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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依據現行「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107年 1月 17日修訂）第 3-1 條

規定，二二八事件之教育推廣、文化、歷史或人權之國際交流活動為財團法人二

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的法定任務，因此本會長期跟韓國、德國、

日本等地的重要人權機構合作，共同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工作坊與論壇。自

109 年初全球爆發新冠疫情以來，本會透過線上方式持續辦理各項活動，並且為

回應蔡英文總統所提出，臺灣轉型正義研究必須與國際接軌的訴求，開始推動二

二八與轉型正義相關研究，並將研究成果集結成書。 

隨著疫情趨緩及各國對邊境管制逐漸鬆綁，本會在內政部的全力協助與支持

下，於 112 年 4 月 10 日至 17 日期間，前往美國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

跟喬治華盛頓大學艾略特國際事務學院轄下的臺灣教育與研究中心（The Taiwa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Program, 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GWU）及全球臺灣研究中心（Global Taiwan Institute, GTI）

合作，分別辦理「二二八事件與歷史真相」（228 Incident and Historical Truth）與

「二二八事件與轉型正義」（228 Incident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等兩場二二八

海外人權論壇。 

本會透過這兩場論壇，將包括臺灣二二八事件在內的轉型正義經驗及相關嶄

新研究成果推廣至國際社會，讓國際上關心臺灣的民主夥伴，對二二八事件乃至

臺灣在民主人權的發展與研究歷程，有了更全面且深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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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與執行方式 

發生於民國 36 年的二二八事件，於事件期間業已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

惟爾後因臺灣進入長達 38 年的戒嚴統治時期，島內囿於高壓政治氛圍，對於二

二八事件的討論與探究，長年成為禁忌，故這段期間對於此一事件的紀念、平反

與研究，都是由海外獨派團體、學者專家與青年留學生所推動，使得二二八事件

成為國際社會認識與理解臺灣歷史的重要切入點。臺灣解嚴之後，二二八事件不

僅在臺灣島內成為本土研究的重點領域，亦因第三波民主化所帶動全球轉型正義

的研究風潮，成為跟韓國五一八事件、德國納粹屠殺猶太人事件等並列的國際重

大人權與公共教育議題。 

有鑑於上述，本會逐漸轉型為教育文化性質的單位，致力於推動各項國際人

權交流工作，並與韓國、德國、日本等地的重要人權機構展開合作。透過共同辦

理國際學術研討會、工作坊或論壇等方式，本會與前述人權機構建立起常態性的

交流互動機制，除了交換各自國家推動轉型正義與歷史真相調查的相關經驗，更

嘗試規劃跨國跨領域的研究課題。 

自 109 年初全球爆發新冠疫情以來，本會藉由線上方式持續辦理各項活動，

並且為回應蔡英文總統所提出，臺灣轉型正義研究必須與國際接軌的訴求，開始

推動二二八與轉型正義相關研究，並將研究成果集結成書。自 111 年下半迄今，

隨著全球疫情逐漸趨緩，全球各主要國家也逐步放寬邊境管制，本會所經營的二

二八國家紀念館除了有日益增加的國際學生、國外專家學者以及外籍參訪人士等

陸續前來參訪或研習，近半年來，本會亦密集接待了澳大利亞智庫、匈牙利智庫、

華人民主書院、美國哈佛大學名譽教授、立陶宛國會議員等國際參訪團體。本會

咸認為，上述情況表明，在現今國際局勢影響之下，國際社會日益關注臺灣，二

二八事件即是讓國際社會認識臺灣、理解臺灣的重要切入點。 

為了順應此一情勢，並主動將臺灣的二二八及轉型正義經驗與研究向國際社

會推廣，本會在內政部全力支持與協助之下，於 112 年 4 月 10 日至 17 日，前往

美國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跟喬治華盛頓大學艾略特國際事務學院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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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臺灣教育與研究中心（The Taiwa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Program, 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GWU）及全球臺

灣研究中心（Global Taiwan Institute, GTI）合作，分別辦理「二二八事件與歷史

真相」（228 Incident and Historical Truth）與「二二八事件與轉型正義」（228 Incident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等兩場二二八海外人權論壇。 

