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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比死更堅強：
──陳文成博士逝世 35 週年紀念晚會致詞稿

文．圖／花亦芬

陳董事長、陳博士的家屬、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老師與同學：

大
家晚安。很感謝臺大研究生協會、臺大學生會、以及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的邀請，

讓我再度有機會來到這個一年一度的晚會現場，講一些話，也表達我個人對陳博士的

追念與敬意。

我第一次參加每年7月2日舉行的紀念晚會，是在4年前。也就是陳博士逝世31週年的紀念

會上。陳博士在31歲的時候，從美國返鄉探親，卻不幸遇害身亡。在他逝世31週年的那晚，

紀念31歲不幸罹難的這位臺大

傑出校友，我知道那個意義非

常重大。4年前的紀念活動本

身有一個很特殊的時空背景，

因為就在此之前 5個月，在

2012年2月1日，由陳博士的朋

友以「陳文成的同學」名義，

發起為「陳文成事件」立碑的

連署活動。在這個基礎上，當

年6月16日，臺大學生會在校

務會議上正式提案，希望設立

「陳文成事件紀念碑」，並將

相關的白色恐怖歷史寫入校

史。但這兩項努力，在當時校

務會議上只得到「由校史館研

議處理相關事宜」的決議。因

此2012年7月2日的紀念晚會在

最後，邀請了所有活動參與

者，以每個人拿一顆小石頭堆

晚會時間：7/2(六) 18:30開始

晚會地點：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

（臺灣大學圖資系系館與第一學生活動中心之間） 
 
【 陳文成事件35週年紀念晚會｜晚會流程 】
——18：30 開場 ————————————————

 致詞：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 董事長 陳文成二姊 陳寶月

 致詞：臺大學務長 陳聰富 教授 
 演出：米亞《MIA》重奏團 
 致詞：臺大數學系 楊維哲 教授

 致詞：臺大歷史所 李盈佳 同學

 演出：NTU Hiphop 台大嘻哈文化研究社

 致詞：臺大歷史系 花亦芬 教授

 致詞：臺大學生會 學術部部長 羅芳晨 同學

 演出：林欣曄與戴帽仔樂團 
 致詞：臺大校園規劃小組主席 黃麗玲 教授 
 致詞：紀念廣場創意設計構思競圖 首獎《空》

 演出：槍擊潑辣 Guntzepaula
 演出：城鄉放送局樂隊

—— 20：30 紀念儀式 —————————————

2016年7月2日在舊研圖旁為陳文成事件舉行35週年紀念晚會。擷圖自「陳文成

博士紀念基金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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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成塔的方式，象徵性地為陳博士立碑紀念。

這4年來，臺灣變化得很快。也很慶幸，在臺大校園裡，不只是為陳博士立碑成為可能；而且

在去年，也就是2015年3月21日臺大校務會議正式通過，目前大家聚集的這個空間是以「陳文成事

件紀念廣場」來命名。今年4月臺大校園規劃小組開始徵求設計圖；6月初，臺大全體師生進行網路

投票，前幾天已經從27件設計圖中，選出臺大城鄉所同學設計的作品《空》為第一名。

因此，今年紀念陳博士逝世35週年的紀念晚會，我們是站在另一個歷史的里程碑，來紀念陳博

士。這是一個新的階段，我想利用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些想法。

就像前面提到的，臺大校園能正式成立「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是經過許多人的努力，這其中

包括今天在這個晚會現場的許多前輩與朋友。我相信，過去大家付出這麼多努力，一則是希望告

慰陳博士在天之靈，告慰他在學術研究之外，為自己的家鄉付出真摯的情感。另一方面，大家也希

望透過這個紀念廣場的成立，為白色恐怖時期的臺灣留下歷史記憶。希望這種傷害人權與自由的悲

劇，在臺灣永遠不要再發生。

前臺大研協會長林欣曄為陳文成博士所做的歌。在2012年與今年的紀念晚會現場，她都獻唱了這首歌。攝影：花亦芬

今年6月本校師生職員透過網路投票評選「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27件設計圖。擷圖自：https://info2.ntu.edu.tw/vote/vot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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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是這次獲獎的廣

場設計《空》這個作品的

發想希望傳遞的訊息那

樣：陳博士遇害過程的真

相至今還是不清不楚。

「不清不楚」造成什麼效

果呢？它讓大家下意識地

對這些悲劇事件保持距

離，因為沒有清楚的真

相，但卻有許多似是而非

的判讀、以及故佈疑陣的

說法。這些「不清不楚」

引發大家的恐懼，深怕自

己或家人會誤踩這個恐怖

的地雷區。因為保持距

離、因為害怕，最後不少

臺灣民眾就認為，這些政

治悲劇沒有清楚的真相，

不是我的問題；而如何讓

這些政治悲劇不要繼續在

臺灣發生，也不是我有辦

獲得「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評圖首獎的作品《空》。

https://info2.ntu.edu.tw/vote/candidateImg/50.jpg

得獎設計圖《空》的設計者，兩位臺

大城鄉所同學在晚會現場上台致詞，

闡述發想與設計理念。攝影：花亦芬

今年紀念晚會的燈箱上面貼滿了與臺灣轉型正義相關的歷史事件與人名。

攝影：花亦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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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所以也不是我的責任。換句話說，這些政治悲劇帶給臺灣社會長期的心理效應是，公民原本

