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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元  白色恐怖與台灣社會 

 
 

九、白色恐怖下的台大校園 

(一) 1949 四六事件下的傅斯年 

傅斯年神話？ 

  警備總部副總司令彭孟緝的口述回憶： 

……38 年臺大、師範學院鬧學潮，後來陳辭公由南京回來，叫我來辦，當天

晚上在陳辭公家開會，師範學院院長謝東閔先生、臺大校長傅斯年先生都來

了。謝東閔先生向陳辭公鞠了一個躬，他說，師範學院的院長他不做，所以

後來派劉真先生去接任。同時傅斯年對我講：「我有一個請求，你今天晚上

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後來我調來

部隊，不拿槍，只拿繩子，士兵和警察把這些犯法的學生捉起來，差不多五、

六百名學生……(〈彭孟緝口述訪問記錄〉)	

 

  陳誠回憶錄： 

…我問他（按：傅斯年）：「南京完了，臺灣怎麼辦？」他毫不遲疑地說：「先

【本著作除另有註明外，採取創用 CC「姓名標

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臺灣 3.0 版授權

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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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安定。」接著說道安定的辦法，他說：「要求安定，先要肅清匪諜。」我

老實告訴他：「匪諜的大本營，就在你的臺大和師範學院。是不是先從這兩

處清除？」他當即表示贊成說：「你做。我有三個條件：一、要快做；二、

要徹底做；三、不能流血。」我完全接受了他的條件。他提說快做，正合我

心；因為其時和談正進入最高潮，遲了容易發生枝節。好在省政府對於共諜

學生早有調查，當天晚上就開始布置，第二天 4月 6日就開始行動。這一天

我在我辦公室裡，斯年和我及彭孟緝三人一同守候消息。(《陳誠先生回憶錄—

建設臺灣(上)》)	

	

1、事先知情並同意 

臺大學生林木、林義萍、烏蔚庭等人證言，警備總部人員無法辨識學生，是

學校收發室職員隨警總人員到宿舍、持逮捕名單一一指認。(口述歷史)	

	

臺大醫學院院長魏火曜：四六事件是職業學生鼓動學潮、軟禁警察，結果傅

校長招來軍隊，將臺大醫院、師大包圍了一天。(《魏火曜先生訪問記錄》)	

	

張光直：臺大是按名單一個一個抓的…凡是臺大學生都相信學校與警備總部

合作。(《蕃薯人的故事》)	

	

2、處分台大學生營救會幹部 

4.6文、理、農、工、醫、法六學院學生代表組成台大學生營救會。	

	

4.15上午學生自治聯誼會舉行記者會，校方以「校長與訓導處事前毫無所

知」，盧覺慧、林榮勳分別遭到兩大過與申誡處分。	

	

à陳誠稱許：	

	此一工作(肅清匪諜)得以順利進行，實出於傅斯年先生當日曲突徙薪之遠

見。(《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頁 449)	

	

警總預備逮捕名單(師院 7人)	

姓名	 性別	 籍貫	 科系	 參與社團／活動	

周慎源	 男	 臺灣省嘉義縣	 數學系	 自治會主席	

鄭鴻溪	 男	 臺灣省	 教育系	 自治會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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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商彝	 男	 臺灣省	 教育系	 自治會幹部、麥浪歌詠隊、銀鈴會	

趙制陽	 男	 浙江省	 教育系	 「三二一」事件師院主席團代表	

莊輝彰	 男	 臺灣省	 英語系	 自治會幹部	

方啟明	 男	 	福建省	 國文系	 	 	

宋承治	 男	 浙江紹興	 師院英語系	 	 	

	

警總預備逮捕名單(台大 13 人)	

曹潛	 男	 	 	 政治系	 	上海學運份子	

簡文宣	 男	 臺灣嘉義	 電機系	 工學院自治會	

陳琴	 男	 福建林森	 地質系	 	 	

陳實	 男	 浙江連江	 農經系	 農學院自治會	

許華江	 男	 浙江武義	 經濟系	 	 	

王耀華	 男	 河南蘭封	 外文系	 文學院自治會	

周自強	 男	 浙江定海	 政治系	 法學院自治會	

孫達人	 男	 浙江杭州	 政治系	 「橋」副刊作者	

王惠民	 男	 安徽桐城	 政治系	 	 	

朱光權	 男	 廣西博白	 哲學系	 	 	

盧秀如	 男	 浙江黃岩	 經濟系	 	 	

林火煉	 男	 不詳	 	 	 	 	

許冀湯	 男	 浙江黃岩	 農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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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院逮捕學生 268 人	

台大逮捕 38 人	

	

