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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轉記憶： 
霧社事件紀念碑的歷史閱讀* 

 顧恒湛** 

摘 要 

霧社事件是日治時期重大的原住民族歷史事件，除了因交戰造成賽德克族慘

烈的人命殺戮悲劇外，也因弱小民族處在殖民結構中的抉擇困境，而帶來族群內

部的矛盾與紛爭。本文耙梳霧社事件相關紀念碑的設立與流轉過程，可以看見國

家操弄記憶政治背後的治理性，也可觀察到部落族人如何轉化這種記憶的場所，

展現結構中的能動性。換句話說，霧社事件紀念碑的歷史流轉提供了殖民與後殖

民歷史研究的窗口，顯示殖民的遺續仍糾葛著人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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