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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於與濟州 4·3 和平財團所簽署的合作備忘錄，本會受邀前往韓國濟州島參與

「東亞民主和平人權網絡」聯席會議與第 71 週年 4·3 犧牲者追念式，此次由本

會楊振隆執行長與鄭乃瑋處長前往參與。 

本會於 4月2日，與韓國人權團體共同商討未來合作事宜，並參與前夜祭活動，

主辦單位透過歌曲與話劇表演，喚起民眾對濟州 4·3歷史的重視。臺灣二二八關

懷總會與濟州 4·3犧牲者遺族會亦於濟州島簽訂合作備忘錄，希望未來在推廣和

平人權與歷史教育的工作上，能有更多元的合作與交流。 

韓國國務總理李洛淵等中央政府代表、朝野政黨、宗教界人士、濟州 4·3倖存

者、犧牲者家屬們與各界來賓共約 1萬多人參與了 4月 3日的4·3犧牲者追念式。

儀式先由韓國哲學大師金容沃發表「濟州和平宣言」，後由演員劉亞仁等年輕世

代代表宣示傳承濟州四三歷史真相的決心。韓國軍警亦於今年首度公開向濟州

4·3犧牲者表達歉意，此實為平反道路上的一大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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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要解決歷史問題，就應該超越查明歷史真相的層面，這當中包含記憶、反省、

和解與共生。因此，轉型正義不僅僅是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問題，也是對社會成員、

沒有經歷過戰亂、悲劇歷史的後代，建構價值態度與教育的問題。透過國內外的

事例，可以得知存在地域（省籍）分歧、意識形態對立與政治理念差異的國家，

現今都還面臨著涉及歷史論述與教育的挑戰，臺灣與韓國便是其中一例。 

臺灣的二二八事件與韓國濟州 4·3 有許多的相似之處，例如均肇因於官方開

槍傷害平民，且兩事件爆發後，犧牲受難者眾，其中不乏優秀菁英與知識份子等，

為整個社會發展造成了無法挽回的巨大傷害，且兩事件真相亦長期遭禁錮於黑暗

中，不得公開討論。平民慘遭殺害，和平與人權被徹底蹂躪，所幸，後經眾人的

努力，才得以隨著兩國民主化的落實，逐漸揭露歷史真相的面紗。 

我們希望透過臺韓兩國在處理轉型正義議題的借鏡、學習，反省壓迫人類自

由、阻礙平等的歷史錯誤，順應社會教育潮流，警惕自己勿被民族主義情緒淹沒，

朝向和平、人權與民主的普世價值前進，如此才能樹立轉型正義典範，將歷史傷

痕昇華為和平與人權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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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活動過程 

