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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林新舘簡介

慈林新舘訊息

慈林文教中心新舘基地在慈林紀念館（原林義
雄先生故居）前方與台9線之間。新舘總佔地
面積為1090m2，總建築面積為2541m2；為地上
五層樓之建築物。一樓為開放空間，可做各類
展覽之用；二樓及三樓前半部為可容納178人
之階梯式演奏廳。這個演奏廳的特色是以舊宅
作為舞台的背景；表演者於表演時會與戶外景
觀融合為一。二樓、三樓廊道及四樓為台灣民
主運動館，五樓與夾層為美術館。參觀動線可
以延伸至屋頂。於天氣晴朗時可以眺望遠方的
龜山島風景；並可回望座落在舊街路上的慈林
教育基金會建築群及廣闊的蘭陽平原。

新舘的外觀，是以漸變的瓦片，交錯砌疊的清
水磚，抿石的前廊與廣場、磨石的室內地板

一、 台灣民主運動館（2、3樓廊道和4樓）

延續舊館展示的內容，增加互動式的媒體，微調展示的方式，以圖文並列的方式
，呈現台灣人民百年來追求民主的悲壯過程和氣勢磅礡的歷史場景。讓參訪者能
在體會感受到：

，並在屋頂上裝置太陽能光電板325m2，所生產的電力約可提供全館20%的用電量
。設計者藉此塑造一座與週遭環境和諧並存、意象謙卑優雅的建築工藝。本館由
楊家凱建築師領導的台北餘弦建築師事務所及其團隊所規劃設計。

1.民主的追求是趨勢。

2.追求民主的過程中，一定會有困難

，甚至犧牲身家性命。

3.但只要堅持，最後一定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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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術館（5樓）

慈林成立以來，許多慈林之友陸續捐
贈了很多畫作，慈林整理後，將分批
在此展示。我們認為：「允許人民自
由的觀看藝術作品，讓人民在美的形
式――充滿高雅、奉獻和高貴――面
前沈思，喚起真誠的情感和嚴肅的思
想，緬懷歷史上的高尚行為，他們就
會在無意中變得高貴、謙卑、純潔、
文明。」（《品格的力量》，p.271）
慈林這樣想：如果所有參訪者在觀賞
、品味這些藝術品，因此觸動心靈，也拿起畫筆或雕刻刀，著手把周遭的東西美
化，或更進一步，在日常生活中創造一種溫暖的氛圍，那就是一種最高的藝術了。

三、演藝廳（2、3樓部分）

共有178個座位。可作為演講、音樂演
奏、舞蹈、戲劇表演之用。慈林希望
透過各種藝術型態的舉辦，使人獲得
愉悅，激勵與滋潤，從而身心平和。

四、裝置藝術作品：

1.「慈悲、希望、愛」（作者：陳來興老
師。1樓大廳）

這幅1600號的大型油畫，由陳來興老師創
作。畫面充滿象徵專制威權、緊張、衝突
與侵略性的三角符號和陰鬱、黯淡的色彩
及無所不在的線條所暗示的種種限制，但
同時也有許多群眾挺身而出，如同畫面中
他們所攜帶的各種方形旗幟，象徵勇氣與
追尋的精神；懷抱希望與愛的非武力行動
，以繽紛、明亮的色彩（特別是在上幅的
左上角），傳遞慈悲無極的襟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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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地之柱（作者：陳昭中先生。2樓）

大地生養萬物，承載來自諸方各色，不分高低；匯集其上，
各演其行，分居其所，如此生生不息，自然演繹。材料選自
全台各地挖掘出古文化的地方之土壤為代表。再加入不同比
例的稻桿、粗糠、或砂石。這些材質，天然生成，除了尊崇
大地外，亦象徵民主過程中，各民族人種的意見交流，尚需
參考外來的意見或特質，取其優點而轉化成民主之道上的助
緣。每一區的土壤顏色及表面處理不盡相同，成分配方也有
些許的差異，都是民主融合與接納異己的示喻。

3.文字之柱（設計：劉月華小姐。3樓）

在思潮禁錮的時代，從政者高壓統治，企圖用權力鎮壓已萌
芽的民主思潮卻忽略了「文字的力量，比槍炮還大」的事實
。柱上所列：「民眾總是比一般政客所想的更接近真理」、
「人民是主人」、「每個國家都有不平凡的人可以成就不平
凡的事」、「民主取決於人民的覺悟」四句真諦。日星鑄字
行張介冠先生協助重製鉛字排版印刷字體，讓文字更具靈活
之美。