應該好好關心公共事務的運作，但這些悲劇帶來的陰影，卻斬斷了大家對公共事務的關心。結果這

種disconnection最後造就了威權統治者長期享有以個人政治利益為前提的統治環境。

很慶幸，我們終於跨越了這個黑暗的階段。也很欣慰，臺大校園的轉型正義工作走在政府公部

門之前。不久後，在臺大師生與社會各界共同支持下，臺大校園裡會有一個正式落成啟用的「陳

文成事件紀念廣場」。但是，我們也要知道，只是將這個廣場用來哀悼一個歷史悲劇，用這樣的

方式來紀念陳博士還是不夠的。我們應該將這個廣場打造成可以重新凝聚大學生與臺灣社會民眾

共同來關心社會公義、關心民主自由的地方；在這個廣場上，他們可以好好建立與自己成長、自

己奮鬥努力的社會之間的關係，讓這個關係是帶著愛與希望的連結。我們應該重新建立「愛的

connection」，而不是讓disconnection繼續分裂臺灣的社會。然而，面對臺灣內部還是一個撕裂嚴重

的社會，我們也應該努力將這個地方打造成是讓臺灣可以好好進行民主深化教育的重要場域。用不

斷的民主深化教育來紀念陳文成博士把他的青春、他的生命奉獻在追求臺灣有更好的民主政治上。

我們應該下定決心，把臺灣建設成是一個大家願意坐下來，安心地、平心靜氣地把事情的來龍

去脈講清楚的地方。希望我們大家一起來思考，如何用懂得療傷的智慧，來面對、處理過去的悲

劇。讓加害的故事與受害的故事都能被說出來。希望未來這個紀念廣場可以成為帶領臺灣往這個方

向發展的起點。讓我們的年輕世代相信，當他們在這個紀念廣場上，一起坐下來好好探求各種事情

的真相與真實，一起關心臺灣與世界各地各種與人權、與公義相關的事，他們也是在為臺灣邁向更

成熟的民主而努力。

希望這個紀念廣場的設置，讓我們可以跟臺灣的年輕世代一起透過對公義與對民主自由的關

懷，給陳博士最有尊嚴的紀念。在這條路上，因為有著大家共同願意付出的奉獻與心力，我們一起

在接下來的民主發展史上一起來走一條路，重新找回我們對臺灣公共事務的關心，也找回我們對陰

臺大城鄉所同學組成的「城鄉放送局樂隊」在晚會現場表演。攝影：花亦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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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亦芬小檔案

臺大歷史學學士，德國科隆大學藝術史碩士、博士。國立臺灣大學歷

史系專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歐洲中古晚期至近現代宗教、社會文

化與藝術史跨領域研究，以及近現代德國史與史學史。曾獲國科會優

秀年輕學者獎以及臺灣大學全校教學優良獎，2012-2014 年任《臺大

歷史學報》主編。譯有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義大利文藝復

興時代的文化──一本嘗試之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2007 初版，2013 年第二版），以及《藝術與宗教—義大利十四至

十七世紀黃金時期繪畫特展圖錄》（臺北：輔仁大學，2006 年），《林

布蘭特與聖經──荷蘭黃金時代藝術與宗教的對話》（臺北市：三民

書局，2008），《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

（臺北市：先覺出版社，2016）。

暗角落裡還有許許多多沒有被注意到的悲劇的關懷。如果當年陳博士被發現遺體的角落今天

可以在許多前輩、朋友、老師、同學共同的努力下，成為「陳文成事件紀念廣場」，也希望

臺灣有更多陰暗的角落都能得到同樣光明的照亮。

剛才走進會場時，坐在陳二姊後面一排。看著她挺直的背影以及灰白的頭髮，心裡有很

多不捨。作為受難者家屬，她們心裡長期受到的煎熬，讓人很不忍心。也很謝謝大家今晚來

到這裡。雖然這件悲傷的事我們無法挽回，但是有這麼多不同世代的人今晚一起聚在這裡，

每一個「我在」，都是守護。

有一句簡短的話是我很喜歡的：「愛比死更堅強」。這句話說的是，死亡雖然是世界上

最無可挽回、最無法被改變的事，但是愛的力量卻能超越死亡帶來的侷限，讓大家繼續堅定

地走下去，最終給世界帶來真正良善的改變。今晚就用這句簡短但堅毅的話「愛比死更堅

強」跟大家一起互相勉勵，也再度向陳博士在天之靈致敬。

謝謝大家，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延伸閱讀：
※ 花亦芬，《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

路》（臺北市：先覺出版社，2016年）

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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