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戰後禁斷的台灣文學：賴和是誰？ 

「我們所從事的新文學運動，都是沒用的！」——賴和 

「不，等三、五十年後，一定會有人想起我們的。」——楊雲萍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台灣人無法自主發展台灣文學，1943 年賴和過世前在病榻與楊雲萍

對話，楊雲萍這句話像預言般，三十幾年後在鄉土文學浪潮中，1976 年梁景峰在《夏潮》為

文〈賴和是誰？〉、1979 年李南衡整理出版《賴和先生全集》，到 1984 年，侯立朝、李篤

恭等人的積極奔走下，賴和被「平反」。 

 

白色恐怖年代，凡沾染上一點「共」、「左」，為了不受牽連，家屬常只能將相關的日

記、手稿毀去。戰後曾有將近三十年的日子，「賴和」是一個不能提起的名字。1946 年 4 月

劉啟光、簡吉、楊逵等台灣農民組合與新台灣文化協會成員發起組成「台灣革命先烈遺族救

援委員會」（簡稱「救援會」），呈請長官公署建議各地忠烈祠成立後，應合祀抗日運動犧

牲之先烈先賢，救援會完成調查工作後，於 1946 年 6 月呈報革命先烈 60 人名單入祀新竹縣

忠烈祠，賴和以新文協成員身份入祀新竹忠烈祠。1之後，地方人士報請中央表揚賴和，1951

年 4 月 14 日內政部發佈褒揚令，彰化縣政府依褒揚令將賴和入祀彰化忠烈祠。之後，省文獻

委員會主委林衡道受蔣介石召見，表達不滿忠烈祠入祀共產黨成員，1958 年彰化縣政府接到

省政府公文稱翁澤生、洪朝宗、王敏川、洪朝生、賴和五人是「臺共匪幹」，縣長陳錫卿遵

照省政府之令，將賴和及王敏川兩人牌位，自彰化的忠烈祠撤除，賴和因此被逐出忠烈祠。2 

 

在賴和被密報為「臺共匪幹」的禁忌日子裡，賴和的妻子王草帶著孩子在賴和舊居與醫

館生活，低調保存賴和的手稿、藏書、遺物，走過戒嚴、躲過八七水災。賴和的弟弟賴賢穎

在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教書，曾在中國留學、在汪精衛政府工作的經歷，戒嚴時期疑似遭

到情治單位跟監。賴和的居所在彰化市仔尾，就在今日的民生市場邊上，賴和紀念館內的這

                                                
1 陳翠蓮，〈臺灣戰後初期的歷史清算(1945-1947)〉。臺大歷史學報，(58)。2016。頁 216 
2 黃明川導演紀錄片〈賴和〉曾就賴和為何被逐出忠烈祠訪談李南衡、林衡道，李南衡提及十個以上前輩作家

親口告訴他，蔣介石有次召見台灣的學者，林衡道告訴蔣介石，他很不滿共產黨賴和為什麼可以進去忠烈 
祠，蔣介石沒有問原因，就把賴和從忠烈祠請出來。林衡道日後有說，自己有被蔣介石召見，但他不曾講 
這件事情。黃明川導演在紀錄片中針對此事訪談林衡道，林衡道聽到黃明川導演的問題就停住不講話。此次

執行本計畫，我們口述訪談李南衡確認紀錄片的這部分，李南衡提及是前輩作家王詩琅告訴他，賴和是因為 
林衡道跟蔣介石反應而被逐除忠烈祠。王曉波在 1983 年訪問王詩琅也聽到同樣的說法，黃師樵也告訴王曉

波，林衡道自己跟黃師樵說，在一次最高當局召見時，言及前台共份子也入祀忠烈祠。王曉波，〈台灣新文 
學之父賴和先生平反的經過〉，《賴和先生平反紀念集》。 



個模型大體呈現 1939 年前後賴和購地改建後的模樣，中間的兩層樓建築即為賴和醫館，一樓

為接待室及診療室，二樓為居室。隨著賴和的孫輩相繼出生，賴和醫館既有的空間使用，居

室、診療室、手術室也因應生活需求而有許多調整。 

 