4.慈林之柱（設計：劉月華小姐。4樓）

慈林，是因為聚集了一群有慈心的人，來發揚慈悲喜捨精神
的地方，因此，我們藉由慈林之樹的枝幹意象，象徵慈心與
愛，是支撐著台灣社會重要枝幹，唯有繼續不停地延伸、茁
壯，讓至真、至善、至美的正向意念廣布，未來的台灣民主
，方能越過舊時代的禁錮與枷鎖。木材由宜蘭人王讚邦先生

提供的台灣檜木，淡淡的幽香，沁人心脾。

5.「凝」（創作：康秀美老師。5樓）

延續舊館作品“萌＂的意象，從春泥中再生
的新芽，因凝聚眾多慈林之友用心關注，20
年後開始抽枝結葉，成木成林可期，一以寄
託希望，一以勉勵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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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林文獻1
二二八事件暨林家祖孫受難
2015年追思紀念活動獻文

回歸二二八歷史的原點
撰文：張炎憲（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員）

最近，政治人物和大眾媒體大事渲染族群融合，更高唱走出二二八悲情，走出台
灣人的悲情，似乎只要忘掉二二八，就可找到快樂和希望。這種簡單的思考模式
，真令人訝異。歷史不是你要遺忘它，它就會消失。只要是歷史事實，它隨時都
會發酵，都會產生影響。尤其是二二八事件，戰後台灣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迄
今仍扣緊台灣人心靈深處，忘掉它，就無法瞭解戰後台灣史的發展，也無法體會
台灣人的感情世界。如果不瞭解二二八，怎能走出二二八？更何況在矇昧無知之
中，從沒走入過，又何從走出？因此，政治人物以族群融合做號召，不是故作寬
容的人道姿態，博取美名，獲得選票，就是未深思歷史深層意義，誤導歷史應有
的認知。

國府接收台灣，不及一年半載，台灣人已忍無可忍，發出怒吼，要求國府改革。
緝煙事件只不過是導火線，隱藏在其中的不滿才是重要因素。追根究底二二八事
件是國府以戰勝者自居，高高在上，支配台灣，造成台灣社會的不公不義才爆發
的。事件後，台灣人與中國來台人士之間產生不信任感，才逐漸形成日後的省籍
問題。不回到歷史原點，就以現今的族群問題，歸結為當時的歷史現象，是很危
險的推斷。政治人物和媒體不假思索，就以族群融合的大帽子，來談論二二八，
實在是相當不負責任。

國民黨的特權非為，導致台灣社會紊亂、經濟崩潰，台灣人民才起來抗議，要求
改革，反抗暴政是人民的基本權利。難道忍受不公不義的政權繼續統治，才是人
民應有的美德嗎？改變世界的進步力量，常常來自於人民自動自發性的抗爭。台
灣人民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不論是採取和平談判取得改革成果，或是武力抗爭
取得改革主導權，都是當時台灣人民維護生存權，保護基本人權，應有的作為。
事件後，受難者家屬不只失去親人，更要忍受國民黨的監控，社會的歧視，常常
獨自飲泣，不敢向人訴說心中苦痛。這樣的境遇，對當事者而言情何以堪，對台
灣社會而言也構成無形傷害，時至今日，可說是傷痕累累，算也算不清。這難道
不是人權的傷害嗎？

回歸到歷史原點，回到做為一個人應有的人權的觀點，二二八事件中，統治者與
被統治的上下壓榨關係才能清楚掌握；台灣人要求改革，卻付出慘痛的代價也才
能瞭解。

因此，走入二二八，認識二二八，才能真正走出二二八，超脫被統治的命運，進
而認識到維護生存與尊嚴的重要性，並以此作為共同的歷史經驗，營造台灣成為
美麗的國度。       

文章出處：1999年「人權、228、武力犯台」座談會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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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林文獻2
228事件暨林家祖孫受難
2015年追思紀念活動致詞

編按：今年度的追思紀念活動，邀請到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周婉窈教授代表與會來賓致詞

