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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代的烽火杜鵑城──1970 年代的烽火杜鵑城──
臺大學運的回顧（二）臺大學運的回顧（二）

文 ‧ 圖／洪三雄、陳玲玉

四、「臺大法學院學生代表會」主席改選

1971年9月，暑假過後又迎來新的學期。學生社團間

最熱門的話題，莫過於「代聯會」及「法代會」主席的改

選。

（一）法代會主席改選

同年9月21日下午1點，法學院29位班代表大會於法學

院會議室舉行，作成下列重要決議：

1.修改法代會章程第6條「組織」：增設「臺大法言

社」，負責《臺大法言》之出版與發行。

2.邀請代聯會三位主席候選人王復蘇、謝復生、傅崐

成到場，首開臺大代聯會主席候選人發表政見之先例。

3.改選60學年度法代會主席，由法律系三年級陳玲玉

（原任59學年度法代會秘書長）以全數29票當選，前後任

主席並同時辦理交接（圖8）。

（二）代聯會主席改選

同月30日下午7時38分，在校總區體育館舉行全校班代表大會。出席班代表197人，被視為

「在野」勢力的醫二王復蘇獲得150票，當選60學年度臺大學生代表聯合會主席。政治系謝復

生、法律系傅崐成雙雙飲恨。

競選期間，王復蘇把《臺大法言》所提「對學校開刀、向社會進軍」的口號，製作成宣傳海

報，遍布杜鵑花城。在「人心思變」的臺大，蔚成風潮。

他更提出革命性的政見：

1.代聯會主席由臺大全體學生普選（也就是改「代聯會」為「學聯會」），由學生「直接選

舉」主席，而非由班代表「間接選舉」。可惜迄今（2025）仍未實現此一理想。

圖8：59/60年度法代會主席交接。

（左起：洪三雄、訓導分處劉純白主

任、陳玲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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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代表）有權參加校務會議。

（三）「臺大法言社」成立波折

1971年9月21日法學院學生代表會的決議，實現

了「民主傳承」的各項事先規畫，包括：陳玲玉當選

法代會主席、法代會將全力投入政治議題的活動；成

立「臺大法言社」並由洪三雄擔任社長，以擔負起學

生輿論的先鋒角色。

法學院訓導分處洞悉我們計劃利用《臺大法

言》，以擴大學生運動影響力的企圖，因此對於法代

會決議「成立『臺大法言社』」，在其內部行政簽呈

中批示：「不予同意」。但該公文送到院長室後，卻

被韓忠謨院長打回票。

訓導分處探知韓院長支持學生活動之心意，左

堯安上校（訓導分處主任教官）只好另行簽呈並在其

上加註：「在不影響同學課業，及不增加預算支出原

則下，似擬同意」。

韓院長最後在簽呈上批示：「請（校總區）訓導處核備　忠謨11.11（圖9）」，「臺大法言

社」的成立於焉定案。

五、 60學年度「法代會」暨《臺大法言》

陳玲玉接掌法代會後，立即重組團隊，葉民強擔任秘書長，副秘書長分別為陳忠誼、李宗

黎。

更重要的是，從法代會學術股分立出來的「臺大法言社」，獨立展開編輯、出版及發行《臺

大法言》的任務。法代會主席陳玲玉是當然發行人，社長及總編輯分別由洪三雄（法律四）、許

志仁（法律四）擔任，業務則由郭文豔（國貿三）負責。1971年10月4日《臺大法言》第11期出

刊，在新組成的團隊努力下，初試啼聲（圖10）。

1.《臺大法言》的收支從此必須自力救濟
法代會及臺大法言社的同學們，乃開始竭盡各種關係，廣拉廣告以應支出。

圖9：韓忠謨院長批示核准「臺大法言社」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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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四版一篇題為〈便民接見　施惠乎？〉的短文
批評政府高談「便民」、「接見」，在民主社會乃是一

種「反僕為主」、「恩惠主義」的怪現象。

雖然訓導分處對此文大有意見，《臺大法言》則不以為

然，照常排版付印。不料校方竟到歸綏街的永茂印刷廠，突

擊檢查並沒收尚未印上《臺大法言》紅色刊名的全部報紙。

校方表示：如果我們同意撤下上述短文，校方將負擔費用重

印。因此，本期（第11期）就有第二個版本。（圖11，請與

圖10比對）

為了避免爾後校方到印刷廠查封之事重演，臺大法言

社便另在長春路附近巷弄裡，秘密找到一家不知名的小印

刷廠。之後，我們認為可能引起校方爭議的《臺大法言》文

稿，就同時在兩家印刷廠排版、印刷，以突破校方監控。

3.臺大史上第一份《快報》
根據陳玲玉規劃的「60學年度第1學期法代會工作計劃

圖10：60年度臺大法代會組織及

「臺大法言社」組織。

圖11：《臺大法言》第11期有兩個版本，與圖10比較。

圖12：陳玲玉規劃的「60學年度

第一學期法代會工作計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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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圖12），1971年10月15日

