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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省記憶 人權攜手 同心前行 

「平復司法不法之第二波刑事有罪判決撤銷公告儀式 

暨 2018世界人權日紀念活動」 

國家人權博物館與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於 107年 12月 9日上午，於白

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共同舉辦「平復司法不法之第二波刑事有罪判決

撤銷公告儀式暨 2018世界人權日紀念活動」，文化部次長丁曉菁、促

轉會代理主任委員楊翠、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陳俊宏，及此波撤銷公

告當事者泰雅族受難者邱致明前輩、家屬藍芸若女士，文物捐贈者吳

義男前輩、蘇友鵬前輩的兒子蘇峰儀先生應邀出席。副總統陳建仁親

臨現場並致詞，表達國家對促進轉型正義、推動和解對話的堅定信

念。 

  

   活動在低沉的大提琴樂聲中開場，透過《永恆的白色詩篇》影片，

表達對近年不幸辭世政治受難者前輩盧兆麟、歐陽文、陳英泰、陳孟

和、陳文質、郭振純、受難者之子導演洪維健等人的最深思念。 

  

「來吧！趁著現在清醒的年代，我們要撫平心裡的傷痛，挪開通往正

義之路的石堆，好讓後代子孫邁開腳步，無所窒礙。」促轉會第二波

刑事有罪判決撤銷公告儀式，援引泰雅族調解部落衝突的儀式 Sbalay

的精神進行，由促轉會高天惠委員開場，邀請泰雅族耆老Watan Tanga

（林明福）父子以古調吟唱，為還原歷史真相而祈福，並由歐密‧偉浪

牧師擔任儀式傳譯，期勉政府與不同族群之間共同面對歷史，追求真

相，平撫心裡的傷痛，踏上正義之路。 

 

儀式最後，由副總統陳建仁代表國家剪斷鐵蒺藜，並由促轉會代理主

委楊翠帶頭展開佈滿 1505位撤銷刑事有罪判決者姓名的書卷，正式宣

告抹除烙在受難者身上的不法判決汙點。布條由兩位小朋友引導向

前，在受難者的見證下，緩緩展開，象徵歷史教訓傳承給下一代，錯

誤不再重犯。 

    

   在政治受難者及家屬所組成的合唱團、和平歌詠隊帶來蘊含歷史記

憶的《長春花》、《行家己的路》歌聲裡，副總統頒發捐贈感謝狀予

政治受難者吳義男前輩及已故蘇友鵬前輩之子蘇峰儀先生，他們分別

捐贈獄中所繪蛋殼畫及使用的小提琴予人權館典藏。而擔任這次受難

者合唱團獻唱指揮的高英傑先生，正是本波公告撤銷判決的原住民政

治受難者高一生先生的公子。 



  

「讓你們久等了！」副總統陳建仁致詞時表示，面對在場 250餘位政

治受難者及家屬們，重述今年 10月 5日撤銷第一波「平復司法不法刑

事有罪判決撤銷公告」時，蔡總統向與會者致上遲來正義的最深摯感

言。 

  

副總統陳建仁指出，今天第二波公告撤銷有罪判決名單中有 27位原住

民，「長期以來白色恐怖在原住民部落裡避談的禁忌，他們遭遇五○年

代的大逮捕，甚至槍殺，而留下來的家屬，在部落中的遭到耳語中

傷，甚至被放逐遺忘。」副總統也提及其他原住民後代為長輩的苦難

奔走，試圖恢復名譽，「我們不能讓他們的名字在部落消失。」 

  

副總統進一步指出，臺灣今年正式成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國家人

權博物館，「為傷痛過去了解真相，找到責任歸屬，促進社會和解融

合，找到國家共同的未來」。他表示，臺灣在邁向人權新里程碑的此

刻，解除包括原住民、女性政治受難者等法律待罪之身者的不公平，

在司法上恢復清白，「讓世人了解，臺灣是個行公義的國家，轉型正

義除了平反不公，也要還原歷史真相，推動人權教育，彌平傷痕，捍

衛臺灣的民主自由，成為亞洲地區的人權燈塔。」 

  

「追求真相過程中尋求和解，絕對不是只有一次性的道歉與協商，而

是不斷細膩來回邀請協商，交互溝通，才能達到反省記憶；有了反省

記憶才能重新前行，促進社會和諧。」促轉會代理主委楊翠促轉會代

理主委楊翠強調，有了反省記憶才能重新前行，促進社會和諧。 

  