。於此節錄部分本文。

敬愛的林義雄先生、方素敏女士，林家親友，以及在座的鄉親和年輕朋友，大家

午安！

此刻我懷著肅穆和懷思的心情站在這裡，因為今天是二二八事件68週年紀念日，

也是林家嬤孫受難35週年紀念日。1980年2月28日林家嬤孫受難，與1947年二二八

事件相距33年，而當時二二八還是禁忌，是不能講的。現在可以公開談論二二八

，但是回顧過去，我們有很長一段時間，將近四十年，都無法公開談論二二八。

我們臺灣這條路走得很久，由於過去的前輩們，以及許多致力於民主運動的人士

的努力和付出，漸漸地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成果。

我在學校教書，和年輕學生比較有接觸，我感到這幾年有些變化，年輕人開始想

要了解二二八、了解白色恐怖，他們也以自己的方式來紀念它。一些學生和年輕

人在二二八當天舉辦「共生音樂節」，今年已是第三屆。去年是臺灣很重要的一

年，未來的歷史一定會記下2014年是臺灣歷史的關鍵年分。但如果我們再往前看

，深入觀察，我們就會知道三一八運動不是突然發生的，之前已經累積非常多的

能量，才在去年的3月18日爆發出來。三一八運動的影響有一點很重要，就是年輕

人、學生願意去了解臺灣的過去，不只是二二八、白色恐怖，他們對臺灣過去的

歷史充滿興趣。我認為，有歷史感的民族，才有可能創造出未來可以感動人的文

化。我從事歷史工作，比較注意看不見的力量在哪裡。今天我們可能因為去年的

三一八運動而感到安慰，不過，我認為，這是過去所有前輩們努力的成果。在此

我要對過去數十年來，為我們的民主化、自由化，做出貢獻的前輩和社會菁英、

年輕人和文化工作者致敬。

今天也是林家嬤孫受難三十五週年紀念日。我在學生時代就認識林義雄律師，林

律師當時參加民主運動，和姚嘉文律師常一起辦理政治案件，例如郭雨新先生落

選的告訴，我也去臺中看開庭。在大學時代，我認識陳菊女士，因為她的關係，

我認識田秋堇，有一次跟著秋堇到林律師的住家，當時奐均、亭均、亮均都在客

廳。我看到亭均、亮均很可愛，就和她們講講話、抱一抱她們。後來發生這個慘

案，全臺灣的人都受到很大的打擊，因為這是不應該發生的事情，卻發生了。我

個人因為曾經抱過雙生小姊妹，有更深切的感覺，在她們的體溫彷彿還在我手臂

上時，她們卻已經離開我們了。第二年，1981年在我們臺大校園，發生陳文成博

士「被自殺」的事件，那一年的9月我離開臺灣去美國念書。我記得我在美國念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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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曾經夢過亮均和亭均，夢見後驚醒過來。這個事件對我個人有很深遠的

