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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緣起

「澎湖713事件」與「山東流亡師生冤獄案」

我們要讀書！──那些年，山東學生的流亡

直把它鄉作故鄉──「山東」過「臺灣」

曲終人未散──記憶與真相



1949年夏天，一群自山東各地，由北而南的流亡學生，在山東

省主席、教育部與臺澎高層人士的斡旋下，從廣州乘船抵達澎

湖，由澎湖防衛司令部以半訓半讀的方式收納。但7月13日這

天，竟發生因強制編兵，而使學生被刺刀所傷的事件，日後被

稱為「澎湖713事件」。旋即又因捍衛受教權衍生出「匪諜冤

獄案」，導致張敏之、鄒鑑兩位校長與學生五人被殺，以及多

人被捕，日後被稱為「山東流亡師生案」。由於事件株連人數

甚廣，亦是白色恐怖時期最為重要的冤案之一。

1980年代，這樁被隱沒了數十年的

冤案，逐漸隨著當事人提出平反的

要求而開始為人所知，並在1999年

始獲得正義的伸張。如今當初的流

亡學生已日漸凋零，但他們的生命

故事與對公理的追尋，仍是值得保

存的記憶，且讓我們一同回顧這段

歷史。

展
覽
概
論

山東流亡學生與
澎湖七一三事件 周年特展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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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初，國共兩黨在山東地區爭戰，因此人人自危，能逃則逃。各級中

小學校陸續宣佈停課，學生們也惶惶不安，當時稍有資產的家庭多認為孩

子留在鄉里並不安全。安居與移動之間，許多父母選擇讓年輕孩子「跟著

學校走」，而「好好讀書」便是父母唯一的叮嚀！

跟著學校走！

兵荒馬亂的時代，能活下來已是萬幸，但傳統根深蒂固的觀念，認為書仍

一定要讀。於是二戰期間，國民政府為了使各地學生能夠繼續接受教育，

便通令各校遷移至安全地點，並設立專門機構辦理戰區學生的登記與分發

事宜，或將幾個中學、大學編在一起，稱為聯中、聯大。各級學校的學生

因為獲此幫助，得以安全抵達後方繼續求學。「流亡學生」就是這樣而來

的一種指稱，一群人，和一個又一個的故事。

我們要讀書！
──那些年，山東學生的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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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長朱家驊呈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為請轉飭行政院核准成立臨時學校二

十一所。                                      國史館數位典藏/提供

山東省臨時參議會議長孔繁霨電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有關魯省奸偽進

犯各區學校停頓擬請飭由省府設學救濟。     國史館數位典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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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南第一臨中

