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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和約應列入教科書 
 

●李永熾／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最近有一種議論，有人認為應將舊金山

和約列入教科書，也有人認為舊金山和約跟

台灣沒有關聯，不應將之列入教科書。後

一說法並不符合歷史現象。以歷史言，舊

金山和約是處理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日和談的

條約。第二次大戰時，台灣屬於日本，是日

本的殖民地，台灣也因此被捲入第二次世界

大戰。大戰結束，台灣歸屬自然是盟軍應處

理的對象。和約則是對戰後處理的總結。  

 二次大戰期間，盟軍曾以雅爾達會議討

論盟軍對德、日的戰後處理，也發布開羅

宣言、波茨坦宣言逼迫日本投降。依沈建

德先生的研究，開羅宣言並沒有與會者署

名，只是一份向媒体發布的新聞稿。波茨

坦會議所發布的波茨坦宣言，用意則在逼

迫日本無條件投降。波茨坦宣言第八條雖

提到應履行開羅宣言的條款，主要還是指

明戰後日本領土的範圍，如指稱「日本國

的主權應侷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

國及吾人所決定的各小島」；意指其他原

屬日本統治的地方另行處理。台灣當然也

是應予處理的地方。  

 因此，不管以前的開羅宣言或戰爭結束

前的波茨坦宣言都是盟軍單方面要求日本

投降及戰後處理日本的方針。依波茨坦宣

言，由盟軍處理日本及其所屬領土。顯

然，盟軍是由統帥麥克阿瑟主導對日的戰

後處理。麥帥為主的盟軍統帥部設在日

本，直接軍事「佔領」日本。日本政府的一

切舉措必須遵從盟軍統帥部的指令。說白一

點，就是必須遵從統帥麥克阿瑟的指令。因

而，大多數日本人都認為日本已經亡國，

因為日本主權已不完整，需受盟軍節制。  

 麥帥更發布盟軍統帥部第一號指令，指

令中國軍區司令蔣介石接收佔領台灣與越

南北部的原日本殖民地與佔領地。蔣介石

派陳儀到台灣進行軍事佔領，是依盟軍統

帥部的指令。麥帥為主的盟軍主力「軍事

佔領」日本；蔣介石接受盟軍指令，派陳儀

「軍事佔領」台灣。如果日本不屬美國所

有，台灣當然也不屬中國所有。當初，台灣

仕紳嚮往「祖國」，嚮往得「瘋」了，以

為台灣已回歸「祖國」，就像日本左派人

士受盡日本法西斯統治的苦痛，竟然不以

「亡國」為恥，歡迎盟軍「進駐」，而視

之為「解放軍」。等到盟軍大肆鎮壓1947

年的「二一大罷工」，才覺悟到亡國之痛。 

 日本依波茨坦宣言允諾無條件投降；盟

軍也依波茨坦宣言「佔領」日本本土及日

本殖民地與佔領區。朝鮮半島依馬關條約

規定，已脫離中國清朝的附庸統治，成為

獨立的主權國，1910年硬被日本合併，但

在國際法上，韓國仍然是獨立國，所以日

本投降後，韓國各路人馬都宣布韓國獨立

建國。越南北部雖由盟軍指令蔣介石接收

佔領，胡志明則宣稱越南獨立，原殖民主

法國仍想維繫戰前的殖民狀況，乃派兵進

駐中南半島，導致往後的越戰。唯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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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因有強烈的大漢思想和無謂的「祖

