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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20 2 1 年年報 董 事 長 的 話P r e f a c e

從 2020年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將《二二八通訊》轉型為年報以來，這本年

報是基金會對外的第二本年度報告，而這兩年也是臺灣持續受到中國武漢肺炎風

暴影響的兩年。

2021年中，為了因應此非常狀況，基金會各部門依循政府的防疫指引，積極

引進線上活動及會議機制，持續辦理各種學術交流及教育推廣活動。二二八國家

紀念館共辦理 11場真人圖書館與 12場人權影展；展覽方面，有 8場特展，並辦

理相關活動，因應疫情，將展示內容線上化，於網站新增「數位博物館」專區，

陸續建置線上瀏覽內容，將常態展內容進行外文翻譯，製作線上外語展覽。就此

而言，危機也是轉機，國家紀念館的活動將更為網路化、國際化，且活動內容更

能保存延續。

基金會透過「二二八線上講堂」的製作，並積極與其它紀念館、學校、非政

府組織等國內外團體等合作，辦理各種人權活動，發揮人權館舍之功能。至於走

出國家紀念館的活動，含自辦及與地方協會合辦的走讀活動共 16場次，讓更多人

接觸轉型正義遺跡。

過去兩年基金會針對真相調查及轉型正義方面的研究，二二八事件的轉型正

義報告，將進一步國際化，並強化和國際相關研究單位、學者之間的交流。2020

年 2月《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報告稿》中文版初稿完成後，在 2021年 2

月出版了《二二八事件の真相と移行期正義》日文版，而在同年 5月中亦出版了

《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研究報告》中文版的增訂版。The Tragedy of 228: 

Historical Truth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Taiwan英文版也預計於 2022年 8月出版。

為什麼基金會對轉型正義報告的外文版這麼重視，實由於二二八是臺灣戰後初期

最重要的人權問題，不應該只作為臺灣的人權問題，它應該是國際性的，要由世

界史的角度視野來看才能凸顯它的意義，爰此，與其他國家一同針對人權問題的

董 事 長 的 話

交流與互相切磋是非常重要的。

真相調查是基金會的法定工作之一，

2021年在行政院與內政部的支持之下，基

金會成立研究部門（第三處）正式晉用研究

人員，2021年底開始與韓國及日本進行國

際性會議，此一會議將會持續推動、深化。

另一方面，除了長期與「光州 5.18紀念基

金會」、「濟州 4.3和平基金會」的合作之

外，也與日本相關學者開始進行合作，2023

年也將首度有國外學者應邀來臺進行研究。

這幾年基金會跳脫過去被動受理賠償的業務，積極主動調查事件的可能受難

者。此一工作得以順利推動，特別要感謝的是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及國史館

的協助，還要感謝內政部的支持，透過行政的支持，及戶政系統的協助，才能順

利聯絡到受難者的家屬。另外，基金會也將進一步清查內部收藏檔案與文件中的

受難者。

史料的整理開放是非常重要的事，除了過去基金會與政治大學合作，建立

「二二八事件臺灣本地新聞史料」資料庫之外，並持續做受難者訪談、回憶錄出

版，以及針對二二八遺址進行調查展覽。2021年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協商

二二八事件複本資料的開放、利用，有了具體的成果。這些工作的展開，要特別

感謝行政院與內政部的支持，也要感謝立法院在審查預算的協助。

這幾年來，持續進行政治檔案的保存、收集與整理，相信對後續二二八真相

與責任的研究可以提供更多更重要的史料基礎。基金會就算完成外文版的轉型正

義報告，未來的持續深化，是不能放棄的法定任務。我相信基金會的同仁一定會

繼續努力，相信透過二二八轉型正義的工作，可以幫助臺灣人共同記取匯集歷史

教訓，可以撫慰受難者家屬，更重要的是，可以強化臺灣社會共同的自由、民主、

人權價值與未來。也期待今年的努力，讓明年的年報有更豐碩的成果。



6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20 2 1 年年報

年報呈現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執行年度業務之

成果，透過文字、照片、圖表及各式統計分析，展現本會 / 本館的經

營理念、組織職掌、功能定位，並傳達整體願景與業務訊息，促進對

外溝通。

總說

第一章

PART

1
2021年是中國武漢肺炎病毒入侵台灣疫情急速攀升的一年，台灣幾百年來第

一次碰到的全面性大瘟疫，全民防疫的措施實行也達到最高峰，不只外出全面戴

口罩，出入也要消毒，連公共場所也關閉、餐廳禁止內用、人際間更要求保持安

全距離⋯等等，這樣的氛圍讓社會飽受驚擾。

當然，本館也依指示曾經採取封館、分流辦公等等的處置，暫停一些活動或

者改為線上進行，確實帶了很大的不便與意料之外的困局。只是儘管在這樣為難

的情況下，本館同仁仍然能夠按照疫情指揮中心的規定進行許多既定任務，實屬

不易。因此，該年度的年報並未出現空白。

綜合觀之，本館的活動除因有密閉空間條件需求又不易掌控安全距離的人權

電影活動被大量裁減外，其餘大都仍依舊以不同的方式舉行，例如：真人圖書館、

研討會、座談會等群聚活動減少參與人數並保持會場空氣流通，至於館內參訪人

數則更予以管控，務必遵行防疫原則。準此，本館的館務運作除短暫的非常時期

外，皆能正常運作。渡過了困境的 2021年後，盼望往後社會大眾仍能本於愛護的

熱誠繼續給予督導指正。

執 行 長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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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總 說P A R T 1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20 2 1 年年報

一 ˙ 設立宗旨

政府為處理二二八事件賠償事宜，落實歷史教育，釐清相關責任歸屬，使

國民瞭解事件真相，撫平歷史傷痛，促進族群融合，於 1995年制訂《二二八

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明定由行政院設立「財團法人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

依本條例第 3條之 2，中央政府為保存二二八事件相關文物、史料、文獻

及整理等相關業務，設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得委託本會經營管理。2006年 7月

奉行政院指示：擇定原臺灣教育會館為國家級二二八紀念館之設置地點，為推

動本條例所賦予之法定任務，經行政院於 2007年 6月核定修正本會捐助暨組織

章程，轉型為永續經營，旨在籌設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進行史料文物蒐集、典

藏及展示，暨推動轉型正義及人權維護之國際經驗交流等。

二 ˙ 設立使命

內政部於 2009年 11月與本會簽訂「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委託經營管理行政

契約」，委託本會經營管理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本館為國內首座由中央政府籌設之人權紀念館，深具指標性意義，以朝向

具有社會教育及歷史傳承功能，並兼具紀念性、教育性、歷史文化性的紀念館

為目標，含括歷史文物蒐集、典藏展示、轉型正義及人權維護之國際經驗交流

等為主要業務，包括協助國人瞭解事件真相之文宣活動、辦理二二八事件之

調查及考證、平反受難者名譽及促進臺灣社會和平等工作。期藉由紀念館推展

二二八事件相關之真相調查研究、紀念、教育、典藏、展示與交流等工作，協

助國人以理性的態度面對二二八事件，以期達成和解、共生與族群融合等目標，

實現轉型正義。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及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設立宗旨及使命

二二八事件真相調查

史料之蒐集及研究

受難者及其家屬

回復名譽之協助

二二八事件之
教育推廣、文化、歷史
或人權之國際交流活動

釐清相關

責任歸屬

二二八事件

紀念活動

弱勢受難者家屬

之生活扶助

認定

受難者之賠償

其他符合本條例宗旨

之相關事項

Point Point PointPoint Point Point PointPoint

設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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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組織概況

第二章

PART

2

本會由政府依法設立，以財團法人性質接受政府委託處理二二八事件相關事宜，組織架構

包括決策部門及執行部門，其業務職掌說明如下：

組織

業務概述

第 一 節

第 二 節

董 事 會

董事長

第一處 第三處 行政室第二處

監 察 人

執 行 長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組織圖

P A R T 2 第 二 章	 	 	 二 二 八 事 件 紀 念 基 金 會 暨 二 二 八 國 家 紀 念 館 組 織 概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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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20 2 1 年年報 P A R T 2 第 二 章	 	 	 二 二 八 事 件 紀 念 基 金 會 暨 二 二 八 國 家 紀 念 館 組 織 概 況

本會置執行長一人，由董事長

提名經董事會同意後聘任，負

責執行董事會之決策並綜理會

務。此外，置兼任副執行長及

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由執行

長提請董事長同意聘任。依工

作性質設第一處、第二處、第

三處及行政室，分別執行下列

會務工作：

執 行 部 門

•  第一處
•  第二處
•  第三處
•  行政室

EXECUTIVE 
DEPARTMENT

本會置監察人 3 人，由行政院選

聘之，監察人為無給職，任期為

2 年，隨本職異動不受任期限制，

掌理基金、存款之稽核，財務狀

況之監督及決算表冊之查核等事

宜。

監 察 人

•  監察人 3人

SUPERVISOR2

本會置董事 13 人至 19 人，為本會決策部門，

董事由行政院選聘之，敦聘學者專家、社會公

正人士、政府代表、受難者及其家屬代表共同

組成，其中任一性別暨受難者及其家屬代表各

不得少於董事總額三分之一。

董事為無給職，任期為 2 年，以連任兩次為限；

連任之董事人數不得逾改聘董事總人數三分之

二。但因業務特殊需要，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不在此限。董事長由董事互選之，於董事會擔

任主席。

董 事 會

• 董事 13人至 19人

BOARD
OF 
DIRECTORS1

3

1   二二八事件紀念及追思活動之籌辦。

2   教育、歷史、文化、人權之國際交流工作，積極與國外相關人權組織團

體結盟，爭取國際社會對臺灣民主之支持與認同，並串聯國際間相關人

權、和平組織之合作交流。

3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常態展及各項主題展覽等規劃業務。

4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志工之培訓與管理。

5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館務行銷及館際交流業務，辦理紀念館形象宣傳與活

動執行。

6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各類文宣品設計、印製、編撰及發行。

7  協助照顧弱勢受難者家屬之生活扶助。

1   二二八事件教材著作及調查考證補助。 

2   二二八事件教育推廣及文化交流活動，各級學校參訪導覽、教學合作及

各類營隊籌辦等。

3   二二八事件文物徵集、典藏及展示，包含文物實體及數位典藏計畫。

4   賠償金標準之審定及賠償案件審核。

5   不服賠償金申請案件之訴願、訴訟。

6  協助受難者及其家屬回復名譽，釐清相關責任歸屬。

7  依調查結果呈請總統大赦或特赦之擬議事項。

8  建立國內人權相關機構間合作交流平台。

1   二二八事件真相調查研究、史料編纂及出版。

2   學術研討會之規劃與執行。

1   會計、協助年度業務計畫擬訂及預決算彙編。

2   人事、人員進用、升遷、考核及差勤管理。

3   出納、檔案及圖書管理、總務、財產管理、印信、警衛、文書、收發文。

4   研考、議事、法制、稽核暨各類行政事務。

5   規劃基金之保管及運用事宜。

6  辦理國家紀念館各項設備及整體環境之維護與管理業務。

第
一
處

掌

理

事

項

第
二
處

掌

理

事

項

第
三
處

掌

理

事

項

行
政
室

掌

理

事

項

執行部門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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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和平基金
管理決策小組

功能
基金投資運用

4
二二八和平基金
管理執行小組

功能
基金投資運用

5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20 2 1 年年報

執行業務成立之專屬組織2021 年度聘僱人力狀況

二二八事件
賠償金審查小組

功能
二二八事件
賠償金審查

「臺灣二二八事件
真相調查與轉型正義
計畫」諮詢小組

功能
學術／研究

2
二二八事件

可能受難者清查小組

功能
學術／研究

3
正式人力

非典型人力

男性

人

10
女性

人

10

人20

人3

人9

人6
人2

聘用人員

高中 (職 )
以下

學士

碩士

博士

性別

人6
30-39歲

人8
40-49歲

人6
50歲 ( 含）以上

年齡

性別

女性

人

1

年齡

人

1

20-29歲

人

碩士

1

學歷

人

臨時人員

1

職等

類別

職等

類別

學歷

相關鼓勵措施：制定相關獎勵辦法鼓勵

館員參與教育訓練與進修，鼓勵館員可

請公差假參與教育訓練。 

共計 5 場次，總時數 12 小時：包含典

藏、研究、展示、教育、公共服務、營

運、消防安全及環境教育等。

2021 年館員專業知能提升計畫 2021 年自行辦理專業教育訓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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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董事暨監察人

