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社會對話展行動推廣計畫」展覽介紹 

 

標題 子標題 說明 

一、策展論述  

「彼時」，充滿威權暗影。威權統治時期，政府在特殊歷史與政治環境下，以

整個國家的力量，阻絕異議者的聲音。隨著歷史的推進，臺灣從威權體制走

向民主國家，並開始以政府的力量，投入龐鉅的轉型正義工程。 

「未來」，必將盈滿光照。期許臺灣長成一個健全永續的民主國家，我們能勇

敢無畏地回頭，面對國家歷史上不光榮的那一頁，共同修復威權遺緒所留下

的傷痕。 

本次展覽以「彼時影，未來光」為主題，以光／影二字，呈現威權時期的黑

暗，與未來民主的希望。並以光／影的交織，比喻臺灣歷史是一個複雜的集

體記憶，而轉型正義的過程，則是一場現在與過去的對話。 

希望透過本次社會對話展，我們能一同直視歷史的暗影，重新記憶、理解失

落的歷史痕跡，找到勇氣，堅定理想，凝聚更多可能性，一起煉造未來光。 



二、展覽空間配置  

 

 

 

 

 

 

 

 

 

 

 

共分為九大主題，鋪陳介紹轉型正義與在臺灣的進展： 

1. 什麼是轉型正義 

2. 威權統治時期，我們可能是任何角色 

3. 歷史暗影：威權統治下的人權侵害 

4. 存於日常生活的陰影：在戒嚴體制成長的人們 

5. 來自國家暴力的陰影：成長過程中萌生抗議意識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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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天色漸光：臺灣轉型正義的開展 

7. 缺席導致家庭的陰影：獄外之囚以及留下來的人們 

8. 促轉會成立與重要工作 

9. 未來光：再次被理解的那天 

三、主題介紹 1.什麼是轉型正義 

國際轉型正義的定義 

「轉型正義」這個概念出現在第三波民主化（約 1980 年代末）時期，當時

拉丁美洲和東歐面臨劇烈政治變動，為了處理前政權制度性或大規模人權侵

害的遺緒，各國紛紛採取各式手段加以處理，目的是讓受害者獲得肯認，釐

清並反省加害體制與加害者責任，提升和平、和解與民主的可能性。  

 儘管不同國家因為其歷史背景與現實情境，經歷不同的轉型正義路徑，

但大致有四個核心原則：正義、補償、真相與保證不再發生。透過釐清真相、

確認責任與平反不義，避免相同的歷史錯誤再次發生；藉此過程，也讓新的

民主政府重新確認自由、人權、民主與法治等價值，彌補社會分裂，追求和

解。 

臺灣為何要進行轉型正義 

戰後臺灣經歷過長達 47 年的威權統治時期（1945-1992），國家以嚴密的體

制與所謂的「法定程序」，對人民進行大規模、體制性的人權侵害。國家留



下的傷害，並沒有隨著解嚴與民主化而消失，無論在體制、社會、家庭、個

人，乃至文化層面，仍然銘刻著威權遺緒與傷痛記憶。為了深化民主的紋理，

讓臺灣成為一個健全永續的民主國家，我們必須勇敢而無畏地面對過去，面

對國家歷史上不光彩的那一頁，才能共同修復威權遺緒所留下的傷痛。 

2.威權統治時期，我們可能是這樣的人 

「威權統治時期」聽來是個遙遠模糊，僅出現在教科書上的詞彙，卻是臺

灣 30 歲以上人們曾經的日常。 

在那戒嚴的日常裡，禁忌無所不在：集會、結社、出版、言論，只要誤觸

地雷，警察與情治人員都可能衝進你的日常生活中，奪走一切。人們的生

活不屬於自己，而是「生為國家所需要的人，為了國家而活」。 

30 多年前，那受到嚴密管控的日子終於被宣告結束，彷彿什麼都沒發生過

似的，人們自然地遠離且遺忘所謂的威權統治，活在陽光燦爛的自由國

家。 

如果經歷過戒嚴的世代都還在，為什麼沒有人能好好的說那時候的故事？ 

為什麼許多家長仍不斷對孩子叮嚀：「不要碰政治」？ 

我們真的了解那個時代嗎？ 

拉開時光的帷幕，走進歷史的舞台，讓我們回到威權統治時期，重新

看見當年人們的生活。 



3.歷史暗影：威權統治下的人權侵害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投降，意味著臺灣將從殖民體制與戰爭狀態中

