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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計劃表   Syllabus
課程名稱(中文)

Course Name in Chinese

課程名稱(英文)
Course Name in English

科目代碼
Course Code

修別
Type

先修課程
Prerequisite

學年/學期
Academic Year/Semester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學分數/時間
Credit(s)/Hour(s)

開課單位
Course-Offering

Department

系級
Department

& Year

國共關係史

History of KMT-CCP Relations

HIST37840 歷史學系

113/2

學三

3.0/3.0學程 Program

/陳進金

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國（民黨）共（產黨）兩黨在民國的舞台上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國共關係的演變更與民國史的發展息息相關。本課
程將以民國史上的國共關係做為討論的重點，主要內容包括中國國民黨改組、聯俄容共（第一次國共合作）、西山會
議與中山艦事件、清黨與分共（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破裂）、五次圍剿（紅軍長征）、西安事變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新四軍事件、雙十會談與政治協商會議和國共內戰等。透過本課程的研讀，將有助於明白民國以來國共關係發展的演
變歷程，並可進一步瞭解當前台灣與中國兩岸關係的歷史淵源。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國（民黨）共（產黨）兩黨在民國的舞台上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國共關係的演變更與民國史的發展息息相關。透過
本課程的研讀，將有助於明白民國以來國共關係發展的演變歷程，並可進一步瞭解當前台海兩岸關係的歷史淵源，進
而思考台灣未來的出路。

系專業能力

Basic Learning Outcomes

課程目標與系專業能
力相關性

Correlation between
Course Objectives

and Dept.’s
Education
Objectives

A 具備歷史學的基礎知識。（基礎力）Developing the Basic Knowledge in Historiography ●

B
具備語文與溝通的能力。（語言力）Developing the Capability of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

C
具備經典作品分析的能力。（分析力）Developing the Capability of Analyzing Classical
Works

●

D
具備問題辨識與知識探究的能力。（洞察力）Developing the Capability of Identifying
Questions and Academic Investigation

○

E
具備啟迪創作的能力。（創造力）Developing the Capability of Creative Thinking and
Academic Writing

○

F
具備科技數位化及資料搜尋的能力。（數位力）Developing the Capability of Locating and
Using Digital Database and Materials

G
具備全球視野化觀點與接軌國際的能力。（國際力）Developing the Capability of Thinking
with Global Perspectives and Integrating into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圖示說明Illustration ：● 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授 課 進 度 表 Teaching Schedule & Content

週次Week 內容 Subject/Topics 備註Remarks



1

2/19  導  論：研究國共關係史的論著與趨勢
1.蔣永敬，〈早期國共關係的研究〉，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下簡
稱「中研院近史所」）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編輯委員會編，《六十年
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78年），上冊，頁367-
400。
2.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1998年），上冊，「導
論」，頁1-38。

2

2/26  中國國民黨黨史（一）
1.呂芳上，〈革命黨人對五四新思潮的回應〉，載李雲漢主編，《中國國民
黨黨史論文選集》（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83年），第3冊，頁469-
504。
2.蔣永敬，〈中國國民黨改組的意義與歷史背景〉，載李雲漢主編，《中國
國民黨黨史論文選集》，第4冊，頁157-184。
3.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
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頁66-101。

3

3/5  中國國民黨黨史（二）
1.楊奎松，〈孫中山與共產黨〉，載《近代史研究》，2001年3期（2001年5
月），頁1-72。
2.韋慕庭（C. Martin Wilber）著，楊慎之譯，《孫中山—壯志未酬的愛國
者》（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6年），頁83-178。

4

3/12  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1.沈雲龍，《中國共產黨之來源》（臺北：民主潮社，民國47年），頁1-
42。
2.張國燾，《我的回憶》（香港：民報月刊出版社，1971年），第1冊，頁89
-148。
3.黃修榮，〈俄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的起源〉，載黃修榮主
編《蘇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係新探》（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
1995年），頁90-134。

5

3/19 「聯俄容共」抑「聯俄聯共」？
1.蔣永敬，〈國民黨的「三大政策」問題〉，載氏著，《百年老店國民黨滄
桑史》（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82年），頁235-271。
2.郭恆鈺，〈「第一次國共合作」辯〉，載氏著，《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80年），代序。
3.楊天石，〈關於孫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載氏著，《蔣
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頁497-
516。

6

3/26  容共與反共：國民黨內的紛爭
1.沈雲龍，〈林森、鄒魯、謝持與西山會議〉，載氏著，《民國史事與人物
論叢》（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70年），頁203-220。
2.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頁398-454。

7

4/2  所謂「三次大讓步」：國民黨二全大會、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
1.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頁455-524。
2.郭恆鈺，《俄共中國革命密檔，1926》（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86
年），頁73-117。
3.蔣永敬，〈三月二十日事件之研究〉，載中研院近史所編，《中華民國初
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1912-1927》（臺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73年），頁
159-181。
4.楊天石，〈中山艦事件之謎〉，載氏著，《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頁
107-129。