本會規劃於美國辦理二二八海外人權論壇，乃是因美國擁有研究二二八事件

的深厚學術傳統，例如 George Kerr 所著之知名論著 Formosa Betrayed（《被出賣

的臺灣》），以及 Roman H Myers 等人所著之 A Tragic Beginning: The Taiwan 

Uprising of February 28, 1947（《悲劇性的開端：臺灣二二八事變》）等，後者更

被視為首本英文二二八事件研究專書。 

另一方面，美國華盛頓特區是最具全球政治影響力的城市，本次的兩場論壇

選擇在此舉辦，亦有借助其城市影響力以協助本會推廣之考量。 

本會於華盛頓特區當地時間 4 月 13 日下午 2 時舉辦的第 1 場論壇，定名為

「二二八事件與轉型正義」，合辦單位為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全球臺灣研究中心」，

該單位創設於 2016（民國 105）年，為臺灣本土意識濃厚的旅美企業家號召各界

人士所創辦的非營利機構，設址於美國重要政府部門環繞的杜邦圓環，李登輝前

總統為最高顧問，張富美教授、民視董事長郭倍宏皆為原始共同創辦人之一，現

在的顧問與董事會成員多為享譽國際的學者與美國政經學界人士，該會宗旨在於

提升臺灣國際地位、確保臺灣民主與安全，經常辦理相關學術活動、論壇等。本

場論壇邀請對象以華盛頓特區與北美的政要、外交人員、非營利機構、僑界、人

權相關團體（包含博物館、檔案館）以及其他關心民主人權議題的各界人士為主。 

本會於華盛頓特區當地時間 4 月 14 日下午 2 時舉辦的第 2 場論壇，定名為

「二二八事件與歷史真相」，是與同樣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喬治華盛頓大學艾略特

國際事務學院（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GWU）下轄之「臺灣教育與研究中心」（The Taiwa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Program）合辦。艾略特國際事務學院為美國乃至世界最頂尖的國際關

係學院之一，同時亦長期為美國政府提供外交和防務政策的智庫機構之一，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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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美國和世界各國培養專業外交和研究人才；其下轄之「臺灣教育與研究中心」

自 2004（民國 103）年創設以來，致力於推動臺灣研究、開設相關課程、典藏臺

灣民主化歷程相關檔案文獻（包括最具規模的黨外期刊資料庫）。由於本場論壇

開設於該校校內，故邀請對象以該校與北美大專院校的師生為主。 

    為了辦理本次論壇，本會在許文堂董事率領之下，選派陳家豪副研究員，並

由邱子佳專員全程陪同，協助各項行政庶務工作。透過本次論壇，臺灣二二八事

件在內的轉型正義經驗及相關嶄新研究成果得以推廣至全球，藉以讓國際上關心

臺灣的民主夥伴，能夠對二二八事件乃至臺灣在民主人權的發展與研究歷程，有

更全面且深入的認識。 

二、辦理過程與成果 

（一）行程表 

赴美國辦理「二二八海外人權論壇暨參訪相關人權單位」行程表（共計 8日） 

年/月/日 行程 工作內容 停留天數 

112/4/10(一) 
臺灣桃園-經美國西岸轉

機-美國華盛頓特區 
啟程 1 

112/4/11(二) 美國華盛頓特區 

◎至「全球臺灣研究中心」

(Global Taiwan Institute,GTI)

前置拜會&場布。 

1 

112/4/12(三) 美國華盛頓特區 

◎至喬治華盛頓大學艾略特

國際事務學院 (Ellio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airs,ESIA)

前置拜會及場布 

◎至 China Change：進行民主

人權議題之參訪交流 

1 

112/4/13(四) 美國華盛頓特區 

◎於 GTI 舉辦「二二八事件

與轉型正義」（228 Incident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1 

112/4/14(五) 美國華盛頓特區 

◎於 ESIA舉辦「二二八事件

與歷史真相」（228 Incident 

and Historical Trut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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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15(六)— 

4/17(一) 

美國華盛頓特區-經美國

西岸轉機-臺灣桃園 
◎返程 3 

（二）二二八海外人權論壇 

1. 第一場：「二二八事件與轉型正義」（228 Incident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本會赴美首場論壇於 112 年 4 月 13 日下午 2 時至 3 時 40 分舉行，論壇定名

