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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義麟著作目錄 （2020/12/31 更新） 
 

期刊論文  

 

1. 何義麟 (2019, Jul). 台湾史の誕生－『台湾人四百年史』の書誌学的考察. 現

代台湾研究, 49：1-16. 本人為第一作者.  

2. 何義麟 (2015, Aug). GHQ占領期における在日台湾人の出版メディアと言

説空間. 日本台湾学会報, no.17, pp110-127. MOST 103-2410-H-152-001. 本

人為第一作者.  

3. 何義麟 (2015, May). 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人華僑の苦悩――国籍問題と

そ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変容を中心にして. 大原社会問題研究所雑誌, 

No.679, pp21-34. MOST 103-2410-H-152-001. 本人為第一作者.  

4. 何義麟 (2014, Dec). 戦後在日台湾人の法的地位の変遷－永住権取得の問

題を中心として. 現代台湾研究, 45, pp 1-17. NSC 102-2410-H-152-001. 本

人為第一作者.  

5. 何義麟 (2014, Mar). 戦後台湾における検閲制度の確立――検閲関連法と

その執行機関の変遷を中心にして。. Intelligence インテリジェンス, 

Vol.14, pp.56-64. NSC 102-2410-H-152-001. 本人為第一作者.  

6. 何義麟（2020年 06月）。舊金山灣區臺灣人的社團活動與家國意識之形成。

臺灣風物，70(2),101-138。科技部：107-2410-H-152-002。本人為第一作

者。  

7. 何義麟（2017 年 12 月）。臺美人訊息圈之誕生：「臺灣之音」的效應及其

史料價值之初步考察。臺灣風物，67(4), 97-128。本人為第一作者。  

8. 何義麟（2016 年 12 月）。臺美人與台灣民主化相關研究之回顧與前瞻：以

舊金山灣區社群活動之考察為中心。臺灣史料研究，48,25-43。本研究為國

立臺北教育大學獎勵教師國外研究之成果。  

9. 何義麟（2016 年 12 月）。東亞民主化進程與二二八事件之歷史記憶：以追

悼亡靈儀式演變過程為中心。臺灣風物，66(4), 93-126。本人為第一作者。  

10. 何義麟（2015 年 12 月）。鄧雨賢的求學歷程及其歌謠創作理念。臺灣史學

雜誌，19, 3-25。本人為第一作者。  

11. 何義麟（2014 年 12 月）。在日臺灣人的二二八事件論述──兼論情治單位

監控報告之虛實。臺灣史料研究，44, 2-32。國科會：

102-2410-H-152-001。本人為第一作者。  

12. 何義麟（2014 年 06 月）。矢內原忠雄的學識與信仰之再評價――以戰後臺

灣知識分子的論述為中心。臺灣史學雜誌，16, 3-27。本人為第一作者。  

13. 何義麟（2013 年 06 月）。戰後初期臺灣的國際新聞傳播與管制：以澀谷事

件之報導為中心。文史臺灣學報，6, 75-100。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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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141-H-152-005。本人為第一作者。  