什麼是濟州 4·3？ 

71 年前的 4 月，也是個燦爛的春天。但那一年，濟州的春天卻被意識形態與

暴力瘋狂踐踏。世界處於冷戰體系，韓半島也被迫分成南北 2個政權，理念的糾

葛使得無辜的濟州島民慘遭犧牲。不知道何為意識形態的良民們，在意識形態的

壁壘對峙之下，毫無反擊能力地遭受殺害。嬰兒、孕婦、八旬老人無一能從殘暴

的殺戮中倖免。歷時 7 年多的時間，濟州島十分之一的人口，即 3萬多人失去了

生命。 

對勉強保住性命的人來說，不僅社會的歧視烙印在他們身上，「連坐制」也束

縛了他們的行動，活下來的人們為求生存，哪怕是千百萬個不願意，也要勉強自

己忘卻不時查找而來的記憶。半個世紀以來，4·3 這個字詞不僅是在濟州島，就

連在韓國本土也成為了一種禁忌，無人提及，被迫遺忘。 

真相曙光漸露 

不當權力的橫行，有如風化作用般地摧殘記憶，卻也未能掩蓋 4·3 的真相。詩

人、小說家與畫家一一把 4·3 的真相從晦暗隱蔽的泥沼中揭發出來，學生、知識

份子與濟州島民們，他們與軍警的鎮壓相互抗衡，要求政府查明 4·3 真相回復受

難者名譽。 

最終，4·3 禁錮的門，隨著 1987 年民主化運動一起被開啟。2000 年金大中政

府時期制定了《濟州 4·3 事件真相查明暨犧牲者名譽恢復相關特別法》，並成立

「濟州 4·3 委員會」，啟動真相調查的作業、回復名譽、遺骸挖掘與和復原遺址

等工作。2003 年，盧武鉉總統以大韓民國總統身分，首次承認濟州 4·3 係國家

恣行公權力所導致的歷史錯誤，並正式向濟州島民及全國人民道歉。2014 年朴

槿惠政府時期，則將 4·3 指定為國家紀念日。 

濟州 4·3 期間，拯救他人性命的勇者 

濟州 4·3，在長達 7年 7個月的漫長歲月裡，造成了濟州島十分之一的人口犧

牲，但在這當中，卻有人勇於實踐「人性之善」。他們在自己可能也會因而喪命

的情況下，勇敢阻止了無辜民眾的犧牲，將心比心，以他人的角度思考了自身能

力所及之事與影響，勇敢地採取了行動。他們共同的特點就在於，判斷自身行為

的力量，並用道德勇氣付諸實行。以下是在人權被完全踐踏蹂躪的時期，勇敢的

濟州人竭盡所能實踐道德勇氣的事例。 

一、為防止無辜犧牲而親自出面協商的金益烈團長 

濟州4·3初期，為了防止流血事件，金益烈團長冒著危險親自進到武裝隊陣營，

開啟和平解決的談判。後來，他因為拒絕執行強硬鎮壓命令，而遭「美軍政」解

除職務。他是軍隊指揮官中，唯一敢揭發濟州 4·3 真相紀錄的指揮官。和平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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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裂後，接替金益烈的朴珍景團長遵循美軍司令官的命令，展開無差別的強硬作