「二二八事件與轉型正義」（228 Incident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合作對象為全

球臺灣研究中心（Global Taiwan Institute, GTI），並假 GTI 華盛頓特區總部舉行。 

 

「二二八事件與轉型正義」論壇活動海報 

本次活動主視覺為黃榮燦先生的知名版畫作品〈恐怖的檢查〉，本會在取得日本神奈川縣立

近代美術館的授權之後，廣泛運用於常態展以及本會出版的英文專書，如此方能強化本會以

及二二八事件在海外的辨識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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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與轉型正義」論壇活動議程 

 

 

本次論壇在 GTI 的大力襄助之下，實體與線上的活動形式兼具，因此不僅

有親自抵達現場的三十餘名貴賓（達到場地容量上限），亦有三十餘位的線上參

與者，另外當地熱衷於推動華人社會自由民主人權的「改變中國」（China Change）、

「對話中國（Dialogue China）」等團體以及長期促進國際關注臺灣議題的福爾摩

沙人公共事務會（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FAPA）均派員來參加，

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亦有派員到場。 



6 
 

 

「全球臺灣研究中心」(Global Taiwan Institute, GTI)官網宣傳、線上連結與報

名資訊 

 

本次論壇原定由 GTI 執行長 Jennifer Hu 進行開幕致詞，惟執行長臨時因公

無法到場，故由本會董事長薛化元教授之預錄影片開場，該影片說明本會在近年

於推動轉型正義的成效以及本次論壇宗旨。 

 

Marshall Reid 專案經理介紹發表人以及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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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著 GTI 的 Marshall Reid 專案經理擔任主持人，由本會陳家豪副研究員

與許文堂董事各自發表一場專題演講。陳家豪副研究員的演講聚焦於二二八事件

如何跟歐美學界主流的轉型正義理論對話，陳家豪副研究員強調：有鑑於臺灣政

府部門不論是在辦理二二八事件或者白色恐怖的平反工作，均是將重心放在金錢

賠償（過去稱為「補償」），這也是為何本會在轉型為教育與文化的機構之後，

戮力推動真相調查、名譽回復、責任歸屬及社會和諧等其他重要面向，同時提及

本會於蔡英文總統於 105 年當選之後，透過轉型正義研究報告的出版及翻譯工作，

呼應蔡總統對於臺灣轉型正義工作應與國際接軌之政策理念。 

 

 

本會陳家豪副研究員發表專題演講 

 

許文堂董事的演講聚焦於二二八事件前後的臺灣國際地位，強調國民政府接

收臺灣為代表盟軍的軍事佔領性質，不代表接收臺灣主權，臺灣主權的移轉有待

盟軍各國跟日本簽訂和平條約，始具有國際法效力。有鑑於日本在和平條約只提

及放棄對於臺灣的主權，並未明言要轉移給誰，這就衍生了臺灣主權未定論的議

題。許文堂董事藉此向海外人士分享臺灣主權未定論跟臺灣獨立運動及臺灣主體

意識崛起的內在邏輯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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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許文堂董事發表專題演講 

 

針對許文堂董事及陳家豪副研究員的專題演講，GTI 安排相當熟稔臺灣議題

的義裔美籍 Michael Fonte 牧師擔任與談人，從其自身旅居臺灣的經驗出發，談

及臺灣人以及受難者及其家屬的二二八歷史記憶與創傷（例如其個人跟林宗義博

士的交流經驗），如何在白色恐怖時期全面被壓抑，因此成為臺灣社會難以抹滅

創傷，此一創傷如何投射在臺灣人的認同（李登輝所謂悲哀的臺灣人）。Marshall 

Reid 專案經理亦在 Michael Fonte 牧師的與談之後，拋出了二二八歷史記憶跟臺

灣年輕世代的認同之間，存在著如何的內在關聯性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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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Fonte 牧師擔任與談人 

 

