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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

/
那些被「偷藏」起來的秘密旅程



今天我們一起來跟著一個人，他在70年前曾
經有過一段秘密旅程，這段秘密旅程他以前
都不敢、也不想跟別人提起，連他的小孩都
不知道。

這張圖記錄了70年前的那場祕密旅程。

他的名字叫白雄。



事情發生在70年前，有一天突然來了兩個人
，叫白雄跟他們走，說有事要問問他，沒想到
他後來就好多年不能回家。

他被帶到一個地方，那裡叫「保密局南所」



保密局南所

• 正式名稱不詳，簡稱「南所」。

• 地上兩層、地下一層，二十間押房。

• 押房三面牆是水泥製，虎頭門、地板與天花板均為木料製成。

• 虎頭門僅1.5公尺高，門下方有送飯菜的小洞，門旁的牆上也有個讓看守監視人犯的小洞，天
花板僅裝有一盞小電燈。

• 每間押房大小約為3.7~7.4平方公尺，容納約20~30名人犯。

• 須輪流站著、坐睡、倚牆坐臥。

• 犯人的食物:稀飯配十來顆花生米。有時會提供饅頭、豆漿，配菜僅冬瓜湯或空心菜。

• 以使用酷刑羅織罪狀文明，如同「人間地獄」



這個又小又擠的牢房，悶熱得像住在夏天裡的蒸
籠，再加上十幾個男人的身體的溫度，混著讓人
窒息的汗臭味、屎味、尿味，連呼吸都很困難，好
像在活人的地獄……

每個房間一天有一次可以輪流走到牢房外面，
在十五分鐘內要洗臉、洗澡和散步。
更可怕的是還有不論白天晚上都有被叫出去和
被抬回來的人。

白雄的日記



提問



Q1.汗味、尿味、屎味?

A1. 空間狹窄、擁擠、悶熱、空氣不流
通，人犯只能在押房內大小便



Q2.想像一天之中只有15分鐘可以離開牢
房，且這15分鐘內洗臉、洗澡、散步



Q3.被叫出去的人?被抬回來的人?

A3.特務刑求人犯



•受難者被打到整雙大腿腫脹無法行走，因為須24小時戴著腳鐐，腳
腫也都分不開，需要由獄友攙扶才能上廁所

•李蒼降之妻在懷有身孕時被特務逼供虐打致胎兒墜地、「淋糖水引
螞蟻咬人」、「跪冰塊」、「拔指甲」、「繩刑」

•灌辣椒水、刺指甲、老虎凳、被倒掛、灌水、灌汽油、強光照射、睡
眠剝奪、電擊等

•用打牛的藤條鞭打受難者，還打斷了好幾支！

•「迫吃鹽巴」，會加大量鹽巴到犯人口中，毆打後再送回押房，受難
者因為太鹹沒水喝，只好去喝馬桶裡的水。

•要求必須趴在地上學狗叫，然後像打狗一樣施暴。

•有一名政治受難者受不了刑求咬舌自盡，那些偵訊人員還扳開當
事人嘴巴，「扳到牙齦都爛掉」





Q4.讀後感?



分組體驗

•5-6人一組，男女分開(模擬不同押房)
•放三個地墊

•一張地墊躺一組學生，各組躺在地墊
上，不可超出地墊範圍、不能躺在馬桶
上。



分組體驗-要求

•押房內不可以說話
•所有人坐著
•押房內要有2人平躺，身體可以疊在
其他人身上，但不可以超出範圍。



地墊比例是等比例縮小，真正的押房約
為五張地墊大，關押30多人，押房裡有
馬桶，只能在押房裡上廁所



體驗時間



如果你是白雄，這個空間讓你有什麼感受?
空間中的什麼事情帶給你這樣的感受?



沒有人告訴白雄，會被關多久。

你是白雄，你的感受是?

想想日記的內容。



討論

有哪些事情傷害了這些人身而為人應有的權利?