董事暨監察人第 三 節

（任期自 2019 年 10 月 22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

姓名 職稱 當時職稱簡介 / 背景 備註欄

薛化元 董事長 學者專家代表  ( 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 )
2019.10.22 聘任
(10.31 當選 )　

陳宗彥 董事 政府代表  ( 內政部次長 ) 　

李連權 董事 政府代表  ( 文化部次長 )  

林騰蛟 董事 政府代表  ( 教育部次長 )
2020.07.03 接兼
2019.10.22 聘任
范巽綠次長

黎中光 董事 社會公正人士  ( 國史館主任秘書 )   　

藍士博 董事 社會公正人士  ( 桃園市桃力發展協進會總幹事 ) 　

江榮森 董事
受難者及其家屬代表
(受難者江振猷家屬代表，嘉義市二二八紀念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

　

潘信行 董事
受難者及其家屬代表
( 受難者潘木枝家屬代表，臺灣二二八關懷總會理事長 ) 

　

林黎彩 董事
受難者及其家屬代表
( 受難者林界家屬代表，臺北市二二八公義關懷協會理事長 )  

　

周美里 董事
受難者及其家屬代表
(受難者周登龍家屬代表，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務室協理 )

　

李慧生 董事
受難者及其家屬代表
( 受難者李瑞漢家屬代表，臺灣教師聯盟理事 )

　

林正慧 董事 學者專家代表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 　

許文堂 董事 學者專家代表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 　

陳儀深 董事 學者專家代表 ( 國史館館長 ) 　

楊    翠 董事
學者專家代表
(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主任委員，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

　

陳勁欣 監察人 財政部會計處副處長
2021.04.22 接兼     
2019.10.22 聘任
楊登伍專門委員

吳婉瑜 監察人 行政院主計總處會計決算處專門委員

2021.06.17 接兼
2020.10.22
李錫東副處長
( 會計決算處 ) 接兼     
2019.10.22 聘任
楊翠華處長 ( 人事處 )

簡丞婉 監察人 審計部審計兼科長 　

名稱 國內 / 外 合作期間 合作模式 /內容

韓國 4˙3研究所 國外 2007/05/16 ～ 合作備忘錄

韓國 5˙18 紀念財團 國外 2007/05/17 ～ 合作備忘錄

東亞民主人權和平網絡 國外 2012/05/17 ～

MOU 簽署團體如後：本會、濟州 4·3 和
平財團 , 韓國民主化運動紀念事業會 , 韓
國 5·18 紀念財團 , 釜山民主抗爭紀念
事業會 , 老斤里國際和平財團 . 廣島和平
紀念館 . 沖繩縣平和祈念資料館 . 國家人
權博物館

臺日人權國際交流計畫 國外 2017/2/26 ～

合作學校包含一橋大學、大阪大學、中
央大學、中京大學、北海道大學、立命
館大學、早稻田大學、愛知大學、廣島
大學、關西大學等

韓國全南大學校 5˙18研究所 國外 2018/10/24 ～ 學術交流暨合作協定書

國家人權博物館 國內 2017/03/01 ～
與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及本館簽訂三館合
作備忘錄

台北二二八紀念館 國內 2017/03/01 ～
與國家人權博物館及本館簽訂三館合作
備忘錄

臺北市立大學服務學習合約 國內 2014/10/9 ～ 提供服務學習訓練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國內 2018/2/26 ～ 教育合作備忘錄

國立政治大學台史所 國內 2019/3/8 ～ 學術合作交流

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 國內 2019/3/8 ～ 學術合作交流

與專業組織或學術機構之合作計畫、協議或備忘錄

18國外共： 單位6國內共： 單位
簽訂合作計畫、協議或

備忘錄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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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年度各項工作計畫之

執行成果

第三章

PART

3

姓名 職稱 代表別 / 時任職務 / 身份 備註欄

薛化元 董事長 學者專家代表（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 2021.11.17 聘任
（12.01 當選）

陳宗彥 董　事 政府代表（內政部次長） 　

李連權 董　事 政府代表（文化部次長） 　

林騰蛟 董　事 政府代表（教育部次長） 　

何朝棟 董　事 社會公正人士（何朝棟律師事務所負責人） 　

鄭竹梅 董　事 社會公正人士（鄭南榕基金會董事） 　

江榮森 董　事
受難者及其家屬代表
（受難者江振猷家屬代表，嘉義市二二八紀念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潘信行 董　事
受難者及其家屬代表
（受難者潘木枝家屬代表，臺灣二二八關懷總會理事）

　

王文宏 董　事
受難者及其家屬代表
（受難者王平水家屬代表，臺灣二二八關懷總會理事長）

　

呂崧海 董　事
受難者及其家屬代表
（受難者呂金發家屬代表，臺灣二二八關懷總會理事）

　

周美里 董　事
受難者及其家屬代表
（受難者周登龍家屬代表，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務室協理）

　

李慧生 董　事
受難者及其家屬代表
（受難者李瑞漢家屬代表，臺灣教師聯盟理事）

　

許文堂 董　事 學者專家代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楊　翠 董　事 學者專家代表（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 　

林正慧 董　事 學者專家代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陳勁欣 監察人 財政部會計處副處長 　

謝淑梅 監察人 行政院主計總處會計決算處專門委員
2022.01.28 接任    
2021.11.17 聘任
吳婉瑜專門委員

簡丞婉 監察人 審計部簡任審計兼科長

第十三屆董事暨監察人 （任期自 2021 年 11 月 17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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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 2021年度辦理 8項主要業務，除行政及管理支出計畫於第七章預決算概要另行說明，

其他 7項工作計畫之實施狀況及績效，謹說明如下：

一 ˙ 申請、審查及賠償給付流程

受難者申請給付賠償金案件，經分別調查、審核、提請審查小組就個案逐一詳加審查，並

依受難事實之認定及賠償金基數的給予擬具建議意見，再提請董事暨監察人會議審議通過，並

完成公告程序後發給。茲將申請、審查及賠償給付流程圖示如下：

二 ˙	自 1996 年度起至 2021 年度止給付賠償金工作計畫實施情形

1    截至 2012年 12月底止累計，接受受難者申請給付賠償金共 2,756件，其中經本會董事暨監
察人會議決議予以賠償計 2,267件（占 82.25%），決議不予賠償計 461件（占 16.73%），

撤回或註銷者計 28件（占 1.02%），2013年 5月 22日總統令修正公布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

償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 2條第 3項，延長賠償金申請期限 4年；另於 2018年 1

月 17日總統令修正公布本條例第 2條第 3項，再延長 4年至 2022年 1月 18日。本會分別

於 2013年 5月 24日及 2018年 1月 19日起重新受理賠償金申請案，截至 2021年 12月 31

日止，後續受理申請給付賠償金共 118件，其中經本會董事暨監察人會議決議予以賠償計

59件（占 50%），核定賠償金共 8,900萬元；決議不予賠償計 53件（占 44.92%）；尚待處

理計 6件（占 5.08%）。

提
出
申
請

根據待證事項
草擬初稿提供訪查

審核結果發回

查證結果
報告送回

撰寫報告
提報

彙
整
審
查
小
組

決
議
案
件
提
報

決
議
後
送
回

結
果
通
知
：

核
撥
賠
償
金
或

開
啟
行
政
救
濟
程
序

董事會

申請人

幕僚人員基金會審查小組

1
25

34

67

8

給付賠償金第 一 節

2    歸屬二二八事件基金會之特別公積金

A.  依據：本條例第 14條「⋯⋯自通知領取之日起逾五年未領取者，其賠償金歸屬二二八事

件紀念基金」。

B.  已歸屬二二八事件基金會：自通知領取之日起逾五年未領取者共 86萬餘元，歸屬二二八

事件紀念基金並移列特別公積。

C.  公示送達：二二八事件距今已 74年，其中仍有部分權利人因年久失聯、行蹤不明等因素，

而無法通知賠償金權利人，故本會決議先行將其賠償金應繼分暫予保留。本會於 2021年

再次函請戶政、駐外機關查詢保留應受分配之賠償金權利人之聯繫方式，惟仍無法取得

渠等之聯繫資訊進行寄送賠償金申請案之決定及領款通知書者，本會於 2020年 9月 7日、

10月 28日、12月 31日及 2021年 4月 19日、7月 29日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其中 22

位公示送達（總金額總計 1,230萬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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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舉辦二二八和平紀念日系列紀念活動

1    二二八事件 74週年中樞紀念儀式暨頒發回復名譽證書

二二八事件 74週年中樞紀念儀式於 2021年 2

月 28日（星期日）上午 10時 15分，假高雄市立

歷史博物館前廣場及高雄市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

舉行。儀式中由蔡英文總統、薛化元董事長、高

雄市陳其邁市長及高雄市二二八關懷協會理事長

王文宏先生（受難者王平水之子）代表致詞，行

政院蘇貞昌院長、立法院游錫堃院長、內政部徐

國勇部長、文化部李永得部長及立法院邱議瑩委員、

邱志偉委員、劉世芳委員、李昆澤委員、趙天麟委員、

2   花蓮二二八事件 74週年紀念儀式暨追思音樂會

本會與花蓮縣二二八關懷協會、花蓮縣政府於 2021年 2月 28日假花蓮市和平廣場（北濱

公園）二二八紀念碑前，舉辦二二八事件 74週年紀念儀式暨追思紀念音樂會，除演奏音樂悼念

受難者之外，花蓮縣長徐榛蔚、花蓮市長魏嘉賢、吉安鄉長游淑貞與花蓮縣二二八關懷協會理

事長鄭英賢等人亦出席參與追思，齊敲和平鐘，並在紀念碑前獻花致意。

許智傑委員、賴瑞隆委員與管碧玲委員等

來賓出席。總統並於儀式中親自頒發回復

名譽證書予二二八受難者潘鴻泉、陳滄海

及陳文治之家屬。本會潘信行董事、林黎

彩董事、江榮森董事、李慧生董事、李連

權董事、陳儀深董事、楊翠董事、受難者

及其家屬暨國內各界關心二二八人士、團

體等貴賓約 300餘人共同參與，儀式在莊

重肅穆的氛圍中順利完成。

籌辦二二八事件紀念活動第 二 節

照片來源：中央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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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二二八事件 74 週年嘉義地區檔案史料特展

