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題目：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的政治傾向－以蔣渭水與蔡培火為中心 

一、摘要 
日治時期由台灣人民所建立的組織，如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在組織成立

並經過一些活動之後，往往會有左傾的傾向，而這經常與組織內領導人物的意識

有關，本文將透過分析台灣民眾黨中有關各領導人的文獻、書籍(蔣渭水、蔡培

火)探討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的政治取向。 

 

二、研究動機 
在上日治時期台灣史的時候，有關民間組織左傾的問題比較少討論到，提到的都

是這些組織經過一些民主的運動後，由於成效不佳，在經過組織內部的爭鬥，便

左傾了，而這通常是由於組織內部領導人的意見不同所導致的，即是經過所謂的

「路線之爭」造成組織的分裂，分裂出來的人改組新黨，留下來的人則更改組織

行動方針，從事不同以往的政治社會運動。 

在日治時期不開放的政治環境下，台灣知識分子從事各種政治社會運動，希望取

得自治權，而在一連串的運動後，在同一個組織下的知識分子們產生了意見分歧，

最後導致一方走向左傾的工農運動，另一方則繼續原本的路線，和平推廣台灣社

會民主運動，試圖取得地方自治權，而在同個組織下的一群人，是怎麼產生這樣

的分歧的呢？要探討這個問題，直接從當時台灣知識分子領導人物著手應該是最

快的，我期望可以透過研究蔣渭水及蔡培火兩個當時台灣民眾黨的領導人，來探

討當時的台灣知識分子是受到什麼影響而決定當下的政治傾向的。 

三、研究目的與問題 
探討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的政治取向以及之後的改變。 

組織內部經過路線之爭以後，為何通常是左傾的知識分子獲勝？ 

四、文獻回顧 
蔣渭水的左傾之道（1930-1931）：論共產國際「資本主義第三期」理論對蔣渭水

的啟發，趙勳達 

本文解釋了蔣渭水從孫文主義左傾的過程，以及蔣渭水受到共產國際「資本主義

第三期」的影響所採取的行動，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蔣渭水的左傾，與完全信奉

列寧主義的台灣共產黨還是有一段差距，台灣共產黨稱左傾的台灣民眾黨仍然採

取社會民主主義，而拒絕與民眾黨合作，蔣渭水與台共的差別在於，蔣渭水一直

是走體制內的路線，而他的目的是藉由提倡中國民族主義來對抗日本的同化政策；

台共則是從頭到尾都採取非法的暴力抗爭，並藉此解放殖民地，對抗帝國主義，

蔣渭水從共產國際「資本主義第三期」理論中看到了台灣民族解放的希望，而期



盼與台共合作，而台共則因為極左的立場拒絕與蔣渭水合作，並視其為無產階級

運動領導權的競爭者而加以鬥爭，諷刺的是，共產國際在之後又修正策略，提倡

無產階級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結合，然而此時台灣民眾黨早已被解散，蔣渭水也

早已抱著遺憾逝世。 

有關蔣渭水的生平、自傳部分，王曉波先生編的《蔣渭水全集》收錄了蔣渭水生

前的文章、日記等，對於研究蔣渭水生平、思想轉變有很大的幫助，另外有張漢

裕先生主編的《蔡培火全集》，同樣收錄了蔡培火的日記，以及他發表過的文章，

由於本研究是針對當時台灣知識分子的思想轉變所做的研究，故會將研究重點放

在蔣渭水以及蔡培火所發表過的文章以及日記上。 

 

 

五、研究方法 
文獻分析法 

分析前人有關蔣渭水及蔡培火的論文，找出對該研究有幫助的內容。 

歷史研究法 

透過當事人自傳或日記，以及台灣民眾黨分裂的過程，研究當時知識分子左傾及

不左傾的經過與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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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究架構 
 

一、摘要 

二、前言（研究動機、文獻回顧、研究方法） 

三、台灣民眾黨分裂之經過 

四、當時知識分子的政治傾向與轉變－以蔣渭水及蔡培火為主 

五、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