 編號 1：原人力車車庫 

 編號 2：原藥局，藥局生陳水發一家於 1950 年代在此居住、看診，並

在編號 5 處，施行小型手術、開刀。陳水發購屋後遷出另開「和生

西藥房」(今彰化市中正路一段二八九號)，此處改作賴碩彥（賴燊

次子）的書房。 

 編號 3：候診處 

 編號 4：原賴通堯齒科，戰後賴珍（賴燊次女）在此開牙科診所，直

至婚後搬至台南白河。 

 編號 5：1950 年代陳水發用作開刀房，施行小手術，後來成為賴和次

子賴洝一家的廚房、浴室。 

 編號 6： 原為賴和臥室，後改為賴和長子賴燊夫妻臥室。 

 編號 7：原賴和書房，放賴和藏書、手稿，地板為榻榻米，賴和會在



此盤腿而坐，用小矮桌看書。賴和過世後作為長子賴燊的女兒們賴

已、賴珍、賴嫦的房間，也曾是賴碩彥婚房。 

 編號 8：二樓大陽台，後擴建為賴悅顏婚房，一樓庭院有棵高大直逼

二樓的蓮霧樹，賴和長孫賴悅顏幼時會跟同輩孩子們從二樓陽台打

蓮霧。 

 編號 9：二樓小陽台，孫輩到屋頂玩耍需經之路。 

 編號 10：賴和醫館殘存門柱。 

 編號 11：原一樓診療室、準備室、開刀房。準備室後作為賴和妻子王

草臥室，賴悅顏等孫輩幼時都跟王草同睡於此。另一房間成為孩子

們求學時的書房，後給賴蕙蘭（賴洝之女）居住 。 

 編號 12：王草養豬處。原有凹一處為王草養豬用，某年暑假賴悅顏與

台中高工同學一起修葺增建，後來作為賴恆顏（賴燊三子）婚房。 

 編號 13：中庭花園。有數顆貝殼化石巨岩，為某年賴和搭車經過大肚

溪看見岩石甚是喜歡，請人搬回家。賴悅顏、賴碩彥、賴恆顏皆記

得花園種滿各種花樹，蓮霧、龍柏、觀音宗竹、椰子樹等。 

 編號 14：餐廳及廚房。模型此處缺漏，應還有一間餐廳及廚房，廚房

屋頂即是拆圖編號(1)的車庫屋頂加蓋。廚房有大、小灶各一，王草

在此煮三餐，可坐兩桌，賴洝婚後因人口多分開吃。 

 編號 15：正門大榕樹，正門前空地有一株大榕樹，樹下圍一圈磚頭，

行人可坐在這休息聊天，常有小攤車在此賣炸粿、蚵仔煎等點心吃

食。賴和小說後因中正路馬路拓寬，大門前空地往後退縮，並拆除

人力車庫的屋頂。 

 編號 16：後花園，此處大片草地種滿扶桑花、玉蘭花、咖啡樹、含笑、

芒果、月桂，賴碩彥記得，暑假曾為防颱，賴家兄弟們花了一個多

禮拜鋸樹幹。賴燊愛蘭花，所以家中各處也可見蘭花。 

 

1970 年代初期，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和緩，蔣介石拒絕美國建議「一中一台」

而使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失去代表權等台灣外交挫敗，促使台灣青年覺醒，揚棄流亡漂泊的心

態，回歸所生所長的台灣現實，激發政治與文化的轉變，黨外運動崛起。1976 年《夏潮》雜

誌重刊賴和的三篇作品〈不如意的過年〉、〈前進〉、以及〈南國哀歌〉。同年，梁景峰(以

梁德民為筆名)於《夏潮》雜誌發表〈賴和是誰？〉，提出「賴和是誰？他活在什麼時代？他

作了什麼？」，這三個問題直指白色恐怖以來，台灣的人們被迫與日治時期的記憶、文學與

歷史一刀兩斷，梁景峰的提問彷如一道曙光，照入這段塵封的過往，開啟戰後台灣青年追尋



賴和，同時也追尋「何為台灣人」的旅程。 

 

李南衡在日治時期作家王詩琅的鼓勵下，苦心蒐集整理日治時期台灣文學文獻，出版《日

據下台灣新文學》、《賴和先生全集》。1973 年李南衡去新加坡做生意，在華人商店街的書

店，看到很多三十年代中國文學作家的作品，發現中國很多很多作家都有集子、評論、介紹，

刺激他思考「為什麼不知道台灣文學呢？」。他想到之前辦《兒童雜誌》找作家王詩琅的時

候，曾經說過在日治時期也是寫小說。回到台灣後，他去艋舺陋巷請教王詩琅，連續二週每

天下午聽王詩琅談日治時期台灣文學作品。從王詩琅推薦的《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

及《台北文物》開始著手，了解台灣文學、藝術、劇本的樣貌，他發現其中有幾本雜誌竟被

列為「為匪宣傳」的禁書，激發他找尋文本的意志。 

 