本會與嘉義市二二八紀念文教基金會於 2021年 2月 26日於嘉義市二二八紀念館舉辦前揭

特展，展出「臺南縣警察局呈送 228事件自新自首名冊」等歷史檔案，冀求揭露更多的二二八

事件受難者，讓社會大眾瞭解歷史，並還原事件真相。活動當日嘉義市副市長陳淑慧、嘉義縣

長翁章梁、臺灣二二八關懷總會王文宏理事長、本會江榮森董事、潘信行董事、林黎彩董事、

楊振隆執行長等受難者家屬及關心二二八事件的社會人士均出席參加，展覽展期自 2月 26日起

至 3月 21日止。

4    第九屆共生音樂節「在場證明」

本會與社團法人臺灣共生青年協會等單位於 2021

年 2月 28日於凱達格蘭大道上共同主辦第九屆共生音

樂節「在場證明」活動，因 Covid 19疫情影響，整場

活動並未開放觀眾入場，而改以網路直播的方式，讓

全臺各地與海外民眾得以共同參與。活動內容除有多

組本土樂團接力演出外，也透過短講、線上展覽，以

及由工作人員至自由廣場、二二八和平公園與民眾分

享、交流對二二八的認知和想法，希望藉此將二二八

事件的歷史真相、轉型正義的意義等以更直接的方式

傳遞給民眾。

5    2021大溫哥華紀念二二八事件 74週年線上講座

大溫哥華海外臺灣同鄉社團於 2021年 2月 28日上午舉辦「2021大溫哥華紀念二二八事件

74週年線上講座」，邀請本會董事長以《228轉型正義的歷程與意義》為題進行演講（預錄播

放），並由本會提供《傷痕二二八》影片，供大溫哥華地區之台僑於線上收看，一同參與紀念，

並祈求和平、公義早日實現。

6    二七部隊紀念活動

二二八事件發生之際，臺中成立二七部隊以維護社會秩序並對抗不公不義，為紀念二七部

隊勇於抗暴的精神，本會與臺中市新文化協會於 2021年 3月 7日，假當年二七部隊訓練的歷史

現場干城營區，舉辦二七部隊紀念活動。本會薛化元董事長、楊翠董事、鍾逸人前董事、交通

部長林佳龍、林昶佐委員等人均蒞臨參與，活動並請二七部隊隊長鍾逸人切百歲蛋糕，與參加

人員共同回顧這段臺灣得來不易的自由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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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21北美二二八紀念影展暨影展閉幕座談會

全美臺灣同鄉會、波士頓臺灣同鄉會與波士頓臺灣影展自 2021年 2月 28日起至 3月 14日

止舉辦線上影展，並於 3月 14日舉辦二二八影展閉幕座談會。本會除授權《傷痕二二八》予活

動期間線上觀看外，並由本會薛化元董事長於 3月 14日以《轉型正義與臺灣史觀的建立》為題，

參與線上直播座談會，與全美臺灣同鄉一同探討體制轉型、價值轉型及轉型正義等相關議題，

期使海外台僑在參與座談後，能認識二二八事件歷史及臺灣民主化進程，進而思考自身的臺灣

認同及對轉型正義的認知，鞏固和保障基本人權之普世價值。

8    《二二八海外紀念系列活動》

本會自 2021年 2月 28日起至 3月 31日止，與僑委會、德國臺灣協會、法國臺灣協會、沃

草有限公司等團體共同辦理前揭活動，除透過 4部與二二八事件、戒嚴時期、黨外運動暨民主

化過程相關主題紀錄影片（臺、華語發音附英文字幕）之播映，介紹二二八事件與臺灣民主發

展的過程之外，另舉辦線上座談、音樂會及展覽等，期藉此將臺灣的歷史教育推展至海外。

二 ˙ 辦理宗教性追思紀念活動

1    二二八事件 74 週年追思紀念禮拜暨追思活動

本會與長老教會秉持對臺灣社會關懷與人權的維護，自 2021年 2月 22日起至 2月 28日止

共同舉辦 5場二二八追思禮拜，以詩歌與音樂來追思二二八事件受難者。

2    二二八事件失蹤受難者追思紀念會

本會於 2021年 3月 28日假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一樓展演廳辦理「二二八事件失蹤受難者追

思紀念會」，由本會薛化元董事長、臺灣二二八關懷總會王文宏理事長等人出席代表致詞，追

思會中由楊振隆執行長一一唸出失蹤受難者姓名，藉以表達對失蹤受難者的追思之意，並由臺

灣雅歌合唱團以歌聲帶領與會家屬共同悼念先人。會後亦舉辦受難者家屬聯誼活動，藉由相互

鼓勵，期盼二二八事件真相能早日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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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本會循例於
農曆 7月配合佛、道教及臺灣民間傳統習俗辦理

超薦法會以達撫慰受難者家屬之目的。2021年因

COVID-19疫情於 6月開始升溫之故，包括本會

主場及各地佛寺所之法會均依防疫指引規定停止

辦理。但因嘉義水上鄉嘉雲寶塔及雲林古坑鄉崎

坪示範公墓兩處屬墓園，依規定仍可辦理中元法

會，故依例參與以供奉無名受難者之英靈。

一 ˙	《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研究報告》

專書出版

為使 2020年 2月 26日出版之《二二八事件真相

與轉型正義報告稿》內容更加完善豐富，除了增加新

的研究主題外，亦針對原文稿內容進行增訂，本會於

2021年 5月底完成本專書之出版印製。

二二八事件真相調查研究第 三 節

二 ˙	《二二八事件の真相と移行期正義》		

專書出版及出版紀念視訊座談：

1    專書出版

本書係為本會與日本名古屋風媒社合作之

《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報告稿》日文版專書，

於 2021年 1月完成印製出版，並由該出版社協助本會

於日本當地持續進行專書推廣至 2022年 11月底止。

2    出版紀念視訊座談

為推廣《二二八事件の真相と移行期正義》專書，本會與日本

風媒社於 2021年 3月 13日進行線上新書發表視訊座談，邀請臺日

雙方學者參與（臺灣：本會董事長暨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薛化元教

授、國史館陳儀深館長、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林正慧助研究

員；日本：早稻田大學地域‧地域間研究機構次席平井新研究員、

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野豊美教授），當日線上座談參與人數近

70人次。日本當地媒體《東京新聞》、《中日新聞》、《朝日新聞》

及《每日新聞》等皆分別刊登了本書出版及視訊座談相關訊息，另

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臺灣文化中心亦於其 Facebook及 Twitter

推廣宣傳活動。

三 ˙	《二二八 ‧「物」的

呢喃》出版暨推廣

本 書 於 2021 年 2 月 26

日完成印製出版，後續除於

Facebook、Instagram 等網路平

台上宣傳本書 6則二二八事件

相關故事至 3月底外，並於 3

月 7日上傳推廣影片「二二八

後的日子！回到 1950年時局常

識大考驗！」至網路平台。截

至 2021年底為止，觀看影片次

數已超過 3萬人次。

影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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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二二八事件可能受難者名單」

清查工作

為調查二二八事件真相，本會依二二八事件可能受難者清查作業要點第 3點之規定辦理

「二二八事件可能受難者」清查，並成立二二八事件可能受難者清查小組。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為止，本會已分次公告 5批可能受難者名單。第 1批於 2018年 12月 25日公告，計 477名，

第 2批於 2019年 3月 25日公告，計 338名，第 3批於 2019年 10月 1日公告，計 379名，第 4

批於 2020年 2月 27日公告，計 267名，第 5批公告於 2021年 2月 1日公告，計 687名，合計 2,148

名。自第 5批公告後，2021年賡續召開清查會議清查可能受難者。

批次 公告日期 人數

1 2018/12/25 477

2 2019/03/25 338

3 2019/10/01 379

4 2020/02/27 267

5 2021/02/01 687

合計 2,148

四 ˙	「走過青春濃霧 - 二二八事件校園記事」專書出版計畫 會針對取得著作財產權部分內文及版型，重

新寫序、封面設計及調整目錄排版後，採實

體書及電子書併行出版，以提高流通性。本

書於 2021年 11月 30日完成專書出版，後

續將針對此書進行宣傳推廣。

為傳承二二八事件相關臺灣歷史文化、人權教育活動及轉型正義內涵，規畫以二二八事件

前後臺灣的校園為主題，透過一手及二手檔案史料的蒐集，及整體文稿的撰寫、校對、美編排

版、設計及印製出版等流程，辦理本專書出版工作，透過生動、輕鬆、感性的角度，但不失莊

重及嚴謹的研究考證態度進行專書編輯出版安排，讓閱讀者能多面向的認識臺灣校園歷史風貌，

以充實臺灣民主化發展之歷史記憶，進而落實本會的真相研究及教育推廣功能。本計畫執行期

間自 2021年 9月至 2022年 8月底，預計於 2022年 8月底前完成專書出版計畫。

五 ˙「二二八、人權、民主與轉型正義」學術研討會

為落實二二八事件、人權、民主及轉型正義內涵，本會邀請同樣關心此相關議題的各界專家

學者與民眾共同參與。在此研討會中特別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史館、政治大學歷

史學系、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師範

大學歷史學系、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

系、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輔仁大

學全文化事業發展系、玄奘大學宗教人教育

中心、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中興大學

歷史學系、與文化學系、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

中心、台灣教授協會與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

會等專家學者依序發表文章及主持評論。本

活動於 2021年 10月 30日及 31日辦理，兩

日活動計有 110人次參與。

六 ˙《「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設計編輯出版

由行政院於 1994年出版之《「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公

司，1994），係具有官方報告之性質，內容蒐羅及運用口述史料與新出土的官方檔案，截至目

前該書仍是在深耕研究二二八不可不讀的經典文獻。鑑於該書已絕版，而為賡續進行二二八事

件真相調查之研究及推廣，本會先後與行政院及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公司洽商，終於 2020年 10

月下旬及 2021年年初分別取得本書語文著作與文字部分版型設計為期 10年之著作財產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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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公布三十週年之回顧論壇籌備

本會為籌辦《「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公布三十週年之回顧論壇，本會分別於 2021年 10

月 8日、11月 11日、12 月 9日召開三次籌備會議，邀請《「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1992 年

出版總主筆賴澤涵教授，及執筆學者許雪姬教授、吳文星教授、黃富三教授及黃秀政教授參與

討論，論壇除邀請 5位執筆人及參與研究之學者擔任主講，並邀請當年對本書提供意見的學者

專家擔任與談人，活動於 2022年 2月 25日辦理完成。

十一 ˙「戰後接收與台灣二二八事件」學術研討會籌備

本會於 2021年 9月 14日及 12月 7日召開兩次籌備會議，邀請何義麟教授、何鳳嬌纂修、

林正慧助研究員、侯坤宏教授及歐素瑛纂修等專家學者就研討會主題、撰稿學者徵求邀請、題

旨及研討會出版等相關事宜進行討論，活動另擇於 2022年 10月至 12月期間辦理。

序號 計畫 / 研究主題 執行情況

1
「走過青春濃霧 -
二二八事件校園記

事」專書出版計畫

為傳承二二八事件相關臺灣歷史文化、人權教育活動及轉型正義內涵，規

畫以二二八事件前後臺灣的校園為主題，讓閱讀者能多面向的認識臺灣校

園歷史風貌，以充實臺灣民主化發展之歷史記憶，進而落實本會的真相研

究及教育推廣功能。本計畫執行期間自 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8 月底，

預計於 2022 年 8 月底前完成專書出版計畫。

2
「二二八事件研究報

告」公布三十週年之

回顧論壇籌備

籌辦《「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公布三十週年之回顧論壇，除邀請 5 位

執筆人及參與研究之學者擔任主講，並邀請當年對本書提供意見的學者專

家擔任與談人，活動於 2022 年 2 月 25 日辦理完成。

3
「戰後接收與台灣

二二八事件」學術研

討會籌備

於 2021 年 9 月 14 日及 12 月 7 日召開兩次籌備會議邀請何義麟教授、何

鳳嬌纂修、林正慧助研究員、侯坤宏教授及歐素瑛纂修等專家學者就研討

會主題、撰稿學者徵求邀請、題旨及研討會出版等相關事宜進行討論。

十二 ˙ 圖書 / 檔案查詢服務

自 2021年 5月 12日起本館因防疫措施暫時停止圖書公開閱覽服務，相關檔卷資料仍可申

請閱覽。

八 ˙	「原住民族與二二八」學

術研討會

本會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原

住民委員會於 2021年 2月 25日假國

史館 4樓大禮堂，共同辦理「原住民

族與二二八」學術研討會，重新解讀

原住民族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與處

境，並從寬闊視角闡述臺灣原住民族

與二二八事件。蔡英文總統出席時表

示，二二八事件的歷史不再是禁忌，

屬於原住民族的觀點也不會再受到忽

略，當不同族群對二二八的記憶，都

夠能被聽見、被看見，轉型正義中的

「追求歷史真相」才會真正地達成；

並期盼在謙虛面對歷史之後，民主的

臺灣不但不能重蹈覆轍，更要對未來

懷抱著希望。本活動圓滿完成，計有

160人次參與。相關發表成果將另以

論文集公開出版。

九 ˙	《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

（28、29 冊）專書出版

暨新書發表會

本會與國史館合作出版《二二八

事件檔案彙編（28）—花蓮縣政府檔

案》、《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29）—

屏東縣政府檔案》兩冊書籍，以落實

政府推動轉型正義之政策方向，還原

二二八事件真相。本書籍於 2021年 1

月出版後，於 2月 20日假國史館辦

理新書發表會，計有 115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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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依據