解脫，歷史也會下翻一頁。然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管臺灣後，治理不

當，引發官民之間大規模衝突，官方鎮壓造成大量人民傷亡；而中華民國政

府在國共內戰失利來臺後，則藉由戒嚴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等法律的

施行，在臺灣進行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威權統治，人民的基本權利與自

由長年遭到箝制。 

4.存於日常生活的陰影：在戒嚴體制成長

的人們 

 你對社會抱有好奇，希望能與更多人討論；你與朋友議論時事、籌組

讀書會、印製刊物，不時在聚會上評論幾句，有的人可能付諸行動組織起

來，要爭取更好的生活。某天凌晨，警察找上門，把你帶離家。你在不同

的機關中流轉，遭受暴力、疲勞訊問，最後被判定罪刑，一些人被送到監

牢，一些人則永遠失去生命。 

 展件介紹： 

a. 民主進程攝影：  

本次展出的攝影作品，取自蔡瑞月舞蹈社於 2019 年出版的《自由之路，

人權光影》，該書由影像與詩編織而成，呈現漫長民主追尋路程的群眾

面貌。 

照片原檔連結 

https://www.dropbox.com/sh/1yggrtggprbwafr/AADtm6NCENB1ckH2l6fXmCgBa?dl=0


1979/1/22 橋頭事件 

攝影師 / 陳博文先生 

收藏 / 吳三連台灣史料  

 

1986/5/19 取消戒嚴五一九 

攝影師 / 宋隆泉先生 

 

1987/3/7 二二八大屠殺平反活動 

攝影師 / 宋隆泉先生 

 

1990/3/16 野百合 

攝影師 / 余岳叔先生 

 

1991/5/20 要求廢除刑法一百條 

攝影師 / 許伯鑫先生 

 



1994 原住民正名運動 

攝影/ 謝三泰先生 

 

 

5.來自國家暴力的陰影：成長過程中萌生

抗爭意識的人們 

歐陽劍華酷刑畫作： 

白色恐怖受難者歐陽劍華，於出獄後所繪的刑求畫作。 

將記憶中受難者們遭逼供刑求的情形，繪成一幅幅的畫作。 

照片原檔連結 

  

  

  

https://www.dropbox.com/sh/s7bqovtb8opdgoy/AABQRJqYFIvwjaXFwBOoefHKa?dl=0


  

 作者 / 歐陽劍華 

 

b. 財產沒收相關檔案：收錄政治受難者財產遭沒收的判決、簽呈、沒收清

冊、執行到國防部分配獎金的相關檔案。沒收清冊包含傢俱書籍、金銀

外幣、土地或房屋、公司股票等，許多財產更在後來被充作公家單位，

或被轉售給私人使用。 

照片原檔連結 

  

 

c. 不義遺址的照片： 

2020 年，攝影工作者沈昭良走進安康接待室與新店軍人監獄拍攝系列

https://www.dropbox.com/sh/4t2330zmzpg0n9t/AABY4CoPRGKB6KG-E3DkWIXqa?dl=0


作品。他以獨特的鏡頭語言，揭露國家過去如何利用空間，營造恐怖氛

圍，對人民進行身體的壓迫，以及思想的控制。 

照片原檔連結 

新店軍人監獄 

Xindian Military 

Prison  

安康接待室 

Ankang Reception 

House  

 

 

https://www.dropbox.com/sh/8iyjuea413nz6vr/AADBnJkPvpoON2ayMjPrvYlRa?dl=0


  

  

攝影/ 沈昭良先生 
 

6.天色漸光：臺灣轉型正義的開展 

其他新興民主國家多在民主化初期，即挹注一定資源，以政府力量處理轉型

正義工程，臺灣則與之不同，可說是由下而上推動—從打破長年禁忌疾呼平

反、口述歷史的收集，到推動各式法案，都可看出民間先行的足跡。直到 2018

年，促轉會成立，政府終能努力回應民間多年來的期待。 

7.缺席導致家庭的陰影：獄外之囚以及留

下來的人們 

你的爸爸自某天被警察帶走後就沒有回來了。街頭巷尾指指點點，説是因

為參與政治活動的關係。 

為了不惹是生非，只好轉學、換工作、搬家，卻不時被警察找上門騷擾。



老師對著全班指責你是「匪諜」的小孩、明明工作備受賞識，長官卻在某

天面有難色地叫你走人，你所到之處，總會有人提醒周遭，你爸爸是「匪

諜」，你對生活和未來的想像，被恐懼和不安擠壓，唯一能想著的，只有如

何在這社會生存下去。這讓人覺得沮喪，一個人被安上罪名，卻讓一整個

家庭接受懲罰。 

許多家庭曾背負黑暗沈重的歷史。民主化之後，「受害者家屬」的標籤所帶

來的霸凌與痛苦，並沒有減緩，社會對過去選擇性的遺忘與忽略，為部分

家屬帶來更深的痛苦。 

8.促轉會成立與重要工作 

其他新興民主國家多在民主化初期，即挹注一定資源，以政府力量處理轉型

正義工程，臺灣則與之不同，可說是由下而上推動──從打破長年禁忌疾呼

平反、口述歷史的收集，到推動各式法案，都可看出民間先行的足跡。 

2017 年 12 月 27 日，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由總統公布施行，2018 年 5 月 31