最後的提問時間，現場民眾提問踴躍，大多數問題圍繞臺灣社會不同世代或

不同族群如何記憶跟理解二二八的歷史意義（或者否定其歷史意義）、如何處理

中正紀念堂在內的轉型正義議題（追究加害者）及二二八事件在臺灣教育體系如

何被展演（教學）等。 

許文堂回應道，臺灣近年國家認同民調顯示，年輕世代自認為是「臺灣人」

比例快速成長，這相當程度是受到本土研究及本土歷史教育的影響，也是所謂「天

然獨」世代誕生的重要時空背景。陳家豪副研究員則提醒所有與會者，臺灣社會

以及整體教育體系對於二二八事件在內的臺灣近代史，存在著知識學習上的世代

落差，四十歲以上的世代固然實際生活在威權統治體系之內，惟對於相關歷史素

養普遍淡薄（沒有機會在求學階段有所學習）；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世代，特別是

那些所謂天然獨世代，儘管有機會在求學階段開始大量接觸本土歷史文化，惟對

於威權統治體系沒有太多概念。因此對於本會、政府部門及教育體系乃至整個本

土學術界而言，當務之急在於藉由社會教育在內的多元手段，消弭前述世代落差，

並且將二二八事件定位為國際重大人權議題，如此不僅有助於國際社會理解臺灣

及重視臺灣，也是激發本地社會願意學習與理解二二八事件的一大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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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現場有美國當地居民表示，他已經到臺灣旅遊多次，對於二二八事件

卻一無所知感到羞愧，對於美國政府在臺灣威權時期未能切實敦促國民黨政府落

實人權保障，亦感到很遺憾。 

 

 
與會人士提問時間 

 

 

與會人士提問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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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許文堂董事與 GTI 同仁合影留念 

 

 

本會許文堂董事與駐美代表處、Marshall Reid 專案經理、Michael Fonte 牧師以

及 FAPA 代表合影留念 

 

2. 第二場：「二二八事件與歷史真相」（228 Incident and Historical 

Truth） 

本會赴美第 2 場論壇於 112 年 4 月 14 日下午 2 時至 3 時 15 分舉行，論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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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二二八事件與歷史真相」（228 Incident and Historical Truth），合作對象為喬

治華盛頓大學艾略特國際事務學院轄下的臺灣教育與研究中心（The Taiwa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Program, 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GWU），並假該學院的會議廳舉行。 

 

 

「二二八事件與歷史真相」論壇活動海報 

本次活動主視覺為黃榮燦先生的知名版畫作品〈恐怖的檢查〉，本會在取得日本神奈川縣立

近代美術館的授權之後，廣泛運用於常態展以及本會出版的英文專書，如此方能強化本會以

及二二八事件在海外的辨識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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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與歷史真相」論壇活動議程 

 

本次論壇採實體舉行，在臺灣教育與研究中心的大力宣傳下，不僅該校師生

積極參與，舉其要者有該中心主任 Liana Chen 教授、東亞國家資源中心專案經

理 Richard J. Haddock，亦有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及喬治梅森大

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在內的鄰近大專院校師生專程前來，合計達五十

餘位（達到場地容量上限），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亦有派員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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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華盛頓大學艾略特國際事務學院臺灣研究中心的官網宣傳與報名連結 

 

本次論壇由該院 Gregg A. Brazinsky 院長親自致開幕詞，以示對於本次論壇

以及本會的尊重。Brazinsky 院長特別強調，二二八事件是該院東亞歷史以及臺

灣歷史文化相關課程，對於該院師生而言，一定會規劃安排專題研討的議題。因

此本會董事長薛化元教授亦以預錄方式說明本次論壇以及本會甫出版之二二八

英文專書，是本會於近年運用新出土檔案挖掘更多二二八事件真相，乃至於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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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難者的成果，用以呼應本次論壇宗旨。 

 

Gregg A. Brazinsky 院長致開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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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本會薛化元董事長的預錄開幕詞 

 

緊接著該院的 Daqing Yang 教授擔任主持人以及與談人，由本會陳家豪副研

究員與許文堂董事各自發表一場專題演講。 

 

Daqing Yang 教授介紹演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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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豪副研究員的演講梳理了英文世界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成果，藉以強調美