依據本條例第 11條第 4款、第 5款及第 6款之規定及《二二八事件教材著作及調查考證補

助辦法》，對於從事有助瞭解二二八事件真相、撫平歷史傷痛以及促進族群和諧與臺灣社會和

平之已完成著作，依本會《二二八事件歷史教材編撰注意事項》，編纂供教學或補充教學與教

師進修所用之已完成教材、從事有關二二八事件史實之調查、考證、研究之成果報告等，經本

會審核通過後，提供部分金額補助以資獎勵。除於本會官網公告通過核定名單，並將紙本作品

公開展示於本館二樓圖書區，供研究者或有興趣等人士參考及推廣。

二 ˙ 受理申請案件

2021年度本會受理申請案共計 4件，經兩階段審核通過 2件，共計核發補助費新臺幣 8萬

元整。

二二八事件之教育研究補助第 四 節

編號 受補助案名 申請項目 補助對象

110001 1947 年屏東市「三四事件」之研究 學術研究報告 陳佳德

110005 恆月三途樂團—噤夢 專輯
音樂、美術、舞蹈

攝影、戲劇、建築

之創作或展演

貝米有限公司

補助金額總計 新臺幣 80,000

2021 年度「二二八事件教材著作及調查考證補助」申請案

一 ˙2021 國際學界人士人權交流參訪計畫

本會與國家人權博物館、政治大學人權史研究中心於 2021年 5月 1日至 2日共同合作辦理，

邀請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陳欽生前輩與長期居住在臺的外籍人士、研究人士及人權工作參與者

等共 15人，前往綠島人權園區參訪。透過現地的參訪及受難者親身經歷，深度瞭解臺灣在解嚴

前國家暴力侵害人權的歷史。

教育、文化、歷史、人權之國際交流第 五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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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東亞國家暴力與再現，結盟」線上學術研討會

韓國國立全南大學 5·18 研究所於 2021年 10 月 29 日邀請本會、日本北海道大學媒體傳播研

究院合辦本研討會。本會於該研討會發表兩篇學術論文，分別為余佩真副研究員〈「臺灣青年

社」的二二八事件觀點與討論—以 1960 年代的《臺灣青年》為考察中心〉 及陳家豪副研究員〈去

殖民與人權無國界：日韓籍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的賠償工作〉。韓國 5·18 研究所預計將此次發表

之論文收錄於《民主主義和人權》季刊，該刊物為韓國核心刊物 (收錄於 Korea Citation Index, 

KCI)，每年定期發行英文特刊，學術聲望不僅限於韓國，亦遠播至世界各地。

三 ˙	2021 年「近代東亞人權與轉型

正義」系列研討會暨論壇活動

本會與國家人權博物館、政治大學文學

院、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政治大學歐洲

語文學系、政治大學歐洲臺灣史料研究中

心、德國特里爾大學與自由思想學術基金會

等單位合作辦理，分別於 2021年 10月 1日

辦理「近代東亞與臺灣自由、民主、人權」、

10月 8日與 9日辦理「歐亞思想、文化及人

權發展」及 12月 12日辦理「近代東亞與臺

灣政治與人權」共 3個系列主題活動，三場

活動計有 162人次參與。

四 ˙	參 與「2021 Ta iwan Democracy  

and As ia-Pac i f ic  Count r ies」( 臺

灣民主與亞太地區 ) 線上課程

本會受東京大學 (2020 年世界排名第 22 

名 )グローバルリーダ ー育成プログラム

(全球化領袖人才培育計畫 )之邀，參與該

校與政治大學人文中心於今 (2021)年 9 月 

16 日所共同開辦的「2021 Taiwan Democracy 

and Asia-Pacific Countries」(臺灣民主與亞

太地區 )線上課程。由柳照遠處長負責講授

二二八事件平反實務，陳家豪副研究員協助

翻譯。經由本次活動互動後，東京大學師生

均表示日後願意持續與本會進行交流，並計

畫在邊境管制及疫情趨緩之後到本會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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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辦理撫慰聯誼活動

本會於 2021年 3月至 12月於基隆、臺中與臺北地區，與當地協會合作辦理家屬座談與撫

慰活動，藉以聽取各地方家屬意見，以做為本會推動各項業務之參考依據。

三 ˙ 辦理二二八清寒獎學金之申請與發放

辦理二二八清寒獎學金之申請與發放：二二八事件受難者三親等以內之直系血親卑親屬，

並就讀高中以上之低收入戶在學者，可向本會申請二二八清寒獎學金。本年度申請案計 8件，

經審查通過獲得獎學金者共計 8名，大專組 6名、高中組 2名，總計發給獎學金 21萬元

組別 受難者案編 申請人 金額 (單位 :元 )

大      專 40 朱彥誠 30,000 

大      專 537 蕭琮翰 30,000 

大      專 1357 林力田 30,000 

大      專 2078 林子恩 30,000 

大      專 2409 徐筱薇 30,000 

大      專 2429 李欣俸 30,000

大專組小計 180,000 

高      中 2572 簡言蓁 15,000 

高      中 2572 簡之柔 15,000 

高中組小計 30,000 

2021年度合計 210,000

日期 內容

3 月 25 日 辦理基隆地區家屬撫慰聯誼活動

10 月 26 日
訪視二二八受難者本人鍾逸人先生及蔡敏女士

 〔受難者蔡鐵城之妹〕

12 月 6 日 辦理大臺北地區家屬撫慰聯誼活動

一 ˙	撫助照料清寒無依之受難者及

遺族

1    重陽敬老金

本年度於重陽節發放敬老金予 65歲以

上之受難者本人或其雙親、配偶，共計核發

127人，發予重陽敬老金每人 3,600元，合

計金額 45萬 7,200元。

2    三節撫助金

重陽敬老金 春節 端午節 中秋節

喪葬撫助費

2021 2021 2021 2021

2021

核定人數

核定人數

127 人

14 人

3,600元╱人

3,000元╱人

合計金額

457,200元

合計金額

933,000元

合計金額

951,000元

合計金額

951,000元

合計金額

42,000元

核定人數 核定人數 核定人數

180 人 183 人 183 人

低收入戶
98 人

6,000 ╱人

中低收入 - 身障
33 人

6,000 ╱人

中低收入 - 老人
49 人

3,000 ╱人

低收入戶
100 人
6,000 ╱人

中低收入 - 身障
34 人

6,000 ╱人

中低收入 - 老人
49 人

3,000 ╱人

低收入戶
101 人
6,000 ╱人

中低收入 - 身障
33 人

6,000 ╱人

中低收入 - 老人
49 人

3,000 ╱人

✽ 三節撫助金合計發放：低收入戶 1,794,000元 ﹔中低收入 -身障 600,000元﹔中低
收入 -老人 441,000元 ﹔總計金額 2,835,000 元。

為協助家境清寒之二二八受難者與遺

族，本會每年寄發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及家屬

撫助作業要點暨相關申請書予受難者及家

屬，針對符合中低收入老人、中低收入身心

障礙者及低收入戶之二二八受難者、家屬

及權利人，發放春節、端午及中秋三節撫

助金，2021年度完成發放春節撫助金 93萬

3,000元、端午節撫助金 95萬 1,000元與中

秋節撫助金 95萬 1,000元。

3    喪葬撫助費

2021年共計發放 14人次，計 4萬 2,000

元。

協助照顧受難者
及其家屬

第 六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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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年度展覽與教育推廣

計畫之執行成果

第四章

PART

4

一 ˙「南海路五十四號：傳承 ‧ 蛻變 ‧ 新生」展

本館一樓展示室於 2021年 2月 27日完成新展示之佈置，展示內容以本館歷史沿革與建築

空間特色為主，讓參觀民眾瞭解本館建築從日治時期臺灣教育會館，經歷二戰後之臺灣省參議

會、美國新聞處，再到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時序演進與角色定位。參觀民眾亦可利用此展示中

之動態影像，體驗實境冒險遊戲「跨越時空：重返 1947 二二八」闖關關卡，藉由實境遊戲來認

識二二八事件的歷史。2021年度累計觀展人次約 14,917人。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年度主題特展第 一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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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二二八與台獨運動系列特展︱

媒介與抵抗：北美台灣之音的

播音行動特展

本展覽以「台灣之音」之精神理念及

其播音行動為主軸，展示相關圖文、史料

及採訪影片，期望與眾人一同了解這段台

美人與臺灣人的共同歷史記憶，以及媒介

突破在民主歷程中的重要性。展期自 2021

年 2月 25日起至 6月 27日止，累計觀展

人次約 7,917人。

二 ˙「土地傷痕：二二八事件遺址 - 北部地區」第一篇「午夜喧囂」特展

本檔特展以臺北與基隆各地的二二八遺址為主要展示內容，透過空間與歷史做連結，讓民

眾透過史料認識生活周遭的歷史元素。展期自 2021年 2月 21日起至 5月 16日止，累計觀展人

次約 8,946人。

1    二二八與台獨運動系列特展 紀錄劇場《抵抗的義務—The Voice of Taiwan》 

本會於 2021年 4月 3日，此場次為 2021「城南有意思」響應活動）及 4月 17日分別辦理

兩場次紀錄劇場活動，配合展覽內容以紀錄劇場的方式於展場內演出《抵抗的義務 -The Voice of 

Taiwan》，將答錄機的聲音與表演結合，讓觀眾透過角色扮演和一篇篇的播音稿逐漸接觸北美

「台灣之音」所處的年代、所抗爭的目標，認識那一群奮 不顧身的遊子們；這一段陌生的歷史

將走到觀眾的眼前，台前幕後為要向當年努力的前輩們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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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二二八與校園：事件中的建國中學」特展

本展覽透過建中學生與師長於二二八事件及臺灣近代民主發展歷程上的作為，讓民眾瞭解

建中人在民主進程上的足跡，並藉由他們的故事，進一步瞭解轉型正義的重要性。展期自 2021

年 3月 19日起至 10月 3日止，觀展人次約 6,774人。

1    特展延期暨線上專題講座 /真人圖書館

本檔特展展期原自 2021年 3 

月 19 日起至 8 月 1 日止，展覽期

間本會遵守政府 COVID-19 三級

警戒防疫政策，紀念館暫時不對

外開放，直至 7 月 20 日始有條件

開放參觀，本會除將展覽調整為

線上展覽以為因應外，另將展覽

展期延至 10 月 3 日止，供更多民

眾前來觀看實體展示。

2    本會於 9 月 12 日 辦 理 「 二 二 
八 後 ： 建 中 的 幾 段 白 色 故 

事 （1947~1960s）」延伸線上

專題講座 /真人圖書館活動，由

林傳凱（中山大學社會系助理教

授）主講，講述二二八事件所帶

來的恐懼，延續到 50 年代後的

白色恐怖時期，並造成多位 建中

學生受到牽連的故事。 

2    「二二八與台獨運動系列特展︱媒介與抵抗」特展線上講座

本會於 2021年 6 月 26 日辦理「眾聲喧嘩—北美『台灣之音』所留下的社會記憶」之延伸

線上講座活動，邀請艾琳達與陳婉真共同參與座談，透過當年遊行中的演講及在廣播中對國民

政府的呼籲， 帶領大家重返「台灣之音」的足跡，喚起眾聲喧嘩中的社會記憶。

3    本會於 6 月 27 日展覽結束後，另行洽談相關展品授權，自 7 月 1 日起將展覽放置本會官網， 
民眾可透過線上展示觀看及聆聽相關資料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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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土地傷痕：二二八事件遺址 - 北部地區」第二篇「槍響之後」特展 六 ˙「土地傷痕：二二八事件遺址 - 北部地區」第三篇「島嶼輓歌」特展