影響。

過去數十年，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我們在二二八、白色恐怖所犧牲的這些人

，他們犧牲的意義到底在哪？今天我在義光教會聽到的主題，是借用李敏勇先生

的詩，題目是「thiàⁿ kap ǹg-bāng」（疼和向望），愛與希望。過去二二八犧牲了

許多年輕人（包括學生）和社會菁英，以及無數不知名的平民，我們要如何讓他

們的犧牲有意義、有價值？總結來講，我們在「疼和向望」中成長。受難給我們

的疼（愛）的力量，因為受難本身就是一種「疼」。「疼」（thiàn）在臺語裡有兩

種意義，一是疼痛，一是疼惜，也就是愛的意思。我們以會「疼」的肉體和心靈

承受「痛」（疼），所以才能對他人產生「愛」（疼）。也就是在受難後，有這

個「疼」（痛），在這個「疼」之中生出「疼」（愛），並因為「疼」（愛），

我們找到「向望」，也就是希望。所以受難讓我們在「疼和向望」中成長。臺灣

過去這條路很漫長，我們走到現在，未來應該可以越來越好；但是，我們絕不能

忘記我們的前輩、無名的平民和我們所尊敬的社會菁英們的犧牲，因為他們的犧

牲、他們的血汗和努力，我們才能走到今天，讓希望有機會落實。

今天我很高興可以來到這裡。我們臺灣真的很美，我們有這麼美的山、這麼美的

水，和這麼美的樹木。我們的自然這麼美，但是我們的人文無法和美麗的自然相

匹配，這是有歷史原因的。過去我們的教育不要讓我們釘根在臺灣，不要讓我們

了解臺灣的過去。有了解才能疼惜，多數在黨國教育下成長的人，大都沒有鄉土

的觀念，他不會疼惜這個地方，因為不疼惜，當然就隨便破壞。慈林的努力讓我

很感動。臺灣有很好的文學、詩詞、音樂，有很好的文化成就，但大多數人沒有

辦法接觸到這些作品，而慈林致力於提升文化，希望讓大多數人有機會接觸到臺

灣本土很美的文化和藝術。我們臺灣當然一定要成為一個公義、公平的社會，我

們要建立一個正常的新國家，另外，在文化和精神層次上，我們也要作建設。臺

灣雕刻家黃土水，35歲就過世了，但他留給我們臺灣很豐富的藝術資產。他在「

生於臺灣」的這篇文章中說，臺灣的自然很美，他最期盼臺灣成為「藝術的福爾

摩沙」。未來我們除了在社會、國家的層次，也要在文化的層面努力，而這也是

慈林一個很重要的精神――希望提升國民的素質、文化素養。我們有那麼多那麼

好的資產，一定要加以復興。今天我們除了回顧過去、面對當前的問題，對未來

也要期盼成就一個文化的臺灣、藝術的福爾摩沙。為了臺灣的文藝復興，我們大

家一起來努力。謝謝大家！

慈林文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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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導1

會眾於追思紀念會上一同獻歌 由陳謙豪同學、吳修志同學和志工
林信雄代表獻花

傅星福同學獻文朗讀張炎憲教授的
《回歸二二八歷史的原點》

林義雄先生及家人於墓園前獻上菊花

吳修辰、吳修志同學詩文朗誦

228事件暨林家祖孫受難 
2014年追思紀念活動剪影

廖貞雅、盧苔芬同學詩文朗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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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導1

周婉窈教授代表與會來賓致詞

會眾牽手圍圈大合唱《天佑台灣》、《最後的徛家》

羅思容小姐帶來動人的歌曲

會眾欣賞「傳唱愛於和平之歌」活動表演

陳謙豪、陳柏元同學合奏薩氏管，以
及凃智展同學的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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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導2

歷屆學員從各地帶著思念及期待的心
情回到慈林，這群久未謀面的孩子們
，像與家人久別重逢，滿懷幸福

慈林每年藉由新舊年交替的時刻，把
這群真誠和善的慈林同工們齊聚一堂
，用歌聲與祥和的愛聯繫彼此

陳麗貴導演道出記錄者與被記錄者間
綿密的牽繫關係

陳麗貴導演分享紀錄片，「從暗暝e月
光：台灣現代舞蹈先驅蔡瑞月」

學員們踴躍的與導演互動分享學員們踴躍的與導演互動分享

編按：慈林每年迎春時都一併會舉行的慈林青年營、青少年營同學會，邀請大家回慈林敘舊。

2015年慈林迎春聯歡暨慈林青(少)年迎同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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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報導3

3月21日慈林講座特邀請柯一正導演分享
「從光陰聽見柯一正的台灣故事」。

各界朋友一同前來感受一場激發理想實
踐的心靈成長饗宴

聽眾向柯導演提問並與大家分享心得

會後柯導演幫粉絲們簽名

慈林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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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2015年4~8月活動預告

2015年慈林各項獎助學金開始受理申請

活動名稱 日期/時間 活動內容 

慈林新舘獻館典

禮 
5 月 10 日（日） 
10：00~14：00 

9：30 起開放入場，歡迎所有關心慈林的朋友

們一起來參加，中午備有簡單餐點。 

慈林講座 
台灣的海洋思維 

5 月 2 日（六） 
14：30~16：30 

講師：平路 / 作家，曾任《中時晚報》副刊

主編、《中國時報》主筆，著有長篇小說《行

道天涯》、《何日君再來》等作品。 

慈林講座 
聽見台灣味˙陳

明章的創作歷程 

6 月 6 日（六） 
14：30~16：30 

 

講師：陳明章 / 音樂創作者、製作人，同時也

是世界級吉他與月琴的演奏家。作品有《戀戀

風塵》電影配樂、〈伊是咱的寶貝〉、〈流浪到

淡水〉等。 

慈林講座 
從海外服務看見

世界和自己 

7 月 18 日（六） 
14：30~16：30 

 