安排在法學院圖書館三樓舉辦

「言論自由在臺大」座談會。

《 臺 大 法 言 》 在 極 其 機

密、迅速的運作下，由陳玲玉、

洪三雄、錢永祥、盧正邦四人，

利用週日下午在陳玲玉家餐桌

上，完成《快報—我們要說話的

權利》的撰稿與版面設計。

我們把這份《快報》定位

為「言論自由在臺大」座談會的

「宣傳單」，所以主張文稿不必事先送審。10月13日一早，剛從印刷廠「出爐」的熱騰騰1萬份

《快報》，立刻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由10位法代會幹部發送到法學院、醫學院及校總區的

各個班級（圖13）。

13日早上，洪三雄領隊在校總區分發《快報》的時候，恰好椰林大道上停置好幾輛遊覽車，

都懸掛著「歡迎僑胞回國慶祝國慶」的紅布條。洪三雄當下決定，把《快報》送進每一部僑胞專

車內，讓僑胞們一睹臺灣的言論自由真象。

當晚，僑委會在僑光堂舉行雙十國慶晚會，有僑胞拿著《快報》詢問官員：「政府在幹什

麼？為何學生沒有言論自由？」讓官方顏面盡失，更引起了情治高層的不悅。

第二天，張德溥訓導長很快找到洪三雄和陳玲玉，當面痛斥：「你們怎麼可以陽奉陰違？我

連『言論自由在臺大』座談會都同意你們召開了，你們怎麼可以私自出《快報》宣傳？」

年輕氣盛的我們，完全無視張訓導長的暴跳如雷，還因偷渡成功而沾沾自喜。殊不知「警備

總部」派員持拘票找到張訓導長，以「匪諜嫌疑」的理由要逮捕洪三雄，但被他拒絕。詳情容後

在〈臺大師生情〉章節中細述之。

六、「言論自由在臺大」座談會

■ 時間：1971年10月15日下午七時

■ 地點：臺大法學院圖書館三樓

圖13：臺大史上第一份《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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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講師長：金祖年院長（工學院）、楊國樞教授（心理系）、蘇俊雄教授（法律系）、陳鼓應

副教授（哲學系）、王文興教授（外文系）、王曉波講師（哲學系）、張德溥訓導長

■ 主持：陳玲玉（圖14）

 主席陳玲玉開場致詞：在臺大，言論絕非不自由，否則今天的座談會不可能召開。但是，

在臺大，有關言論自由的制度也絕非健全，否則，今天的座談會就沒有召開的必要。

法代會原本邀請座談的師長，只有楊國樞、陳鼓應、王文興和王曉波。張訓導長核准舉辦座

談會的條件是：必須另邀請金祖年（工學院院長）及蘇俊雄（法律系教授）；而且，所有師、生

發言之後，應由張訓導長上台總結。

當晚逾四百餘人出席，擠爆圖書館三樓。師生發言的詳細紀錄，全文均登載於《臺大法言》

第12期、第14期。詳請請參閱洪三雄著《烽火杜鵑城——七0年代臺大學生運動》第110頁至127

頁，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出版。

主席結語：這次座談會的召開，只是臺大有關言論自由問題的聖火點燃，希望今後有更多

社團，繼續為拱衛這把聖火而奮鬥。

七、「言論自由在臺大」的意義

保釣運動激揚了知識青年的國家意識，是不容置疑的。1971至1972的臺大學生運動，給七0

年代的封閉社會展露出自由的希望曙光，更啟發並孕育了知識青年（也就是後來在九0年代及其

圖14：「言論自由在臺大」座談會出席盛況，陳玲玉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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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活躍於臺灣各界的菁英分子）的政治良知和道德勇氣，臺灣追求民主的熱情從此生生不息。