本檔特展主要講述基隆周邊與宜蘭、花蓮縣市，在二二八事件中所爆發之大規模屠殺及受

難事件，藉由遺址空間的重新展現讓歷史能不斷地被傳遞。展期自 2021年 8月 19日起至 11月

14日止，觀展人次約 7,460人。

1    本檔特展自 2021年 8 月 19 日起開
展，至 11 月 14 日結束。本會安排 

10 月 9 日由李思儀（策展人）為民

眾深度導覽， 並於 10 月 24 日與 11 

月 7 日舉辦延伸走讀活動，邀請張

文義（宜蘭文史專家研究者）與江

櫻梅（金山高中退休老師）帶領民

眾走訪宜蘭與金山當地遺址，深入 

瞭解事件發生的始末。

2    於 11 月 14 日辦理線上講座，邀請鄭嘉瑩（德國漢諾威大學社會法博士生）以「轉型正義、
除垢法與政治性遺址：以德國為例」為題，借鏡德國在轉型正義上的案例，省思臺灣轉型正

義工作的現況。

特展原訂於 2021年 5月 20日開展，因

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疫情警戒第

三級相關防疫措施，本館自 5月 15日下午

起至 6月 28日止暫停開放。本檔特展主要

講述臺北及桃竹苗地區，在接連獲知臺北的

事件消息後，如何因應時局，集會商議，設

立處委會及遭逢綏靖與清鄉等各地抗爭。展

期自 2021年 5月 20日起至 8月 15日止，

觀展人次約 137人。

特展線上專題講座暨走讀活動

本會於 8 月 11 日與 10 月 3 日舉辦兩場延伸活動，「由海

軍檔案看二二八事件中的軍事鎮壓」線上專題講座，與「除了

哀悼之外─新竹二二八與白色恐怖人權地景小旅行」走讀活動， 

分別由吳俊瑩（國史館協修）與王昱登（見域工作室共同創辦

人）主講，帶領民眾瞭解國府軍於全臺各地所實施的軍事鎮壓，

並實地探訪新竹地區的二二八事件遺址及認識當地二二八事件

的相關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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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少年、煙霧與傘 - 香港反送中運動版畫紀事」特展

因香港官方提出《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引爆香港社會一波波大規模的「反送中」抗爭及

社會運動，而隨著 COVID-19開始於全球蔓延，在各國忙於防疫的同時，香港的民主自由卻一

步步遭到吞噬，為能再次喚醒大眾對香港人權問題的注意，持續聲援香港，本會集結百餘張記

錄反送中運動與抗爭的近身觀察創作，希望喚起生活在民主臺灣的民眾關注。展期自 2021年 10

月 23日起至 2022年 2月 13日止。2021年觀展人次約 5,726人。

本會於 2021年 4 月 23 日、11 月 20 日與 12 月 11 日辦理本展導覽活動，由策展人李迪權親

自為參觀者解說作品背後的真實故事，除讓世人了解香港處境，也希望喚起生活在民主臺灣的

民眾關心

八 ˙「民主台灣的街頭運動─彰化平原無名英雄」特展

 1987年解嚴前後到 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

替之際，臺灣街頭運動風起雲湧，許多來自草

根的社會基層人物，奮不顧身投入民主改革，

共同為臺灣打拼。本檔特展藉由「無名英雄」

勇於挑戰威權的故事，讓觀展民眾瞭解臺灣民

主得來不易，進而珍惜守護臺灣民主化的果

實。展期自 2021年 12月 3日起至 2022年 4

月 24日止。2021年觀展人次約 3,120人。

九 ˙ 常態展展示內容外文翻譯

本會為詳盡呈現紀念館常態展線上展示，讓國際人權研究及工作者深入認識臺灣歷史，特

規劃將常態展展示內容翻譯英語、日語及韓語等三種外語，俾利後續製作線上外語展覽，本案

於 2021年 12月 20日完成。

十 ˙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線上展覽

因應政府針對 COVID-19 疫情警 

戒第三級防疫政策，及文化部「文化

場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

情藝文活動開放辦理原則」，本館自 

5 月 15 日起至 6 月 28 日暫停對外開

放。本會於官方網站規劃「二二八國

家紀念館線上展覽」，將本館目前展

示之各檔展覽建置於該區，方便民眾

於居家防疫期間進行線上瀏覽。另展

覽期間各項講座、導覽等延伸活動，

亦配合疫情管制延

後辦理、 取消或改

採線上方式辦理。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數位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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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一 ˙Google 全景拍攝案

為詳細留存紀念館各檔展覽，本會委由專業街景拍攝公司至館內拍攝「土地傷痕：

二二八事件遺址 -北部地區」第一篇「午夜喧囂」特展、第二篇「槍響之後」特展、第三篇「島

嶼輓歌」特展、二二八與台獨運動系列特展：媒介與抵抗、「二二八與校園：事件中的建國

中學」特展、「少年、煙霧與傘 -香港反送中運動版畫紀事」特展等展覽陳設、展場與展示

內容，將其製作為 Google Street View室內街景服務，並建置於 Google Map系統上。

二 ˙	設置「LINE ＠生活圈」官方帳號

隨著通訊軟體普及並考量不同年齡層之使用習性，紀念館持續在通訊平台「LINE@生

活圈」以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官方帳號，宣傳紀念館各檔期之展覽及教育推廣活動，藉以強化

紀念館活動訊息傳遞速度，並與紀念館受眾保持良好的溝通管道。

教育推廣活動第 二 節

三 ˙ 教育推廣活動

1    真人圖書館、二二八人權影展

為使不同社會背景的人有機會互

相交流，同時藉由電影與紀錄片的播

映，強化民眾對人權社會議題的關注，

本會 2021年共辦理 11場真人圖書館

與 12場二二八人權影展活動，藉以深

化民眾對二二八事件、轉型正義及人

權議題之研究與體悟。

日期 片名 /場次名

1 月 10 日 二二八真人圖書館：從周梓樂之死，看中大二號橋事件、理大圍城及國安法下的拘捕潮及逃亡潮

1 月 16 日 二二八人權影展：〈親愛的莎瑪〉

1 月 30 日 二二八人權影展：〈山那邊的青稞田〉

2 月 6 日 二二八真人圖書館：言論自由的多重標準：該有 100% 的言論自由嗎？

3 月 1 日 二二八人權影展：〈1917〉

3 月 7 日 二二八真人圖書館：受難者二代的見證 - 羅正方（與臺灣共生青年協會合辦）

3 月 21 日 二二八真人圖書館：噤聲的人，無聲的夢—恆月三途與《噤夢》音樂會

3 月 37 日 二二八人權影展：〈從前，有個好萊塢〉

4 月 4 日 二二八人權影展：〈兔嘲男孩〉

4 月 10 日 二二八真人圖書館：你的言論自由，可能是他人的網路霸凌（與內政部合辦）

4 月 11 日 二二八人權影展：〈死了一個女高中生之後〉（含映後座談，與內政部合辦）

4 月 17 日 二二八真人圖書館：真的？假的？—假消息、假新聞與媒體識讀（與內政部合辦）

4 月 18 日 二二八人權影展：〈郵報：密戰〉（含映後座談，與內政部合辦）

4 月 25 日 二二八人權影展：〈人肉搜索〉（含映後座談，與內政部合辦）

5 月 9 日 二二八人權影展：〈鋼鐵勳章〉

8 月 7 日 二二八真人圖書館（線上）：城南史蹟建築線上漫遊

9 月 25 日 二二八人權影展：〈無聲革命〉 

9 月 26 日 二二八真人圖書館（線上）：臺灣教育會館與臺北城南建築

10 月 17 日 二二八人權影展：〈RBG 不恐龍大法官〉

10 月 24 日 二二八真人圖書館（線上）: 難民與人權的思辨課 

11 月 14 日 二二八真人圖書館（線上）：居住作為人權 - 正義可以 如何實現？ 

11 月 21 日 二二八人權影展：〈我兒子是死刑犯〉 

12 月 19 日 二二八真人圖書館暨音樂會：音樂無界 自由無限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LINE@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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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二八走讀活動

為能讓社會大眾透過城市街景及專業講師的解說及導覽，重新感受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的

現場與時代氛圍，本會於 2021年辦理 6場二二八走讀導覽活動，帶領大眾走訪二二八相關地景

及建築，讓民眾對二二八事件有進一步的認識，共 6場約 150人參與。 

日期 場次名

3 月 20 日 走讀
城內二二八

臺北賓館→臺北二二八紀念館→二二八和平紀念碑→總統府→專賣
局總部→植物園→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4 月 17 日
走讀

淡水二二八
捷運淡水站 2 號出口→搭乘公車（請自備悠遊卡）→紅毛城→真理
大學→淡江中學 -228 蒙難紀念碑→馬偕醫館→陳澄波戶外藝術穿堂

9 月 25 日
走讀

城內二二八
臺北賓館→臺北二二八紀念館→二二八和平紀念碑→總統府→專賣
局總部→植物園→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10 月 16 日
走讀

內湖二二八
內湖區行政中心→國防醫學院→台北內湖網球中心→內湖 17A
二二八紀念碑原址

11 月 20 日
走訪

二二八事件足跡
江山樓→大安醫院→天馬茶房→北門圓環→《人民導報》報社→台
北公會堂

12 月 11 日
走讀

金山二二八

金山區公所→金山國小→金農超市→公有市場→金包里老街停車場
→小瑪克披薩→慈護宮→金包里街 7 號→金包里街報 21 號→金包
里公共浴室→舊金山總督溫泉→水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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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各地方協會辦理二二八事件歷史教育講座、座談會與走讀活動

本會與南投縣二二八關懷協會、臺灣圖書室文化協會與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共同

合作，於 2021年 4月至 10月間於南投、嘉義與高雄等地辦理「二二八事件歷史教育與走讀活

動、座談會及講座」共 10場，邀請受難者、家屬與關心二二八事件人士共同參與，藉由探訪當

地二二八事件歷史相關景點，讓更多民眾瞭解二二八事件爆發的成因、背景與經過，期望透過

教育推廣活動的辦理，使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教育得以不斷傳承延續，共約 200人參與。 5    「我地港澳電影節」