講師：賴樹盛 / 曾任台北海外和平服務團泰國

工作隊領隊。著有《邊境漂流－我們在泰緬邊

境兩千天》。 

2015 年兒童音樂 

戲劇營 

 

7 月 7~11 日(二-六) 
9：00~17：30 

結合音樂、戲劇與表演的多元課程，讓小朋友

們快樂體驗學習藝術的樂趣與創意。簡章於 5
月公告於慈林網站，歡迎國小學童報名參加，

招收 45 名(額滿為止)。 

慈林青少年營 
(慈愷及慈垚學生) 

第一梯 
7 月 22~24 日（三-五） 

第二梯 
8 月 5~7 日（三-五） 

慈林青少年營 
(慈惠學生) 

8 月 19~21 日（三-五） 

為今年慈愷、慈垚及慈惠獎助學金的同學所舉

辦的營隊，鼓勵學子相互認識、學習，以拓展

人文視野，增進社會關懷的能力，並透過參

訪、討論的過程，培養獨立思辨的能力，並於

團體生活中，學習互助合作、彼此尊重與包容

的生活態度。免活動費用，本會另補助學生交

通費。 
簡章於 5 月公告於慈林網站，歡迎上網瀏覽。 

 

項 目 申請日期 說 明 聯絡人 

慈惠獎學金  由學校推薦熱心公益之國中學生。 薛小姐 

慈愷助學金  
非宜蘭之全國高中職學校（含五專 1~3 年級）向本會

推薦家境清寒、努力向學之學生，共 200 名，每名 1

萬元助學金。 
薛小姐 

慈垚助學金 

4月 1日至 
30 日 

宜蘭高中職學校（含五專 1~3 年級）向本會推薦家境

清寒、努力向學之學生，共 38 名，每名 1 萬元助學金。 
薛小姐 

慈河獎學金 
4 月 1 日至

5 月底 

從事台灣社會發展相關議題研究之國內外碩博士班研究

班(獎勵名額 5 名)。 
陳小姐 

各項獎學金申請辦法，請逕至網站（http://www.chilin.org.tw/）瀏覽。 

洽詢專線：03-9650515#11 薛小姐；#22 陳小姐 （請於週二至週六上班時間來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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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中學―從歡喜做中得到更多

石清芳老師從1999年自羅東高工退休後，就開始了「馬不停蹄」的志工生涯。深知
老師喜愛在大自然中行走的女兒，在老師退休後就幫他推薦擔任太平山林務的解
說志工。老師說他對於樹木、植物其實沒有很有概念，但喜歡在解說當中，將這
些林務的知識與歷史結合成故事，也讓自己可以加深印象、從中學習有關植物的
知識。

同樣的，在2000年慈林的台灣民主運動館成立後，對於台灣一向都很關懷、也深深
喜歡台灣文史的的石老師，就與師母一同到慈林當志工，當時師母擔任櫃檯志工
、石老師擔任導覽老師。老師說道，在解說當中，同時也在學習，他感覺到他自
己是不斷的進步；在藉由跟訪客說明台灣民主的歷史當中，更加的了解台灣、對
歷史的脈絡也能更加清晰，也就不會帶著太多的主觀意識跟訪客介紹台灣的過去
，才可以讓台灣人更了解自己的歷史。

而後，因為喜愛文史、自然、關懷社會的石老師也陸續加入仰山文教基金會、自
然教育中心、社區關懷等志工的行列。幾乎天天都有志工活動的他，是因為總是
喜歡將自己所愛的事物，主動的學習與了解，在透過自身的實踐與大家分享這些
資源，使自己也樂在其中。

另外，慈林若安排戶外活動時，也多是邀請他協助引領；因為他總是喜歡吸收新
知、認識許多景點，並樂於與人分享。老師解釋說：「了解自己的文化與歷史、
地理是基本的。」也許就是老師積極、正面與謙卑的個性，所以能夠在志工生活
中得到了更多別於物質的回報。

由志工石清芳老師領軍的慈林踏青隊，
為與大家一起分享、接近大自然，從2010
年成立迄今已經走踏過許多地方，享受
過無數的宜蘭甚至是台灣之美，不論是
坐落在大自然間的步道，或者是具有人
文氣息的景點等。就如踏青隊成立的宗
旨是為了分享台灣的自然與人文之美，
並期待在一同行走的過程中，人與人之
間能相互交流、並增進情感，這也是石

