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解碼「政治檔案」研習營 
一、活動緣起 

  2017 年 12 月 27 日「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正式公布，其第 2 條規定

開放政治檔案為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已於 2018 年 5 月成立）的重要工

作之一。第 3 條一、二規範條例用語，「政治檔案」的定義為「指由政

府機關（構）、政黨、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所保管，於威權統治時期

（1945.8.15-1992.11.6)，與二二八事件、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之

檔案或各類紀錄及文件；已裁撤機關（構）之檔案亦適用之」。促轉條

例第 4 條亦規範，依該條例所徵集之檔案資料，必須「邀集各相關當事

人陳述意見，以還原人權受迫害之歷程」，並將調查結果及檔案資料寫

成調查報告。由上可知開放、研究檔案，在促進轉型正義上的重要性。 

  行政院為完備上述條例「政治檔案」的相關法規也進行「政治檔案

法」的制定，目前正送立法院審議查中。 

  在政治檔案法未通過前，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為落實轉型正

義，在 2017 年 11 月起開始展第 6 度政治檔案徵集，先以關鍵字搜整，運

用巨量搜尋技術，以政治事件關鍵字全面清查政治檔案，並分成府院決

策、偵查與訊問、檢調與司法、外交與國防、保安與地方政府 5 個訪查

小組，進行實地訪查，確定為政治檔案即開始辦理移交給檔案局，定本

(2018)年 6 月將結束。 

  除前 5 次的訪查外，本次被學者專家所組成的訪查小組判定為政治

檔案為數不少，且有些是相當重要的檔案，如在國防部、內政部警政署 

。 

  除了上述檔案外，尚有自「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

案件補償基金會」（以下簡稱補償基金會）所留下、交給國家人權館籌

備處（於今年 3 月正式設館）的 10,067 案補償卷宗。此外還有保存在受

難者或其家屬中，包括書信、照片等私文書。 

  這些檔案的類型、特色，如果無法比對、判斷、解碼，則無法

突顯政治檔案的重要性。而官方留存的政治檔案，如口供、自白書，甚

至其他相關的資料，並非出於自由意志若非經由比對、判斷，則無法使

用，因此必須進一步研究，此其一。補償基金會的檔案雖是向檔案局申

請而來，但兩者的檔案性質並不全然相同，非明瞭其異同不可，此其二 

。私人檔案的性質，如何和官方檔案互補，非得明瞭不可，此其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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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歷史、回憶在政治案件的研究上，扮演的角色相當重要，其亦虛亦實

的性質，有必要充分了解，此其四。 

  促轉會成立、政治檔案法通過，政治檔案將攤開在陽光下，對於追

求歷史真相、平復司法不法固有其絶對的必要，但也如掀開潘朵拉的盒

子，也許這些資料不一定能找出直、間接的加害者，反而出現讓受難者

再度受傷的資料。因此，如何瞭解政治檔案的特殊性，逐一解碼，是當

務之急，也是舉辦本次研習營的原因。 

二、主協辦單位 

        國家人權博物館、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三、參加對象 

        大學三年級以上之大學生及研究生，或中小學教師，共 30 名。 

四、舉辧日期 

        2018 年 9 月 14 日（星期五）至 16 日（星期日） 

五、舉辧地點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北棟 8 樓 
六、辧理方式 
  （一）專題演講：邀請相關學者就戒嚴時期的時代背景，政治檔案的形

成及其解讀，重要政治案件，檔案與口述歷史之間，補償案卷的

形成，政治檔案與回憶錄、口述歷史、日記間的對話，如果運用

公私政治檔案進行研究。 

  （二）政治案件研究：將學員分成若干組，提供相關檔案資料，寫成初

步案件研究，並進行分組競賽，前三名予以獎勵。 

  （三）導師講評：每組設導師一名，進行獎評與評分。 

七、預期成果 

  （一）使學員了解各類型檔案的產生及背景 

  （二）具有初步解讀檔案的能力 

  （三）瞭解檔案與口述歷史之間可能產生的互補與互斥 

  （四）實際進行檔案研究並習得撰寫報告的能力 

  （五）推廣給予檔案當事人陳述意見的機會，以減少受難者再度受害的         

        概念，並因應開放政治檔案所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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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碼『政治檔案』研習營課程表 
 

第一天  2018 年 9 月 14 日（星期五） 
09:10—09:40 報到 8 樓報到臺 

時間 講題 主持／主講(暫定) 地點 

09:40—10:00 開幕式 

陳俊宏 
國家人權博物館 館長 
許雪姬 
中研院臺史所 所長/研
究員 

802 室 

10:00—10:20 休息(分組認識)   

10:20—12:30 
專題演講： 
開放政治檔案與轉型正義

的進程 

陳俊宏 
國家人權博物館 館長 

802 室 

12:30—14:00 午餐   

14:00—15:30 

政治檔案的徵集、整理與

開放 
「政治檔案法」制定的背

景及意義 

林秋燕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

管理局 局長（暫定） 
802 室 

15:30—15:50 茶敘   

15:50—17:20 

政治案件的形成－由起

案、養案、做案到破案 
政治案件的審判過程與結

果 

蘇慶軒 
 

802 室 

17:20—19:00 
晚餐 
辦理住宿  

 

19:00—21:00 分組討論 
許雪姬主持 
各組導師： 
侯坤宏等 5 位學者 

 

第二天  2018 年 9 月 15 日（星期六） 
時間 講題 主持／主講 地點 

09:00—10:30 
政治檔案與受難者證言的

對話—由口述歷史與回憶

錄談起 

陳儀深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副研究員 
802 室 

10:30—10:50 茶敘   

10:50—12:30 
政治檔案導讀（一）以四

六事件為例 
陳翠蓮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

80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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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教授 

14:00—15:30 
政治檔案導讀（二）以吳

石案為例 

侯坤宏 
國史館修纂處處長退

休 
802 室 

15:30—15:50 茶敘   

15:50—17:20 分組實作 
許雪姬主持 
各組導師： 
侯坤宏等 5 位學者 

 

17:20—19:00 晚餐   

19:00—21:30 分組實作 
許雪姬主持 
各組導師： 
侯坤宏等 5 位學者 

 

第三天  2018 年 9 月 16 日（星期日） 
時間 講題 主持／主講 地點 

09:00—10:30 
「補償案卷」的整理與運

用 

王麗蕉 
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 
館長 

802 室 

10:30—10:50 茶敘   

10:50—12:30 發表講評 
許雪姬主持 
各組導師： 
侯坤宏等 5 位學者 

802 室 

14:00—15:30 座談會：問題與討論  802 室 
15:20—15:30 

閉幕式 
陳俊宏 
許雪姬 

802 室 

15:30 賦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