8 4/9  學術演講：楊維真教授

9
4/16 期中考（考試時間10:10-12:00）

10

4/23 「四一二」：清黨抑反革命？
1.楊天石，〈四一二政變前後武漢政府的對策〉，載氏著，《蔣氏秘檔與蔣
介石真相》，頁205-223。
2.沈雲龍，〈從武漢分共到廣州暴動〉，載氏著，《民國史事與人物論
叢》，頁239-264。
3.楊奎松，〈國共分合的背景、經過與原因〉，載王建朗、黃克武主編，
《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民國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年），上冊，頁322-360。



11 4/30  影片欣賞：香蕉天堂

12

5/7  從「安內攘外」到「陳（立夫）潘（漢年）」會談
1.陳立夫，《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臺北：正中書局，民國83年），
頁184-204。
2.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從九一八到七七》（臺北：國
史館，民國84年），頁179-197、509-520。

13

5/14  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
1.蔣永敬，〈論中共抗日統戰初期的「抗日反蔣」方針〉，載中國近代史學
會等編，《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頁873-
895。
2.李義彬，〈關於「逼蔣抗日」方針形成問題〉，載《近代史研究》，1989
年4期（1989年7月），頁  。

14

5/21 西安事變、新四軍事件
1.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臺北：東大圖書，民國84年），頁296-351。
2.陳志讓，〈共產主義運動（1927-1937）〉，載費正清主編，章建剛等譯，
《劍橋中華民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部，頁185-
254。
3.黃自進，〈戰前蔣介石與中共、日本之間的三角關係〉，載王建朗、黃克
武主編，《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民國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6年），上冊，頁361-393。

15

5/28  雙十會談、政治協商會議
1.汪朝光，〈戰與和的變奏—重慶談判至政協會議期間的中國時局演變〉，
載《近代史研究》，2002年1期（2002年1月），頁14-42。
2.蘇珊娜‧佩伯，〈國共衝突（1945-1949）〉，載費正清主編，章建剛等
譯，《劍橋中華民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部，頁787-
852。
3.陳進金，〈「和平協議」，可以真的和平嗎？〉，《思想坦克》， 第1-8
頁， 2019年2月，網址：https://voicettank.org/2019-02-26-ccp-kmt-
peace-talks/。

16

6/4  國共內戰、國民黨是怎麼失去中國的？
「驟變1949：關鍵年代的陳誠」紀錄片（50分鐘）
1.林桶法，〈國共內戰時期的研究概況分析（1945-1949）〉，載《史學的傳
承—蔣永敬教授八秩榮慶論文集》（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90年），
頁269-321。
2.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
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469-541。
3.蔣永敬、劉維開，《蔣介石與國共和戰，1945-1949》（山西：山西人民出
版社，2013年），頁305-342。

17 6/11  期末考 （考試時間10:10-12:00）

18 6/18  期末檢討（彈性課程）



教  學  策  略  Teaching Strategies

課堂講授 Lecture 參觀實習 Field Trip

其他Miscellaneous:

分組討論Group Discussion

教 學 創 新 自 評 Teaching Self-Evaluation

問題導向學習(PBL) 解決導向學習(SBL)團體合作學習(TBL)

創新教學(Innovative Teaching)

磨課師 Moocs翻轉教室 Flipped Classroom

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

產學合作 Industy-Academia Cooperation在地實踐Community Practice

跨域合作(Transdisciplinary Projects)

跨院系教學Inter-collegiate Teaching跨界教學Transdisciplinary Teaching

業師合授 Courses Co-taught with Industry Practitioners

其它 other:



測驗
會考

實作
觀察

口頭
發表

專題
研究

創作
展演

卷宗
評量

證照
檢定

其他

配分項目
Items

配分比例
Percentage

多元評量方式 Assessments

學期成績計算及多元評量方式 Grading & Assessments

平時成績 General
Performance

10%

期中考成績 Midterm Exam 30%

期末考成績 Final Exam 30%

作業成績 Homework and/or
Assignments

30%

其他 Miscellaneous
(__________)

評量方式補充說明
Grading & Assessments Supplemental instructions

教學要求：
  本課程講述與討論並重，每週於課前需閱讀指定之相關論文。課堂上，同學輪流做摘要報告並相互討論；學期末，
修課同學必須繳交兩篇摘要報告及一篇專題研究評估報告。摘要報告請就本學期指定閱讀論文任選兩篇，每篇字數不
得少於一千字，專題研究評估報告內容需與國共關係史相關，字數不得少於三千字（限6月4日以前繳交）。
成績考核方式：
1.平時上課暨討論情形 10％              2.期中考試  30％
3.期末考試 30％                        4.期末報告  30％