國」情懷，視佔領軍為「祖國」。日本左

派人士以盟軍（美軍）為解放軍，1947年

2月1日大罷工時，吃了盟軍的軍棍；同一

年2月28日為開端，視佔領軍為「祖國」

的台灣人同樣遭遇了非人性的大屠殺。  

 宣言本質上並不是國際法上的條約，沒

有絕對的約束力，所以盟軍必須以軍事佔

領的方式進行佔領統治。如果沒有講和的

可能，勢會持續佔領下去。這樣一來，被

佔領區將慢慢變成殖民地。回觀歷史，所

有殖民地大都如是形成，兩次大戰也因爭

奪殖民地而爆發。回顧過去，展望未來，

為避免大戰再爆發，人民自決權就成為聯

合國維和的主要方向。在這意向上，佔領

統治是違反聯合國精神的。如何讓佔領區

獨立，應是佔領者的主要方向。所以，冷

戰到柏林危機出現時，已達最高峰。冷戰

局面由西方轉向東方，這時美國已有意脫

佔領化，讓日本從佔領中獨立。迨北朝鮮

進軍韓國，意圖統一朝鮮半島，爆發韓戰

時，東方的冷戰一轉而為熱戰。美國的脫

佔領化，更為急切。美國乃向日本當局提

及「講和」（和談）之事，希望藉「講

和」解決美國與日本的「戰爭」關係。換

言之，在講和訂約前，美國甚至盟軍，仍

與日本處於「戰爭」狀況。  

 當時，日本由吉田茂組閣。吉田茂對和

談，由消極轉為積極後，即致力於講和工

作。但是，當時，因韓戰、東西陣營的對

立更為尖銳。講和對象為何？在日本激起

了「單獨講和」與「全面講和」的論戰。

所謂「全面講和」是指日本須與所有交戰

國講和，在當時的冷戰結構下，這是一件

極難的事業，可能勞而無功，難有成效，

甚至可能拖拉個十年、二十年。當時具理

想性的知識份子大都支持「全面講和」。

吉田茂政府與務實的知識份子，認為全面

講和在冷戰結構下是痴人說夢，不如與佔

領日本的主導者美國為首的自由（西方）

陣營講和，才比較實際，即使片面達成脫

佔領的獨立狀態，也是值得的。此即所謂

「單獨講和」或「片面講和」。  

 舊金山講和會時，由美國擬定講和方

針，再就這方針與各參與國協調。美國的

意思是想依自己原則一舉解決對日和談。

當時參與講和會議的蘇聯與東歐國家不滿

美國原則，不肯簽字。印度、緬旬與南斯

拉夫雖受邀，卻沒有參加，至於中國，雖

與日本發生八年戰爭，但1949年10月1日中

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中華民國政府被逐出中

國，依附於佔領區的台灣。因此，中國由何

政府代表參加舊金山和會，就成為問題。英

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即予承認，因

而主張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與會；

美國則因中華人民共和國參與韓戰，並派第

九艦隊協防台灣，當然力主由中華民國代表

中國與會。美、英兩國對此無法協調出一個

結論，遂不邀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與會，同時表明中、日之和談由日本選擇為

之。換言之，兩個中國沒有參與舊金山和

會，表示中國與日本的戰爭依然持續。  

 蘇聯不認同美國的現實主義，也反對美

國自擬和談方針，認為要和談就必須把雅爾

達密約、波茨坦宣言等納入和談內容，因而

主張將台灣、澎湖還給中國，將千島群島、

庫頁島交還給蘇聯，美國沒有接受，日本也

不肯放棄國後四島，蘇聯因而沒有簽字。  

 舊金山和會共有五十二個國家出席，是

戰勝者與戰敗者面對面坐下來討論、確定

兩者的國際關係。該賠的就賠，該還的就

還，國際重歸於和平之境。1951年月9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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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舊金山和約簽字。當然，這不是日本

與所有交戰國所簽定的和約。簽字的國家

原理上與日本結束了戰爭；未簽字的國家

則與日本仍處於戰爭狀況。和約上與台灣

有關的條文是第二條第二項。第二項規定

「日本茲放棄其對於台灣及澎湖群島之一

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也就是說，

沒有規定要把台灣還給中國或割讓給其他

國家。若依1945年頒布的聯合國憲章的第

一條第二項規定「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

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根據之友好關係」，

台灣人民應有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  

 但因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沒有

參加舊金山和會，跟日本還處於戰爭狀

態。美、英曾經妥協，在舊金山和會後由

日本選擇兩個中國中的一個中國舉行講和

會議。日本選擇親美的中華民國。理由很

簡單，當時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是代表

中國，和談若不順暢，有美國可周旋。在

舊金山和約生效的同一天（1952年4月28

日），日本與中華民國所訂的日華和約也

生效。日華和約第二條明文規定承認舊金

山和約有關台灣的規定，亦即「茲承認依

照舊金山和約第二條，日本國業已放棄對

於台灣及澎湖諸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

與要求」。日本與中華民國談判時，中華

民國也曾要求日本承認中華民國是中國唯

一的合法代表，同時要求將台、澎歸還給

中國，日本並沒有答應，最後經美國國務

卿杜勒斯的斡旋與吉田茂書簡的發揮效

果，而在舊金山和約生效的前幾個小時簽

定了日華和約。和約中，日本堅持舊金山

和約第二條的精神，僅承認中華民國代表

其「現在」及「將來」有效的統轄領域。

這表示日本既放棄台灣的統治權，就沒有

權利決定台灣的未來，台灣的未來應由台灣

人民自己決定；只承認盟軍先前決定由中華

民國佔領台灣的現實狀況。事實上，中華民

國趕在舊金山和約生效前簽定日華和約似

乎意指它仍屬舊金山和約的一環。  

 中華民國喪失聯合國席次，由中華人民

共和國政府取得中國代表權之後，中華人

民共和國與日本建交時，即否定中華民國

的存在，也否定日華和約的正當性，意指

日本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依然處於戰爭狀

態。換言之，中日講和訂約是必然的趨

勢。1972年，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時，即一再要求日本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

部分。但建交聲明，日本政府只「充分理

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立場（指中華人民共

和國主張台灣是其領土）」而已。1978年

的中日和約對台灣的地位也只納入前述的

建交聲明。台灣的國家地位依然由台灣人

民自己來決定。  

 總之，從舊金山和約經日華和約到中日

和約，關於台灣的地位都一脈相承，台灣

並沒有歸於任何國家，台灣主權屬於整体

台灣人民。但有一個事實必須要釐清，中

華民國仍依盟軍指令一直「佔領」台灣。

佔領久了，台灣就有可能變成殖民地。要

克服殖民地的可能性就必須像葡萄牙王子

在巴西制定新憲法，表徵巴西脫離殖民地

色彩，建立新國家那樣，制定屬於台灣人

民所有的憲法，才能真正脫殖民地化，創

建人民所有的國家體制。  

 舊金山和約確立了台灣的人民主權，但

在某層面上又依日華和約肯定中華民國對

台灣的佔領權。這種矛盾是台灣人民一直

受苦的原因。然而無論如何，台灣已屬於

台灣人民自己所有了。讓台灣子民了解這

段歷程的方法，是列入教科書，讓台灣人

民的下一代有所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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