為了蒐集到更多台灣文學資料，在王詩琅的引介下，他到各地拜訪日治時期作家，到台

中的東海花園拜訪楊逵，請楊逵提供作品文章；在彰化的賴和家找到一篇遺稿〈祝曉鐘的發

刊〉，透過王詩琅協助聯絡，到雲林元長鄉找到蔡秋桐詢問《曉鐘》這本雜誌，蔡秋桐告訴

他二二八時被抓走關了三週，放出來後他就將藏書跟《曉鐘》等雜誌都燒掉；聯絡到鄭津梁，

寄給他一大箱日治時期雜誌《臺灣文藝》、《台灣新文學》；葉榮鐘提供全套《南音》借他

影印，過世前還抱病寫了紀念賴和先生的文章。前後花了兩、三年時間蒐集資料，他也跟王

詩琅討論如何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因為很多人不曉得去哪裡找台灣文學文獻資料，他

認為應該出版兩本小說選集、一本詩選集，還要出一本《賴和先生全集》。他告訴王詩琅，

在現有蒐集的資料裡，無論是小說、散文、新詩、舊詩、雜文，沒有人的創作力像賴和那麼

旺盛、那麼積極，創作的量跟質都是第一名。而且賴和最受人尊重，他相當謙虛，當時第一

次台灣文藝大會被推崇為主席又婉拒，他是當時最受大家尊重的人。王詩琅相當讚許支持他

的這些構想。 

 

1979 年，李南衡終於完成《賴和先生全集》的編纂工作，他寫信給國外一百間大學圖書

館，獲得約 70 間回覆願意購買收藏這套書，卻沒有任何一間台灣的大學圖書館願意買這套

書。」當時還有一段插曲，李南衡發現自己郵寄國外的書竟被堆置一旁，理由是被新聞局列

為禁書，他直奔新聞局詢問後，發現當局根本找不到公文，於是郵局才肯放行。 

 

他冒險出版《賴和先生全集》2000 本，卻遭警備總部查禁，血本無歸。某天，李南衡的

出版社被軍警包圍，要查扣《賴和先生全集》，警總指控賴和反政府；李南衡耐心解釋賴和

反的是日本政府，賴和在日本時代就去世，反日本政府不對嗎；軍警又指控賴和同情農民，

李南衡則解釋政府實施三七五減租不也是為了農民嗎？最終由軍警帶走一套書籍後安全過



關。靠著這兩題的機智回答，接著又有學者在報刊聲援，終於免去查禁的命運，《賴和先生

全集》得以問世。然而在這種氣氛下，國內沒有機構願意購買，數百部《賴和先生全集》只

能在倉庫蒙塵。 

 

因有李南衡在 1970 年代率先整理出版《賴和先生全集》，為接續的青年世代研究賴和、

乃至台灣文學奠定基礎。如 1983 年，第 80 期的《台灣文藝》推出「賴和專輯」，刊出施淑

等人所寫的三篇評論文章，這是戰後台灣文藝雜誌首次以賴和為名的專輯。1985 年，因幫楊

逵寫傳記而得知賴和、到賴和家中拜訪看到賴和手稿的青年學者林瑞明在成功大學任教，在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上發表長篇論文〈賴和與台灣新文學運動〉，這是第一篇比較嚴

謹、也比較具學術意義的賴和研究專文，意味著一個重新評價賴和之時代的到來。林瑞明在

這之後發表了多篇和賴和相關的研究，不但奠定了他做為賴和研究之先行者和奠基者的地

位，同時也為往後「台灣文學」或「台灣文學史」這個學術領域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根基。 

 

李南衡主編出版《賴和先生全集》，最後部份「賴和先生，我們永遠懷念您」共 15 篇，

除梁景峰文章外，還有賴和的長孫賴悅顏寫的文章提到賴和被逐出忠烈祠。王曉波因聽說李

南衡的全集可能被列為禁書，在《台灣時報》寫兩篇有關賴和的文章，提到《賴和先生全集》

中大部分文章都不敢提平反賴和被逐出忠烈祠一事，王曉波說「『重為賴和先生立新墓碑』

是緯言『平反』實為賴和先生平反之義」。美麗島事件前，1979 年 11 月 20 日，彰化出身的

立委黃順興向行政院提出質詢，請查明答覆賴和牌位被移出忠烈祠一事。內政部於 1980 年 2

月 12 日答覆，仍說已查明賴和屬於左派，依法不能入祀。 

 