戰，最終遭部下暗殺身亡。後接任的宋堯讚團長於 1948年 10月 17日發佈了「根

據政府的最高指令，位於距離海岸線 5 公里以外的人，將不問理由，一律槍殺」

的佈告令，並於 11 月 17 日發佈戒嚴令，進行了所謂的「焦土化作戰」，軍隊火

燒摧毀了濟州島的山腰村落，從 80 多歲的老人到稚嫩的嬰兒，不分男女老少，

均遭到無差別的槍殺。 

二、認定不當而拒絕執行命令的文亨淳警察局長 

獨立軍出身，2018 年被選為「年度警察英雄」的城山浦警察署長文亨淳，曾

在催促執行屠殺的海軍陸戰隊情報參謀的命令狀，寫上「因為不當，所以拒絕執

行屠殺」的文字。6·25 韓戰後，濟州道內每個警察署都有數百人因「事先拘禁」

而遭到殺害，但城山浦警察署轄區內的居民卻只有 6人犧牲。文亨淳警察署長曾

在日治時期積極參與獨立軍活動，這點與其他親日警察幹部大不相同。 

三、榮譽稱號，「不知道區長」金成洪（音） 

4·3 當時，討伐隊曾向各村莊區長（現在的里長）們詢問居民的傾向，並將它

做為屠殺根據。對此，南原邑新興里的金成洪區長知道自己的回答肯定會帶來無

辜的犧牲，所以決定一律以「不知道」來回應，他也因此獲得了「不知道區長」

的綽號。當時對於軍警的詢問，堅持回應「不知道」其實是冒著生命危險的行動。 

目前居住於村子裡的「不知道區長」女兒金福順（音）奶奶（現年 83 歲）講

述了以下故事。她經常去摹瑟浦和西歸浦等地針灸，每當她說她來自南原邑新興

里時，人們總是會問她「那你知不知道『不知道區長』？」對此，如果她回應說

「我就是不知道區長的女兒」的話，不收取針灸費的情況比比皆是。「不知道區

長」的善舉不僅傳遍了新興里，連鄰近甚至是更遠的村莊都知道他的故事。 

四、拯救居民擺脫屠殺危機的金順哲巡警 

某一天，9軍團軍人將新村居民聚集到新村小學廣場，打算用機關槍將他們一

舉殲滅，理由是他們向武裝隊提供米糧等協助。這時金順哲巡警擋住了軍人們的

機關槍。金巡警說:「連拿著槍的我們也沒能夠好好地對抗武裝隊，一般居民們

又怎麼能與他們對抗呢？我也是來自北方的人，要就先把我給殺了後，再殺死這

些人吧。」如果沒有金巡警的勇氣，可能就會發生像鄰村北村一樣，兩天內就死

了 400多人的大規模屠殺慘案。 

五、冒險披露朝天里刑求致死事件的張詩英（音）醫師 

張詩英醫師是揭露濟州 4·3 導火線之一的「金用哲刑求致死事件」的人物。但

是，在刑求致死的真相被揭露之前，存在著各種籠絡和壓力。籠絡壓力之手一直

到最後，仍舊不肯放過應真實撰述鑑定書的醫生。然而，張詩英醫師在經過深思

熟慮後，仍決定即便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堅守醫生的本分，因此他寫下了「因挫傷

導致腦出血，此為致死主因」的鑑定書，並提交給了美軍政當局。這份鑑定書導

致包括朝天支署長在內的 5名警官遭到拘捕。支署全體警員因刑求致死事件而遭

判刑的案例，也是前所未見的。沒過多久，濟州 4·3 便爆發了，張詩英醫師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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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往釜山，救了自己一條命。 

從上面的故事，也讓筆者思考一個問題：「如果我就在濟州 4·3 的現場，面對

不合理的命令或處於威脅自身生命的狀況時，我會採取什麼樣的行動？」當你某

一天面對這種情境，或是自己的選擇將對他人生命產生決定性的影響時，該如何

做出正確的（或說善的）抉擇，我想是需要不斷思考與學習的。 

與韓國各人權團體交流 

基於與濟州 4·3 和平財團所簽署的合作備忘錄，本會於今年受邀前往韓國濟州

島參與「東亞民主和平人權網絡」聯席會議，與民主化運動紀念事業會、5·18

紀念財團、釜山民主化運動紀念事業會、釜馬民主抗爭紀念財團、老斤里國際和

平財團、濟州 4·3 和平財團等韓國人權團體共同商討未來合作事宜。 

 

「東亞民主和平人權網絡」聯席會議 

4月 2 日的聯席會議中，就濟州 4·3和平財團預定於今年 6月於聯合國總部所

召開「濟州 4·3UN人權論壇」進行討論，包括本會在內的各個人權團體均同意以

協辦單位名義共同參與此次的人權論壇，另決議將此訊息告知在美國紐約、華盛

頓的結盟團體，以便就近參與。 

 

「東亞民主和平人權網絡」聯席會議 

4月 2 日的晚上，在濟州市市廳前舉辦著前夜祭，儘管寒風刺刺，卻仍不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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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的熱情，舞臺上的人們粉墨登場，重新演繹濟州 4·3當時逃難島民的情景，用

歌聲與舞蹈喚起民眾對濟州 4·3歷史的重視。 

 

濟州 4·3前夜祭 

另外，為強化臺韓兩國合作及發展，並建立兩國家屬的交流平臺，臺灣二二八

關懷總會潘信行理事長此次亦特別撥冗前往濟州島，於 4月 2日晚上與「濟州 4·

3犧牲者遺族會」簽訂合作備忘錄，本著互惠、誠信原則，希望未來在推廣和平

人權與歷史教育的工作上，能有更多元的合作與交流。 

 

臺灣二二八關懷總會與「濟州 4·3犧牲者遺族會」簽訂合作備忘錄 

濟州 4·3 犧牲者第 71 週年追念式 

4月 3 日一早，本會一行人便前往濟州 4·3和平公園參加「濟州 4·3犧牲者第

71週年追念式」，在儀式正式開始前，我們先前往了「失蹤受難者石碑區」與「奉

安館」向犧牲者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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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蹤受難者石碑區」致哀悼之意 