1.不得任意被逮捕、拘禁
2.人人享有生命、自由、人身安全
3.禁止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污辱性對待等。



白雄在剛被關到這裡時，因為他是最新被關進來的
人，所以他必須睡在最靠近馬桶的位置。半夜有人要
小便，小便會噴到他的臉。他說，他睡不著，半夜難
過的偷哭。後來獄中有一個比較早關進來的人跟他
說，睡覺時蓋一條手帕在臉上，尿就不會直接噴到臉
上。他說，他在手帕下仍然偷偷的哭。





第一站結束。



軍法處判決



接下來我們跟著白雄來到第二個地方。這個
地方叫『軍法處』，白雄在這裡受到審判。這裡

有法庭，也有關押人的押房。



1.每組一套罪名牌

2.把罪名牌掛在脖子上

3.用罪名探照板看自己的罪名



每人一個罪名探照板

查看政府認定白雄與其他獄友犯了什麼罪（有紅字
的那面）、被判了什麼刑度（在另一面）。



這些罪名代表?

做過或遭遇到的事情

1. 偷聽批評政府的廣播
2. 沒有檢舉長官偷聽批評政府的廣播
3. 寫信給親友提到政府不好
4. 參加讀書會
5. 提供金錢給不滿政府的家教
6. 收留參加社會運動的家人



→關5年

提供金錢給不滿政府的家教

照顧跟政府主張不同的人

為叛徒供給金錢

辜顏碧霞：提供金錢給不滿政府的家教



→關7年

沒有檢舉長官偷聽批評政府的廣播
沒有檢舉背叛政府的人
明知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

梅濟民：沒有檢舉長官偷聽批評政府的廣播



→關10年

參加讀書會

參加與政府主張不同的團體

參加叛亂之組織

蔡焜霖：參加讀書會



→無期徒刑

寫信給親友提到政府不好
一直說政府的壞話
連續傳播不實之消息足以動搖人心

黃廣海：寫信給親友提到政府不好



→死刑

收留參加社會運動的家人
藏匿跟政府主張不同的人
藏匿叛徒

莊新祿：收留參加社會運動的家人



→死刑

偷聽批評政府的廣播
想換掉政府
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

趙星吾：偷聽批評政府的廣播



當時的軍法審判沒有公開，甚至
有一段時期沒有人替他們辯護。



討論

•白雄與獄友做過的事、政府判定的罪名及刑度之間
是否合理？



討論

他們的哪些權利被傷害了？

1.人人有權受到法律保護

2.法律的平等保護與不受歧視

3.被刑事追訴處罰時，有公平與公開審判等。



回收罪名牌、探照板



新生訓導處

白雄被判關10年，被送到「新生訓導處」。



新生訓導處在哪？

綠島。



每組一張木版畫



你們看到了什麼？



蔡焜霖口述歷史影片（2’55”-3’50”） 



影片中可以對應版畫的內容？

綠島的山丘、海邊、咾咕石、勞動工作等。



版畫說明

• 政治犯被送至新生訓導處後，都被稱為「新生」。
• 畫中有人在打石頭、堆石頭，對應當時新生訓導處的勞動改造措施，
要求政治犯到海邊打咾咕石。

• 版畫兩邊是對稱的，隱喻政治犯日復一日的長時間勞動。
• 兩邊堆高的石牆，對應最早一批政治犯移送綠島時，押房還沒蓋好。
後續由政治犯打石、堆石成牆，興建新的押房，把自己關起來。

• 畫面中央有一個頭被打開，置換新的頭腦的圖像，對應當時新生訓
導處的思想改造措施，要求政治犯上三民主義等課程。

• 畫面背景有幾座突起、像山丘的圖形，對應新生訓導處位在海上的
綠島。





馬場町刑場
祕密旅程的最後一個地方，白雄的一些難友被送到這裡。



每組一張馬場町刑場木版畫
畫面分成上、下兩段，對應不同的時代。



哪一張是過去？
哪一張是現在？

你如何判斷?



