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時期-1                                                                                                                                朝淦老師整理 

簡介 
戰後的政治 

中華民國的誕生 二二八事件 戒嚴時期 地圖 解嚴後的臺灣 

 
 

在
歷
經
多
年
的
努
力
後
，
今
天
的
臺
灣
已
經
是
一
個
民
主
進
步
、
和
諧
安
定
的
社
會
。 

 

因
為
政
治
、
經
濟
和
文
化
等
因
素
的
差
異
，
當
時
臺
灣
居
民
與
國
民
政
府
產
生
許
多
衝
突
。 

 

直
到
西
元
一
九
四
五
年
（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結
束
，
正
式
成
為
中
華
民
國
的
一
省
。 

中
華
民
國
於
西
元
一
九
一
二
年
建
立
。
當
時
臺
灣
仍
在
日
本
統
治
之
下
，  

●
說
明
：
孫
中
山
先
生
，
見
清
末
政
府
腐
敗
，
成
立
革
命
組
織
反
清
，
經
過
多
次
的
起
義
，
終
於
推
翻
清
朝
，
建
立
中
華
民
國
。 

 
 

 

↓
這
就
是
「
臺
灣
光
復
節
」
的
由
來
。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
在
今
臺
北
市
中
山
堂
舉
行
受
降
儀
式
，
臺
灣
正
式
成
為
中
華
民
國
的
一
省
。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
一
九
四
五
年
），
日
本
終
於
失
敗
投
降
。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
西
元
一
九
三
七
年
），
日
本
侵
略
中
國
，
中
、
日
展
開
長
達
八
年
的
戰
爭
。 

 

於
隔
年
建
立
了
中
華
民
國
，
並
訂
西
元
一
九
一
二
年
為
民
國
元
年
。 

在
日
本
統
治
臺
灣
期
間
，
國
父
孫
中
山
先
生
在
中
國
領
導
革
命
，
於
西
元
一
九
一
一
年
推
翻
清
朝
， 

 

例
如
：
為
推
動
族
群
和
諧
，
許
多
縣
市
設
立
「
二
二
八
和
平
紀
念
碑
」。 

 

近
年
來
，
對
於
二
二
八
事
件
，
政
府
透
過
公
布
真
相
、
道
歉
、
賠
償
與
訂
定
紀
念
日
等
方
式
，
彌
補
社
會
裂
痕
。 

３
後
續
： 

 

↓
自
此
引
發
一
連
串
的
群
眾
示
威
抗
議
與
族
群
衝
突
的
事
件
。 

 

在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當
天
，
民
眾
舉
行
遊
行
抗
議
，
卻
遭
到
政
府
掃
射
，
死
傷
慘
重
。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
專
賣
局
專
員
與
警
察
查
緝
私
菸
時
，
打
傷
菸
販
和
擊
斃
一
名
路
人
。 

２
過
程
： 

 

↓
最
終
引
發
民
眾
許
多
不
滿
，
導
致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發
生
「
二
二
八
事
件
」，
造
成
許
多
臺
灣
社
會
菁
英
及
民
眾
死
傷
慘
重
。 

 

Ｂ
治
安
惡
化
、
生
活
困
苦
、
官
員
貪
汙
舞
弊
、
語
言
和
文
化
的
衝
擊
等 

 

Ａ
政
府
公
職
優
先
聘
用
來
自
中
國
大
陸
的
人
士
，
使
得
本
地
的
民
眾
求
職
困
難
。 

１
發
生
背
景
與
原
因
：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在
接
管
臺
灣
初
期
，
有
許
多
不
當
的
施
政
措
施
，
例
如
：  

●
說
明
：
當
時
政
府
對
於
書
籍
的
出
版
有
所
限
制
，
過
於
暴
力
、
煽
情
或
是
黨
外
雜
誌
等
，
都
會
被
禁
止
出
版
販
售
。 

 