魯南第二臨中

魯南第三臨中

魯南第四臨中

魯南第五臨中

濟南第六聯中

濟南第一聯中

濟南第二聯中

濟南第三聯中

濟南第四聯中

濟南第五聯中

海岱聯中

煙台聯中

昌濰臨中

魯南第一臨師

魯南第二臨師

岱南臨中

江蘇

江蘇

無錫

安徽

無錫

湖南

浙江海寧

浙江

湖南衡山

湖南宜章

江西貴溪

江蘇宜興

湖南安化

湖南衡陽

京滬路

奔牛鎮

江蘇

江蘇常州

馬友三

蘇叶之

李恭任

劉承攽

吳丕源

王玉圃

劉澤民

陳子雷

王志信

弓英德

毛儀庭

馬觀海

張敏之

杜仁山

孔繼升

呂漢鎔

趙立齋

高8、初13

高5、初13

高5、初9

高2、初8

高3、初8

高6

高10、師8、

初11

高10、師11、

初14

高5、師6、

初15

高6、師5、

初19

初12

高10、初25

高15、初25

高6、初6

初8

初9

高12、初28

1,143

931

720

526

564

343

2,580

2,051

1,736

1,728

652

2,318

2,735

542

450

482

2,400

58

41

39

28

32

15

132

121

112

109

25

131

125

33

24

26

92

37.8

37.9

37.10

37.10

37.10

37.11

37.10

37.10

37.11

37.12

37.12

37.6

37.11

38.2

37.7

37.10

37.11

38.3

38.3

38.3

38.3

38.3

38.7

38.7

38.7

38.7

38.7

38.7

38.7

38.7

38.7

38.3

38.3

38.3

去台灣

去台灣

去台灣

去台灣

去台灣

去台灣

去台灣

去台灣

校 名 校 址 校長 高初中班級 學生數 教職

員數

成立年月 結束

年月

備註

山東臨時中學及聯合中學一覽表

縱然滿懷慷慨，豪氣萬千地跟著學校南遷，但對這群10歲到20多歲就離

鄉背井的學子而言，歷經多年戰爭後的國家，千瘡百孔，一切都還待休養

生息，此時踏上流亡之路備加艱辛。向前走，固然是機會，但愈走，便離

家愈遠。而支持他們持續前行的力量除了追求自由之外，便是父母囑託的

「好好讀書！」而這最終也成為山東學生日後在臺灣努力茁壯的力量。

草鞋與棉鞋

流亡途中，鞋子破了，無錢可買，但也捨不得穿上離家前母親親手縫製的

棉鞋，只能像士兵一樣穿上草鞋，繼續踏上未知的行程。

「咳，孩子你們都走了，您娘在家裡怎麼想噢！一個同學說：不想，不
想！老太太又繼續說：孩子，您不想，您娘可想，那位同學還是說：不
想不想，說著說著：就走遠了。」

—白耀光

戰時軍民所穿草鞋 vs 母親手作棉鞋

1948年大批學生隨難民逃至南京，教育部與山東省教育廳隨即在京滬、滬

杭、浙贛、粵漢各鐵路沿線設立臨時中學安置學生，因應情勢且戰且走。

山東各聯臨時中學設置情況



流亡學生難忍凍寒，醞釀佔屋運動。

大公報天津版1946.12.08

1946年6月蘇北流亡青年招訓所。  中央通訊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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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流亡的山東學生愈來愈多，教育部初在江南各地設置臨時學校，並撥付經費讓學校繼續運作，但共軍渡江後，各校便奉令緊急遷

往湖南、江西。如何將萬名學生送到目的地，是途中最艱鉅的考驗，「搶搭最後一列火車」、「坐在火車頂上」就成為學生們最深刻

的流亡經驗之一。但還不是每個人都如此幸運，上不了火車的人，只能徒步當車，間關千里只為找到學校、師長，因為他們在哪裡，

家，便在哪裡！

火車頂上的座位



山東聯合中學名牌

席得志/提供

廣州輔導處

流亡學生登記證

席得志/提供

烟台志孚中學學生證  初福山/提供

(反面)(正面)

湖

廣

宜章

郴縣

鷹潭

宣城

宜興

海寧

無錫
常州

衡陽

安化

湖

江

西

福

建
臺

海

江

浙

徽

安

南

北

南

濟南第4聯中、

濟南第4聯中第

1分校

魯南第1、2臨中、

魯南第1、2臨師、

海岱臨中

濟南第3、6聯

中、震華學院、

昌濰聯中

濟南第4聯中

第2分校

海岱臨中第

1、2、3分校

濟南第1、2聯中

師範學院

魯南第3、5聯中、

海岱聯中第4、5分校

濟南第5聯中

魯南第4臨中

煙台聯中、煙台聯

中第1、2、3分校

1949年3月間江南地區設置山東各級臨時聯合學校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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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1949年4月共軍大舉渡江，原本安置在江南的各地流亡學生再度遷徙，

或由杭州經粵漢鐵路往湖南、江西，無法搭上火車的只能徒步向福建繼續

南行。

山東流亡學生路線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正面  初福山/提供

煙台聯合中學高中部畢業證書

初福山/提供

臨時畢業證書

初福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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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漢鐵路上的火車，俗稱藍皮鋼。  中央通訊社/提供                                                             