楊翠並引用今日撤銷有罪判決公告儀式的 Sbalay的寓意表示，臺灣原

住民族長期被各種強權擠壓到邊緣角落，然而，暴力無法關閉所有的

聲音。就如判決撤銷公告中的這批原住民知識青年，他們在當時複

雜、詭譎的政治氛圍中，仍不願放棄對主體的堅持和追求。願以泰雅

族的和解儀式 Sbalay，傳遞轉型正義理念；先有是非，才有共識，和

解才有可能。藉著原住民受難者致詞人邱致明夫婦的經歷，楊翠指

出，受難者的概念應該延伸到家屬身上。 

  

原住民受難者後代，今天也蒞臨會場，包含高一生兒子高英傑、湯守

仁兒子湯進賢、林瑞昌兒子林昌運，林茂秀的兒子林日龍（亦即林瑞

昌孫子）等。 

 



這波刑事有罪判決撤銷公告的重點，除了原住民之外，還有五位過去

沒有得到賠償、補償或回復受損權利的司法不法案件的當事人，楊翠

表示，促轉會依據促轉條例賦予的職權，由審查小組透過調閱檔案等

方式重新調查，揭露過去警察、情治單位、軍事機關在追訴及審判過

程中，諸多不正當、不正義的國家行為，並載在決定書上。她進一步

指出，決定書已上網公布，希望藉著此開啟對民主憲政秩序多方向討

論；除此之外，決定書後也附上起訴者、審判者、呈核者、核定者的

名單，試圖釐清加害體制如何建立，也期待藉此開啟責任追究的討

論。 

 

泰雅族受難者邱致明陳述白色恐怖經歷，邱致明前輩被捕前為新竹縣

尖石鄉錦屏國校教員，五年的牢獄之災導致出獄後無法復職，改以煤

礦、建築工人等零工渡日。他的妻子高白蘭女士說，「我的爸爸，我

的叔叔，他們只是關心自己部落，關心泰雅族，關心國家未來，卻被

政府抓了起來，說他們叛亂。」 

  

另一位受難者藍明谷、藍張阿冬的女兒藍芸若女士說，政府排除萬難

成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讓政治受難前輩和家屬們對轉型正義真正

的實現重新燃起希望。「感謝蔡總統排除萬難成立促轉會，實現轉型

正義；感謝促轉會人員，在風雨飄搖之際，堅守崗位，兩個月內完成

第二波撤銷判決名單。雖然很多前輩來不及看到此刻的成果，但仍讓

家屬與倖存的受難者深受感激，感受到國家推動促進轉型正義的真誠

與用心。」 

  

文化部丁曉菁次長則表示「臺灣人權之路非常崎嶇，包括促轉會成

立、人權館正式成立，人權工作正走到關鍵一刻。」，轉型正義的推

動，除了涉及政治與法律層面，更多在社會與文化的工作，接續促轉

會撤銷刑事有罪判決撤銷公告，文化部與人權館未來還有許多工作要

做，將持續進行威權統治時期歷史記憶及人權教育相關研究，推動政

治檔案開放與近用，重建不義遺址歷史路徑，協助還原臺灣在戰後威

權統治時期人權受害的歷史真相，希望能藉人權館的展示、教育及推

廣，讓更多民眾認識臺灣在地歷史，帶動臺灣社會省思及公共對話，

守護我們共同的民主與人權價值。「人權館將不斷透過藝術文化，促

進對轉型正義的反省，也讓更多年輕人了解，我們現在所擁有表意自

由，都來自前輩們過去的犧牲，我們要一起共同捍衛並維護這樣的自

由民主生活模式。」 

  



國家人權館館長陳俊宏表示，今年「世界人權日」活動呼應人權宣言

頒布 70周年擴大舉行，除了彰顯人權的普世價值，也藉此深化人權教

育。人權館於 12月 9日推出 AR/VR體驗歷史場域，原住民的白色恐

怖陰影講座，不義遺址標誌暨紀念物設計示範及成果展示、人權繪本

兒童互動劇等多場教育推廣活動，歡迎民眾參與。在人權範疇中，與

受難者前輩們攜手，同心前行。 

國家人權博物館位於新北市新店區復興路 131號，服務網址：

www.nhrm.gov.tw，連絡電話 02-22182438。 

  

新聞聯絡人： 

國家人權博物館    張智滿 02-2218-2438 轉 332、0910-321-900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傅星福 0952-606-195 

文化部媒體公關組  楊侃儒 02-8512-6072、0910-203-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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