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由之於人，有如空氣之於生物；擁有時，被視為理所當
然，甚至渾然無感；而一旦失去，卻立即窒息難耐，陷入
痛苦掙扎。

現今我們習以為常的自由民主，絕非憑空而來。臺灣的
自由之路，是歷經好幾世代，不分省籍族群的民主鬥士，
不計生死，一次又一次，一波又一波，強力且密集地衝撞、
對抗威權體制，最後才建構出的「日常」。

臺灣於����年代完成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的民主化
工程，且歷經三次政黨輪替。����年「自由之家」的自由
度評比中，臺灣高居亞洲第二名；����年�月英國經濟學
人資訊社（EIU）公布〈����年民主指數〉，臺灣晉升至世
界第�名，並成為亞洲唯一進入前��名的民主國家。

明白過去，才能理解現在，進而展望未來。「臺灣言論自
由之路」展覽依據歷史脈絡，從����年至今，以臺灣言論
自由的進程為主軸，透過真實、原始的史料，呈現這段從
人權黑暗到自由民主的歷程。

展覽緣起



第一單元：言論箝制體制的形成

�-�  訓政體制及殘餘
�-�  動員戡亂與非常體制
�-�  報禁與出版品管制

第二單元：1945～1949年 臺灣媒體浩劫與四六事件

�-�  二二八事件的言論整肅
�-�  楊逵與「四六事件」

第三單元：1950年代《自由中國》與不分省籍的奮戰

�-�  查禁報刊
�-�  雷震與《自由中國》

第四單元：1960年代 言論窒息下無畏的身影

�-�  《時與潮》及《公論報》
�-�  異己言論審查
�-�  魏廷朝、彭明敏、謝聰敏與〈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  柏楊（郭衣洞）案

第五單元：1970、1980年代 黨外集體行動的挫折與突圍

�-�  壓抑改革的言論
�-�  海內外援救政治犯
�-�  黨外運動崛起
�-�  傷口下的茁壯

第六單元：1987～1992年 最後一哩路的犧牲與衝撞

�-�  解嚴後的三條底線
�-�  為百分百言論自由殉道的鄭南榕
�-�  改革力量的集結與突破

結語：新時代的挑戰

�-�  成為自由國家
�-�  寒蟬效應與認知作戰

展覽單元



第一單元：言論箝制體制的形成

人權發展歷程中，言論自由向來是
最重要的引爆與角力點。專制獨裁
體制為了控制人民思想，進行愚民
政策的最直接手段，就是嚴控資訊
的傳播與交流，阻斷人民增長見識、
獨立思考的能力。尤其在��世紀早
期，對主導傳播資訊的書刊雜誌、新
聞報紙等出版品，獨裁者更是極盡
管控、壓制之能事。

第二單元：1945～1949年臺灣媒體浩劫與四六事件

二次大戰結束，代表盟軍接收臺灣的國民政府，將「一黨訓政」體制的法規
引進臺灣，逐步強化對臺灣言論的控制。特別是在����年二二八事件發生
之後，國民黨當局鎮壓人民抗議、關閉報社，甚至濫捕、殺害士紳領袖與媒
體菁英。����年春，又發生以迫害臺大、師院學生為主的「四六事件」。緊接
著�月宣布（臨時）戒嚴之後，臺灣言論自由環境變得更加雪上加霜。



第四單元：

1960年代言論窒息下無畏的身影

����年，《自由中國》負責人雷震，在無法阻止
蔣中正違憲三連任總統之後，與在野本土菁
英積極展開組黨運動，卻被構陷「為匪宣傳」、

「知匪不報」等罪名，並在蔣中正介入量刑情
況下被判處��年有期徒刑，《自由中國》也被
迫停刊。臺灣自此進入言論窒息時期，更衍生
出禁止組成新政黨的「黨禁」。人民無法透過
訊息自由流通來了解國家處境，知識份子對
國家未來發展憂心如焚。臺大教授彭明敏等
師生�人撰印〈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但未
及發出即遭逮捕、判刑。而在政府強力壓制
下，����年代的思想、言論更為緊縮。

第三單元：1950年代《自由中國》與不分省籍的奮戰

����年�月韓戰爆發，改變美國的亞洲戰略，也穩住了國民黨當局在臺灣的
情勢。但這並沒有讓國民黨當局回歸憲政常軌，廢除侵害人民思想、言論、
人身、集會、結社等自由的法規，反而變本加厲，持續以《戡亂時期檢肅匪諜
條例》、《懲治叛亂條例》侵害人權；且兩度修改《出版法》、制頒《出版法施行
細則》，完備報禁體制，強化箝制言論的力道。在國民黨當局嚴密管制言論
的狀況下，各類報刊被查禁的狀況屢見不鮮，雷震負責的《自由中國》也因
經常批判時政，表達政治改革訴求，而遭到國民黨當局嚴厲的打壓。



