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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忽視轉型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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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二二八事件發生六十五週年的日子，真多社團按照往例在台灣各地舉辦不同

形式的紀念活動或研討會，追思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 

  為什麼咱們要紀念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可以講是近代台灣悲情歷史的開端，中

國國民黨軍隊以平定二二八動亂為藉口，在全台各地進行鎮壓與屠殺，後來又進行威權

戒嚴與白色恐怖的統治。在這段台灣人民的尊嚴受壓迫、基本自由權利受剝奪、思想與

言論受到控制的時期，正是台灣歷史發展最灰暗悲慘的時代；對台灣日後的政治與社會

發展所種下的陰影，真像一塊大石頭，壓在台灣人身上無法度喘氣。 

  在台灣，到目前為止，對二二八事件幕後黑手與共犯的責任追究與歷史真相的發

掘，並沒有因為1987年戒嚴令解除後的民主化、本土化及2000年以來的政黨輪替，得到

真正的解決。中國國民黨至今仍然堅持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是一件「官逼民反」的暴

動。最近甚至有人提出「假使沒有過去的戒嚴，就沒有今日的自由與民主…白色恐怖手

段是為了消滅潛伏的共產黨份子，不是戒嚴的政治錯誤」的講法。顯然這款曲解歷史真

相，對萬惡的威權戒嚴歌功頌德、合理化白色恐怖統治的歷史觀，正是台灣社會一再迴

避、沒有真心落實轉型正義的結果。沒有認真追究歷史真相，造成不同的族群有不同款

的歷史記憶。 

  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絕對不是從天掉下來的禮物，需要每一個國民盡一手一足之

力共同建構。歷史的發展絕對不是船過水無痕，咱們不但要對加害者做法律上與道德上

的追訴，也要釐清二二八事件及其後續的歷史真相。唯有透過嚴肅的歷史反省，才能累

積更大的改革能量，才能在台灣落實轉型正義。 

  追求轉型正義是民主教育重要的一環，「有戒嚴才有民主」的說法，必須加以打

破。這是政府刻不容緩的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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