14. 何義麟（2012 年 12 月）。校史研究與教學的重要性：以北師校史之運用情

況為例。國民教育，53(2), 20-25。本人為第一作者。  

15. 何義麟（2012 年 06 月）。戰後初期臺灣留日學生的左傾言論及其動向。臺

灣史研究，19(2), 151-192。（THCI Core）。國科會：98-2410-H-152-016。

本人為第一作者。  

16. 何義麟（2012 年 04 月）。臺灣文學期刊史編纂戰後初期(1945-1949)總論。

文訊，318, 81-99。本人為第一作者。  

17. 何義麟（2011 年 12 月）。新高堂書店的創立與發展：兼論近代臺灣出版業

之殖民現代性。臺灣史料研究，第 38 號，頁 23-47。國科會：

97-2141-H-152-005。本人為第一作者。  

18. 何義麟（2010 年 12 月）。戰後在日台灣人之處境與認同：以蔡朝炘先生的

經歷為中心。台灣風物，60 卷 4 期，頁 11-44。國科會：

98-2410-H-152-016。  

19. 何義麟（2009 年 11 月）。1930 年代台灣人的國族認同：以台中「東亞共榮

協會」之發展為中心。文史台灣學報，創刊號，頁 247-267。  

20. 何義麟（2008年 12月）。戰後在台琉球人之居留與認同。國史館學術集刊，

18 期，P.129-P.164。  

21. 何義麟（2007 年 09 月）。戰後台灣國際新聞之傳播與管制－－以澀谷事件

之報導為中心(日文)。台灣史研究，32 期，P.3-P.19。國科會：

94-2411-H-152-002。  

22. 何義麟（2007 年 01 月）。祝融光顧之後──蘭記書局經營的危機與轉機。

文訊雜誌社，255 期，P.68-P.74。  

23. 何義麟（2005 年 03 月）。媒介真實與歷史想像：解讀 1950 年代台灣地方

報紙。台灣史料研究，P.2-24。國科會：92-2411-H-152-003。  

 

專書  

 

1. 何義麟. 台湾現代史──二・二八事件をめぐる歴史の再記憶 (初版) (ISBN: 

978-4-582-41110-2). 東京: 平凡社. Sep, 2014. NSC 102-2410-H-152-001.  

2. 何義麟、蔡錦堂（2019 年 06 月）。臺灣人的日本時代（ISBN：

9789862942345）（初版）。臺北：臺灣：玉山社。  

3. 何義麟、林果顯、楊秀菁、黃順星（2018年 12月）。揚聲國際的臺灣之音：

中央廣播電臺九十年史（ISBN：9789577632593 ）（初版）。臺北：臺灣：

五南出版社。  

4. 何義麟（2015 年 03 月）。戰後在日台灣人的處境與認同（ISBN：

978-957-11-8020-5）（初版）。台北：五南出版社。科技部：

103-2410-H-15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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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何義麟（2011 年 05 月）。矢內原忠雄及其帝國主義下之臺灣（ISBN：

978-986-6318-43-6）（初版三刷）。臺北：臺灣書房。  

 

專書論文  

 

1. 何義麟. 台湾における近代性と民族性の葛藤――作曲家鄧雨賢の人物像

の変容を中心として. 植民地帝国日本における知と権力. 日本京都: 思文

閣. Mar, 2019: 567-582.  

2. 何義麟. 二・二八事件の人々──国家に抗う台湾知識人. 東アジアの知識

人 5 様々な戦後 (ISBN: 9784903426846). 東京: 有志舍. Apr, 2014: pp. 

70-86. NSC 102-2410-H-152-001.  

3. 何義麟. 大亜細亜協会の活動と植民地知識人の対応：台湾における日華

親善論の変容. アジア主義は何を語るのか (ISBN: 978-4-623-06488-5). 京

都: ミネルヴァ書房. Feb, 2013: 447-475.  

4. 何義麟（2017 年 02 月）。戰後日本華僑團體整合過程之考察。軍事佔領下

的臺灣（1945-1952）（ISBN：978-986-81199-9-4）（361-393）。臺北：臺灣

教授協會。科技部：105-2410-H-152-002。  

5. 何義麟（2008 年 07 月）。近代台灣去殖民化過程中的語言問題：以嘉義蘭

記書局之考察為中心。東亞世界中日本政治社會特徵（P.307-P.334）。台

北：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國科會：

96-2411-H-152-001。  

6. 何義麟（2007 年 12 月）。1930 年代台灣知識分子之苦惱－－從東亞共榮協

會到大亞細亞協會台中支部（日文）。（P.286-P.310）。昭和 亞細亞主義

之實像－－帝國日本與台灣、「南洋」、「南支那」。  

7. 何義麟（2007 年 03 月）。戰後台灣禁用日語政策之變遷－－以印刷媒體為

中心（日文）。（p.58-83）。日本語在台灣、韓國、沖繩做了什麼？。國科

會：93-2411-H-152-003。  

8. 何義麟（2005 年 04 月）。光復初期台灣知識份子的日本觀（1945-1949）。

（P.167-207）。光復初期的台灣－－思想與文化的轉型。國科會：

93-2411-H-152-003。  

9. 何義麟（2004 年 11 月）。自治的理想與實踐──戰後初期台灣自治運動之

轉折（1945-1950）。（225-262）。二十世紀台灣民主發展－－第七屆中華

民國史專題論文集（國史館）。國科會：91-2411-H-152-009。  

10. 何義麟（2003 年 03 月）。戰爭時期台灣媒體語言使用之問題（日文）。

（235-255）。《近代台灣與日本》(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  

 