雖然跟著學校走是眾人的渴望，但肩負著上萬名流亡學生未來的校長們卻

要面對最困難的抉擇，即是局勢惡化，政府已無暇顧及學校。此時中國各

地無不在動蕩戰亂之中，究竟要把學生帶往何處，哪裡才是他們安身立命

之處？最終校長們決議，唯有一海之隔的臺灣是可以讓學生好好受教的地

方。但遷臺事涉經費、學校地點與臺灣安全等問題，在多方商議斡旋下，

得以特例處理，由同是山東人的澎湖防衛司令部李振清收容編訓。

何處是歸途？

粵漢鐵路上有個南來北往的小車站棲鳳渡，許多人到了棲鳳渡已經走不下

去，有些認為該堅持南下讀書，有些想搭北上的車返家，有些想不如從軍

去，就這麼上車、下車難以決定，甚至還有兄弟在此決定分別南下北上，

以分散風險。

回頭抑或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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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流亡學生

於廣州黃花崗72烈士墓前合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許文堂/提供

隨學校流亡途中

於湖南橋頭河留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許文堂/提供

1949年煙台聯中流亡學生抵達廣州市於黃花崗72烈士墓前留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許文堂/提供

1949年6月22日攝於廣州黃花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許文堂/提供

儘管在廣州期間，似乎充滿航向遠方的希望，但當笛聲嗚咽、船將離港

時，大家卻是上船又下船，下船復上船。雖然心急如焚地想盡快離開戰

亂之地，但又眷戀不捨，究竟要不要冒險去向未知的海島？

上船還是下船？



1949年6月25日與7月7日，超過5000多名的「山東流亡學生」先後搭乘二

艘軍艦抵達澎湖。歷經四天三夜的航行，第一批在漁翁島上岸，後一批則

到了馬公。最初澎湖防衛司令部依據教育部訓令，將17歲以上的男生編入

「青年教育總隊」，進行半訓半讀；其餘年幼者及女生則進入「澎湖防衛

司令部子弟學校」就讀，一路顛沛流離的學生們至此似乎終於結束苦難。

不料幾日後，軍方便違反承諾，將「青年教育總隊」改為一般軍隊，並不

顧學生意願，對未滿17歲者進行強制編兵，終致引發了「澎湖713事件」與

「山東流亡師生冤獄案」。

19 20

「澎湖713事件」
「山東流亡師生冤獄案」

與

野戰醫院養病  孫啟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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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這陽光燦爛的小島上，那些熬過飢寒、涉過深水、忍住身上爬滿蝨子

苦楚的學生們，原以為可以半訓半讀的方式完成學業，不料進入男生營

區，出入便遭限制，又聽聞軍方將強制編兵。學生原打算在7月13日要衝

出營門，然而到了大操場，軍方即刻進行點名編兵，於是學生李樹民、唐

克忠憤而上前理論，卻遭刺刀所傷，當場血流如注。在周圍全是士兵的震

懾下，人人噤若寒蟬。軍方遂在此強勢下，將年齡、身高達到一定標準的

男同學編入陸軍40軍39師第115團、116團、防衛司令部特務營、通訊營等。

澎湖防衛司令部強制編兵

編兵後與同袍合影

孫啟榮/提供

編兵後與同袍合影  孫啟榮/提供歡送黃士強考上台大（知名考古學者黃士強，曾因編兵服役，年過25歲才有機會再讀書。）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許文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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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敏之在獄中遺書

劉廷功(歷史的烙印)

713事件後，各校長對於千辛萬苦帶出的學生遭到強行編兵之事，認為澎

防部背信毀義，違反在廣州的協議，因此向澎防部據理力爭。但司令李振

清、師長韓鳳儀態度強硬，學生與澎防部關係日趨緊張，軍方竟以莫須有

的罪名，誣陷積極為學生奔走的師長及心懷不平的學生為匪諜，羅織罪名

使其入獄，且嚴刑逼供以獲得偽證。在「寧可錯殺一百，不可錯放一人」

的政治氛圍中，最終導致山東師生冤獄案的發生。

山東流亡師生冤獄案

由於煙臺聯中的張敏之校長不

忍年幼學生被迫當兵，積極鼓

勵不滿16歲的學生回歸學校讀

書，得罪澎防部，也埋下了日

後軍方認為其妨礙建軍而羅織

為匪諜的因子。此外，由於被

強制編兵的學生多有不滿，更

無法適應軍中嚴苛生活，而有

抱怨及憤憤不平之情緒，軍方

遂開始進行思想整肅。一時之

間，驚懼的氛圍瀰漫在學生之

間。

捍衛受教權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38)安戒字第009號」  國家檔案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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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共誓不兩立的戒嚴時代，「匪諜」

