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七〇年代釣運文獻之編印與解讀」 

文獻展 

• 時  間：2009 年 04 月 27 日 至 2009 年 05 月

10 日 

• 地  點：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一樓大廳 

• 主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  

一九七〇年代間，風起雲湧的保釣運動吸引為數眾多的

港、臺莘莘學子與歐美的留學生投身其中，他們犧牲自己

的課業與時間，逐字刻寫鋼板、自掏腰包印製刊物；他們

上街遊行、熱烈辯論國家未來的前途。這場匯集海內外精

英的學運，聚焦於總面積不到七平方公里的釣魚台列嶼，

卻引起日本與臺海兩岸的緊張關係，也扭轉當年許多參與

者的命運。 

當年的學運方式，與現今科技時代透過網路迅速串連，也

有天壤之別。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整理近年獲贈大批釣運

文獻資料，推出「一九七〇年代釣運文獻之編印與解讀」國際論壇暨文獻展，呈現當年熱血青年走

過的歷史足跡。 

國際論壇 

• 時  間：2009 年 05 月 02 日 至 2009 年 05 月 03 日  

• 地  點：國立清華大學工程一館 107 室 

• 主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 

• 贊助單位：清華大學研發處、中華發展基金會、教育部 

• 相關網址：https://adage.lib.nthu.edu.tw/nthu/activity/diaoyun/ 

記者會 

• 時間：2009 年 4 月 28 日 上午 10：30 

• 地點：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 

清華大學的前身為「清華學堂」，是藉由美國退還庚子賠款款項所成立，以作為中國學生留學美國

前的培訓機構。因此清華創校之初，便是以「留美預備學校」著稱。清華大學於在台灣復校之後，

仍繼續秉此傳統，五十年來培育了眾多前往海外留學的優秀學生。留學生回國貢獻所學，影響台灣

政治、經濟、社會、思想等各方面甚劇。因此，清華大學圖書館將「保存海外留學生的思想文獻與

生活記錄」，視為本校校史延伸及重要歷史責任。 

https://adage.lib.nthu.edu.tw/nthu/activity/diaoyun/


1970 年代的保衛釣魚台運動，源發於美國留學生與華人社群，而後歐洲與台港學生亦群起效之，風

起雲湧，規模之大，層面之廣，有第二次五四運動之喻。然而，受到政治環境之限制，保釣運動及

其影響至今仍未獲充份的重視。三十多年來，保釣文獻散佚，相關研究仍付之闕如。國立清華大學

圖書館有鑒於此，乃於 2004 年開始致力於相關資料之收集與典藏。 

2004 年，承葉芸芸女士率先捐贈一批海外保釣刊物，並協助李黎女士、陳治利先生繼而捐贈，成為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典藏釣運文獻開端。爾後又有林孝信、金恆杰、劉容生、劉源俊等先生捐贈大

量珍貴文獻。到目前為止，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已累積豐富的關於一九七〇年代學生運動刊物，包

括新希望、歐洲雜誌、歐洲通訊及一系列海外及台港地區釣運刊物等珍貴資料。另一方面，北京清

華大學圖書館亦於 2007 年陸續獲贈釣運相關文獻文獻，兩岸清華共為這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學生運

動盡一份歷史責任。 

為了更全面與深入瞭解釣運文獻，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與人文社會研究中心規畫於 2009 年五月舉辦

「一九七〇年代保釣運動文獻之編印與解讀國際論壇暨文獻展」，擬邀集相關人士，共同討論此一

時期學生保釣運動中重要刊物的源起、對釣運的影響、對當時學生思想及生活態度的影響，乃至於

對後來臺港學運、社運的影響。期待透過不同時期、不同刊物的觀點，以盡量勾勒這段期間釣運的

多層面貌與多元意義，並深探牽動這兩岸三地與東南亞華人精英的運動對一九八〇年代以還的華人

社會文化與政治發展的影響。 

 

文獻展展出內容 

1. 自 1960 年代至今的釣運「大事記」，紀錄從中西

文化論戰、自覺運動、釣運，及釣運至今的重大

轉折事件。 
2. 挑選 24 種重要期刊，依時序排列，包括釣運前國

內青年學生追求科學、民主精神的《新希望》、

《科學月刊》等；接著有釣運期間極具影響力的

《戰報》、《釣魚台快訊》、《群報》、激烈辯論國事

而產生分裂的《安娜堡國是大會紀錄》；繼之為釣

運後出現的關懷社會的思想性刊物，如《台灣與

世界》、《民主台灣》，及影響台灣學子思想的刊物

如《夏潮》等。 
3. 釣運後旅美青年投入關懷國事，數次發動救援台灣政治犯活動的紀錄。 
4. 1971 年 4 月華盛頓保釣大遊行傳單與珍貴照片、旅美學人登報致美國總統尼克森的公開信

等。 
5.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典藏之釣運主題館藏資料。  

 

 