四六事件判刑情形	

學校	 姓名	 科系	 籍貫	 刑期	

台灣大學

10名	

周自

強	

政治系	 浙江	 徒刑五年、褫奪公權四年	

許華

江	

經濟系	 浙江	 徒刑四年、褫奪公權三年	

黃金

揚	

物理系	 福建	 徒刑三年、褫奪公權二年	

盧秀

如	

經濟系	 浙江	 徒刑三年、褫奪公權二年	

王耀

華	

中文系	 河南	 徒刑三年、褫奪公權二年	

藍世

豪	

機械系	 福建	 徒刑一年、緩刑兩年	

許冀

湯	

農經系	 浙江	 徒刑十個月、緩刑兩年	

陳錢

潮	

機械系	 浙江	 徒刑十個月、緩刑兩年	

孫達

人	

政治系	 浙江	 感訓	

陳	 	

琴	

地質系	 	 	 保釋	

師範學院

3名	

莊輝

彰	

英語系	 台灣高

雄	

徒刑四年、褫奪公權三年	

趙制

陽	

教育系	 浙江	 徒刑一年、緩刑兩年	

方啟

明	

國文系	 福建	 徒刑十個月、緩刑兩年	

	

師院整頓學風失去學籍 36 人	

類別	 姓名	 性

別	

籍貫	 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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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

重新登

記 11

名	

周慎

源	

男	 台灣台

南	

數學系	

鄧傳

青	

男	 江西清

江	

教育系	

鄭鴻

溪	

男	 台灣彰

化	

教育系	

朱商

彝	

男	 台灣彰

化	

教育系	

李德

育	

男	 河北清

苑	

教育系	

黃旭

初	

男	 台灣新

竹	

教育系	

陳澤

論	

男	 福建南

安	

史地系	

張泰

麥	

男	 台灣台

中	

先修班	

方孔

裕	

男	 不詳	 不詳	

簡素

嬌	

女	 不詳	 不詳	

李淑

美	

女	 不詳	 不詳	

偽造證

件法辦

4名	

趙制

陽	

男	 浙江溫

嶺	

教育系	

程皓

蘭	

女	 浙江溫

嶺	

教育系	

王立

榮	

男	 浙江紹

興	

教育系	

徐	 	

俊	

男	 浙江富

陽	

教育系	

類別	
	 	

姓

名	

性別	 籍貫	 科系	

甄審不

合格 21

送法

院 10

朱乃

長	

男	 上海	 英語系	 	 	



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史／ 2 0 2 1 年秋季／白色恐怖與台灣社會／陳翠蓮／第  6  頁 
 

 

名	 名	 宋承

治	

男	 浙江紹

興	

英語系	 	 	 	警總通緝名單	

莊輝

彰	

男	 台灣高

雄	

英語系	 4/5警總逮捕名單	

薛愛

蘭	

女	 福建仙

遊	

數學系	 	 	

王俊

廷	

男	 台灣高

雄	

數學系	 	 	

樓必

忠	

男	 浙江烏

義	

數學系	 	 	

毛文

昌	

男	 浙江江

山	

國文系	 	 	

魯教

興	

男	 河北豐

潤	

國文系	 	 	

郎立

巍	

男	 河北臨

榆	

國文系	 	 	

方啟

明	

男	 福建仙

遊	

國文系	 4/5警總逮捕名單	

治安

機關

偵查

者 11

名	

章志

光	

男	 浙江永

嘉	

教育系	 	 	

陳光

第	

男	 江蘇武

進	

教育系	 	 	

譚震

中	

男	 山東威

海衛	

教育系	 	 	

顏義

俊	

男	 浙江溫

嶺	

教育系	 	 	

樓	 	

高	

男	 浙江諸

暨	

教育系	 	 	

汪應

楠	

男	 浙江杭

縣	

英語系	 	 	

匡介

人	

男	 上海	 英語系	 	 	

連占

武	

男	 福建仙

遊	

國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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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錦

清	

男	 福建仙

遊	

國文系	 	 	

林加

坤	

男	 福建仙

遊	

史地系	 	 	

劉君

任	

男	 福建莆

田	

勞圖系	 專修科	

	

	

(二) 白色恐怖在台大 

1950.5 歷史系學生于凱案 

姓名 籍貫 性別 年齡 系級 刑期 

于凱 山東 男 24 歷史系四 死刑 

張慶 河南 女 22 歷史系 死刑 

姜民權 江蘇松江 女 21 物理系二 徒刑 15 年 

袁一士 河北滿城 男 22   徒刑 13 年 

張則周 山東萊陽 男 22   徒刑 10 年 

石小岑 安徽泗縣 男 23 森林系三 徒刑 10 年 

路統信 河南睢縣 男 23 森林系二 徒刑 10 年 

王平雷 江蘇無錫 男 23 外文系三 徒刑 5 年 

宓治 浙江鄞縣 男 23 機械系三 感訓 

董仕榮 福建福州 男 18 物理系一 感訓 

林玉剪 福建莆田 男 23 化學系二 感訓 

來德裕 安徽宿縣 男 23 經濟系二 感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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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爾挺 浙江永嘉 男 22 經濟系一 感訓 