臺大校園外，適逢《大學雜誌》出刊不久。知識分子群起提出

「集體式」的政治革新訴求，在與聞國是的坎坷路上，大放異彩。

這種表現，和五0年代的《自由中國》、六0年代的《文星》，以單

打獨鬥的方式與國民黨專制政權對抗，截然不同。

（一）校園內，「臺大法代會」和《臺大法言》無疑就是承

襲了保釣激發的道德勇氣和社會正義，兀自點燃自由、民主的香

火，轉而成為大學青年問政的先鋒。

（二）「言論自由在臺大」座談會，的確是臺灣長年在政

治凝肅氣氛、百姓含怒噤言底下，撥雲見日的首次公開論壇。

陳鼓應副教授在其師殷海光被封口軟禁之後，能夠上台一吐為

快，尤其雀躍不已。時任政治系的客座副教授黃默，在其所

著《Intellectual Ferment For Political Roforms In Taiwan. 1971-

1973》一書中，也有相同看法。他不避諱地指出：「可以想像

得到的是，學校行政和安全單位，都為此而緊張不安。」

（三）表面上，這個座談會只是臺大校內因為不滿審稿問

題而引起，但是，它觸及了政權陰影的核心—專制體制下的思想與言論自由的箝制。此乃爾後臺

灣「民主化」首須革除的障礙。1993年出版的《烽火杜鵑城》一書，就已樂觀斷言：「這個座談

會在爾後漫長的臺灣民主化過程中，必然具有承先啟後的重大意義」（圖15）。

八、「言論自由在臺大」的迴響

（一）校內

1.1971年11月2日臺大創訂「國立臺灣大學學生刊物文稿評閱委員會組織辦法」。

2.1971年12月29日臺大創訂「國立臺灣大學學生出版刊物文稿評閱辦法」。草案由《臺大青

年》社長陳穗生、《大學論壇》社長錢永祥、《大學新聞》社長文榮光及《臺大法言》社長洪三

雄共同草擬。

圖15：洪三雄著《烽火杜鵑
城》一書，完整記述七0年代的
臺大學生運動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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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學生刊物的「審稿問題」，從此總算開始有了聊勝於無的遊戲規則。一向只聽從訓導人

員（或教官）恣意裁決的情況，勉強有了表面上的救濟管道。儘管學生們並不滿意，但在當時國

民黨「一言堂」的統治之下，已是往前邁進了一步。

（二）校外的社會迴響

1.《自立晚報》披露消息

「言論自由在臺大」座談會後一個

月，標榜「無黨無派」的《自立晚報》在

11月15日的〈新聞眼〉中，披露了「言論

自由在臺大」的相關訊息。大學校園裡的

活動，可以躍上臺灣的報紙，在當時相當

罕見。

2.《大學雜誌》轉載座談會紀錄

1971年11月及12月《大學雜誌》，分 

兩次轉載了《臺大法言》刊登的「言論自

由在臺大」座談會完整紀錄（圖16）。

《大學雜誌》對當時的知識分子，具有相當的影響力。透過《臺法法言》的文字宣戰和法代

會的付諸行動，為當時處在「前進」與「保守」交戰中的《大學雜誌》，增加勇往直前的推動力。

3.《天聲雜誌》隔海呼應，更擴大了民主通路

《天聲雜誌》是設址在日本大阪府的一本中文雜誌。該刊1971年12月1日以〈言論自由在臺

灣〉為題，轉載了「言論自由在臺大」座談會的實況。編者更於文前寫下按語：

「台北將愈來愈走向更廣大的民主道路，更光明的自由前途，因為它必將清楚，唯有以自

由民主才能使全國上下奮發自強」。

4.《綜合月刊》鼓勵爭取言論自由

《綜合月刊》是60年代在臺灣極受尊重的新聞月刊。該月刊1972年元月份，社長張任飛的專

論〈我們需要自由而負責的言論〉指出：

圖16：《大學雜誌》第47 、48期，分兩次轉載「言論

自由在臺大」座談會的完整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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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是臺灣的最高學府。

不久前，該校的學生開了一個「言論自由在臺大」座談會，有教授六人和學生四百多人參

加，座談會中的言談都錄了音，都在學生辦的雙週刊《法言》上登出來。

主席陳玲玉說：『臺大是有言論自由的，否則這個座談會就開不成。臺大的言論自由是有

問題的，否則今天也就不用開這個座談會了。』

這些話說得很感動人，言論自由是要人們去爭取的。」

洪三雄 小檔案

1949 年生，臺灣彰化人。

1970 年任臺大「法代會」主席，1971 年主持《臺大法言》，推展臺灣

第一代學生運動，在戒嚴體制下追求自由、民主、法治，著有《烽火

杜鵑城－－七 O 年代臺大學生運動》一書。

長年從事金融專業，曾任台南區中小企銀（現京城銀行）駐會常董暨

國票金控、國際票券、國票證券三家公司董事長。現已退休。

業餘愛好文物、藝術之研究蒐藏，曾任寒舍董事長（1986-1989）、清

翫雅集理事長（2009-2010）、中華文物學會理事長（2007-2010）。

編著有《唐卡之美》、《藏佛之美》、《竹刻之美》、《雕漆之美》

等書。

始終熱心公益，曾多年擔任陳文成文教基金會、殷海光學術基金會董

事。現為紙風車文教基金會、快樂學習協會、普門仁愛之家、臺灣亞

太發展基金會董事暨雙清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陳玲玉 小檔案

1951 年生，1969 年上臺大法律系。1971 年任臺大法代會主席，為「爭自由、保民主、尊人權」舉辦三

個座談會，及「中央民意代表應否全面改選」辯論會，突破現狀、衝撞體制、開創未來。其間曾遭申誡

及記過，但深受韓忠謨院長及張德溥訓導長愛護。1979 年取得臺大法律碩士。

2003 年《天下雜誌》評為「臺灣最有影響力的 20 位女企業家之一」。2005 年臺大出版《臺大群芳》列

為 12 位臺大傑出女校友之一。她著有 5 本法律書、5 本家書。

2019 年國家人權博物館出版《尋找一株未命名的玫瑰――記憶、白色恐佈與酷刑》乙書，將「洪三雄和

陳玲玉所引導的 1970 年代臺大學生運動」，列為歷史記憶之一。

1974 年起執業律師，迄今 50 年。目前擔任 Baker & McKenzie（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的榮譽首席顧問。

基於「對人有幫助，自己活著才有意義」，她樂於公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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