本會與社團法人亞洲公共文

化協會共同於2021年11月27日、

28日及 12月 4日、5日辦理前揭

活動，透過電影期待留住記憶與

創造更多未完待續的故事。本屆

電影節共計放映 12場次，3場映

後座談，邀請導演、澳門藝文工

作者及剛移民至臺灣的香港新住

民與參與民眾交流分享，暢談電

影製作幕後秘辛、港澳社會現況

與移民生活甘苦談等。

日期 時間 片名 片長

11 月 27 日

11:20 〈522 次斜陽〉 51

13:10 〈告訴世界我來過〉 89

15:05 〈誠惶 ( 不 ) 誠恐，親愛的〉 106

11 月 28 日

11:15 〈兩家人〉☆導演 QA 短片 70

13:30 〈夏雪將至〉★映後座談 41

15:15 短片選：〈Ateh〉〈冰山一覺〉〈菩薩與菩薩〉★映後座談 58

12 月 4 日

11:30 〈夏雪將至〉 41

13:20 短片選：〈Ateh〉〈冰山一覺〉〈菩薩與菩薩〉 58

14:50 〈兩家人〉★映後座談 70

12 月 5 日

11:15 〈告訴世界我來過〉 89

13:50 〈522 次斜陽〉 51

15:05 〈誠惶 ( 不 ) 誠恐，親愛的〉 106

4    自由路上藝術節

本會與臺中市好民文化行動協會自 2021年 2月 28日至 4月 30日止，共同辦理「自由路上

藝術節」，內容含括展覽講座、電影放映、劇團表演、音樂會、互動實境戶外活動等形式，期

藉此提升民眾的民主意識與人權素養，補足市民在臺灣歷史斷層中的真相。

日期 名稱 地點

4 月 4 日 「向人間夕陽敬酒」 南投

8 月 21 日 2021 二二八走讀活動 - 漫讀我城之殤 - 左營 高雄

8 月 27 日 「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巖中。細讀山城」 座談會 南投

8 月 29 日 2021 二二八走讀活動 - 漫讀我城之殤 - 岡山 高雄

9 月 25 日 「山城竹山」走讀 南投

9 月 26 日 2021 二二八走讀活動 - 漫讀我城之殤 - 鹽埕、哈瑪星 高雄

10 月 16 日 嘉義地區鄒族部隊與二二八事件大事記過程：講座、解說、交流 嘉義

10 月 17 日 嘉義二二八事件景點及二二八事件後續平反事宜座談會 嘉義

10 月 23 日 鄒族部隊與嘉義二二八事件之探討及後續遭清算過程之探討講座、解
說、交流座談會

嘉義

10 月 24 日 鄒族部隊參與嘉義二二八事件景點探訪、導覽解說 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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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二二八線上講堂」製作

本案共錄製 3場講座，由王佐榮（日治史研究者）主講「同學，在做什麼？日治時期的學生

休閒活動」及「百年戰疫—日治時期台灣公衛政策的人與事（上）、（中）」，並分別於 2021

年 10月 3日、11月 6日及 12月 12日於本會官方網站播映，讓民眾得以隨選觀看，透過線上講

座認識臺灣的歷史。

7    官網線上展覽系統建置

為避免再度受 COVID-19疫情的影響，故建置本

會官方網站線上展覽系統，擴充本館線上展覽功能，

讓民眾便於透過網路瀏覽本館各檔展覽，學習新知、

認識歷史。本案於 2021年 11月 30日正式上線。

8    2021人權辦桌及人權市集

本會與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等單位合作，於

2021年 12月 25日共同辦理前揭活動，用一頓飯的

時間，促成彼此的交流、試圖和社會產生更多的連結

與對話，並透過探詢個人與群體的生命經驗，一點一

滴累積，產生更多的互動和迴響，也期盼更加自由與

平等的未來。

四 ˙ 與其它紀念館、學校、二二八關懷者、非政府組織等國內外團體互動交流

1    《台灣醫界人物百人傳》新書發表會暨專題演講「臺灣醫界與二二八」

本會與玉山社、財團法人民報文化藝術基金會於 2021年 2月 25日在本館共同舉辦新書發

表暨專題演講活動，透過陳永興醫師所蒐羅的醫界人物故事，瞭解醫界前輩是如何奉獻自己，

為臺灣的現代化醫療之路，打下堅固的基礎制度。

2    《臺灣的二十四堂課》新書發表及座談會

本會與臺灣筆會合作，於 2021年 3月 14日在本館辦理新書發表及座談會活動，由彭瑞金

理事長、李敏勇會長擔任主持人，李鴻禧教授、鄭欽仁教授、林玉体教授擔任與談人，暢述臺

灣筆會在 1993年∼ 1994年，在臺大校友會館連續舉辦 24場演講餐會，多面向觸及臺灣的國家

重建、社會改造課題的內容。當年 24位演講人的精闢演說，今再藉由書籍的出版，讓大眾得以

見證時代、記憶歷史。

3    第五屆臺灣歷史小說獎頒獎典禮

本會與財團法人新台灣和平基金會於 2021年 4月 17日在本館 1樓展演廳共同舉辦歷史小

說獎活動，由李旺台先生以《大戇牯徐傍興》獲年度佳作，期盼透過此類歷史小說的創作，讓

更多人關心與認識臺灣的歷史。

4    2021年第一屆莊萬壽教授台灣精神獎頒獎典禮暨專題演講

本會與台灣教授協會於 2021年 9

月 26日合作辦理，以推行臺灣文化的

公共評論與倡議，鞏固臺灣的民主自

由。除文化部長李永得蒞臨參與，頒

發「臺灣精神獎」予黃崇祐先生外，

並由總統府資政蕭新煌以「從臺灣

（人）百年來經驗談臺灣（人）精神」

為題，進行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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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21臺灣文化日系列活動

本會與台灣北社、台灣教師聯盟等單位於 2021年 10月 2日及 3日在本館一樓展演廳合作

辦理「文化資產研習營」，邀請顏綠芬教授、黃瑞疆老師、李景文館長與林茂賢教授等人進行

專題演講，內容含括臺灣音樂、建築、藝術與民俗等議題；另於 10月 16日在本館一樓展演廳

辦理臺灣文化日論壇，由文化部李永得部長以「文化政策與文創產業」為題進行專題演講，後

舉辦 3場論壇，談論「臺灣文化主題與文創產業」、「多元文化的傳承與創新」與「共生共榮

臺灣共同體」等主題，廣受大眾好評。

6    《台灣醫界人物百人傳．續集》新書發表會暨專題演講「醫界人物與白色恐怖受難者」

本會與玉山社共同於 2021年 11月 10日辦理新書發表會暨專題演講活動，由書籍作者陳永

興醫師延續對臺灣土地的關愛，爬梳健保制訂前，在這片土地上的醫界人物，並以在白色恐怖

時期的醫界受難者為演講主題，介紹在戒嚴時期中受難的醫界菁英，以及他們在歷史洪流中堅

守自我，為臺灣現代醫療奠定先河的典範。

7    《二二八消失的政黨 -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1945-1947）》新書座談會

本會與臺北市文化局、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共同於 2021年 11月 6日辦理新書座談會，介紹戰

後推動普選運動以改變官派的、貪腐的統治結構的「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並藉由書籍的推廣，

期盼臺灣在享有民主自由的果實之際，不忘銘刻前人在歷史中的奉獻與努力。

8    「2021 年二二八人權教師研習營」

為落實本會之教育推廣功能，使關心二二八事件與相關臺灣歷史文化的教師們能多面向的

認識事件本身、人權及轉型正義相關議題，本會於 2021年 11月 20日及 21日，透過線上會議

的方式，特別邀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陳佳宏、國史館修纂處纂修歐素瑛、萬福

國小教務主任林江臺、政治大學韓國語文學系講師朱立熙等講者，除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及

人權相關主題的基礎論述外，亦透過校園場域及遺址景點之展示來探討解嚴前後臺灣的歷史記

憶、影響與反思，並藉由韓國女性人權案例的分析，瞭解性別平等人權價值之重要性。希冀藉

由宏觀的視野汲取國內外人權歷史的理念及實務經驗，以深化累積本國人權教育的資材及能量。

本次共辦理活動兩場共計 48人次參與。

9    《二二八事件人權教育講座》課程

本會與臺北市市立大學共同開辦 110學年度「二二八事件人權教育講座」課程，上學期於

2021年 9月 24日邀請該校史地系郭大玄系主任致詞後正式開課，本課程每週五下午 1時至 3時

於本館授課 2小時，為期 16週，以線上教學為原則，輔以現場實體導覽教學及實作。授課師資

包括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總主筆賴澤涵教授、國史館館長陳儀深教授、政大韓文系

朱立熙老師等專家學者，以及本會柳照遠處長、陳家豪副研究員及余佩真副研究員。

10    二二八人權史普線上講座

為使關心二二八事件與相關臺灣歷史文化之參與者能多面向認識事件本身、人權及轉型正

義相關議題，並進一步落實教育推廣之功能，本會於 2021年 10月 2日及 3日，透過線上會議

之方式，邀請國史館館長陳儀深、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薛化元、臺灣基進桃園黨部執行

長藍士博、影像文化製作人張辰漁、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沈伯洋、小說家朱宥勳等

講者，以二二八事件、人權與轉型正義為主題，從歷史、法治、文學等觀點，探討歷史真相，

以及論及資訊作戰下所衍伸之人權困境，並從中分享實際運用於漫畫等之實作經驗。兩場活動

計有 67人次參與。

11    「揭發真相：維吾爾法庭審判」論壇

基金會與臺灣東突厥斯坦協會、臺灣圖博之友會於 2021年 12月 11日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舉辦「揭發真相：維吾爾法庭審判」論壇，中國對維吾爾人的迫害近年來已經成為國際焦點，

引發全球民主國家的重視，在許多的國際場合，美國、歐洲民主國家都對中國領導人提及此議

題。為加深臺灣人對「獨立人民法庭」之理解及認識維吾爾人權現況，特擇於世界人權日隔日

辦理。活動現場邀請在法庭上作證被迫害的證人，從世界各地以視訊方式，與臺灣代表面對面

交流，及邀請各界人權代表至會場談話，藉以了解全球第一次的「維吾爾法庭」實際運作及狀況。

本活動共計 100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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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2020年報設計暨印製

此為本館開館以來首次編印年報，透過

年報彙整年度資料，並以文字、照片、圖表

及各式統計分析，呈現本會組織職掌、經營

理念與功能定位等，傳達整體願景與業務訊

息。本年報除了詳列 2020年例行性業務內

容，介紹本會相關工作之外，亦回顧二二八

國家紀念館開館 10年來之重要活動，於

2021年 10月 25日完成印製寄送。

年報等出版、文宣品編撰及發行第 三 節

12    與其他單位合作及協辦之推廣教育活動

2021 年辦理情況

時間 活動主題 合作 / 協辦單位 參加人數

10 月 27 日 2021 年人權教育訓練課程 第一場 內政部秘書室 40

10 月 28 日 2021 年人權教育訓練課程 第二場 內政部秘書室 40

11 月 4 日 人權課程教育訓練 第一場 內政部空勤總隊 30

11 月 11 日 人權課程教育訓練 第二場 內政部空勤總隊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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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藏品盤點與整飭計畫

本會自 2020年 12月 8日起委託博士門公司執行「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藏品盤點與整飭計畫」

勞務採購案（案號：10902-42）已於 2021年 8月 31日如期履約完成，並於 10月 25日完成驗收

通過，共計完成 4,570件藏品。

二 ˙ 本會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簽署「二二八事件影印資料」合作備忘錄

中研院近史所於 1991年受行政院委託保管並移交於該所之「二二八事件專案小組及研究小

組」研究資料（179冊）。該批資料所有權最初屬行政院任務編組性質之「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

自該小組任務完成並解編後，該批資料移轉至行政院轄下之內政衛福勞動處。中研院近史所後

依內政衛福勞動處指示及該所 2021年 7月 16日第 45次檔案館委員會決議，將該批資料所有權

移轉予本會，由本會委託中研院近史所代為保管並進行檔案數位化等工作，雙方已於 2021年 9

月底完成簽署合作備忘錄。

三 ˙ 施並錫教授捐贈二二八畫作暨捐贈儀典

1    捐贈二二八畫作

前臺灣國展委員會決策委員暨院士、國立師範大學美術系教授退休之知名畫家施並錫先生，

長期關注二二二八及人權相關議題，針對二二八事件創作多幀畫作，藉由藝術畫作之呈現，還

原二二八歷史真相。施教授於 2021年 9月來電有意無償捐贈油畫創作 3幀予本會，分別為油畫

尺寸 120號（130x194cmx4.8cm）的「宜蘭頭城媽祖廟前的暗夜坑殺」、「串綁的冤魂 I」，及

油畫尺寸 20號（71x65cmx4.8cm）的「串綁的冤魂 II」。

2    捐贈儀典活動

本會於 2021年 11月 12日上午 10時 30分於本館 3樓二二八藝文空間舉辦畫作捐贈儀典，

活動現場邀請總統府資政葉菊蘭女士、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推動人陳永興醫師、國立臺北教育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文物藏品第 一 節