是當時最使人聞之色變的字眼。編兵

後，李振清稱查獲澎湖潛伏有匪諜，

韓鳳儀、陳復生，利用各種嚴刑逼迫

不配合偽證者，在極短時間內即進行

軍法審判，將張敏之、鄒伯陽兩位校

長，及劉永祥、張世能、譚茂基、明

同樂、王光耀等5名學生以匪諜罪名槍

決。劉濟民、陳震校長，及100多名師

生則移送內湖新生感化隊。

匪諜構陷案



「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38)安戒字第009號」  

國家檔案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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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38)安戒字第009號」  

國家檔案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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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敏之校長遺像

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提供

鄒伯陽校長遺像

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提供

《中央日報》1949.12.12-5版

「你們逃不掉的昨續槍決匪諜七名」

中央日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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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江蘇省籍國代談明華呈蔣中正報告澎湖山東煙台聯中師生冤情」報告書

《張敏之等判亂案》，軍法局檔案                                   國家檔案局/提供

冤案再審，無力回天                                               國家檔案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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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張敏之友人吳墉祥於日記中述及

軍方強制編兵及刁難張敏之一事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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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木蘭計畫」簡報  國家檔案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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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部隊移防臺灣，被編兵的學生們原以為可以退役，但事與願違。為

爭取復學機會，學生們在1955年4月16日欲搭車北上請願，卻在臺中火車

站受阻，學生們只好圍坐在蔣中正銅像邊抗議。當局安撫不成，於4月25

日逮捕領導參加者共39名，有3名學生被判刑，其餘則送至看守所管訓半

年後再被分發。直到1960年實施「木蘭計畫」，被迫當兵的山東流亡學生

才終於得以退役復學。

台中425事件



1953年，澎湖防衛司令部子弟學校遷往臺灣員林，當船在基隆靠岸時，由

學生組成的樂隊引導大家下船再轉赴火車站，在嘹亮的鼓樂聲中，到臺灣

讀書的願望終於達成！而當初被強制編兵者，或在澎湖時期即努力報考軍

校或政工幹校，或在1960年爭取退役成功後，考入員林實中、花蓮師範學

校就讀。對這群特殊的「流亡學生」而言，從山東出走的那一刻起，故鄉

已成它鄉，儘管一路顛沛流離，有些同學甚至因「713」或「425」事件而

行經死亡蔭谷，但他們也更明白的知道，唯有在這塊落腳的土地上努力生

根，才不負雙親的叮嚀和師長的照護，還有，受難的校長及同學們。

「學校家庭化，老師父兄化，學生子弟化。」是流亡期間師生相處的真實

寫照。而這些曾經飄泊的異鄉人，在完成讀書的願望後，直到結婚生子、

成家立業，彷彿才真正結束流亡，在此落地生根，成了山東過臺灣的「開

臺始祖」。

從飄零到植根

流亡學生初抵澎湖雖然生活困頓，但師長仍

堅持正常教學。當時不只教學設備簡陋，連

最重要的教科書也非常欠缺，甚至還必須輪

流使用，但這一切都無損學生對讀書求學的

熱切渴望。然因澎湖土地貧瘠，全校師生補

給全靠臺灣運送，加上學生畢業後的升學就

業皆有困難，苑覺非代理校長於是向教育部

籲請遷校。歷經波折後，最終得以在臺灣員

林成立「教育部特設員林實驗中學」。

弦歌不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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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把它鄉作故鄉
──「山東」過「臺灣」

教育部特設員林實驗中學木匾

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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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展雲校長人事資料，山東出身的楊展雲，在任員林實中校長十餘年，穩定了學

校的發展。                          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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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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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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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於第一個來台的雙十節

合影於馬公小學

女子籃球隊

校園生活照

師生共同合力整理校園

舞蹈隊合影

歌舞隊合影

照片由：

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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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1

