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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真相到台灣主權問題 

論輯 
 

●陳儀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之一）回顧八○年代初的林宅血案與陳文成事件 

  2006年7月2日，陳文成紀念基金會在台大社科院暨法律學院舉辦「轉型期正義暨陳

文成博士逝世二十五週年祭」，內容除了邀請瓜地馬拉人權工作者海倫麥克女士演講

「米娜麥克案的啟示」，就以林宅血案和陳文成事件「調查報告」的發表為主要內容。 

  林宅血案發生於1980年2月28日。由於前一年12月10日的高雄事件，12月13日林義雄

等美麗島相關人士相繼被捕，偵訊過程中林義雄「較不合作」以致被警總保安處刑求，

甚至在2月28日他的母親林游阿妹和雙胞胎女兒亮均、亭均都慘遭殺害。事後當局的偵察

竟指向大鬍子家博（Bruce Jacobs）或神經病何火成，企圖將社會注意力導向三合一敵人

（台獨、共匪與國際陰謀人士）；今日之民間調查報告則根據當時的背景分析，以及目

擊者、關係人的回憶，做出時間拼圖，認為林宅祖孫三人是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仇恨

的祭品」。 

  陳文成命案則發生於1981年7月2日。由於陳文成（1950-1981）在美國密西根州攻讀

碩士學位期間即熱心於《安娜堡鄉訊》的編排印刷工作，遭國民黨的校園間諜打小報

告；1978年獲博士學位之後任教於卡內基美隆大學，1979年夏天開始更為台灣的《美麗

島雜誌》奔走募款，並找人將雜誌的文章譯為英文，當時的警備總部甚至掌握陳文成打

給施明德的電話錄音，以及五封寄給施明德的信（每一封信裝有美金一千元）。1981年5

月20日陳文成帶著妻子與未滿一歲的兒子回台，旋遭情治單位監控，原擬7月1日返美，6

月30日才知道警總不發給出境證，7月2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警總派三位「彪形大漢」來家

裏帶走陳文成，第二天清晨陳文成的屍體即在台大校園的研究生圖書館樓下草坪被發

現。謀殺者雖然故意製造「自殺」的跡象，但經卡內基美隆大學委託狄格魯教授與法醫

魏契來台探查並二度解剖遺體，認定為他殺、死後墜樓。 

  以上，林宅是美麗島政團許多人出入、借住的地方，血案又發生在軍法大審前夕，

而陳文成也是為美麗島雜誌奔走出力的人，雖然美麗島政團無人被判死刑，但是林宅祖

孫以及陳文成可以說是因美麗島事件而被「處死」。當時的美麗島受刑人以及辯護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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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在2000年以後已經躍居高位或掌握政權，這兩個政治案的加害者卻至今仍逍遙法外，

相關的官方檔案仍不見天日，這種人間正義的枉屈，不但是國民黨應負而未負的責任，

也是民進黨政府的一項恥辱。 

（之二）中華民國應該如何「三段論」？ 

  根據報紙刊載，即將出爐的國安報告將納入「中華民國三段論」，最近阿扁總統的

公開談話，似也透露了這個三段論，那就是：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中華民

國的主權屬於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台灣前途任何的改變，只有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有

權利做最後決定。這樣的描述其實不夠清楚、也不大符合事實和邏輯，只可作為一種願

望、一種宣示，當政者如此表達也許有追求或鞏固「最大公約數」的用意。不過，作為

清醒的台灣人，應該知道更多的事實、掌握更清楚的邏輯。 

  首先，就二十世紀史而言，中華民國確實可以被切作三段。從1912年中華民國開

國，至1949年在中國母土消失為止是第一階段，也是唯一名實相符的一段，其中1945年

二戰以後對台灣「軍事佔領」，並未擁有對台主權，乃是國際法的常識。而1949年至

1971年是第二階段，由於國際冷戰局勢、美國支持以及蔣政權的努力，台北的中華民國

政府竟可以代表全中國，在聯合國擔任常任理事國，但是脫離現實的主觀不可能維持長

久（有名無實），1971年終於被逐出聯合國，其間連「雙重代表權」，也就是「兩個中

國」的機會亦喪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唯一合法代表中國。所以，此後第三階段的中

華民國已經「名實雙亡」，或者如某些論者所言成為叛亂政府。 

  其次，站在台灣人的立場而言，日本統治結束以後曾經有不少人歡迎中國作為祖

國，但很快發現接受中國統治是可怕的錯誤，經過二二八的反抗不成，白色恐怖時代只

好流落日本、美國進行獨立建國運動。不過解除戒嚴以後，尤其是1991年國民大會、

1992年立法院全面改選以後，國民黨仍然取得穩定多數，海外獨立運動者甚至回台參

政，可以說中華民國與台灣相互為用，成為「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新國家。 

  最後，根據以上的認識，吾人在法理上放鬆一點，可以試擬另一個三段論：（一）

九○年代台灣民主化以後，以中華民國為名的台灣已成為事實獨立的新國家；（二）它

的領土範圍是台澎金馬，故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毫無關係；（三）台灣作為一個獨立國