國學界的主要貢獻，在於奠定日後二二八平反以及相關研究的基礎，並揭示本會

甫出版之二二八英文專書，如何在此基礎之上扮演承先啟後的功用。陳家豪副研

究員強調：隨著二二八平反重心於 1980（民國 70）年代從海外轉移回臺灣之後，

臺灣本土學界投入相當多心力於相關研究工作，本會更是扮演起重要的推動者角

色。可惜的是，這些臺灣的本土研究成果較無法為國際學界所知悉，使得不同語

言版本的二二八研究成果在書寫與論述方面，呈現出頗大落差。如何將臺灣本土

的優秀研究成果引進給國際學術社群，應該是本會未來重點工作方向。 

 

本會陳家豪副研究員發表專題演講 

 

許文堂董事的演講延續前一次論壇的主題，從國際法角度探討國民政府接收

臺灣的性質，並且援引歐美新聞媒體與駐臺機構如何報導與紀錄二二八事件，再

依據自身過去研究成果解釋，為何日本在和平條約不願意明言臺灣主權要轉移給

誰，這是因為二二八事件的爆發讓盟軍對於國民黨的治理能力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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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許文堂董事發表專題演講 

 

對於以上兩場演講，熟稔東亞近代史、及對於歷史和解議題有深入研究的楊

大慶教授，分別拋出了兩個發人省思的提問。首先，楊大慶教授問到：臺灣每年

都在辦理二二八事件的紀念活動，而且二二八相關研究成果推陳出新，如此活動

與研究成果是否有助於不同族群的和解與對話呢？如果日本在和平條約刻意不

願意明言臺灣主權要轉移給誰，乃是意味著美國為首的盟軍打算保留日後涉足臺

灣的空間，是否是因為臺灣特有的地緣政治／戰略地位呢？ 

有關現場提問方面，參與師生非常熱烈踴躍，大體涵蓋臺灣與韓國轉型正義

的比較、外省人的歷史原罪、及二二八事件在臺灣教育現場如何進行等，甚至如

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歷史學系 Geritt van der Wees 教授提醒

陳家豪副研究員，英文相關論著方面，尚有 Vern Sneider 撰寫的 A Pail of Oysters

（一桶蚵仔）值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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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二二八海外人權論壇的與會人數非常踴躍 

 

 

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歷史學系 Geritt van der Wees 教授專

程前來 

 

陳家豪副研究員的回應有兩大面向：第一、正是因為臺灣社會的不同族群對

於二二八事件乃至於臺灣近代史的歷史認識與歷史記憶，存在著差異，我們更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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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持續不斷的推動各項紀念活動、教育推廣活動以及深化研究工作，否則只會放

任歷史認識與記憶的裂痕擴大，本會一貫立場亦在於去國民黨原罪說或者去外省

人原罪說，亦如本會薛化元董事長在 112 年的二二八事件中樞紀念儀式所做發

言。 

許文堂董事回應表示，他同意以美國為首的盟軍在 1950（民國 40）年代初

期的舊金山和會及臺北和會中，刻意保留日後涉足臺灣的空間，固然有其他地緣

政治因素必須考慮，可是二二八事件期間所發生的各種國家暴力、大規模侵害人

權（密裁、無差別掃射等）等情事，相信會讓歐美人士對臺灣人抱以同情與關懷。 

總體而言，本次論壇因討論非常熱烈，比預定時間延遲近一小時方才結束。 

 

 

本會許文堂董事致贈紀念品給 Daqing Yang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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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許文堂董事致贈紀念品給 Gregg A. Brazinsky 院長 

 

 

本會許文堂董事、陳家豪副研究員、臺灣教育與研究中心主任 Liana Chen 教授、

東亞國家資源中心專案經理 Richard J. Haddock 合影留念 

 

（三）海外團體專訪 

    本會派員赴美國華盛頓特區，相當受到前述當地熱衷於推動華人社會自由民

主人權的 China Change（改變中國）及 Dialogue China（對話中國）等團體的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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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China Change 特別邀約本會許文堂董事與陳家豪副研究員接受專訪，議題涵