2.3

4.5

王志信校長於校門合影

勞動教育師生們一起建設校舍

員林實中學生刻苦求學的照片

照片由：

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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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福山獲國民學校

國語教學能力檢定合格證明書

初福山/提供 初福山退伍證明書  初福山/提供

初福山員林實驗中學特別師範科畢業證書  初福山/提供

無論是從軍或讀書，山東學生們更積極地學習各項技能，並在投入各行

各業後努力發展。因為唯有如此，失了根的他們，才能在此安身立命。

由於親屬網絡相對單薄，除了在校讀書時依靠師長，與同學患難與共的

情感更是無比深厚。但師生、同學情感再緊密，也取代不了一個「家」

的溫暖，於是成家也就意味著在此生根茁壯。

立業成家

初福山（1931 ~ 2003）

初福山，山東牟平縣人，因父親經商，家境尚稱小康。就學期間，遭逢國

共內戰，遂拜別父母，跟隨學校流亡讀書，輾轉抵達澎湖。713編兵後，

不幸被誣陷受盡酷刑，結束後重新分發軍旅，1959年木蘭專案退役後，經

員林實驗中學師範部畢業，服務台北

縣三和、大鵬、二重、三重等國小34

年半之久，至1996年退休。任教期

間，於1962年與張世津女士結婚，育

有三女一男，現都已成家立業。初福

山個性活潑、豪邁，急公好義，且自

幼即以好歌喉在同儕間聞名，並多次

榮獲歌唱比賽冠軍殊榮，是一位有情

有義、熱血的山東漢子。

713事件當事人簡介



來自彼岸的家書  陳芸娟/提供陳永昌、黃九妹結婚證書（民國55年10月29日）  陳芸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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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昌（1929 ~ 2017）

陳永昌，江蘇省豐縣人，家庭小康，世代務農。國共內戰期間，為免被抓丁當兵，遂離開父母，跟隨濟南第

一聯中流亡讀書，輾轉來到澎湖，並經「713」編兵後，遲至1959年「木蘭專案」才得以退役。後就讀「員

林實驗中學」師範部，學成分發時，因思念家鄉，刻意選擇同樣多山的苗栗縣任教，直至1995年退休；期間

擔任教導主任三十餘年，春風化雨，認真負責，深受杏壇好評。任教期間與苗栗縣銅鑼鄉客家黃九妹女士結

婚，婚後育有二男二女，從孓然一身抵台，終能在台灣開枝散葉，是他一生最大的安慰。台灣開放大陸探親

後，返鄉始知父母皆已去世，少小離家，竟至永別，是其此生最大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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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殿祥家庭照  王殿祥/提供

王殿祥（1930年生）

王殿祥，江蘇淮安人，為了逃避共產黨殘暴的

批鬥，加入第三聯中成為流亡學生，經過上海

南京到達湖南，最後從廣州渡海到澎湖。澎湖

713編兵後，持續當兵無法退伍，部隊移防台

灣後，在1955年帶頭爭取退伍復學，是為台中

425事件，並遭到嚴厲管訓。後經軍方調查發

現該事件單純，爰於1956年允許報考軍校，進

入政工幹訓班，持續擔任政風工作直至1997年

退休。1970年與彰化二水人胡文華結婚，育有

二男一女，均有所成，且甚孝順。回想425事

件遭受管訓，曾感嘆說「這一輩子最危險的時

段，就是被抓去的那一段，如果當初一槍斃

命，也就什麼也沒有了。能夠活到現在，已經

不容易了。」目前住新北市頤養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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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裕起先生訃聞  62歲過世的張裕起，臨終前，最掛心不下妻弱子幼。  張文竹/提供 張裕起與湯錦寶結婚照，1932年出生的張裕起先生，50歲才與湯錦寶