▲ 宜蘭頭城媽祖廟前的暗夜坑殺 / 120號（130x194cmx4.8cm）

▲ 串綁的冤魂的冤魂 I / 120號（130x194cmx4.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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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名譽教授李筱峰教授及長期研究戰後臺灣人權及白色恐怖之文史工作者李

禎祥老師揭幕及致詞，繼由本會薛化元董事長代表受贈及頒發感謝狀，儀典活動近 60人參與，

共同見證重要歷史盛舉。

館所管理

第六章

PART

6

二二八事件醫界受難者口述、傳記歷史計畫案：本計畫於 2019年已完成 72位檔案史料蒐

集之建檔整理，2020年度持續進行 72位人物傳記撰寫初稿、修正及相關史料補充，並提經審查

委員完成初步審查，並於 2021年 2月底完成修改及書面報告供學術研究參考。

二二八事件史料編撰與出版計畫第 二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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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 2021年來館參觀狀況如下表。2021年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本館自 5月 10日至

7月 12日期間閉館並且停止辦理館內外活動。不只在閉館期間，一直到解除疫情警戒第三級相

關防疫措施後的兩個月內，民眾的參觀意願還是受到顯著的影響。是故，線上展覽與線上講堂、

線上真人圖書館等措施便因應推展。

民眾來館參觀統計第 一 節

年度
月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1 月 1,319 2,431 3,022 2,031 1,738 1,871 2,385 2,358 1,720 2,564

2 月 2,679 2,855 3,406 2,491 2,538 3,309 2,030 2,922 2,753 2,761

3 月 8,212 2,256 1,617 2,039 1,785 2,085 2,856 3,760 1,585 2,545

4 月 1,986 3,866 1,828 1,715 2,014 2,198 5,795 2,913 1,416 3,174

5 月 1,920 2,769 2,654 2,297 1,974 2,363 3,633 2,825 2,211 1,000

6 月 1,995 5,862 2,204 2,056 1,991 1,568 2,813 2,732 2,835 0

7 月 3,459 2,873 3,090 2,327 1,899 2,275 3,250 3,954 3,293 46 

8 月 3,301 2,658 3,717 2,533 2,956 2,823 2,903 2,969 2,642 176

9 月 2,443 2,580 2,952 2,188 1,937 3,622 2,442 2,590 2,520 429

10 月 2,648 2,133 2,485 2,486 2,309 2,981 2,334 3,814 2,550 2,143

11 月 4,516 2,438 2,884 2,096 2,305 2,134 3,165 3,542 2,328 2,115

12 月 2,340 3,070 1,987 2,490 2,472 3,019 2,807 2,610 2,368 2,659

總計 36,818 35,791 31,846 26,749 25,918 30,248 36,413 36,989 28,221 1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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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人數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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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館提供團體導覽服務，無定時導覽。常態展提供線上語音導覽：華語、英語、日語、韓語。

2    提供導覽語言（需事先預約安排導覽人員）

導覽服務第 二 節

序號 日期 團體名 (活動內容 ) 人數

1 1 月 6 日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法律學系師生參訪（館介影片 + 常態展導覽） 13

2 1 月 13 日 宸恩實驗教育 師生參訪 (常態展＋紀錄片〈武裝台中：二七部隊 -1947〉) 12

3 1 月 21 日 台中市立文華高中參訪 ( 常態展導覽 ) 40

4 2 月 23 日 國立屏東高中參訪 (〈傷痕二二八〉+ 常態展導覽 ) 35

5 2 月 27 日 台北大學歷史系參訪 ( 常態展導覽 ) 35

6 3 月 11 日 台北市立木柵國小 ( 常態展導覽 ) 29

7 3 月 14 日 文學營 ( 高中職 )- 導覽暨座談（常態展導覽 + 座談 ) 10

2021年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團體預約導覽：因應國內 COVID-19疫情，並配合「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相關防疫措施，本會自 2021年 5月 15日至 9月 9日暫停受理團體預約導覽。

2021年度本館受理共計近 29組 /次國內團體預約導覽，包含屏東墾丁國小、臺北市吳興國

小、臺北市立木柵國小、臺北市胡適國小、新莊國中、國立竹科實中、國立屏東高中師生、新

北市南山高級學校、宸恩實驗教育高一、二師生、台中市立文華高中、淡江高中、靜宜大學、

國防醫學院、國防大學管理學院法律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臺北大學歷史系、淡江大學、永和社區大學及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等來館參訪，以上團體參

訪人數約計 1,001人次。

常態展：華語、台語、英語、日語、韓語 特⺜展：華語、英語、日語、韓語

8 3 月 19 日 台北市南港區胡適國小參訪 ( 常態展導覽 ) 28

9 4 月 2 日 靜宜大學通識課程參訪（常態展導覽 ) 30

10 4 月 16 日 國防醫學院參訪（常態展及建中特展導覽 ) 56

11 4 月 21 日 邱得勝 . 郭吉仁等參訪（〈傷痕二二八〉+ 常態展導覽 ) 10

12 4 月 27 日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參訪 1（〈傷痕二二八〉+ 常態展導覽 ) 30

13 4 月 28 日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參訪 2（〈傷痕二二八〉+ 常態展導覽 ) 30

14 4 月 29 日 屏東墾丁國小參訪 ( 常態展導覽 ) 23

15 5 月 7 日 吳興國小參訪（常態展導覽 ) 24

16 5 月 7 日 新莊國中 7 年級生（〈傷痕二二八〉+ 常態展導覽 ) 56

17 5 月 11 日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通識課程參訪 (〈傷痕二二八〉+ 遺址特導覽 ) 30

18 5 月 12 日 淡江大學外籍生（〈傷痕二二八〉英文版 + 英文常態展導覽 ) 33

19 9 月 10 日 建中學生參訪（常態展導覽 ) 30

20 9 月 14 日 建中學生參訪（常態展導覽 ) 16

21 9 月 30 日 華梵建築系學生一行參觀 ( 林正雄老師帶團 ) 70

22 10 月 29 日
110 學年度臺北市立大學《二二八事件暨人權教育講座》二二八國家紀

念館常設展線上導覽
-

23 11 月 13 日 永和社區大學 (〈傷痕二二八〉+ 常態展導覽 + 特展策畫分享 ) 20

24 12 月 1 日 國立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級中等學校（常態展導覽 ) 30

25 12 月 8 日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第 1 梯次 (〈傷痕二二八〉+ 常態展導覽） 100

26 12 月 14 日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通識課程參訪 ( 館介影片 + 常態展導覽 ) 56

27 12 月 15 日 財政部人事處參訪 - 第 1 梯次 (〈傷痕二二八〉+ 常態展導覽 ) 25

28 12 月 15 日 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第 2 梯次 (〈傷痕二二八〉+ 常態展導覽） 100

29 12 月 24 日 成淵高中參訪（二樓南翼反送中展李迪權導覽 ) 30

共計 29 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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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志工組織

本館志工採公開招募，為加強館內志工對於二二八事件之瞭解，並熟悉各項導覽相關業務，

本會制訂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志工招募暨教育訓練計畫。

2021年本館志工有 50人，其中女性 43人，男性 7人，總服務時數 3,523小時，每人平均

服務時數 70.46小時。 序號 日期 活動內容

1  1 月 11 日
．近期紀念館活動說明

． 透過影片放映與映後座談探討德國納粹與猶太人議題，學習德國有

關處理轉型正義的經驗

2 4 月 12 日
．熟悉現有 3 檔特展內容，瞭解本館辦理該特展之目的與意義 
．言論自由日系列活動及近期紀念館活動說明

3 5 月 10 日

． 走訪基隆二二八事件遺址，包括八堵車站、基隆中學、中正公園、 
和平島及基隆港等現場，讓志工身歷其境，感受事件當時北臺灣首

當其衝的受難之地

4 11 月 29 日 ．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志工訓練暨年度聯誼活動

女性志工

人

43
男性志工

人

7
共	50 人

總服務時數 3,523小時

二 ˙ 平日值班等相關工作

平時有賴熱心的志工協助及巡視展場，提供民眾至紀念館參訪時諮詢服務；辦理大型活動

時，多數志工皆熱心參與及協助。

三 ˙ 年度志工培訓

為培訓穩定的志工群及配合年度主題特展的更新，本會於 2021年計辦理 3個梯次志工訓練

課程暨 1場志工年度聯誼活動，透過教育訓練系列課程，使志工們更熟悉本館各檔展覽內容並

活化志工服務熱忱，另透過志工年度聯誼活動，強化彼此的聯繫與合作，以提升志工們對館務

推動之向心力。

志工組織及相關工作第 三 節

2021 年度志工訓練及聯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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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紀念館建築特色

本館為臺北市定古蹟 (原臺灣教育會

館 )，臺灣教育會館為 1930年代日治時期時

任臺灣總督府營繕課長井手薰所設計，融合

古典、現代主義建築風格的三層加強磚造建

築，建物坐西北朝東南，平面呈 L形，轉角

入口前有車寄門廊。建築共三層，以「退縮

而建」的手法坐落於臺北市南海路與泉州街

的轉角，兩翼建物則採對稱設計，外牆貼有

北投窯業會設生產的國防色十三溝紋面磚，

部分用洗石子之幾何紋樣搭配鋼筋混凝土構

造的磚砌壁體，內部牆面採漆喰塗壁面及石

灰塗抹工法。

二 ˙ 本館歷史背景

原臺灣教育會館為臺灣首座具現代化規

模的藝文展覽館，為日治時期教育成果展

示、美術展覽及藝術沙龍的重要場域，自

1931年起舉行了第 5至第 9屆「台展」，

1938年在此舉辦臺灣總督府文教局主辦之

「府展」（第 1 到 4 屆）。而自 1935 年

開始的「台陽展」亦在此舉行至第 5屆，

二二八事件受難者陳澄波的作品曾在會館展

覽；日本戰敗後，臺灣省參議會進駐，1947

年爆發全臺的二二八事件，當時為臺灣民主

發聲的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王添灯、林連宗、

郭國基等省參議員，因此成為國民政府整肅

運。本會依 2011年訂定「二二八國家紀念

館 (原臺灣教育會館 )古蹟再利用計畫暨古

蹟管理維護計畫報告書」之「開館後之古

蹟日常維護管理計畫」辦理本館日常三級

維護管理。後依古蹟管理維護辦法第二條

「......管理維護計畫除有重大事項發生應立

即檢討外，每五年應至少檢討一次」規定，

於 2015年以及 2020年就本館管理維護計畫

進行檢討修正，分別訂定「二二八國家紀念

館 104年度管理維護計畫暨防災及緊急應變

計畫報告書」及「直轄市定古蹟原臺灣教育

會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管理維護計畫」。

依本館管理維護計畫就建物、設備及典藏之

二二八相關文物、史料等進行年度日常維護

及管理工作，以維本館古蹟歷史建物風貌，

並善盡古蹟建物及二二八文物史料等管理維

護之責，提供參訪者舒適、安全及便利的參

觀空間。

四 ˙	二 二八國家紀念館

2021 年修繕改善工程

本會除援例辦理本館日常

小額修繕及採購外，每年依本

館建物日常巡檢情形編列年度

資本門預算進行修繕改善工程。

2021年辦理本館屋頂防漏

水分區修繕工程，進行「二二八

國家紀念館 （市定古蹟原臺灣

教育會館）三樓中央區屋頂防

水修繕工程」，敲除該區之屋

頂面層之尺二磚，重砌洩水坡

對象。1958年臺北美國新聞處 (1979年更名

為美國文化中心 )入駐，1991年因租約到期

遷出，後於 1993年由美國在台協會續租，

連同美國文化中心、學術交流基金會遷回，

會館同年被指定為三級古蹟。2007年二二八

國家紀念館在此正式掛牌，本會於 2009年

11月與內政部簽訂「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委託

經營管理行政契約」由本會自 2011年 2月

正式對外開放營運迄今。

三 ˙ 紀念館古蹟管理與維護

本館於 2007年由教育部辦理古蹟修繕

工程後，再於 2010年由內政部委託本會辦

理古蹟再利用工程，至 2011年正式對外營

度並重新以聚氨酯防水膜為主防水材料，並

且以外露方式進行（暫不加以覆蓋尺二磚或

額外保護層）面層防水施作。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管理與維護第 四 節

資通安全第 五 節

依行政院 110年 5月 19日院臺護字第

1100173725號函，再次核定本會 110年度特

定非公務機關資通安全等級為 C級。

本會於 2021年 7月委託專業廠商完成

資通安全健診，9月完成資通安全管理制度

文件建置、全體會務人員資通安全教育訓練

課程及資訊資產盤點。

內政部資訊中心於 2021年 11月 3日偕

同委託廠商 KPMG安侯企業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到會進行「110年度內政部所管特定