第六單元：1987~1992年最後一哩路的犧牲與衝撞

����年國民黨當局在國際壓力與國內要求改革的壓力下，蔣經國決定先制定《動員戡
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再宣布解除戒嚴，並開放報禁，長久以來臺灣人民受到「戒嚴令」禁
錮的言論自由終於得到部分緩解。然而動員戡亂體制的存續，以及《懲治叛亂條例》、《刑
法》第���條仍然繼續限制人民言論自由。����年，追求百分百言論自由的鄭南榕，因主
張臺灣獨立，遭到國民黨當局以「涉嫌叛亂」傳訊，鄭南榕採和平方式抵抗、捍衛其主張，
並自囚於《自由時代》雜誌社��天，�月�日在軍警特強力拘提時，鄭南榕在總編輯室自
焚殉道。臺灣直到����年李登輝總統宣布終止動員戡亂後，才得以朝向自由國家的方
向發展，並在《懲治叛亂條例》廢除及《刑法》第���條修正後，����年臺灣開始走向民主
自由之路，為臺灣爭取言論自由的重要里程碑。不過，「國安三法」仍然以違反民主憲政
的規定限制人民的言論自由。

第五單元：

1970、1980年代黨外集體行動的挫折與突圍

臺灣內外政局劇烈震盪的年代。����年，「中華
民國」的聯合國代表權正式被「中華人民共和國」
取代，國際社會的「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 � � � 年 � 月 � 日 蔣 中 正 過 世，蔣 經 國 接 班。
����年�月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國民黨當局遭
逢遷臺以來最大的外交挫敗。
救亡圖存心切之下，國民黨以外號稱「黨外」的有
志之士，要求改革的聲浪愈發澎湃激昂；面對自
由民主改革的浪潮，國民黨當局依舊以高壓手段
來壓制，進而爆發了「美麗島事件」、「陳文成命
案」、「江南命案」等驚動國際的事件。



結語：新時代的挑戰

臺灣走出白色恐怖時代後，經過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年成為自由
國家。此後，臺灣無論是自由程度、網路自由度，都不斷獲得國際評比團體
的肯定。
但是，臺灣也面臨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中國」原則之下產生新的言論
限制。中國透過政經力量，利用臺灣民主體制與網路自由，對臺灣社會與各
行各業，進行滲透與思想檢查，不少相關從業人士更在「認知戰」之下，被利
誘或脅迫「表態」，失去「不表態」的自由，甚至臺灣的執政當局有時也出現
自我設限的情況。另一方面，網路日益發達，包括「假訊息」、「假新聞」在內
的不實訊息透過網路傳播，成為言論自由發展必須面對的新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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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新
聞

界
受

難
者

影
像

，
展

場
同

時
設

置
平

板
電

腦
，

可
供

閱
覽

受
難

者
生

平
。

獄
中

生
活

｜
歐

陽
劍

華
｜

插
畫

政
治

受
難

者
歐

陽
劍

華
前

輩
手

繪
綠

島
獄

中
生

活
：

男
性

受
難

者
開

採
咾

咕
石

，
扛

回
去

築
圍

牆
、

蓋
克

難
房

來
自

囚
；

女
性

受
難

者
整

天
關

在
籬

笆
裡，除

了
上

政
治

課
還

必
須

挑
水

挑
糞。

不
義

遺
址

｜
沈

昭
良

｜
攝

影
此

處
展

示
沈

昭
良

拍
攝

的
不

義
遺

址
－

六
張

犁
墓

區
、

安
康

接
待

室
、

安
坑

刑
場

、
新

店
軍

人
監

獄
、

海
軍

總
司

令
部

情
報

處
看

守
所

。

《
自

由
時

代
》鄭

南
榕

總
編

輯
室

這
裡

是《
自

由
時

代
》週

刊
雜

誌
社

的
總

編
輯

室
，

它
複

刻
當

年
鄭

南
榕

自
焚

的
場

景
。

以
義

大
利

雕
塑

家
艾

倫
．

德
梅

茲
(Aron D

EM
ETZ)「

Burning燃
燒

」系
列《

Inequivocabile Conclusione》（
譯

為「
決

定
論

」）銅
像

，
代

表
鄭

南
榕

以
焚

燒
自

己
的

身
體

，
展

現
追

求
言

論
自

由
堅

定
不

移
的

心
。

文
物

櫃

書
報

櫃

座
椅

            自
由

之
路

｜
人

物
特

寫

從
各

單
元

展
示

內
容

，
挑

出
相

關
重

要
人

物
作

特
寫

。
從

該
人

物
與

言
論

自
由

相
關

事
件

為
起

點
，

包
含

後
續

發
展

及
相

關
文

物
，

亦
可

運
用

展
場

W
ebAR，

掃
描

辨
識

圖
示

獲
得

更
多

史
料

。

            詩
作

｜
向

陽

詩
人

向
陽

搭
配

本
展

各
單

元
內

容
，

所
特

別
創

作
的

新
詩

。

W
ebAR 互

動
遊

戲
 掃

描
點

掃
描

Q
Rcode

開
啟

相
機

啟
用

W
eb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