1983 年賴和故友之子李篤恭寫一篇回憶賴和的文章，3發表於《中華雜誌》，同一期，有

王曉波發表文章談平反賴和忠烈祠牌位被移出一事。8 月 19 日，侯立朝幫忙把這兩篇文章及

其他人文章，轉陳內政部部長林洋港。接著，10 月 18 日又繼續寄李篤恭的陳情文及更多賴

和的資料給內政部。隔年 1984 年 1 月 19 日，內政部給侯立朝一紙公文，終於平反賴和被逐

除忠烈祠一事，內政部表示：「可以確定其非文協（台灣文化協會）左派或台共份子，而屬

於文協的民族派，是傾向中華民國的抗日烈士」。賴和「確曾蒙冤屬實」，要「恢復入祀忠

烈祠」。2 月 12 日在耕莘文教院，舉辦「慶賀賴和先生平反講演會」，五百多人出席，主要

有文教界人士、大學教授、作家、歷史學者、政界及家屬，受賴和影響投入台灣文學創作的

作家楊逵也在孫女楊翠陪同下出席發表演講。 

                                                
3 李篤恭，小說家兼詩人，台灣文化協會要角們常在家中聚首，從小看著台灣文化協會先賢們轟轟烈烈的活動，

也曾被賴和抱在膝上，伸手扯過賴和的鬍鬚，成為他最難忘的幼時記憶。 



 

在侯立朝、李篤恭等人的積極奔走下，賴和被「平反」，重新入祀彰化忠列祠。 1984

年 4 月 25 日，賴家後人將賴和牌位從故居中請出，賴和長子賴燊手捧賴和牌位、次子賴洝手

持賴和遺像，精誠中學、彰女兩校樂儀隊前導，一路經彰化市中正路、民生路，來到彰化忠

烈祠，沿途居民設香案、供花果，台灣省主席李登輝更致贈輓聯「忠烈遺族」。隨後於忠烈

祠展開入祀典禮，彰化縣長黃石城主祭，賴和又重新被請回忠烈祠，被國民黨認為是符合其

意識形態的「抗日志士」。當時，文學家鍾肇政以〈我們來蓋一所賴和紀念館〉一文倡議設

置紀念館，為了持續推動建館，賴和的應社詩友、小逸堂、文協文友楊老居、石錫勳、林荊

南、李崇仁、蘇振輝、杜錫圭、楊春木等聯名致贈「賴和紀念館」匾額。 

 

賴和是否會想「入祀忠烈祠」，我們不曉得，然而，國民黨政府撤除賴和牌位、民間平

反復祀，在戒嚴時期對時人是否敢於討論賴和、閱讀賴和有重大影響。人們終於能公開談論

賴和。 

 

1987 年台灣解嚴後，彰化作家李篤恭發起成立「台灣磺溪文化學會」，成員以中台灣文

化人士為主，延續賴和精神，重建本土文化。磺溪學會以賴和首篇小說〈鬥鬧熱〉，定名賴

和逝世紀念日為「鬥鬧熱日」，1991 年 2 月 3 日舉辦鬥鬧熱日暨成立大會，第一屆理事長由

賴和次子賴洝擔任，成員有鍾肇政、李篤恭、陳千武、林亨泰等笠詩社成員，及青年學者林

瑞明、呂興昌、陳萬益，賴和長孫賴悅顏代表賴和家屬參與。呂興忠擔任磺溪學會總幹事，

他提到當時討論組織名稱要叫「磺溪協會」還是「磺溪學會」，林瑞明建議不要用「協會」，

而是用「磺溪會」，因日本殖民時期彰化青年到東京留學成立「磺溪會」、對抗日本殖民，

「磺溪學會」是繼承日本時代彰化人磺溪會的反殖民精神，而非取自「彰化磺溪」封建時代

思想。1992 年與台灣筆會合辦「鬥鬧熱紀念賴和大會」、「第一屆磺溪文藝營」，增進民眾

認識賴和與台灣文學。黃明川導演到彰化拍攝《賴和》文學紀錄片，在李篤恭協助與引介下，

探訪賴和同時期作家、台灣文化協會在彰化的活動現場，用影像留下珍貴的時代紀錄。在賴

和基金會成立之前，磺溪文化學會是民眾認識賴和精神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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