2/19  導  論：研究國共關係史的論著與趨勢
1.蔣永敬，〈早期國共關係的研究〉，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中研院近史所」）六十年來的中國近
代史研究編輯委員會編，《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78年），上冊，頁367-400。
2.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1998年），上冊，「導論」，頁1-38。
2/26  中國國民黨黨史（一）
1.呂芳上，〈革命黨人對五四新思潮的回應〉，載李雲漢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史論文選集》（臺北：近代中國出版
社，民國83年），第3冊，頁469-504。
2.蔣永敬，〈中國國民黨改組的意義與歷史背景〉，載李雲漢主編，《中國國民黨黨史論文選集》，第4冊，頁157-
184。
3.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頁66-101。
3/5  中國國民黨黨史（二）
1.楊奎松，〈孫中山與共產黨〉，載《近代史研究》，2001年3期（2001年5月），頁1-72。
2.韋慕庭（C. Martin Wilber）著，楊慎之譯，《孫中山—壯志未酬的愛國者》（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6
年），頁83-178。
3/12  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1.沈雲龍，《中國共產黨之來源》（臺北：民主潮社，民國47年），頁1-42。
2.張國燾，《我的回憶》（香港：民報月刊出版社，1971年），第1冊，頁89-148。
3.黃修榮，〈俄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的起源〉，載黃修榮主編《蘇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係新
探》（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頁90-134。
3/19 「聯俄容共」抑「聯俄聯共」？
1.蔣永敬，〈國民黨的「三大政策」問題〉，載氏著，《百年老店國民黨滄桑史》（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82
年），頁235-271。
2.郭恆鈺，〈「第一次國共合作」辯〉，載氏著，《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80年），代
序。
3.楊天石，〈關於孫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載氏著，《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北京：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2002年），頁497-516。
3/26  容共與反共：國民黨內的紛爭
1.沈雲龍，〈林森、鄒魯、謝持與西山會議〉，載氏著，《民國史事與人物論叢》（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70
年），頁203-220。
2.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頁398-454。
4/2  所謂「三次大讓步」：國民黨二全大會、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
1.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頁455-524。
2.郭恆鈺，《俄共中國革命密檔，1926》（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86年），頁73-117。
3.蔣永敬，〈三月二十日事件之研究〉，載中研院近史所編，《中華民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1912-1927》（臺

教科書與參考書目（書名、作者、書局、代理商、說明）
Textbook & Other References (Title, Author, Publisher, Agents, Remarks, etc.)



北：中研院近史所，民國73年），頁159-181。
4.楊天石，〈中山艦事件之謎〉，載氏著，《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頁107-129。
4/9  學術演講：楊維真教授
4/16 期中考（考試時間10:10-12:00）
4/23 「四一二」：清黨抑反革命？
1.楊天石，〈四一二政變前後武漢政府的對策〉，載氏著，《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頁205-223。
2.沈雲龍，〈從武漢分共到廣州暴動〉，載氏著，《民國史事與人物論叢》，頁239-264。
3.楊奎松，〈國共分合的背景、經過與原因〉，載王建朗、黃克武主編，《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民國卷》（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上冊，頁322-360。
4/30  影片欣賞：香蕉天堂
5/7  從「安內攘外」到「陳（立夫）潘（漢年）」會談
1.陳立夫，《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臺北：正中書局，民國83年），頁184-204。
2.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從九一八到七七》（臺北：國史館，民國84年），頁179-197、509-
520。
5/14  從「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
1.蔣永敬，〈論中共抗日統戰初期的「抗日反蔣」方針〉，載中國近代史學會等編，《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頁873-895。
2.李義彬，〈關於「逼蔣抗日」方針形成問題〉，載《近代史研究》，1989年4期（1989年7月），頁  。
5/21 西安事變、新四軍事件
1.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臺北：東大圖書，民國84年），頁296-351。
2.陳志讓，〈共產主義運動（1927-1937）〉，載費正清主編，章建剛等譯，《劍橋中華民國史》（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2年），第2部，頁185-254。
3.黃自進，〈戰前蔣介石與中共、日本之間的三角關係〉，載王建朗、黃克武主編，《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民國
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上冊，頁361-393。
5/28  雙十會談、政治協商會議
1.汪朝光，〈戰與和的變奏—重慶談判至政協會議期間的中國時局演變〉，載《近代史研究》，2002年1期（2002年1
月），頁14-42。
2.蘇珊娜‧佩伯，〈國共衝突（1945-1949）〉，載費正清主編，章建剛等譯，《劍橋中華民國史》（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1992年），第2部，頁787-852。
3.陳進金，〈「和平協議」，可以真的和平嗎？〉，《思想坦克》， 第1-8頁， 2019年2月，網址：
https://voicettank.org/2019-02-26-ccp-kmt-peace-talks/。
6/4  國共內戰、國民黨是怎麼失去中國的？
「驟變1949：關鍵年代的陳誠」紀錄片（50分鐘）
1.林桶法，〈國共內戰時期的研究概況分析（1945-1949）〉，載《史學的傳承—蔣永敬教授八秩榮慶論文集》（台
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90年），頁269-321。
2.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469-
541。
3.蔣永敬、劉維開，《蔣介石與國共和戰，1945-1949》（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頁305-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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