女士結婚。                                     張文竹/提供

張裕起（1932 ~ 1992）

張裕起，山東省煙台人，所城望族，世代書香。就讀崇正中小學期間，因

國共內戰局勢逆轉，於1948年秋隨校流亡編屬煙台聯合中學第三分校，

輾轉抵澎湖後遭受強制編兵，轉入軍旅。遲至1959年退役，就讀員林實驗

中學師範部畢業後，先後服務台北縣金山、修德等國小，共32年，弦歌餘

韻，至今猶存。因思念家鄉父母，遲至五十歲始與湯錦寶女士成婚，育有

二男一女，均頗有成就。綜觀張裕起一生，個性爽直，齊魯男兒，急人所

難，頗有燕趙遺風。



81.07.22白耀光返鄉掃墓  白耀光/提供 分隔42年後，張裕起終於在民國79年首次返鄉回煙台。此為當時他在煙台

寫給臺灣家人的信件。                                張文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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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以為戰爭結束後，便可安然返鄉，何況離家前父母還叮嚀了：「記得放

假回家就好！」不料這一別竟是40年。1987年，壓抑多年的思鄉情懷、與

親人相隔天涯的痛苦，終於在開放探親後得以抒解撫平。

返鄉探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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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我們在父母的羽翼下成長，卻常在父母已然老去時驚覺，他們究

竟如何從青春少年成為我們的守護者？他們的生命經驗與安穩成長的我

們是如何的不同？許多山東流亡學生的第二代，可能並不知道，爸爸╱

媽媽的生命裡曾經有一段很難言說或不願談論的故事......

「我的爸爸╱媽媽」

「我爸沒什麼親人，那這些伯伯在我長大的歷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對很

早就遭逢喪父之痛的張文竹而言，父親的同學可能更有著類親屬關係。她

說父親過世後的頭七適逢除夕，除了他父親生前的三位同學來幫忙處理後

事，根本沒有其他人來家裡探望。這種因為一起流亡而產生的緊密關係，

員林實驗中學代理校長苑覺非的兒子苑舉正形容，他們師生情感緊密的好

像粉絲圍著周杰倫一樣。「父親的學生不管地位多高，都很喜歡找他聊

天。」所以他從小就很羨慕爸爸與學生的關係，感覺自己是和很多人共享

父親。「父親大大小小的事都做，簡直是活的祖宗牌位，直到八、九十歲

還在為學生服務。」苑舉正笑稱父親應該可以列入金氏世界記錄，因為他

擔任過200多位學生婚禮的主婚人。

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

「爸爸準備出國，感覺像是慷慨赴死。爸爸交代萬一被抓，媽媽要找誰求

助。」陳芸娟如此描述父親返鄉探親時的情境，甚至自己也感染到這種緊

張，深怕爸爸回不來了。這種心理上的不安顧忌仍是源自於澎湖事件，而

父親的朋友們，也只敢在家裡談政治。「我想澎湖這件事對他們來說應該

是影響很深刻。」苑舉正也提及「父親常大吼自己忠貞愛國，每次祝壽時

都會喝得很醉。有次他與學生喝醉後抱頭痛哭，想到當年的事覺得不合

理，後來我才知道那是白色恐怖症候群。」這些流亡師生即使在時移事往

之後，對於當年所留下的陰霾其實仍難以抹滅。

白色恐怖症候群



郝譽翔追尋父親故事

而完成《逆旅》長篇小說

郝譽翔《逆旅》

陳芸娟身為山東流亡學生後代

透過研究呈現父親走過的歷史

陳芸娟《山東流亡學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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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昌夫妻合影  陳芸娟/提供

陳芸娟說從小和伯伯們聊天就

像和爸爸一樣，那些故事不陌

生，只是每個流亡學生講的面

向、遇到的事不同。她很感謝

父親，他人生中很長一段時間

在台灣，也努力地在這裡活下

來，「如果牛頓說他是站在巨

人的肩膀，那我就是站在爸爸

的肩膀上。」張裕起的女兒張

文竹說起人生前30幾年中最悲

慘的除夕，只有香、遺照和祭

拜。後來她開始追尋父親的生

命故事，「我要去找17歲以前

的他」。最終，張文竹找到的

不只是爸爸，同時也找到了自

己─山東煙台人，這是爸爸給

的，是生命的起源。「我不能

忘記自己是誰」，但她也因為

成為臺南媳婦而對這塊土地有

重新的理解、感情和詮釋。

不要忘了我是誰



個人記憶容或有所落差，歷史真相也許難以重建，但隨著臺灣社會的解

嚴，當713事件開始成為公共化的人權議題，來自外部的討論、觀點，與少

數能夠透過自我書寫來重構記憶的當事者，是否能夠召喚出更多「流亡學

生」的聲音？

雖然後真相時代已然來臨，在眾聲喧嘩的多元敘事中，還原歷史似為奢

望，但對於追尋真相的勇氣與努力，仍然是這一路走來艱辛卻從不放棄的

流亡學生的理念，如同他們年少時對於讀書夢的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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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終人未散
──記憶與真相