文獻展導覽解說 

                                      釣魚台因距離台灣近，又是暖流與來自於北極的寒流交

會地帶，形成豐富的漁場，基隆蘇澳一帶的漁民長年總

是順著潮流在附近海域捕魚，不料 1970 年的七八月

間，台灣漁民遭日本軍艦驅離，日本並宣稱釣魚屬於日

本，就此點燃釣運的導火線。 

雖然只有部分媒體報導，《徵信新聞(中國時報的前

身)》則派遣記者僱船登上釣魚台列嶼實地採訪，引起

部分留學生注意，先舉辦關於釣魚台事件的時事座談，

繼而有人發起保衛釣魚台運動，呼籲各校園成立「保衛

釣魚台行動委員會」，並舉行示威遊行。 

海外留學生受美國校園學生反戰運動啟蒙，又透過《科學月刊》聯絡網動員熱烈，各地紛紛成立

「保釣行動委員會」。當時海外參加保釣的人非常多，不分省籍或政黨，大家的想法很單純，就是

反對日本企圖佔領釣魚台列嶼，擔心經濟復甦的日本又要開始對外擴充。 

海外保釣運動於 1971 年 1 月 29、30 兩日相繼在美國東部的紐約、華盛頓特區，中西部的芝加哥，

西部的西雅圖、舊金山、洛杉磯六個城市進行首次示威遊行，這對台灣政府造成大震撼，進而引發

日後的衝突與誤會。 

因為當時臺灣還處於戒嚴時期，國內相繼發生自由中國雜誌被停刊、雷震案，連具有批判精神的非

政論刊物《文星雜誌》也被迫停刊。當時的台灣社會沒有表達異議的管道。台灣當局困惑：原來很

乖的學生到美國後怎麼突然搞示威遊行，於是開始質疑留學生的背後「是否有共匪在煽動」？ 

另外一個重大的因素是，在保釣之前的兩三年間，台灣的外交重挫，尤其是在保釣運動發生之前的

半年至一年之間，中國透過「乒乓外交」與美國逐漸建立外交關係，全世界主要國家也跟進，台灣

執政當局處於很大的壓力下，對海外留學生搞保釣運動更敏感。 

也因台灣覺得美國逐漸不可靠，轉而尋求日本支持，當時的日本首相佐藤榮作執政多年，與台灣關

係非常緊密，台灣當局對海外留學生搞保釣，抗議對象竟是「唯一可靠的盟邦」，對釣運不僅懷疑

甚至轉為敵對，導致部分參與釣運的人與執政當局敵對。 

很多有名的學者當年也都沒有缺席，比如展出的數百

位學人連署，其中包括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華人數學家

之一陳省身。數百位學者連署對台灣當時的執政當局

帶來很大的壓力，也讓更多海外留學生敢於站出來表

達關心國事，保釣運動就在多種因素因緣際會下發

生，許多熱心投入釣運的海外留學生後來都列名「黑

名單」之中，這份黑名單人數不少但卻鮮為人知。許

多人因此長期無法回台，乾脆留在海外，這是台灣社

會的損失，這些人當年擁有的理想性格與熱情，卻是



台灣社會現在最欠缺的。希望透過展出的文獻資料，呈現七○年代保釣運動的原貌，鼓勵更多留在

海外的人回國奉獻。 

新希望、聯合雜誌、歐洲雜誌、大學雜誌都是保釣運動之前的重要出版物，跟保釣運動有一定的關

係，屬蘊釀時期。科學月刊 1970 年元旦正式創刊，比保釣運動早一年，很多參加科學月刊的人後來

都變成保釣運動主要的推動者。 

對釣運影響較大的刊物是科學月刊，從 1968 年年底至 1969 年，一整年籌備過程中，聯繫了許多留

學生與學者，至少三、五百人，當時沒有 e-mail 也無傳真，為保持聯繫，所以在科學月刊創刊了後

就同時出版科學月刊工作通報，有段時期一周出一期，形成密集且有效的留學生聯絡網，且因大家

藉此聯絡網建立互信，讓保釣運動得以迅速發展。 

保釣運動除了示威遊行，更重要的是大量且多元化的手寫刊物，影響最大的是郭松棻、劉大任編的

「戰報」，只出兩期卻迅速將釣運往前推進。第二份是持續最久（1971～1977）、最早關心台灣問

題的「釣魚台快訊」，紐約出版的「群報」持續時間也較久，較關注中國議題，整體而言，這三份

刊物影響較大。另外，水牛雜誌也是比較重要的刊物之一。 

1971 年 4 月 10 日第二次大遊行在華盛頓特區舉行，數千人參與，聲勢浩大，原本訴求希望執政當局

立場堅強，卻發現政府好像不打算保釣，因而對政府失望。此外，受到的衝擊還包括：原以為會主

持正義的美國卻偏袒日本，也不再期待台灣政府保釣，重新認識美國，這是 410 示威的重要結果。 

當時正逢五四前夕而舉辦五四紀念會，很多人重讀近代

史以尋求釣魚台事件的根源。保釣人士在美國圖書館內

可以看到許多台灣看不到、不利執政當局的資料。從大

量閱讀中開始理解為什麼保釣的單純愛國卻遭打壓，並

思考要怎樣保釣的問題。 

同年七月，季辛吉密訪北京後美國總統尼克森準備翌年

訪問中國，對保釣投下另一個震撼彈，有人尋求中國支

持保釣的可能性，開始重新了解中國，出現了「新中

國」雜誌等刊物，只有「釣魚台快訊」仍堅持保釣議題並聚焦於台灣問題。 

1971 年九月，隱約對立的釣運成員在安娜堡國是大會中激烈辯論後正式分裂，即所謂保釣運動的左

右分裂，會後釣運分成三個不同路線：「左派」人士將保釣寄望於正要與美國建交的中共政權；

「右派」成立「反共愛國聯盟」，捍衛國民黨政權；部分對國民黨政權失望的保釣人士則把關注的

重心放在台灣內部，形成釣運的第三條路線。 

第三條路線積極關懷台灣民主運動及台灣的社會運動。其中較重大的活動有：拯救陳明忠事件(紐約

時報刊廣告，示威遊行)以及其他人權迫害，關注台灣鄉土文學，出版鄉土文學專刊、成立「台灣民

主運動支援會」，出版《民主台灣》。 

保釣運動的影響很廣泛而深遠。就出版文獻而言，海外後來出刊的《草地人》，台灣的《夏潮》等

等為其中比較有名的例子。以保釣為題材的小說、報導文學與紀錄片也有不少，如張系國的小說

「昨日之怒」，公共電視的《向左看，向右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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