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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台灣自由、民主的改革及人權保障，是長期以

來諸多前輩共同努力的成果。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國》

在1950年代批判執政當局施政不當，提出諸多政治改革
意見、捍衛雷震與反對黨人身自由、言論自由，雷震亦

致力於籌組反對黨，其主張不僅在1950年代有其意義，
對1970、1980年代的反對運動也有相當影響。1960年9
月4日爆發「雷震案」，雷震、傅正等人被捕並遭軍法
起訴判刑或感化處分，最終迫使籌組中的反對黨以及

《自由中國》停刊，是台灣戒嚴時期重要且知名的政治

案件之一。本書作者薛化元教授從雷震與1950年代台灣
民主運動的發展過程進行研究，探究雷震案事前、事

中、事後追求平反歷程，釐清蔣中正總統／總裁的白色

恐怖事件相關責任，指出蔣中正總統／總裁在其中的關

鍵影響力。透過釐清歷史真相，也將有助轉型正義學術

研究及其相關知識基礎的累積。

《雷震與1950年代台灣政治發展—轉型正義的視

角》以雷震日記、回憶自辯作為主要文本之同時，引用

大批近年官方開放檔案，參考相關研究成果，進行各方

角度分析考察，從而釐清史實。薛教授指出雷震與台灣

本土菁英互動意義有二：一是他如何從被層峰信任肯定

的政治人物，淪落為政治受難者；其次是他鼓吹自由民

主主張，自由民主又如何在台灣生根發展，這都是台灣

民主運動史重要且不可忽略的環節之一。

本書原是本處在106年10月至107年9月間委請國立
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薛化元教授主持之專題研究成

果，現經薛教授在研究報告基礎上重新改寫為專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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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作為本處「學術研究系列專書」之一，和學界及社

會大眾進行分享。本處深切期盼能在傳揚台灣自由民主

人權歷史進程中，略盡棉力，也希望各界給予批評指

教。是為序。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處長

10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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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震跟《自由中國》的研究，是我1992年完成博士
論文之後研究的重點。1996年出版了《自由中國與民主
憲政：1950年代台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一書以後，原
本在2000年完成我第二本有關雷震及《自由中國》研究
的專書初稿，那是以探討《自由中國》有關國家體制的

主張作為主要的內容。十分遺憾地，初稿完成之後，由

於工作及職務的變動，始終沒有得以順利地出版，又加

上整個電腦環境的改變，更加使這本書的出版需要更多

的時間來補充。

在原本的計畫之外，繼完成《中華民國憲法七十

年》之後，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在前年討論是否要進行有

關雷震及轉型正義的研究。基於個人長期對雷震及《自

由中國》研究的關心，以及政治大學文學院雷震研究中

心的成立就以推動雷震相關研究為重點，就決定進行本

研究案，而且設定計畫完成後，應該根據審查意見，修

改結案報告出書。因此，這本《雷震與1950年代台灣政
治發展—轉型正義的視角》成為我出版的第二本有關雷

震研究的專書。

而在全書的結構上，首先檢視雷震在1950年代「非
常體制」下的政治主張與具體作為之後，再以《雷震日

記》及相關檔案的文本為基礎，進一步討論國民黨當局

對雷震及《自由中國》政治迫害或是不當的人權侵害。

透過當時國民黨當局與雷震的互動，也有助於重新檢視

雷震與國民黨當局的關係。雖然1954年《自由中國》的
社論〈敬以諍言慶祝蔣總統當選連任〉觸怒了蔣中正總

統，但是蔣中正對雷震的惡感遠超過雷震的想像。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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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早在1956年出版「祝壽專號」之前，縱使1954年美
國國務院正式邀請邀請雷震赴美，配合國民黨內外重

要人士，包括張群、胡適、葉公超等人直接向蔣中正總

統的建議、陳情甚至擔保，以及來自美國外交單位的關

切，仍然無法阻擋政治強人根據他的意志，限制雷震出

境的決定。

此外，國民黨當局透過黨政軍特對雷震及《自由中

國》進行騷擾與打壓，也影響了雷震及《自由中國》的

正常發展。而在1960年雷震遭到逮捕下獄之後，本書則
從雷震案處置的適法性進行檢討切入，進而檢視雷震案

的歷史意義，並同時探究主要決策者的角色與責任。最

後，再以雷震案平反行動的歷程做為全書的結尾。

這本書的完成，必須要感謝整個研究團隊，還有筆

者指導的博士生還有助理們。其中陳致妤和李盈萱透過

《雷震日記》做全面性的檢索，提供了論文探討的重要

素材，江子揚協助做轉型正義相關研究的文獻回顧與整

理，林于庭和林奇龍協助進行《雷震日記》反對黨記載

的確認，陳昱齊和余佩真博士協助進行檔案的篩選與整

理，呈現國民黨當局與雷震及《自由中國》的互動，蘇

瑞鏘博士協助進行有關雷震案適法性的檢討，程意雯協

助作數位人文的分析，他們的協助是本書初稿得以順利

完成的重要助力。也感謝陳儀深教授、許文堂教授對結

案報告提出的審查意見，提供本書包括結構和內容修改

的建議。

而根據審查意見進行修正之後，後續的出版則特別

感謝中正紀念堂承辦同仁任育德博士、蔡怡怡組長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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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盛處長、許麗慧副處長、徐文濤研究員等人的協助，

使得本書得以如期完成。最後容我向已經過世的傅正先

生表達謝意，傅正先生病重之時交代陳信傑轉交一套

《自由中國》雜誌給我，是我從1990年代開始持續進行
《自由中國》研究的重要動力之一，希望這本書的完成

也可以多少告慰他當年的期待。

薛化元
2019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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