失蹤者多是於濟州 4·3時被捕，並遭關押於韓國各地刑務所，卻一直未能回到

故鄉之人。他們會成失蹤者的主因是因 1950 年 6月 25日韓戰爆發，戰爭一開始

北韓勢如破竹，讓首爾一度淪陷，而韓國政府為避免這些受關押之人與北韓軍結

盟，於是將他們一一槍殺，並隨意埋葬，結果就造成他們的家屬找不回親人的遺

體，甚至連照片都未能留存下來。為使失蹤者家屬能有追思親人的場域，韓國政

府於濟州 4·3 和平公園內設置了「失蹤受難者石碑區」，讓遺族們得以至此來追

思先人。截至 2018 年 8 月，計有 3,896 座石碑，包含濟州地區 2,015 座、京仁

地區 552 座、嶺南地區 446座、湖南地區 393座、大田地區 270座與「事先拘禁」

者 220座（依據韓國全國各地收容所暨刑務所所在地進行區分）。 

 

「失蹤受難者石碑區」 

另外，韓國政府曾實施數次濟州 4·3遺骸挖掘作業，被挖掘出來的遺骸就安置

於四三和平公園的「奉安館」內，供家屬前往瞻仰悼念，其中少數遺骸已經透過

DNA檢測，確認了受難者身分，所以從骨灰罈上頭可以看到受難者的姓名，其餘

大部分的骨灰罈都僅能以編碼標示。奉安館還內部有個「遺骸挖掘現場」展示，

還原了挖掘作業的景象，一具一具的白骨裸露於黃土之上，讓參訪民眾看得是觸

目驚心、眉頭深鎖，深刻體悟到鎮壓的殘暴與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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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奉安館」悼念死難者，並觀看展示 

濟州和平宣言 

濟州 4·3 追念式上，韓國國務總理李洛淵等中央政府代表、朝野政黨、宗教界

人士、濟州 4·3 倖存者、犧牲者家屬們與各界來賓共約 1萬多人都蒞臨參與。儀

式開始，先由特地來濟州島的韓國哲學大師檮杌金容沃，發表了「濟州和平宣

言」。 

金容沃說，濟州 4·3 並不能只認定是 1948 年 4 月 3 日發生的特定事件。那是

為了紀念 1947年的「3·1節」，濟州島民 3萬多人群集在北國民學校，在熱切期

望中所引發的。在 7 年 7個月期間，燃起了悲劇的烽火，那烽火影響了所有象徵

性意念體系的總和。今年是「己未獨立宣言」100周年，濟州 4·3才是最能以正

統性來反思宣言精神的民族精神活火山噴出口。那不只是濟州島民的熱望，而是

朝鮮大陸全體的渴望，也是遭到幾個強權國家壓迫的地球上所有民眾的期待。濟

州 4·3做為世界現代史的主軸，到今天為止，其核心仍在形成。 

 

金容沃（左四）與演員劉亞仁（左三）出席濟州 4·3追念式 

他亦闡述：「和平究竟是什麼？那並不是意指沒有戰爭。沒有戰爭的世俗人間，

也是會有熾烈的鎮壓、分裂與破滅。和平不是慵懶的寂靜，正在靜坐的和尚，他

的平靜也可以是麻痺的頹落。若說和平是靜，那其實是無限之動，包容了不斷的

生命躍動。因此，和平的直覺是沒有體驗過青春的悲劇所無法達成的。和平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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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所謂超越，並不是超過，而是擺脫。不是向上，而是向內的超越，那就是

