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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着近年「雷震案」官方檔案資料逐步公布，相關歷史基礎資料漸趨豐富，

有助深化1950年代台灣反對黨議題研究的學術研究成果。本文運用公私資料（含

檔案、日記、回憶錄）及既有研究成果，檢視在文化冷戰中，文化及政治的結合

如何表現在台灣反對黨議題的形成與發展，雷震、殷海光、胡永祥、左舜生等台

灣、香港自由派知識人如何透過《自由中國》、《祖國周刊》、《聯合評論》等刊物參

與討論、表述相關知識，形成跨域討論的現象。台灣地方菁英從實際經驗層面出

發，發揮將議題落實的重要作用，美國隱身在後扮演理念推手角色。本文發現，

透過跨域視角更能呈現台港自由派知識人交流、分享及營造言論思想交流空間的

重要意義。

關鍵詞：《自由中國》　反對黨議題　雷震　文化冷戰　跨域討論

有關戰後台灣反對黨議題的歷史研究，從1980年代後期張忠棟的先導性

研究開始，隨着檔案史料逐步公開，陸續出現質量兼具的研究成果1。研究

的分析角度也加入冷戰外交、美國視角，如外交史學者前田直樹注意到美國

官方在「一中一台」政策產生及維持上所扮演的媒介角色，以及美國在「雷震

案」上採取的消極態度2，為台灣政治發展研究引入美方視角。此外，透過文

化冷戰觀點，分析冷戰時期美國半官方民間機構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

對台灣、香港或東亞文化、政治活動的支持，也頗見研究成果。例如，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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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學術論文 榕、官有垣注意到亞洲基金會資助故宮博物館興建台中霧峰的文物展覽館 

以展示文物；單德興關注亞洲基金會運用美援，在台建立文藝體制及舉辦 

學院活動；黃克武探討個別知識人與美國情報機構的接觸；金若杰（Roger B. 

Jeans）闡釋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建設的外圍組織在亞洲「第三勢力」運動中

的活動網3；王梅香提出台北美國新聞處（USIS）以「隱蔽權力」方式在台灣和

香港生產文學作品，創造台港、東南亞和自由世界的反共共同體，以及中介

機構如何對在地文化生產從贊助到介入的觀點4；傅葆石結合檔案與香港相

關口述歷史，專門研究文化冷戰中亞洲基金會對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品的支

援5；容啟聰注意到1949年後居港民主社會黨（民社黨）人對台灣政情發展的

關注，企盼實現民主社會主義理念6。

前述成果都提醒研究者，探討冷戰時期台港兩地的文化、政治活動，從

議題發想到發展的過程中，納入跨域視野相當重要。所謂「跨域」，即注意到

在美國支持之下，台港自由派知識人如何使用中文書寫、閱讀及討論相同議

題，如何互動並引發台灣當局回應，美國政府如何反應等，都是不容忽視的

課題。若以反對黨議題進行跨域觀察，可補充以往討論未竟之處。因此，本

文嘗試從此一面向切入，根據公私資料（含檔案、日記、回憶錄）及既有研究

成果，就議題發想、跨域討論形成到台灣本地討論，在呈現歷史幽微之處的

同時，更形深化相關議題的研究。

一　台港反對黨議題的合流和台灣當局的回應

1940至1950年代間，中國大陸自由派知識人着重討論何為民主自由，從

而初步闡揚「反對黨派的自由」，如胡適強調陳獨秀主張的「特別重要的是反對

黨派之自由」7。但是1950年代前期，在「擁蔣反共」基礎立論的前提下，所

謂「反對黨」既未打算取得政權，也未將制衡執政黨視為目標，因而有一定的

局限性8。台港自由派人士顯然將反對黨的存在視為自由民主與否的重要檢

驗指標之一，但如薛化元指出，這種目標僅是「靜態性的描述」9。

在1949至1954年間遷台初期，蔣介石正需要獲得美國支持，確保台澎金

馬（台灣、澎湖、金門、馬祖）防衞安全，因此允許吳國楨、王世杰等自由派

人士參與政治，以營造民主改革形象。曾任政治協商會議副秘書長、行政院

張群內閣政務委員的雷震也在此背景下扮演國民黨與民社黨、青年黨之間的

協商交涉者，並於1949年11月在台灣創辦《自由中國》雜誌。在尋求與香港自

由派人士合流的目標下，1951年1至3月間，雷震曾與洪蘭友赴港和反共人士會 

面，探聽「第三勢力」活動，參與由台港自由派人士創辦的香港政論刊物《自由

人》bk。雷震復因向台灣當局轉達香港自由派人士有關台灣廢止具有一黨專政

意味的諸措施（包括軍隊建立黨部及學校教授三民主義）的建議，經蔣介石批

示：「殊違本黨之意志，而且昧於大勢，希由張〔其昀〕秘書長面加告誡。」bl

事實上，《自由中國》發行後，除得到華僑、民間友人贊助外，因倡議自

由民主、符合亞洲基金會創會宗旨，故雜誌社從1952到1959年間獲得該會贊

助，得以寄贈亞洲華僑閱讀bm，也使雷震得以建立與美方溝通的渠道。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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