清芳老師帶給大家的感覺―喜歡台灣的

文史、喜歡親近大自然，並且藉由自己的興趣、樂於分享的心情來與大家欣賞台
灣之美；而石老師也藉由分享進而從中獲得更多，使得生活感覺更有意義。

慈林志工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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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事典

台灣的教育病了，病了幾十年，病得很久又很重，可是每一個人都束手無措。我
們有許多自命專業的教育專家，可是幾十年來群醫無策；我們有許多手握大印的
教育官僚，可是幾十年來眾官無能。今天唯一能夠治癒教育沉疴的希望，幸也是
不幸，竟然落在民間…

〈希望的火花來自民間〉四一O教育改造運動聲明1994.4.10

1994年4月10日，全國近210個關心台灣教育的民間團體串聯連署，並於國父紀念館
舉辦「410教育改造運動」，以諷刺劇、演講、園遊會、遊行等活動，號召近3萬人
參加，要求政府實施「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推動教育現代化、制定教育基
本法」等4大訴求。遊行過程中，還透過燒毀象徵台灣教育問題的升學主義、管理
主義、粗廉主義的棺材，期能「墳埋」長期扭曲的教育體制，從根本改造教育。

此活動結束後不久，幾個主要參與此活動的團體決定籌組「410教育改造聯盟」 (
簡稱教改聯盟)，並於同年成立，成為90年代民間推動教改運動的重要團體。成立
後，教改聯盟於各地舉辦教改座談會等活動，要求教育權下放，並倡導對各族群
文化的尊重，以符合社會潮流；同時也透過體制內合作，於台北縣(今新北市)、台
北市部分學校成立「現代教育實驗班」，以落實不體罰、不密集考試、教師擁有
專業自主權以及親師合作等理念，盼能為學生建立更多元、自主的學習空間。此
外，教改聯盟也積極進行政策性遊說，推動各項教育法案的立法與修正。1995年，
教改聯盟再發起「709教育改革列車運動」，串連全國各地教改人士，自高雄搭乘
火車北上，舉行遊行，並重申4大訴求、要求教育部提出改革時程。

隨著教改活動的開展，政府也針對教改團體的訴求有所回應。1994年，教育部召開
了第7次全國教育會議；9月即成立「行政院教育改革諮議委員會」，由李遠哲擔
任主任委員，召集31位委員參與；此會歷經2年與各地基層教師、家長討論，並於
1996年提出「教改諮議報告書」，供教育部參考。可惜的是，政府仍未能提出具體
的教改方案，而後來推行的教改政策不僅大打折扣，更受到各界質疑、批評。

1998年3月底，教改聯盟認為4大教改理念已逐漸獲得社會關注，完成階段性任務，
故宣布解散；相關教改事務則轉到人本教育基金會的「教育改革專案行動部」持
續推動。1999年，《教育基本法》則終於立法實施。

本聯盟在創立時，即強調其性質係屬於一個追求多元、異質、寬容的組織，而非追求高度

同質性與向心的剛性組織，依此落實教改的精神。

四一O教育改造全體主辦單位撰，1994.4.10，〈希望的火花來自民間〉，《自立早報》(新聞綜合版)。
四一O教育改造聯盟，1995，〈「現代教育實驗班」方案報告〉，《現代教育實驗班  方案報告》。
張志清，1995.8.10，〈散播教改種子709教改列車南北大會師〉，《教師人權》(第68期)。
陳振淦，1998.3.31，〈四一O教改聯盟將步入歷史〉，《台灣日報》。
蔡育臻，2003.1，〈教改面面觀〉，《共和國》(第29期)。
薛曉華，1995，《八O年代中期後台灣民間教育改革運動：「國家-社會」的分析》，(台北：國立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為下一代而走—410教育改造聯盟
顏世佩/慈林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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雋語選粹

只要愛是自由和自然的，它必然興隆茂盛；而如果愛是一種責任，那它只能凋謝
枯萎。

―羅素，1872-1970，英國數學家、哲學家、195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一個領導人最高的品格，毫無疑問，就是正直、誠實。沒有它，不可能真正成功。

