記／陳美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