盧覺慧 江蘇餘姚 女 22 農化系四 感訓 

林文芳 福建莆田 男 23 經濟系二 感訓 

夏淑仙 河北定興 女 23 園藝系二 徒刑 6 月 

 

1950 年代眾多台大學生捲入白色恐怖案件 

          學生自治會幹部 

          四六事件營救會中國大陸學生案件 

 

張以淮案(麥浪歌詠隊) 

姓名 籍貫 性別 年齡 系別 刑期 

張以淮 福建莆田 男 24  電機系 感化 3 年 

華宣仁 浙江寧海 男 26  電機系 感化 3 年 

吳京安 浙江諸暨 男 23  園藝系 感化 3 月又 25 日 

汪穠年 浙江杭州 女 23  物理系 感化 3 月又 24 日 

王士彥 浙江奉化 男 26 畜牧系 感訓 1 年 6 月又 25 日 

萬家保 湖北潛江 男 27  政治系 感化 3 年 

汪瀋年 浙江杭州 南 22 
 

感化 3 年 

張曉春 福建 男 19 師院附中學生 感化 3 年 

 

 

	

(三) 各學院政治案件 

1、1950 年代  醫學院/中共省工委會台北市工作委員會案 

  醫學院兩大案 

     台北市工委會案(1950.11.29十四人被槍決) 

         許強、郭琇琮、謝湧鏡、謝桂林、朱耀珈(以上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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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鑫麟、胡寶珍、蘇友鵬(十年徒刑) 

  學生工作委員會案： 

         葉盛吉、顏世鴻、林恩魁(醫學系) 

         李炎輝、邱媽寅、鄭文峰、陳子元(經濟系) 

         王超倫、葉雪淳、孫進丁(工學院) 

   尚未判決前解聘許強 

本校醫學院副教授許強…此五人皆係本校畢業，畢業後即在本校服務。關於	

各該人之行動，平日醫學院對本校未有報告，但知許強一人頗有類于煽動之	

行為而已。許強等四人經逮捕後，均立即承認參加共產黨不諱。其中許強一	

人，為其頭目。現在四人尚未判決，翁廷俊一人尚未到案，故此事尚未告一	

段落。惟許強既為之頭目，在其口供及自白書中言之鑿鑿，實不容再掛名本	

校，依部頒「大學及獨立院校教員聘任待遇暫行規程」第六條：「在教員聘	

約有效期間，除違反聘約之規定外，非有重大事故，經呈准教育部者，學校	

不得解除教員之聘約」之規定，謹呈請鈞部，准予將副教授許強立即解聘。	

其餘俟全案清結後，再行辦理。… 

 

要求警備總部保安處監視臺大醫院、熱帶醫學研究所 

吾兄勛鑑：敬啟者，半年來弟對於臺大附屬機構所不敢放心者中有下列兩處：	

(一)五月間承保密局函示本校醫院中之共匪份子五人，…在前尚有藥劑師林

永南被捕一案，承保安司令部函告，亦係與匪勾結有據。共匪之滲透術，原

無孔不入，前此既發現五、六人，且其三為科主任	，難保在醫院無一組織。

該院人員，幾全屬臺籍，弟無從下手，而甚慮醫院中難免尚有潛伏份子。前

案發生後即請醫院魏院長隨時嚴密注意，…尊處(按：保安處)及有關治安機

關惠予同時注視，減少疏虞，於政府肅奸前途，均有大益，其辦法待面談。	

(二)本校醫學院所屬熱帶醫學研究所在士林之部分，今年來先後出事甚多，

前有助教謝湧鏡之被捕，據稱尚有二人涉有重大嫌疑，亦經先後查捕。該所

人事情形，自始即極複雜，其屬地痞一類份子，經去年底及今年初之淘汰，

仍常有出入該所士林細菌血清科，意圖煽惑之形迹。該所所長換人後，力求

整頓，固已大減少行政上之弊情。但現有人員中，是否尚有奸匪混跡其間，

揆諸該所之人事一向複雜，甚屬可慮。亦請併予同時注意及之，至幸，至感。 

 

重新評價傅斯年： 

四六事件配合警備總部逮捕黑名單學生。 

處分營救會幹部。 

五O年代白色恐怖案件中，積極配合「肅清匪諜」、「肅奸工作」。 

訓導處監視學生言行、提供學生名單。 

邀請警總保安處監視臺大醫院、熱帶醫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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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50-1953 台大師生政治案件 

  全校師生受害嚴重(略) 