解脫。不擺脫利己的野心，不擴大固執認知的地平，就無法達成和平。」 

最後他說，「我們個體性認知的地平，如果沒有迴轉、逆轉與擴大，是不可能

達成和平的。我們也必從支配我們的所有意識形態、偏狹的概念性思維解脫出來。

共匪並不存在於濟州神話『雪門大婆婆』所創造的宇宙中。在文明化的文化發展

與維護所需的根本要素內，宗教性的願景佔有一席之地。但是我要對地球上的所

有上帝們呼籲，耶和華啊，耶穌的上帝啊，阿拉啊，婆羅門啊，請不要想支配這

塊土地，讓他們學會自我超越的睿智，學習濟州大自然所充滿的神祗們的謙遜，

在這人世間丟掉自我，賜予和平。讓 1947 年 3 月 1 日濟州島民吶喊的訴求得以

實現，『繼承三一革命精神，趕走外國勢力，促成祖國的自主統一，建立民主國

家！』我愛濟州島，就是愛它。因為海女們唱的和平之歌，仍舊吹拂著我漫步於

海邊的臉頰。」 

歷史需要年輕世代的參與 

後由韓國知名演員劉亞仁與 6名代表全韓國各年齡層的市民，宣示傳承濟州四

三歷史真相的決心。劉亞仁致詞時表示，過去他與金容沃同臺錄製電視節目時就

曾表示過，自身感到非常羞愧，因為他不太瞭解濟州 4·3，不知道該如何正確稱

呼，也不知道自己為何過去會對濟州 4·3 全然無知，對此，他感到很慚愧。接著，

他朗讀了以濟州 4·3 為背景的小說《順伊三寸》中的一段話，「但是接觸到 4·3

後逐漸瞭解、知悉，這是我們絕對不可以忘記，需要不斷地講述和回憶，以創造

現在的一段歷史。」 

 

演員劉亞仁代表致詞 

劉亞仁說：「在韓國各個地方，還有今天一起參加紀念活動的人，談到濟州4·3，

大家的想法應該都一樣。起初，我也感到非常驚訝、憤怒和傷心。怎麼會有人在

做了那樣殘暴的行為後，還可以若無其事地生活著，這真的令人無法想像。」他

強調：「我只有一個想法，這不是別人的事，也不僅是濟州島的事，這是我們必

須去記憶，去感受的歷史。」 

去年濟州 4·3 70 週年時，韓國當紅歌手李孝利亦出席參加追念式朗讀詩詞，

今年又看到韓國知名演員劉亞仁來到濟州，與民眾共同追思紀念，足見韓國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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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力行，勇於表達自身信念，並宣揚記取歷史重要性的積極態度。 

昇華為人權與和平的普世價值 

濟州道知事元喜龍代表地方政府致詞時表示，有一位少女寫了一首詩，這是代

替父親寫給祖母的，她的祖母因為被抓至酒精工廠監禁，後跟其他濟州島民一樣，

被丟棄於大海中，溺水身亡。祖母的家因被政府放火焚燒而消失了，父親則是因

為參戰而失去了一隻眼睛，他以全身承受了韓國現代史的暴風。每到 4月 3日，

父親讀著女兒的詩，便止不住眼淚。那位女兒今日也已變成了母親，而那個星光

耀眼的父親故鄉，那個消逝的村落，就讓它存在於詩句裡。 

 

濟州道知事元喜龍致詞 

元喜龍道知事總以和父親相同的心情，向人們訴說濟州 4·3 的故事。濟州 4·3

是歷史上最大的傷痛，儘管已經過了 71 年，仍存在著許多未完的課題。濟州島

將長久以來承受的苦痛與傷痕，昇華為和解共生，以強韌的意志，踏上查找真相

與正義平反的道路。已屆中年的女兒要向她的父親，還有今天參與追念式的所有

人要向當年的叔叔伯伯們傳遞慰問之意，告訴他們說：「你們真的辛苦了！」 

元道知事也宣示，為了不讓悲劇再度發生，一定會解決這尚待處理的課題，同

時希望大家記住 4·3，讓它昇華為人權與和平的普世價值，一起讓濟州 4·3 踏上

時代潮流，以邁向未來世代的歷史精神，開花結果。 

遺族的請求：解決歷史問題 

濟州 4·3 犧牲者遺族會會長宋承文則於致詞時表示，去年文在寅總統參加追念

式時先問了濟州島民說：「這裡有春天嗎？」，隨後他自己回答了：「春天正來到

濟州」，但是對於犧牲者家屬來說，春天仍舊遙遠，依然寒冷，因為還有 3 萬多

名犧牲者像山茶花凋零一樣，未能好好地被安葬；8萬餘名遺族等待著 4·3 的問

題能夠獲得妥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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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州 4·3 犧牲者遺族會會長宋承文致詞 