上面的人怎麼了？為什麼有的人會倒下
來？

刑場



以前的馬場町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



現在的馬場町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

現在(google)



版畫說明

• 畫面上半部是左右對稱。乍看之下，會以為左右有各三個人，仔細推敲後便能發現，
三個人是政治犯被槍決的連續動作，對應這個地點曾經執行死刑。

• 畫面下半部中央有一個土丘，有一個人在放風箏，對應這個空間現在變成了一座親
子假日會去放風箏的河濱公園。

• 版畫刻意以上、下對照進行今昔對比，呈現同一個地點但不同時空的景象。

• 雖然這幅畫的主題之一是刑場，創作者刻意不過度強調行刑細節，增加放風箏的圖
像，讓這幅畫不會有陰森恐怖的氣氛。

• 有許多地點過去的功能跟我們現在看到樣子不同。如果這些空間過去發生過的事情
不被提起，或被刻意埋沒，可能會漸漸被人遺忘。



1950年代位於新店溪畔的馬場町刑場是白色恐怖犧牲者的
槍決處。由於槍決犧牲者人數眾多，為掩埋槍決後留在沙地
上的血跡，便形成數個不規則的小土堆。



1993年5月28日，政治受難人曾梅蘭經四
十年尋訪，於台北六張犁公墓發現遭國民
黨當局刑殺於1952年8月8日的胞兄徐慶蘭
之墓塚。
以徐慶蘭的墓塚為開端，台灣地區政治受
難人互助會在同一公墓共四個現場，發現
兩百多座湮沒於荒草黃土已四十年的墓
塚。這些被屠殺的屍首，有來自外省在台灣
沒有親朋領屍者；有本省籍或因家貧無力
支付贖屍金、或因恐懼而不敢認領歸葬者。
最終由國府當局交由殯儀館草草掩埋於公
墓一隅。



共同討論

1. 為什麼這是一趟「偷藏起來的」秘密旅程？

2. 政府可以這樣對待人民嗎？政府怎麼做才符合公平正
義？



完成以下學習單。

剪貼＋寫心得在大張的空白處，５０字以上，不含標點。



臺灣有許多類似的地點，有的還留有殘跡，有
的完全看不出來以前的樣子。這些地點都有
它的故事，等待大家去挖掘；如果我們不去探
究，大家就會以為這些地點很尋常，很可能會

漸漸淡忘這段過去。

結語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
軍法處看守所
• 範圍為今青島東路3號、林森南路(東所)、鎮江街側(西所)
• 東所為軍法局主要關政治犯，西所為軍法處主要關軍事犯

• 政治犯受審訓的最後關卡，俗稱「鬼門關」，要槍決還是留活口均在青島東路3號決定。

• 判決確定有罪者，少部分在此和分所代監執行，部分被送往綠島監禁。

• 每日凌晨四、五點是生死交關，最緊張恐怖的時刻，若想起鬱卒的腳步聲和打開鐵門的聲響，
即是唱名提押囚犯到馬場町槍決生死兩路的時刻。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
新生訓導處
• 主要為1950~196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監管、改造思想政治犯最大型的集中營，兼具勞動改造和思想改造雙重功能。

• 初期初期因綠島建設與物資匱乏，因此該時期的監獄較近似「集中營」形式，犯人需上山砍柴、從事農耕及食品加工，已達自給自足
，甚至到海邊打咾咕石，自己建造禁錮自己的牢房與營舍。

• 新生訓導處將「新生」分為三個大隊，每個大隊下轄四中隊，共十二中隊。據受難者李鎮州《火燒島第一期新生》撰述：十二中隊的代
號為「團、結、新、生、同、志、完、成、革、命、任、務」，但忌諱使用八路軍名號，故無第八中隊，實際僅十一中隊。