研討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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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4,「日本華僑における台湾人意識の持続とその変容」,「境界地域にお

ける国民統合過程と人々の意識－－日本とアジアを中心に」學術研討會,

日本法政大學, 2014/11/29。 

2. 2014,「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台湾人有力者の対日協力――許丙の経歴を中

心にして」, 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共同研究｢植民地帝国日本におけ

る知と権力｣,日本京都, 2014/10/04。 

3. 2014,「GHQ占領期における在日台湾人の出版メディアと言説空間」, ｢日

本台湾学会 16 回学術大会｣,日本東京大學, 2014/05/24。 

4. 2012,｢東亞冷戰與在日台灣人的動向｣, 在日済州人センター開館記念国際

学術大会｢ディアスポラと在日韓国人｣, 韓國濟州, 2012/12/08。 

5. 2012,｢〈在日台湾人〉と日華断交｣, 第六回次世代國際研究大會｢さまよえ

る地域研究：沖縄・台湾・韓国(朝鮮)にとっての沖縄返還・日華断交・

琉球独立｣,沖繩那霸, 2012/11/24-11/25。 

6. 2012,｢台灣的去殖民化──台灣人與琉球人處境之比較分析｣,第一屆世界台

灣研究大會,中央研究院, 2012/04/26-04/28 。 

7. 2011,｢戰後台灣留日學生的言論活動與進路選擇｣,台灣人海外活動國際學術

研討會,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2011/08/25-08/26。 

8. 2010,｢日本による台湾植民地経営の成功論とその伝承｣,日本植民地研究会

第 18 回全国研究大会,立教大學, 2010/07/04。 

9. 2010,｢台湾大亜細亜協会の活動と台湾人の対応｣,アジア主義の広域比較研

究第二回シンポジウム,北海道大學, 2010/01/30-01/31。 

10. 2009,｢日本統治期の台湾人の教育要求――台陽中学校設立運動を中心に｣, 

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共同研究 植民地帝国日本における支配と地域

社会」研究例會,京都, 2009/11/21-11/23 。 

11. 2008,「〈脱植民地化〉を巡る台湾と沖縄の相関性──戦後の在台湾沖縄人

の問題を出発点として｣,「東アジアの平和構築と日本」學術研討會, 琉球

大學，2008/03/16。 

12. 2008,｢二二八事件前後之自治論爭──從＜台灣勿特殊化＞談起｣,「二二八

事件與人權正義：大國霸權or小國人權」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02/23-02/24。 

13. 2007,｢戰後琉球主權歸屬問題與在台琉球人之處境｣,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九屆

討論會：戰後檔案與歷史研究,國家圖書館, 2007/11/29-11/30。 

14. 2007,｢漢文與國語之間──戰後台灣去殖民化的語言困境｣,東亞世界日本社

會的特徵國際研討會,中央研究院, 2007/03/15-03/16。 

15. 2007,｢二二八事件對台灣戰後語言政策之影響｣,二二八事件 60 週年國際學

術研討會｢人權與轉型正義｣, 2007/02/26-02/27。 

16. 2005,｢媒體的倫理與道德──台灣與日本新聞自律之歷史考察｣,當前日本文

化與台灣創新研討會,台灣大學, 2005/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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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 吳修竹著、何義麟編 (2018, Sep). 《在日台湾人の戦後史－呉修竹回想録》

（東京：彩流社，共 372 頁）. 彩流社.  

2. 何義麟 (2013, Jun). 〈書評：菅野敦志『台湾の国家と文化：「脱日本化」

・「脱中国化」・「本土化」』『台湾の言語と文字：「国語」・「方言」・

「文字改革」』〉『日本台湾学会報』 15, pp.109-116。.  

3. 何義麟 (2012, Dec).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のアジア主義（1933 年）〉，歴史

学研究会編《世界史史料 12 21 世紀の世界へ》東京：岩波書店，

pp.322-324.  