非公務機關資通安全稽核」，分別就本會資

通安全策略面、管理面及技術面進行實地稽

核，稽核發現事項共有 15項建議事項，預

計於 2022年度完成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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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委託辦理經營管理二二八國家

紀念館執行結果

2021年本會承辦內政部委辦託理經營

管理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委辦總金額計新臺

幣 3,688萬元，依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病

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第 3次追加

預算審查報告凍結國際交流經費 40萬元，

實際撥付金額 3,648萬元，執行金額計新臺

幣 3,646萬元，執行率達 99.95%。至於自有

資金部分，實際用於業務支出金額計新臺幣

848萬 9,802元。

預決算概要

第七章

PART

7

2021 年業務計畫預算與決算比較

18,000,000
17,713,421

3,200,000
1,973,062

17,490,000
15,934,806

300,000
41,354

14,670,000
1,800,000

3,550,000
3,081,869

3,580,000
3,729,029

1,000,000
127,335

2,000,000
2,348,926

用人費 

教育文化及
人權國際交流

賠償金支出

照顧受難者
及其家屬

經營管理
二二八國家館

二二八事件
紀念活動 

二二八事件
調查研究

賠償金
給付業務

行政管理

預算

決算

單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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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
36,204 元

其他業務收入

0.27%
127,335 元

教育文化及人權國際交流

5.02%
2,348,926 元

行政管理 3.85%
1,800,000 元

賠償金支出

4.22%
1,973,062 元

二二八事件紀念活動

0.09%
41,354 元

賠償金給付業務

37.89%
17,713,421 元

用人費

34.09%
15,934,806 元

經營管理二二八國家館

6.59%
3,081,869 元

二二八事件調查研究

7.98%
3,729,029 元

照顧受難者及其家屬

22.75%
11,279,954 元

利息收入

73.54%
36,460,000 元

委辦計畫收入

3.63%
1,800,000 元

賠償金補助收入

2021.01.01―2021.12.31 收入

2021.01.01―2021.12.31 支出

2021年總收入 49,576,158 元

2021年總支出 46,749,802 元

2021 年大事紀

及主要活動表

第八章

PAR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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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日期 內容

1/3 ～ 2/7 「戰前台共創黨書記長林木順失蹤六講」講座

1/10
二二八真人圖書館：「從周梓樂之死，看中大二號橋事件、理大圍城及國安
法下的拘捕潮及逃亡潮」

1/11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志工訓練課程

1/16 二二八人權影展：〈親愛的莎瑪〉

1/20 召開第 12 屆第 7 次董事暨監察人會議

1/30 二二八人權影展：〈山那邊的青稞田〉

2/1 公告第 5 批二二八可能受難者名單，累計總計 2,148 名

2/6 二二八真人圖書館：「言論自由的多重標準：該有 100% 的言論自由嗎？」

2/21 「土地傷痕：二二八事件遺址 - 北部地區」第一篇「午夜喧囂」特展開展

2/22 ～ 28 與臺灣基督長老教會共同辦理 5 場追思紀念禮拜暨追思活動

2/25
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原住民委員會共同辦理「原住民族與二二八」學術研
討會

2/25
與玉山社、財團法人民報文化藝術基金會舉辦《臺灣醫界人物百人傳》新書
發表會暨專題演講「臺灣醫界與二二八」

2/25
「二二八與台獨運動系列特展︱媒介與抵抗：北美台灣之音的播音行動特展」
開展

2/26 二二八事件 74 週年嘉義地區檔案史料特展開展

2/26 《二二八 ‧「物」的呢喃》印製出版

2/27 一樓展示室「南海路五十四號：傳承 ‧ 蛻變 ‧ 新生」展完成佈置

1
月

2
月

2021 年大事紀及主要活動表 2/28
於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前廣場及高雄市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舉行二二八事件 
74 週年中樞紀念儀式

2/28 花蓮二二八事件 74 週年紀念儀式暨追思音樂會

2/28 與社團法人臺灣共生青年協會共同舉辦第九屆共生音樂節「在場證明」

2/28 2021 大溫哥華紀念二二八事件 74 週年線上講座

2/28 ～ 3/14 2021 北美二二八紀念影展暨影展閉幕座談會

2/28 ～ 3/31
與僑委會、德國臺灣協會、法國臺灣協會、沃草有限公司等團體共同辦理
「二二八海外紀念系列活動」

2/28 ～ 4/30 與臺中市好民文化行動協會共同辦理「2021 自由路上藝術節」

3/1 二二八人權影展：〈1917〉

3/2 本會晉用之第三處副研究員余佩真及陳家豪到職

3/7
二二八真人圖書館：「受難者二代的見證 - 羅正方」（與臺灣共生青年協會
合辦）

3/7 與臺中市新文化協會共同舉辦 2021 年二七部隊紀念活動

3/13 《二二八事件の真相と移行期正義》出版紀念視訊座談

3/14 《 臺灣的二十四堂課》新書發表及座談會

3/16
內政部秘書室王銘正主任及朱真慧科長於 3 月 16 日蒞臨本館，就內政部現
職人員之人權教育訓練辦理方向及與本會合作模式交換意見

3/19 「二二八與校園：事件中的建國中學」特展開展

3/20 二二八走讀活動：「走讀城內二二八」

3/21 二二八真人圖書館：「噤聲的人，無聲的夢—恆月三途與〈噤夢〉音樂會」

3/27 二二八人權影展：〈從前，有個好萊塢〉

3/28 2021 年二二八事件失蹤受難者追思紀念會

3/31 召開第 12 屆第 8 次董事暨監察人會議

3
月

2
月



80 81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20 2 1 年年報 第 八 章 	 	 	 2 0 2 1 年 大 事 紀 及 主 要 活 動 表P A R T 8

5
月

4
月

4/3、4/17
「二二八與台獨運動系列特展︱媒介與抵抗：北美臺灣之 音的播音行動特
展」紀錄劇場

4/10
「土地傷痕：二二八事件遺址 - 北部地區」第一篇「午夜喧囂」特展走讀活動：
「臺北城二二八」

4/17 第五屆台灣歷史小說獎頒獎典禮

4/24
「二二八與校園：事件中的建國中學」特展導覽暨講座活動：「躁動的青春：
二二八事件對校園之影響」

5/1 ～ 5/2 2021 國際學界人士人權交流參訪

5/8
「土地傷痕：二二八事件遺址 - 北部地區」第一篇「午夜喧囂」特展走讀活動：
「基隆港二二八」

5/15 ～ 6/28 因應 COVID-19 疫情，本館暫停對外開放

5/19
資通安全 - 政院 110 年 5 月 19 日院臺護字第 1100173725 號函核定本會
110 年度特定非公務機關資通安全等級為 C 級

5/20 「土地傷痕：二二八事件遺址 - 北部地區」第二篇「槍響之後」特展開展

5/31 《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研究報告》印製出版

6/28 召開第 12 屆第 9 次董事暨監察人會議

8/7 二二八真人圖書館：「城南史蹟建築線上漫遊」

8/11
「土地傷痕：二二八事件遺址 - 北部地區」特展專題講座：「由海軍檔案看
二二八事件中的軍事鎮壓」

8/19 「土地傷痕：二二八事件遺址 - 北部地區」第三篇「島嶼輓歌」特展開展

9/12
專 題 講 座 暨 二 二 八 真 人 圖 書 館：「 二 二 八 後： 建 中 的 幾 段 白 色 故 事
（1947~1960s）」

9/25 二二八走讀活動：「走讀城內二二八」

9/25 二二八人權影展：〈無聲革命〉

8
月

6
月

9
月

9/26 二二八真人圖書館 X 線上講座：「臺灣教育會館與臺北城南建築」

9/26 2021 年第一屆莊萬壽教授台灣精神獎頒獎典禮暨專題演講

10/2 ～ 3 2021 年二二八人權史普線上講座

10/2 ～ 3 「文化資產研習營」（與台灣北社、台灣教師聯盟等單位合辦）

10/3
「土地傷痕：二二八事件遺址 - 北部地區」特展走讀活動：「除了哀悼之外
―新竹二二八與白色恐怖人權地景小旅行」

10/3 二二八線上講堂：「同學，在做什麼？日治時期的學生休閒活動」

10/9
「土地傷痕：二二八事件遺址 - 北部地區」第三篇「島嶼輓歌」特展展區導
覽活動

10/16 二二八走讀活動：「走讀內湖二二八」

10/17 二二八人權影展：〈RBG 不恐龍大法官〉

10/23 少年、煙霧與傘—香港反送中運動版畫紀事特展開幕暨導覽

10/24
「土地傷痕：二二八事件遺址 - 北部地區」特展走讀活動：「宜蘭的
二二八」

10/24 二二八真人圖書館 X 線上講座：「難民與人權的思辨課」

10/25 2020 年年報印製出版

10/29 2021 年合作備忘錄團體聯合學術會議 : 東亞國家暴力與結盟、再現

10/30 ～ 31 「二二八、人權、民主與轉型正義」學術研討會

11/3
內政部資訊中心偕同 KPMG 安侯企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到會進行「110 年
度內政部所管特定非公務機關資通安全稽核」

11/6 《228 消失的政黨 - 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 (1945-1947)》新書座談會

11/6 二二八線上講堂：「百年戰疫——日治時期台灣公衛政策的人與事（上）」

11/7
「土地傷痕：二二八事件遺址 - 北部地區」特展走讀活動：「走讀金山
二二八」

11
月

10
月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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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1
月

11/10
與玉山社辦理《台灣醫界人物百年傳 ‧ 續集》新書發表會暨專題演講「醫界
人物與白色恐怖受難者」

11/12 臺灣畫家施並錫二二八歷史畫作捐贈儀典

11/14 二二八真人圖書館 X 線上講座：「居住作為人權 - 正義可以如何實現？」

11/14
「土地傷痕：二二八事件遺址 - 北部地區」特展專題講座：「轉型正義、除
垢法與政治性遺址：以德國為例」

11/20 二二八走讀活動：「走訪二二八事件足跡」

11/20 ～ 21 2021 年二二八人權教師研習營

11/21 二二八人權影展：〈我兒子是死刑犯〉

11/27 ～ 28
12/4 ～ 5

2021 我地港澳電影節

11/30 官網線上展覽系統完成建置

12/1 召開第 13 屆第 1 次董事暨監察人會議

12/3 「民主台灣的街頭運動―彰化平原無名英雄」特展開幕式

12/9 二二八真人圖書館：「音樂無界 自由無限」

12/10 常態展展示內容外文翻譯完成

12/11 少年、煙霧與傘——香港反送中運動版畫紀事策展人導覽

12/11 2021 二二八走讀活動：「走讀金山二二八」

12/11 「揭發真相：維吾爾法庭審判」論壇

12/12 二二八線上講堂：「百年戰疫——日治時期台灣公衛政策的人與事（中）」

12/22 召開第 13 屆第 1 次（臨時）董事暨監察人會議

12/25 2021 人權辦桌暨人權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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