宋承文會長表示，儘管 4·3特別法修訂案現在已經送到國會，但國會議員們卻

如同事不關己一般，置之不理。20 年前制訂的《4·3 特別法》，就像破舊的衣服

一樣，從縫隙中透出冷風，亟待修繕，可惜卻被一直被擱置。文在寅政府承諾解

決符合國民要求的歷史問題，但後勁不足。4·3遺族們請政府再次檢視與濟州島

居民的約定，切勿輕忽遺族們迫切的願望。 

查找真相為政府使命 

國務總理李洛淵代表中央政府致詞時表示，濟州島民把山茶花視為 4·3 的象徵，

濟州島民也說自己像山茶花，因為他們堅強地戰勝冬天的寒冷，最終於春天綻放

出像鮮血一樣火紅的花朵。濟州島民將 4·3的傷害和厭惡化為寬恕與和解。在這

片土地上，流血犧牲的所有人都是受難者，各位選擇了原諒與擁抱，澈底實踐了

涯月下貴里英慕園碑石上所刻「犧牲者請瞑目，倖存者相互扶持」的碑文。 

 

國務總理李洛淵致詞 

他同時表示濟州 4·3 的寬恕與和解為社會帶了許多感動與啟示，真正的寬恕與

和解不是靠隱匿、遺忘真相來取得，而是必須建立於正視歷史與記憶的基礎之上，

才得以完全落實。濟州島在治癒韓國社會由於歷史所產生的衝突上，起了一個很

好的借鑑作用。濟州成為了向世界傳播 4·3、寬恕與和解的「世界和平之島」。

今年 6 月在聯合國總部舉行的「濟州 4·3 聯合國人權研討會」，將向所有經歷紛

爭和衝突的地區，傳遞濟州 4·3 精神。 



13 
 

他最後表示，文在寅總統認為查明 4·3 真相與回復犧牲者名譽是政府的歷史使

命，幾天前，政府又追加確認了 130名 4·3 犧牲者和 4,951名遺族。至此，犧牲

者和遺族數分別增至 1萬 4,363人和 6萬 4,378 人。政府追求 4·3的真相、回復

名譽的決心，會持續到濟州島民說「可以了」為止。政府也會持續「犧牲者遺骸

挖掘」、「失蹤者確認」等工作，未來對於家屬的各項援助也將逐步擴大增加，對

於設立「國家創傷治癒中心」與賠（補）償等需要立法的問題，政府亦將積極地

與國會進行協商。 

 

想起先人，傷心的家屬忍不住嚎啕大哭 

韓國軍警首次向濟州 4·3 表達歉意 

儘管 2003 年盧武鉉前總統即以國家元首身分，首次對濟州 4·3 道歉，但屬於

加害團體的軍方與警方卻一直沒有任何表態，然而就在今年 4月 3日韓國國防部

與警察廳，首次正式公開向濟州 4·3 犧牲者遺族致歉。 

韓國國防部表示：「尊重濟州 4·3 特別法的精神，對鎮壓過程中而犧牲的濟州

島民深表遺憾和哀悼之意。」、「國防部將積極參與政府為查明真相所執行的工作，

也對無辜的犧牲，明確表達歉意。」 

韓國警察廳廳長閔甲龍也以警察廳長身分，首次參加了 4·3 的追悼活動，並為

當時警察所犯下的行爲表示反省，並將努力避免類似悲劇再次發生。這是韓國軍

方與警方首次正式向濟州 4·3 的犧牲者表達歉意，可說是濟州 4·3 平反過程中的

一大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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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及建議 