• 每一中隊約120至160人集中在一棟長型木造營房內（形狀像多一橫的E字）。1951至1954年，有近百人的女性分隊和來自中國南日
島的俘虜也拘禁於此。據陳勤的《火燒島記事》， 1953年新生加上管理人員總數三千多人，與當時綠島的居民人口數相當。

• 由於屬思想改造集中營，新生訓導處的生活以上課、勞動為主，課程 內容九成以上是政治思想，包含精神講話、國父遺教、領袖言
行、中國憲法等。勞動內容為自給自足的砍木材、海邊採礁石、生 產班、徒步搬運補給等。並施以新生之間相互密告的抓耙子管理
手段，二十四小時進行監控。

• 而1953年爆發「獄中再叛亂案」（另稱新生訓導處獄中叛亂案、綠島獄中組織案），多名新生被構陷遭受刑求並槍決。起因於新生訓
導處發起「一人一事良心救國運動」，要求新生以寫血書、刺青政治標語等行動擁戴國民政府，但遭到抵制而失敗，因此以「阻擾管
訓」為由，羅織意圖在獄中叛亂等罪名，構陷綠島再叛亂案，進行軍法重審改判死刑，共槍決十四人。

• 1962年臺東泰源監獄建成後，新生訓導處的犯人陸續移監，至 1965年已僅存少數政治犯滯留。爾後新生訓導處時期的建物漸遭拆
除，另成立警備總部感訓隊，直屬綠島警備指揮部， 1991年由法務部接管，改立綠島技能訓練所，其間拆除新生訓導處時期的新生
所砌的咕石克難房、圍牆，至 2002年底裁撤由文建會（現改制文化部）接管。新生訓導處的部分建築遺蹟如打石牆、大門、岡哨、福
利社等為原始建築外，並局部重建為現「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的一部分。



馬場町刑場

• 隸屬國防部，起迄時間尚待考證（約1949年至1954年），位於新店溪畔堤防外的河灘地（現為馬場町
紀念公園、青年公園河灘地一帶），為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大逮捕時期槍決政治犯的主要刑場。

• 馬場町刑場位於日治時期馬場町，為今萬華區南邊濱新店溪的區域，範圍約今青年公園、中華路二
段、泉州街（崁頂），以及水源路西段一部分。原址於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為日本陸軍所設立之「臺
北練兵場」，為步兵操練與騎兵學習馬術的場所，1922年（大正十一年）此行政區因而得名「馬場町」，
後營區可供飛機起降使用。一九三○年代擴建為臺北南飛行場（簡稱南機場）。戰後，馬場町由國民政
府軍方接管，河邊堤防於1949年5月竣工，堤防外的河灘地遂成為一九五○年代初期白色恐怖大逮捕
時期用來槍決政治犯的著名刑場。

• 依現有資料顯示，當時在馬場町刑場負責槍決行刑的部隊應為憲四團，最遲在1949年即有馬場町刑
場的槍決紀錄，1951至1953年是執行槍決最密集的時期，1954年逐漸轉由安坑刑場執行槍決。於馬
場町刑場槍決的人數難已考證，但推測是執行最多政治犯死刑之處。在馬場町受槍決的雖大多為政
治犯，亦處置過搶盜等其他犯行者的死刑案，甚至國民政府內部的官員：何川、李友邦、吳思漢、宋斐
如、區嚴華夫婦、郭琇琮、黃溫恭、葉盛吉、鍾浩東、簡吉、黃榮燦、陳儀等人，皆於馬場町遭到槍決。
著名的政治案「澎湖七一三事件」、「光明報事件」等相關受難者亦受槍決於此，行刑後無人領回的遺
體多送往六張犁亂葬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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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ttps://travelerbella.com/green-island-white-terror-memorial-park/

4. https://www.storm.mg/article/2840761?mode=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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