4. 何義麟 (2011, Feb). 〈トピック・コラム 台湾二・二八事件〉，編集委員

会編《岩波講座 東アジア近現代通史 第 7 巻》東京：岩波書店，

pp.208-209。.  

5. 何義麟 (2010, Mar). 〈本田親史「歴史認識とメディア表象：『NHKスペ

シャル』と『海角七号』の比較から―へのコメント〉《現代台湾研究》（第

37 号，台灣史研究會發行），pp.96-98.  

6. 何義麟 (2009, Sep). 〈「書評」宮崎聖子『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青年団と

地域の変容』（お茶の水書房、2008 年 3 月）〉《現代台湾研究》（第 36 号，

台灣史研究會發行），pp.64-67。.  

7. 何秀煌著，何義麟、曹永洋編（2020 年 12 月）。《見證時代的哲思：何秀

煌文存》（臺北：遠景出版社，共 388 頁）。  

8. 何義麟、陳世宏、楊允言編，黃介山著（2020 年 10 月）。《越洋民主呼聲：

舊金山灣區臺灣之音手稿解讀》（共三冊）（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共

1154 頁）。  

9. 何義麟（2020 年 03 月）。〈舊金山灣區臺灣之音主持人黃介山先生口述訪

談紀錄〉《臺灣風物》（第 70 卷 1 期，PP.149-172)。  

10. 何義麟（2019 年 06 月）。〈美國舊金山灣區臺灣基督教會史料簡介：以設

教暨建堂紀念特刊為中心〉《臺灣史料研究》（第 53 號，頁 51-69）。  

11. 何義麟（2017 年 11 月）。〈澀谷事件的史蹟踏查〉《臺灣學通訊》(第 102

期，pp.26-27)。  

12. 何義麟（2017 年 09 月）。〈太平洋戰爭前後在北美洲的臺灣人〉《臺灣學

通訊》(第 101 期，pp.18-19)。  

13. 何義麟（2017 年 09 月）。〈戰後在日臺灣人的國籍轉換〉《臺灣學通訊》(第

101 期，pp.20-22)。  

14. 何義麟（2017 年 06 月）。〈臺灣協志會石清正先生口述訪談紀錄〉《臺灣

風物》(第 67 卷第 2 期，pp.133-170)。  

15. 何義麟（2015 年 12 月）。〈感念三田裕次先生的奉獻與教誨〉《台灣風物》

(第 65 卷第 4 期，pp.151-160)。  



6 
 

16. 何義麟（2015 年 09 月）。〈森口雄稔先生追悼曹永和與章炎憲老師信函〉

《台灣風物》65(3)，pp.153-164。  

17. 何義麟（2015 年 03 月）。〈廣播與戰爭宣傳〉《臺灣學通訊》(第 86 期，

pp.18-19)。  

18. 何義麟（2015 年 03 月）。〈日本戰敗與玉音放送〉《臺灣學通訊》(第 86

期，pp.24-25)。  

19. 何義麟（2015 年 01 月）。〈《臺灣日日新報》到《臺灣新生報》〉《臺灣學

通訊》(第 85 期，pp.26-27)。  

20. 何義麟（2014 年 09 月）。〈外交文書中「在日臺灣人」相關史料之比對分

析〉《臺灣風物》64(3), pp.29-54。  

21. 何義麟（2014 年 06 月）。〈二二八事件與在日臺灣人口述訪談案例〉。許

雪姬主編《臺灣口述歷史的理論實務與案例》。（臺北：臺灣口述歷史學

會），pp.409-420。  

22. 何義麟、簡宏逸編著（2013 年 12 月）。《圖說臺北師範校史》（臺北：五

南出版社）。  

23. 何義麟、鄭卉芸編（2009 年 03 月）。《鄭樑生教授紀念集》(臺北，文史哲

出版社)。  

24. 何義麟（2008 年 9 月 7 日）。〈尚未解決的認同問題──評陳翠蓮《台灣人

的抵抗與認同》（遠流，2008）〉《中國時報》〈開卷版〉。 

25. 何義麟（2008 年 3 月）。〈解說〉。ステファン・コルキュフ著《台湾外省人

の現在──変容する国家とそ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東京：風響社），

pp.225-248。 

26. 若林正丈著、何義麟等譯（2007 年 3 月）。《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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