蓋：（1）戰後臺灣社會、政治（包括地緣政治）及經濟狀態（2）戰後臺灣人的

認同意識（3）二二八的導火線是什麼（4）二二八跟臺灣本土意識成長的關聯性

等。 

    針對第 1 點與第 3 點，許文堂董事與陳家豪副研究員說明，臺灣經歷日治時

期的現代化、文明化與法治化。相對於此，彼時中國來臺官員與軍隊不僅存在貪

汙腐敗與目無法紀的問題，對於現代化與文明化的觀念更是淡薄，再加上臺灣人

奴化論的心理因素作祟，使得二二八事件變得不可迴避。陳家豪副研究員同時強

調：臺灣人在日治時期以來對於自由與自治的渴望以及對於中國即將實施民主憲

政的期待，乃是探討二二八事件時不可忽略的重要時空背景。 

    針對第 2 點與第 4 點，許文堂董事與陳家豪副研究員說明，臺灣人在日治時

期是否具有明確的國族認同，臺灣本土學術界存在爭論，不過依據宏觀且長時段

的脈絡觀之，臺灣人在二二八事件以前追求自治，應屬無庸置疑。臺灣人在日治

時期的自治追求來自於殖民者的歧視，這也說明了為何臺灣人會在戰後初期如此

熱烈歡迎國民黨政權，因為相信這個「夢想中的祖國」可以平等善待自己。從這

個角度來說，二二八事件爆發意味著臺灣人面對號稱同文同種的統治者，也持續

遭受歧視，迫使臺灣人重新去思考自身的身分認同，臺灣獨立運動亦是孕育於此。

許文堂董事額外補充：當時中國接收臺灣實為代表盟軍的軍事佔領，並不涉及主

權轉移，蔣介石等國民黨高層均對此有所認識，更重要的是，日本沒有在臺北合

約載明臺灣主權要「歸還」給誰，這也是為何臺灣獨立運動總是將臺灣地位未定

論掛在嘴邊的緣由。 

總體而言，許文堂董事與陳家豪副研究員希望海外社會理解到，二二八事件

作為臺灣近代史轉捩點，跟當代臺灣社會的發展息息相關，二二八事件實際是一

直「活著」的臺灣社會。 

此次訪談已納入 China Change 臺灣系列專題報導，日後將以影音方式呈現

於該會官網（呈現方式例示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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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Change 官網的臺灣系列報導：專訪黑熊學院的執行長 

 

 

本會許文堂董事、陳家豪副研究員接受 China Change 專訪 

 

三、心得及建議 

近幾年國際局勢動盪不安，臺灣的民主人權成就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臺灣

研究（Taiwan Study）正在全球各地開枝散葉。爰此，本會於最具全球政治影響

力的美國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辦理海外論壇，並且分別與知名學府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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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華盛頓大學及知名非營利機構全球臺灣研究中心等單位合作，同步向北美與全

球關心民主人權議題、熱衷於臺灣研究與轉型正義研究的學者專家、政界人士、

外交人員、民間人士以及相關機構，傳遞臺灣二二八事件之轉型正義經驗及嶄新

研究成果。 

透過本次辦理的經驗，本會深刻體察到海外學界熱衷於認識與理解二二八事

件在內的臺灣近代史以及臺灣轉型正義經驗，因此以上兩個合作單位於會後，不

僅表達對未來繼續共同辦理類似論壇或學術研討會的意向，更擬規劃於今年暑期

派員拜訪本會及洽談後續合作事宜。 

另一方面，本會於兩場論壇結束後，贈送所有與會人員本會於去（111）年

出版的 The Tragedy of 228: Historical Truth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Taiwan 一書，

展現本會學術成果亮點，供作英美學界學術研究引用與教授相關課程的重要資源。

本會認為，二二八事件是國際社會認識臺灣的重要切入點，本次在美舉辦的兩場

論壇是本會將二二八事件及轉型正義議題之觸角投向英語世界，並讓國際社會藉

以理解二二八事件為國際重大人權議題之成功嘗試，吸引到許多意欲深入探究臺

灣及相關議題之國際學者及人士，建議未來本會辦理二二八及人權、轉型正義相

關活動時，可設法增加英語世界觸及度，藉以讓臺灣的二二八事件及轉型正義議

題，擴展到臺灣社會或華語文社會以外的世界，並與其產生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