↓
為
民
主
政
治
奠
下
基
礎
。 

４
推
行
地
方
自
治
：
為
了
讓
人
民
有
參
與
政
治
的
機
會
，
政
府
逐
步
實
施
地
方
自
治
，
舉
行
地
方
首
長
、
民
意
代
表
的
選
舉
，  

３
戒
嚴
內
容
：
限
制
人
民
言
論
、
集
會
、
組
織
社
團
等
自
由
，
甚
至
連
生
活
中
有
些
歌
曲
、
書
籍
或
電
影
都
被
禁
止
。 

２
戒
嚴
原
因
：
為
了
確
保
社
會
的
治
安
與
秩
序
，
政
府
宣
布
戒
嚴
，  

１
背
景
：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
中
華
民
國
政
府
對
中
國
共
產
黨
作
戰
失
利
，
便
將
首
都
遷
至
臺
北
。 

 

 

解
嚴
後
，
政
府
開
放
大
陸
探
親
，
允
許
除
了
現
役
軍
人
與
公
職
人
員
外
，
凡
中
國
大
陸
有
親
屬
的
民
眾
皆
可
以
申
請
探
親
。 

３
後
續
：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
舉
行
中
華
民
國
第
九
任
總
統
選
舉
，
就
是
第
一
次
實
施
「
公
民
直
選
」
總
統
的
選
舉
。 

２
解
除
戒
嚴
：
民
國
七
十
六
年
，
在
各
界
輿
論
壓
力
下
，
蔣
經
國
總
統
宣
布
解
嚴
，
開
放
黨
禁
、
報
禁
，
加
速
臺
灣
民
主
的
發
展 

１
背
景
：
人
民
的
民
主
素
養
逐
漸
成
熟  

【記憶小秘訣】 

中華民國於民國３８年戒嚴 

共戒嚴了３８年 

直到（３８＋３８＝）民國７６年解除解驗 



中華民國時期-2                                                                                                                                朝淦老師整理 

戰後的經濟 戰後的藝術與文學 

民國 40 年代 民國 50 年代 民國 60 年代 民國 70 年代到現在  

 

Ｃ
收
購
地
主
的
土
地
，
讓
耕
作
者
能
擁
有
自
己
的
土
地
，
提
高
他
們
的
生
產
意
願
，
改
善
生
活
。 

 

Ｂ
政
府
將
公
有
土
地
出
售
給
農
人
，  

 

Ａ
減
少
租
地
耕
種
的
農
人
繳
給
地
主
的
租
金
，
增
加
他
們
的
收
入
；  

２
步
驟
：  

１
時
間
：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起
，
政
府
推
動
一
連
串
的
土
地
改
革 

●
土
地
改
革 

 

政
府
提
供
完
善
的
投
資
環
境
，
吸
引
國
內
外
的
商
人
投
資
。
區
內
的
產
品
加
工
製
造
後
，
出
口
至
國
外
市
場
。 

●
名
詞
解
釋
：
加
工
出
口
區 

３
影
響
：
讓
臺
灣
逐
漸
由
農
業
社
會
轉
變
為
工
業
社
會
。 

 

 
 

 
 

（
例
如
：
鳳
梨
、
洋
菇
和
蘆
筍
是
臺
灣
出
口
「
三
罐
王
」
） 

２
內
容
：
政
府
為
了
加
速
國
內
經
濟
成
長
，
設
置
加
工
出
口
區
，
外
銷
成
衣
、
食
品
等
產
品 

１
背
景
：
土
地
改
革
促
進
農
產
品
生
產
量
增
加
，
不
僅
可
自
給
自
足
，
甚
至
可
製
成
加
工
品
出
口
到
國
外 

●
加
工
出
口
：  

  
 

十
大
建
設
中
第
一
個
完
成
的
重
要
建
設
，
具
有
支
持
航
運
、
貿
易
等
任
務
。 

３
中
國
造
船
公
司
（
今
為
臺
灣
國
際
造
船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２
臺
中
港
：
為
了
減
輕
基
隆
港
與
高
雄
港
的
負
荷
，
並
促
進
中
部
的
發
展
。 

