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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戰後台灣政治史的自我理解之中，流行著一種普遍的說法：國民黨國家機器 

的專制權力與基礎權力，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增強至足以消滅所有反對意見，維 

持長期穩定統治的程度。論者多以二二八事件的鎮壓以及1949年頒佈的戒嚴

令， 

標示專制權力壓過一切異議聲浪的起點；以1950 年以來國民黨滲透地方權力網 

絡的無孔不入，解釋移入政權得以紮根本地的社會基礎。本文將以1949 年至

1950 

年間，快速發展的中共地下革命組織「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為考察案例，說明此 

種自我理解的缺失。以國家╱社會關係的觀察視角為經緯，我將指出，恰恰是「光 

復」的特殊政治意涵，引發了行動者對於「官民關係」的期待視域轉換，這種下 

了稍後激進行動的種子。其次，由於國民黨仍未充分地掌握地方社會的肌理，台 

灣人民也對地下組織與國民黨之間的鬥爭，抱持著觀望、同情的態度，地下組織 

才得以在兩三年之內安然無恙。關於戰後初期國民黨國家機器與反抗運動的關

係， 

我們可以提出兩個暫時性的結論。第一，專制權力的增強，並不意味著異議活動 

的絕跡，相反的，在一定的歷史、文化條件之下，反而能夠促成激烈的行動主義。 

第二，戰後初期的台灣社會，乃是一個國家試圖建立其統治秩序的不穩定空間， 

人民面對國家可能採取敵對、協力、旁觀、順從的姿態，人民所採取的不同姿態， 

對於反抗運動的存滅，扮演了一定的關鍵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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