日，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成立，是臺灣以國家高度推動轉型正義工程的重要

開端。促轉會成立之後，接續民間長期努力所奠下的基礎，依促轉條例框架，

執行四大任務： 

 還原歷史真相 

a. 政治檔案徵集、應用與開放 



協調各機關加速辦理政治檔案解密、移轉與開放應用；清查審定政

黨、附隨組織或黨營機構持有之政治檔案，並命移歸為國家檔案，俾

完整保存政治檔案，提供各界應用。藉由檔案資料，對社會大眾推廣

轉型正義議題，建立轉型正義正確意識。 

b. 真相調查與回復歷史事實 

依據檔案及相關調查資料，進行真相調查，並勾勒加害體制面貌及其

運作；建置轉型正義資料庫，還原政治事件裁判決策流程，以助了解

加害者與參與者責任。 

c. 規劃撰寫轉型正義總結報告 

籌組撰寫團隊，完成總結報告，呈現臺灣威權統治時期歷史真相及人

權迫害的歷程，並釐清歷史責任。 

 威權象徵處理 

a. 處理威權象徵 

對黨國意識形態遺緒及其影響，進行資料蒐集、研析、檢討，彙整相

關紀念物分布現況，並就相關議題辦理或鼓勵民眾討論活動，從而提

出「威權象徵」之移除、改名或其他處置方案。 



b. 保存不義遺址 

對威權統治時期，統治者大規模侵害人權之事件發生地與相關記憶空

間，進行資料蒐集、檢整，以提出保存或重建等處置建議方案，並辦

理相關主題的推廣業務。 

c. 原住民族轉型正義事項 

蒐整威權統治時期政治案件、研究國家山地控制系統，釐清威權統治

對原住民的影響，作為推動原住民族轉型正義工作推展的基礎。 

 平復司法不法 

a. 公告撤銷司法不法之刑事有罪判決 

清查過去已依法獲得補（賠）償或回復受損權利之受難者、公告撤銷

其司法不法刑事有罪判決，並辦理前科紀錄塗銷作業。 

b. 調查其他司法不法之刑事有罪判決 

對於過去未依法獲得補（賠）償或回復受損權利之受難者，依聲請或

依職權調查是否屬應予平復司法不法之刑事有罪判決。 

c. 規劃平復司法不法之具體方案 

研究與規劃沒收財產權利回復、人事清查處置，以及刑事有罪判決經



立法撤銷後賠（補）償等平復司法不法相關方案及作法。 

 重建社會信任 

a. 政治暴力創傷療癒 

訪查政治暴力受難者與家屬之身心需求，培訓專業助人工作者，推動

本土政治暴力創傷療癒網絡建置。 

b. 推動轉型正義教育與相關文化事務 

為增進不同世代對於轉型正義之民主、人權、法治等核心價值的認

識，進行校園教育與大眾公民教育之研究、規劃及推動。 

c. 促進對話、重建信任 

致力推動多元形式之溝通平台，促使國民以開放態度理解多元歷史經

驗，提升面對歷史真相的同理與能力。 

d. 不當黨產運用規劃 

參考國際相關經驗、邀請公民團體對話，以研擬合法、合理之運用措

施。 

9.未來光：再次被理解的那天 你出生於臺灣，卻對過去的歷史感到模糊。教科書上短短幾行「二二八事

件」、「白色恐怖」，為了考試趕課，老師的說明也未必清楚。作為臺灣人，



對於臺灣歷史的光明與黑暗，你很是好奇興趣，卻也感慨為什麼以前都不

知道這件事。你想知道，怎麼樣才能知道更多故事。 

過去，學者針對威權統治與白色恐怖的研究，已累積豐富的資料，在博物

館與書店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相關書籍、檔案史料、口述訪談，甚至紀錄

片。然而，威權的一切曾經滲透人們的日常，仍有許多故事尚待挖掘，我

們走訪各地，致力喚起民眾對威權統治時期的記憶，藉由地方歷史凝聚社

區意識。 

 展件介紹 

 伍保忠照片 

1953 年，被懷疑參與叛亂組織而遭捕的南投布農族伍保忠，在羈押期

間病逝，因死亡通知沒有送達，無人認屍，家屬始終不知伍保忠的下

落。伍保忠的遺腹子伍金山，在 68 歲之齡，透過促進轉型正義委員

會實現尋父的願望，終於在六張犁的「戒嚴時期受難者紀念公園」找

到父親的墓碑，並將遺骨帶回南投故鄉安息。 

原檔圖片連結 

https://www.dropbox.com/sh/22ohzqyznl1ivl9/AAANm5EOR-bqZEwzJU6XhRHfa?dl=0


  

伍保忠之墓照片 
 

結語 

30 多年來，對於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真相的追求，從戒嚴末期的臺灣社會

縫隙裡如芽萌出，漸漸長成一個無法假裝視而不見的大樹。這棵大樹提

醒著我們：若活在威權統治下，我們就是任何一個角色，可能只是好奇

讀本書、或是為了保護親友、國家，也可能除了服從黨國什麼都沒做，

雖說如此，都還是會在某個時刻，在不經意之中，做出某種選擇，而那

些或正確或愚昧、或平庸的決定，將導致命運的變化…。 

 那麼，現在的你，如何看待過去那個可能成為某個角色的你，如何面

對自己的傷痕、悔恨、錯誤，無視、又如何處理、修復這一切？ 

而這一段你應經歷的歷程，就如同國家所要走的路。也就是轉型正義的

價值與意義。因此，我們邀請你一起思考、一起討論、一起努力，並且

加入轉型正義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