１
北
迴
鐵
路
：
為
了
連
接
當
時
東
、
西
部
的
火
車
運
行
，
便
利
臺
灣
東
、
西
部
的
往
來
。 

 
 

並
解
決
臺
灣
各
項
基
礎
建
設
不
足
的
問
題
，
奠
定
了
臺
灣
的
經
濟
基
礎
，
例
如
： 

 

政
府
積
極
推
動
「
十
大
建
設
」，
發
展
交
通
運
輸
、
重
化
工
業
和
能
源
，
創
造
就
業
機
會
， 

●
十
大
建
設
： 

 

○
福
爾
摩
沙
衛
星
五
號
為
臺
灣
首
枚
自
主
研
發
的
衛
星
。 

○
透
過
電
腦
模
擬
產
生
的
虛
擬
世
界
，
可
以
讓
使
用
者
身
歷
其
境
觀
察
，
並
與
虛
擬
空
間
內
的
事
物
互
動
。 

○
臺
灣
早
期
做
汽
車
零
件
代
工
，
民
國
七
十
五
年
第
一
輛
自
製
國
產
車
誕
生
。 

 
 

近
年
來
，
政
府
積
極
推
動
通
訊
、
航
太
及
生
物
科
技
等
產
業
，
提
升
臺
灣
的
產
業
競
爭
力
。 

 

在
政
府
鼓
勵
下
開
始
發
展
電
子
、
資
訊
產
業
及
汽
車
零
件
等
產
業
，
促
使
臺
灣
的
經
濟
轉
型
。 

●
科
學
園
區
：（
臺
灣
第
一
座
科
學
園
區
在
新
竹
設
立
） 

○
民
國
六
○
年
代
流
行
的
校
園
民
歌
，
是
許
多
人
琅
琅
上
口
的
回
憶
。 

○
現
今
的
布
袋
戲
不
斷
求
新
求
變
，
結
合
傳
統
和
現
代
，
成
為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 

 
 

描
述
早
期
臺
灣
民
眾
艱
困
的
生
活
環
境
，
展
現
生
命
中
堅
毅
不
拔
的
韌
性
。 

○
電
影
「
兒
子
的
大
玩
偶
」
是
根
據
鄉
土
文
學
作
家
黃
春
明
的
作
品
改
編
而
成
，  

 
 

我
們
應
秉
持
著
先
人
的
精
神
，
共
同
努
力
，
讓
臺
灣
在
世
界
發
光
發
熱
。 

４
總
結
：
從
過
去
到
現
在
，
臺
灣
的
進
步
與
發
展
是
靠
著
先
人
不
斷
奮
鬥
、
日
積
月
累
而
成
。 

 

Ｂ
臺
灣
的
流
行
歌
曲
更
是
華
人
地
區
指
標
之
一
。 

 

Ａ
廣
播
劇
、
電
視
布
袋
戲
、
電
視
歌
仔
戲
、
電
影
等
，
都
曾
經
在
臺
灣
社
會
風
靡
一
時
。 

３
大
眾
文
化
： 

 

民
國
六
○
年
代
一
些
作
家
以
臺
灣
鄉
土
民
情
為
題
材
，
關
注
農
民
、
勞
工
等
小
人
物
的
遭
遇
，
掀
起
鄉
土
文
學
的
寫
作
風
氣
。 

２
文
學
：（
鄉
土
文
學
） 

 

Ｂ
西
方
文
化
：
受
到
西
方
文
化
的
影
響
，
抽
象
畫
、
現
代
舞
和
現
代
音
樂
也
開
始
萌
芽
發
展
。
例
如
：
雲
門
舞
集
。 

 
 

例
如
：
于
右
任
精
通
書
法
，
特
別
是
草
書
，
並
創
立
「
標
準
草
書
」。 

 

Ａ
中
華
文
化
：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後
，
許
多
中
國
大
陸
藝
術
家
來
臺
，
以
書
法
、
國
樂
、
國
畫
等
形
式
，
表
現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 

１
內
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