―艾森豪，1890-1969，美國陸軍五星上將和第34任總統。

當我們深觀時，我們就會明白，快樂並不來自擁有某件事物或某個人。而是來
自良善和慈悲、來自幫助減輕痛苦。

―一行禪師，1926- ，越南人，佛教和平友誼會創立人。

幸福存在於正確地認識自己的人生目的，並且堅決地去追求它。

―Carl Hilty 希爾提，1833-1909，瑞士法學家、教育家、思想家。

台灣民主言論選

政治民主不僅僅指成年的公民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它應該包括更廣泛的
內容。照目前來說，即是起碼的人權的獲得和擴大。政治民主是反封建的
，決不能讓封建領主作狹隘的割據存在；政治民主是反專制的，決不能讓

極權式的統治作風存在。一切都以人民為主體，一切都交給人民處決。政
治民主又是反極權主義的，一個國家絕不能壓迫另一個國家。

民主政治應有發表自由，包括言論、集會、結社等自由，誰也不能利用特
殊的權利，或暴力來限制別人的發表自由。任何雜誌、報紙，不能由為政
者的好惡，下令把它停止發行，正如一個集會，不能任由一些打手把它搗
亂。發表自由是作為一個人的最起碼條件。

－郭雨新，1908-1985，政治家，台灣省議會五龍一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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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河獎學金論文摘要

日治時期台灣「民主」概念的初步考察1920-1935

指導教授：姚人多教授
學校系所：清華大學社會研究所
撰文者：林群賀（2012年慈河獎學金得獎學生）

「民主」的身影是什麼時後出現在台灣這座美麗的小島? 是1985年的台灣民主國嗎

? 還是1949年後的自由中國呢? 或者是1980那人聲鼎沸的台灣街頭呢? 我認為民主首

次出現在台灣的身影是在1920年代的日治時期；在1910年代末期一群留學日本的台

灣學生，在殖民母國的課堂上，學習到了這個詞彙，也開啟了台灣民主的旅程，

不過，他們沒有想到的是，「民主」即人民作主這個簡單的理解，在實踐上如此

的困難，當時台灣知識份子對民主的理解已經十分成熟，它並不落後於現今的理

解，但這塊寶貴的民主認識，在學術界上並沒有做詳細的討論，而撰寫這篇論文

的目的也正在於此，希望透過扎實的史料的分析，梳理出日治時期台灣民主的面

貌，並挖掘出更深刻的問題。

本篇論文主要在回答兩個問題 : (1)日治時期的台灣有沒有「民主」?  (2)這個民主呈

現出什麼特色? 研究的時間設在日治時期(1920-1935)和光復初期，本篇論文試圖論

證早在1949年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將西方民主觀念帶進台灣之前，日治時期的台灣知

識份子就已經對民主有深刻的瞭解，在1920年代的期刊報紙中，「民主」就已經被

頻繁的使用，而民主並不僅止於詞彙上和概念上的抽象理解，還給予了反抗運動

者行動上的靈感，「民主」從一個簡單的辭彙，經過轉譯後化成具體的實踐，用

來對抗殖民體制下的不平等的支配關係，在這個脈絡之下，本篇論文指出日治時

期的民主有三個顯著的特色，分別是「自治」、「敵我原則」、「台人治台」。

1920年代初期，民主即人民統治這個簡單的觀點，被自由派的知識份子轉化成「自

治」來理解，為了對抗集三權於一身的總督府，自由派提出了「台灣議會」的構

想，企圖將台灣總督府的獨裁火車拉到代議制度的軌道上來，但這個構想並沒有

成功，失敗的原因在於缺少一個團結的台灣民族做為後盾，並且運動的訴求也多

偏向保護中產階級，難以吸引農民與勞工的加入，加上議會請願運動在帝國會議

中屢遭拒絕屢屢失敗，在多重的打擊之下，自由派的訴求逐漸趨於保守，從台灣

議會的訴求退卻到地方自治的層次上，喪失了破壞既有專制體制的創造力，而侷

限在殖民者所允許的活動空間內打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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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河獎學金論文摘要