一、心得：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冷戰的氛圍下，韓半島分裂成南北兩地，分別遭美

國與蘇聯各立牆頭管控，濟州 4·3 就發生於這樣的背景中，歷經 7年 7個月的時

間，推估有 2萬 5,000 到 3萬人死亡，堪稱韓國歷史慘案。在此過程中，慘絕人

寰的壓迫和鎮壓讓濟州島民身陷恐懼之中，至今仍深深影響著濟州島民。 

臺灣的二二八事件與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對臺灣人所造成的影響又何嘗不是

如此，現今許多臺灣人心中還存在著「小警總」，習慣自我審查，似乎忘卻臺灣

早已是個言論自由的民主國家，而多數人對民主、自由議題的無心、冷漠看待，

讓政府近來所推動的轉型正義工作，難以獲致重大進展，距離受難者與家屬的期

待，似乎還有一段漫漫長路要走。 

濟州 4·3 的平反之路也不如想像中順遂，受難者家屬迄今仍未獲得國家賠（補）

償，美國介入事件的責任歸屬也尚未獲得美國正面回應，時間一分一秒流逝，倖

存者一一殞落，對於政府應該給予歷史交代的期待，正與他們的生命相互競賽。

儘管韓國政府宣示了追求 4·3的真相、回復名譽的決心，但《4·3特別法》修正

案迄今仍舊躺在韓國國會，尚未有任何動靜。 

越來越多的人認為轉型正義是個涉及歷史反省與教育的問題，若可讓歷史教育

發揮它的功能性，促使民眾透過學習、瞭解，進而認可、信任，應該就可以促進

分歧社會的和解共生。儘管追求真相的過程艱難，筆者仍舊期盼臺韓兩國的國家

暴力、不正不義，終有沉冤昭雪、真相大白的一天。 

 

二、建議：以二二八事件中的感人故事，做為歷史教育推廣的媒介。 

此次參訪時，獲知濟州 4·3當時有許多勇敢的濟州島民，在自己可能喪命的情

況下，仍然發揮自我的道德勇氣，讓許多人得以倖免於難，這些故事著實讓人相

當感動。 

臺灣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臺南也有一位湯德章律師，在遭國軍逮捕後，受到

嚴刑逼供，但他最終沒有供出參與臺南治安工作的民眾與學生名單，這讓許多知

識份子免遭橫禍。後來，湯德章被羅織「叛亂」罪名，並遭公開槍殺身亡。 

1998 年，臺南市政府將湯德章殉難之處，改名為「湯德章紀念公園」，藉以紀

念他的德行與勇氣。2014 年臺南市更宣布，將湯德章殉難日 3 月 13 日訂為「臺

南市正義與勇氣紀念日」，以紀念湯德章律師英勇堅韌的一生所表彰的精神典

範。 

另外，嘉義也有一位潘木枝醫師，東京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昭和 10 年回臺灣

開設「向生醫院」，不僅醫術卓越，更是一位深具醫德的善良醫師，不僅常免費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D%97%E5%B8%82%E6%94%BF%E5%BA%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9%AF%E5%BE%B7%E7%AB%A0%E7%B4%80%E5%BF%B5%E5%85%AC%E5%9C%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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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窮人看病，甚至為了要治療從遠方來就診的病患，還特別打理他們的住宿問題，

分文不取，深受嘉義市民推崇愛戴。二二八事件發生之際，潘木枝醫師等人代表

嘉義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赴水上機場與國府軍員談判議和，卻遭拘留，

3 月 25 日與柯麟、陳澄波、盧鈵欽等和平使者，未經公開審判即不幸於嘉義火

車站前遭槍殺身亡。 

當時許多民眾因感念潘木枝醫師的醫德，自動自發地拿香前往嘉義火車站前祭

拜他，這些群眾包含當時只有8歲的前副總統蕭萬長先生。蕭前副總統後曾表示，

小時體弱多病，若非當年潘木枝醫師的細心診治，可能無法健康長大。 

筆者認為若能讓更多人知道二二八事件背後的感人故事，將有助於二二八事件

的教育推廣，並可將善的力量、正面能量傳遞下去，讓更多人記住二二八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