家，當然有權隨時制定全新的憲法，並且應該以新的身份積極申請加入聯合國。 

（之三）「四要一沒有」的後遺症 

  3月4日陳總統在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二十五週年晚宴上，提出「四要一沒

有」也就是「台灣要獨立、要正名、要新憲、要發展，以及台灣沒有左右路線問題、只

有統獨問題」，雖然第二天（3月5日）就由總統府副秘書長陳其邁、卓榮泰兩人出面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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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說明：阿扁總統的談話並無違背「四不」承諾，所謂追求獨立並不是要宣佈台獨，正

名、新憲也不是要更改國號或推動統獨公投，但是根據即將卸任的駐美代表李大維在3月

17日的講法：「四要一沒有的事件還沒有終止，未來新上任的駐美代表吳釗燮必須在這

方面繼續與美方加強溝通。」因為布希政府曾經針對阿扁的談話召開跨部會協調會議，

國務院官員認為他的談話有明顯違反四不一沒有之承諾的企圖。 

  事實上，當3月5日總統府官員出來澄清說明的時候，等於宣告阿扁總統再度講錯

話：對內打擊了獨派的信心，對外則是「信用」受到質疑。試想，阿扁若是如此重視統

獨問題，卻在正名制憲的行動中設下「中華民國」不可改變的前提，這是怎樣的台獨、

怎樣的正名制憲呢？大家都知道正名運動的核心問題就是處理中華民國體制的問題，一

旦台灣國成立，其實不論國營民營公司的「中國」名稱改不改都不是要緊的事，今天我

們支持枝枝節節的改名，不過是一種操兵演練、一種社會教育，目的何在不言可喻。其

次，就像宗像隆幸先生在自由廣場（3月12日）所指出的，阿扁發表台獨談話以後，引起

中國反映表示「使用武力也要阻止台灣獨立」，經過媒體報導就給人誤解「台灣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宗像先生提醒台灣獨立是指制定台灣憲法（不是中華民

國第二共和憲法），是要從中華民國體制獨立，不是要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獨立。 

  若有注意新聞的人都會發現，阿扁總統3月4日的講話大部分是針對李前總統的言論

而來，例如說台獨不是危險、退步，不要怕修憲門檻太高，台灣沒有左右路線問題等

等，個人認為台灣在中國霸權壓力之下「統獨問題掩蓋了左右問題」是一種不幸，但是

台灣社會難道沒有值得重視的貧富強弱問題嗎？民進黨和國民黨一樣成為右派政黨，難

道是光榮的事嗎？可見，所謂「四要一沒有」的後遺症，其實就是「前後任總統失和、

答嘴鼓」的後遺症。有人說「四要一沒有」可以用來框限四大天王的未來路線，拜託，

國家領導人切忌出爾反爾、言多必失，四大天王應該引以為戒才對。 

（之四）「正常國家決議文」所牽涉的問題 

  民進黨主席游錫堃在總統候選人初選過程中，提出以「正常國家決議文」取代1999

年的「台灣前途決議文」的政見，選舉結果輸給謝長廷、蘇貞昌相當大的差距，所以是

不是需要在選後推動此項政見，而此項政見是否可能獲得多數黨代表支持，不無疑義。

不過陳總統既然有折衷的說法，也就是不必「廢除」台灣前途決議文，就像1999年全代

會並無「廢除」1991年台獨黨綱一樣，今天為了面對2008年的總統大選，民進黨提出新

階段補充性或強化性的決議文，「可以理解和支持」，那麼，這一份新的決議文該怎麼

寫？ 

  首先，要瞭解1999年台灣前途決議文的性質，根據最近曹長青先生的解讀：它雖然

強調台灣主權獨立，但並不否定中華民國的國號和體制，基本上是在「兩個中國」的範

圍。曹先生的解讀大致不差，但曹先生根據近年的幾次民調資料就認為民意已經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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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榜民主的民進黨應該順應新的民意云云，恐怕一廂情願。殊不知（是不是台灣人的）

身分認同和（是不是主張台灣獨立的）國家認同是不一樣的，一般性的贊成台獨vs.中國

武力犯台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台獨也是不一樣的。何況，1999年的決議文描述朝野關係說

「朝野在國家認同上水火冰炭的尖銳衝突漸趨緩和，開啟了一致對外的新契機」，這可

能是就李登輝執政後期的氣氛而言，如今，國民黨內的李登輝路線已經煙消雲散。這幾

年發生連戰、宋楚瑜相繼訪問中國，以及朝野惡鬥、互信不足的情況非常嚴重，民進黨

若要草擬新的決議文，就要虛心面對這些情勢，不可自說自話。 

  其次，1999年的決議文對2000年陳水扁的勝選可能有一些作用，但是後來立法院民

進黨黨團處理公投法草案的時候，新潮流立委否定蔡同榮版本（得以公投方式更改國號

等）的理由，竟然是根據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這就是將現狀→中華民國的描述，

當作可欲的規範，假戲真做。換句話說，決議文怎麼寫是一件事，民進黨的公職如何認

知、如何「用」是另一件（更重要的）事。 

  最後，台灣海峽兩邊的經貿關係日益密切，北京政府運用此種情勢「以商圍政、以

經促統」的陽謀昭然，民進黨執政七年並無減輕這種「經濟趨統、政治趨獨」的矛盾現

象，我們盼望民進黨在新的決議文中誠心檢討，並且拿出辦法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