相較於右派積極闡述的自由民主，左派對民主的著墨相對較少，根據現有的史料

來判斷，日治時期的台灣左派並沒有建立出一套對於民主的論述，但從他們透過

批判自治派的發言中，可以加深我們對當時民主的理解；左派談論到民主的時後

，大致上可以意味著兩種意思，一是批判資產階級的民主，二是人民民主與民主

革命；1927年知識份子間由意識形態所帶來的左右路線對立逐漸檯面化，面對右

派的民主訴求，左派用犀利的階級觀點展開一連串的批判，對左派來說自由民主

不過是資產階級的選舉遊戲，右派的民主缺乏大眾，資產階級的民主無疑是紳士

們的運動，左派對右派能否在議會中代表多數勞工農民階層的利益保持巨大的存

疑，但左派並非一開始就拒絕和右派合作的可能，在1927年左派曾提出成立大眾

黨的構想，以農工階級為主進出代議政治，但這個想法隨著激進派的掌權而沒有

實現，在此之後，1928年的左派往激進的道路前進。

但激進的體制外運動無法吸引大眾加入，並且招來了殖民地警察的嚴厲取締，但

奇特的是1928年取得左翼領導權的台共並不將運動萎靡不振歸咎到激進的性格上

，相反的它歸因到不夠激進上，它不往中間靠攏，而訴諸最左端的保守主義，當

時的台共認為如果不能告訴大眾誰是敵人(右派)，那麼大眾便不會向左翼靠攏，於

是在1928-1931年的這段時間中，台共建立了一個奇特的敵友劃分邏輯 — 如果沒有

敵人台共便無法生存，如果台共無法生存台灣人民就不可能獲得真正的民主，在

這個原則之下，台灣的左右路線在無合作的可能。

1932年之後，日本啟動了皇民化運動和軍備動員，讓這塊本來就十分貧瘠的土地

，更無種出民主樹的可能，不過1920-1935這段時間所發展來的民主觀念並沒有被

消滅，在1945年以「台人治台」的面目出現，在光復初期的報章中，民主被瘋狂

的談論，它是台灣人迫切的渴望，同時也是解決各種亂象的良藥，但來自中國的

接收者對台籍菁英並不放心，隨著省籍問題逐漸激烈化，台灣人發現到祖國和過

去的日本殖民並無兩樣，祖國的民主並不民主，原本冀望能夠實現台人治台的台

灣人，在夢想破滅之後，終於壓抑不住這股不能實現民主的憤怒，燃起了熊熊的

怒火，在1927年2月28日中往新的統治者燒去。

回顧日治時期的這段追求民主的經驗，我們可以發現幾個和現今民主糾纏不清的

幽靈，例如民族和分裂的共同體，特別是民族問題，它深深關係著民主能否良好

的持續運作，一個強加於人的民族意識是無助於民主政治的，而後者更是一個難

解的問題，一個社會中存有的兩個對立的共同體，要如何共存，這都需要更多的

智慧來解答，但我必須澄清的是，日治時期的民主經驗雖然可以作為現今民主的

參造，但並不代表有連續性的關係，而日治時期的民主經驗和戰後台灣的民主發

展的關係，在有限的時間上，我尚無法作進一步的處理，這個假設還需要更嚴謹

的研究來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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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3月份工作紀要

日 期 摘            要  

2015/01/01（四） 
1. 日本國友人水戶喜世子等人參訪本會 

2. 苗栗鄉親參訪本會 

2015/01/03（六） 東華大學歷史系一年級學生參訪本會 

2015/01/10（六） 高雄社區大學師生參訪本會 

2015/01/16（五） 韓國學生參訪本會 

2015/01/20（二） 東吳大學城中跳馬社社員參訪本會 

2015/01/23-25（五-日） 2015 年慈林社運青年營 

2015/01/30（五） 慈林青年營＆青少年營同學會 

2015/01/31（六） 2015 年慈林迎春聯歡 

2015/02/05（四） 小英基金會政治工作坊營隊學員參訪本會 

2015/02/07（六） 西門町台獨旗隊參訪本會 

2015/02/12（四） 
1. 勃根一族高爾夫球隊參訪本會 

2. 2015 年蘭友會總會傳承營參訪本會 

2015/03/06-08（五-日） 2015 年慈林青年營 

2015/03/07（六） 清水建築工坊同仁參訪本會 

2015/03/14（五） 2015 年慈林職志工研習營（一） 

2015/03/21（六） 
慈林講座～ 

從光陰聽見柯一正的台灣故事（柯一正導演主講） 

2015/03/29（日） 慧燈中學社會科老師參訪本會 

 

工作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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