 

3、1960 年代：法學院/政治系彭明敏案 

    1964 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 

    政治系的整頓 

 

4、1970 年代  文學院/哲學系事件 

    1971 保釣運動 

    職業學生爭議 

    掃除殷海光餘孽 

    臺大哲學系教師解聘：包括趙天儀、陳鼓應、王曉波、楊斐華、胡基峻、 

         李日章、陳明玉、梁振生、黃天成、郭實瑜、鍾友聯、黃慶明及 

         美國籍客座教授馬樂伯遭解聘。 

    1975臺大哲學研究所停止招生一年。 

    轉向中國哲學為主 

 

5、1984 陳文成事件 

    1981/07/03 陳文成陳屍研究生圖書館樓梯旁草坪 

 

十、 一九八O年代台大學生運動與大學自主 

(一)代聯會主席間接選舉、學生刊物審稿制度 

   1980劉一德、李文忠、王增齊、賴勁麟等主張代聯會普選 

    醫訊+法言+大學論壇+大學新聞à挑戰審稿制度 

(二)普選運動 

    1985.05.11 校園普選遊行 

    1986.05.11李文忠退學事件 

    1987.05.11 台大學生日遊行 

    1988.06 台大學生會第一次普選，羅文嘉當選學生會主席，挑戰黨國體  

            制，演出行動劇「禁忌與圖騰」 

(三)1986-1987 自由之愛à挑戰審稿制度 

 

1983-1987 台大校園民主運動中被處分學生名單 

校長 年代 事件 學生 處分 
虞兆中 1982.9-10 大學論壇停社 社長賴勁麟 一大過一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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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社長劉一德 一大過 

 醫訊 社長郭保麟 
總編輯蘇大成 

撤換 

 大學新聞 總編輯賴勁麟 撤換 
 法言 社長顏淑芳 警告 

1983.3 醫訊被解散 法言社長輯顏淑

芳 
副社長周志宏 
總編輯謝穎青 

總辭 

校長 年代 事件 學生 處分 
孫震  1984.8 大學論壇停社 社長陳順良 

總編輯葉淑霞 
一小過 

 大學新聞開天窗抗

議 
社長張麗伽 一大過 

1985.4 大學新聞呼籲普選 社長殷人玨 一大過 
1985.511 普選遊行 李文忠 留校察看 

  王增齊 一大過 

  王作良 兩小過 
  于貴治 一小過 
1986.5 李文忠退學事件 校警與便衣人員

進入校園毆打學

生 

 

  王作良、王增齊、

林郁容、周威佑、

徐進鈺、鄧丕雲 

留校察看 

  李文忠 退學 
1986.9 大新事件/停社一年 社長許傳盛 二小過 

  編輯林國明 
編輯陳明祺 

一小過 

1987.511 台大學生日遊行 吳介民、文馨瑩 
林佳龍、林志修 
鍾佳濱、梁至正 
陳啟斌 

一小過 

 
 

(四)1989 大學法改革運動：大學自治、教授治校、政黨退出校園 

(五)1990野百合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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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訴求：解散國民大會 

              廢除臨時條款 

              召開國是會議 

              提出政經改革時間表 

      

十一、1980 年代以前的台灣屬於威權體制？極權體制？ 

(一)威權體制 

Juan J. Lintz 的定義： 
1、有限的多元主義（limited political pluralism） 

部份控制（partial control） 
收編(co-optation) 
半反對（semi-opposition） 
假反對（pseudo-opposition） 
 

2、缺乏指導性之意識形態，但有明顯威權心態（without guiding ideology, but 
distinctive mentality） 
passion；patriotism 
 
3、低度政治動員（low political mobilization） 
服從而非參與 
去政治化（depoliticalization）； 
非政治(apolitical)； 
政治冷漠（apathy）； 
 
4、可預測型態的少數領導(a leader or a small group exercises power within predictable 

ones) 

政治菁英來自軍方，專業人士或官僚，而非民間； 

未有明顯之意識形態，以專家政治自居； 

強調安定，連續(stability, continuity)，反對變革； 

 
 
(二)極權體制（Totalitarian） 
Carl J. Friedric 的定義 
1、官定意識形態 

一元 VS.多元社會 
意識形態灌輸 
沒有不表達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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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單一的群眾性政黨 
指導性政黨 VS.競爭性政黨 
主導群眾動員 VS.提供政策選項 
 

3、特務恐怖統治 
 

4、對媒體、文化、教育的徹底控制 
     檢查制度（censorship） 
 
5、國家主導的計劃經濟 

 
6、鎮壓武力之壟斷 
 
 
十一、問題與討論 
1、白色恐怖統治之下，大學校園如何自處？ 

2、1980年代以前的台灣是威權體制？極權體制？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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