人們總是會期待「死了的到西方去，活下的永保平安！」但那些曾被誣陷

為匪諜、遭遇各種不當刑求而入獄的師長、學生，在威權時代不但無人敢

為其伸張正義，還必須承受來自社會異樣的眼光。自1980年代開始，在受

難者本身或其後代，以及其他山東人的努力下，他們積極尋求各種管道為

此案平反，終於在1999年通過「戒嚴時期不當匪諜與判亂案補償條例」。

對受難者或其家屬而言，條例通過的意義不在於金錢的賠償，而是對公理

與正義的追尋。

不信公理喚不回



63 64

《張校長敏之鄒校長鑑先生罹難四十週年紀念冊》

                  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提供

山東文獻期刊內頁，1977年山東文獻第2卷第4期，提及徵求

山東流亡學生史料。

1999年煙台聯合中學師生冤案資料（申請賠償資料）

                                王人榮/提供



協辦單位    　　　　　　　　　　

                 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Bureau of Culture Peng-hu County

主辦單位

指導單位

展場設計製作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轉載）鉅奇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統籌指導 陳俊宏

策 展 人 謝仕淵、林寶安、陳曉怡

行政指導 張嬋娟

展覽統籌 黃龍興

展覽策辦 吳宗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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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仁修《不信公道喚不回》

張放《天譴》

徐仁修《流亡學生》

 王培五口述，高惠宇、劉臺平整理

《十字架上的校長：張敏之夫人回憶錄》

馬全忠《張振芳女士傳》

對於許多受難者而言，日後雖然出獄繼續生活，但痛苦並未結束，他們的

身心受到極大創傷，許多人終其一生仍無法抹去心中的陰霾。但隨著社會

氛圍的改變，逐漸有當事者也試圖透過自我書寫來重構記憶，還原真相。

在各自的書寫中，或許所看到的面向不同，但融匯交流而成的或許就是這

群山東流亡學生在大時代裡的生命故事。

以書寫對抗遺忘

林寶安《澎湖713事件與

山東流亡學生口述歷史》

馬忠良《從二等兵到教授

—馬忠良回憶錄》

張玉法

《山東人在臺灣1 學術篇》

張玉法

《山東人在臺灣2 法律篇》

張玉法

《山東人在臺灣3 文學篇》



大約兩年前，國家人權博物館開始補助林寶安教授的團隊，執行
山東流亡學生713事件的資料調查與訪談拍攝，我們期待貼近生命
史的紀錄，能為這樁白色恐怖事件，留下貼近當事人的觀點。那
時，便有著要在2019年的今天，籌備七十週年特展的想法。

我們深知外省族群的白恐經驗，曾留下許多傷痕，但許多當事人
不是已凋零，就是不願再談，將那件事封存於過往的時間中。因
此，這項展覽除了繼承先行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也引用了當事人
留下的見證與回憶。然而，選擇沉默者更多。

因此，為了能夠引發公眾的關注，並期待更多當事人參與這場討
論，本項特展的定位，不會是此議題的成果展，而是希望藉著這
個展覽能引發更多的對話，讓當事人以及第二代願意說出這段歷
史，以及那些政治事件的衝撞，如何在日後漫長的時間中留下痕
跡。這場展覽，是期待透過展覽，開啟更多的對話。

如果您是713事件相關當事人，或者是第二代的家屬，也很願意
將相關的資料與我們分享，期待您能跟我們聯繫。

展後言

用展覽開啟對話，我們期待聽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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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來自山東的年輕中學生，
一路跟隨著學校從山東老家出發，
被迫流亡經過澎湖、來到台灣，

他們的生命經歷，不會輕易被遺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