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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第 14 屆第 7 次董事暨監察人會議紀錄 

 

時間：113（西元 2024）年 10 月 22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地點：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臺北市南海路 54 號）1 樓 

主席：薛董事長化元  

出席人員：（依姓氏筆劃排序） 

董  事： 

王文宏 李為楨 吳堂安（請假） 

呂崧海 何朝棟 李慧生 

李靜慧 林正慧 林黎彩 

陳伯三 張廖萬堅（請假） 鄭竹梅（何朝棟代理） 

潘信行 蘇瑞鏘（薛化元代理）  

共計 13 位董事出席 

監察人： 

巫忠信 簡丞婉（請假）  謝淑梅 

共計 2 位監察人出席 

顧  問： 

王鑫健顧問     楊振隆顧問 

共計 2 位顧問出席 

列席人員： 

部  會：內政部蔡岳軒視察 

基金會：藍士博執行長、各處室主管及同仁 

紀錄：黃詩茹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議：第 14 屆第 6 次董事暨監察人會議紀錄准予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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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一） 依上次會議臨時動議第一案及第二案決議提報113（西元2024）

年9月30日（星期一）113年度「二二八事件可能受難者清查小

組」第8次討論會議（下稱該會議）討論，會議決議摘要說明

如下： 

1.第一案：截至目前為止，本會已公告之二二八事件可能受難

者名單中有關死亡類型計 53 位，先行就已函查戶政機關或

有較完整資料 19位，提供予國家人權博物館（下稱人權館）

參考（詳如附件 1）；另 7 件，雖檔案記載死亡，但無姓名，

故不提供人權館；餘 27 件，俟函查戶政機關後，另行提供

該館參考。 

2.第二案： 

（1） 該會議中提報「台灣二二八紀念碑圖集」所載 22 處碑

文，應尚有增補之碑文，且新出土檔案與新的研究成果

甚多，為求周延，將函請各地縣、市政府請其提供轄內

碑文予本會。 

（2） 該會議先就家屬向本會陳情高雄市鼓山區壽山自然公

園之二二八事件紀念碑文內容應予修正一事處理，認為

二二八事件高雄地區主要受難者及加害者名單應刻錄

於碑文中，以釐清二二八事件真相，並函請高雄市政府

酌參。 

 

二、第一處報告： 

（一）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展覽與教育推廣： 

1. 年度特展： 

（1） 「100%言論自由：鄭南榕和自由時代」導覽：為擴大社

會討論和公民社會溝通之基礎，本特展延至 9 月 22 日

（星期日）止。113（西元 2024）年 9 月 14 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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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溪湖高中高珮華老師帶領學生 20 人至本館觀展，另

於 9 月 22 日（星期日）配合全國古蹟日活動，安排臺語

及華語各 1 場導覽，讓參與民眾更加瞭解鄭南榕和自由

時代的社會運動。 

（2） 「政治犯的囚房隨想——陳武鎮人權藝術創作展」導覽

活動：配合全國古蹟日活動，本會於 113（西元 2024）

年 9 月 21 日（星期六）辦理特展導覽活動，由陳武鎮前

輩親自講解政治受難者的故事，民眾於活動尾聲亦踴躍

提問，對臺灣政治受難者的故事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3） 「掖種發芽，釘根開枝—張炎憲與二二八研究紀念特展」

開幕暨紀念講座：本會於 113（西元 2024）年 9 月 6 日

（星期五）辦理特展開幕，展覽回顧張炎憲教授對二二

八研究的貢獻，以照片、手稿及著作等，讓世人記住這

位用心紀錄臺灣歷史與島嶼記憶的先行者。另於 9 月 6

日（星期五）辦理紀念講座，由詩人李敏勇及陳萬益教

授以「四七社與時代的意義」為題，回顧臺灣社會轉型

中的關鍵歷史事件，強調文化與政治運動的結合對臺灣

發展的重要性。10 月 4 日（星期五），再由李宜哲老師

與李筱峰教授以「跨領域的交流：從音樂表達對戒嚴時

期的歷史關注和記憶」為題，探討音樂如何成為連結過

去與現代的橋樑。音樂不僅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氛圍，還

在一定程度上記錄了歷史的脈動。本特展預計展至 12月

1 日（星期日）止。 

（4） 初心猶原在 - 熠熠五十年－世界臺灣同鄉會聯合會 50

週年回顧展開幕式暨導覽：世界臺灣同鄉會聯合會（世

台會）於 1974 年成立，成為海外臺灣人大團結的象徵，

推動臺灣的民主與自由。1987 年解嚴後，世台會首次在

臺灣舉辦年會，黑名單人士返鄉，傳達臺灣獨立理念。

今年適逢世台會成立 50 週年，本會與世台會、臺灣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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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特藏中心合作，於 113（西

元 2024）年 10 月 13 日（星期日）辦理特展開幕式暨導

覽，邀請音樂人朱頭皮獻唱「黃昏的故鄉」等歌曲；總

統府資政姚嘉文、本會董事長薛化元、國史館館長陳儀

深、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徐佳青，以及海外民主運動人士

羅福全、毛清芬、張維嘉、世台會前會長陳唐山等人均

蒞臨出席，與民眾一起回顧臺灣民主歷程。本特展預計

展至 11 月 30 日（星期六）止。 

2. 「連翹自由節─清醒時光」：本會首次舉辦以藝術、戲劇演

出為主軸的「連翹自由節」，探究二二八以迄白色恐怖時

代的臺灣故事，讓不同年齡與喜好的觀眾，可透過藝術表

演開始，茁壯自己的根。本會於113（西元2024）年8月30

日（星期五）辦理記者會，本會薛化元董事長指出，二二

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是臺灣歷史的重大傷痛，過去民眾多從

教科書得知，卻難以深入了解，為深化歷史與人權教育，

本會舉辦「連翹自由節─清醒時光」，推廣二二八、白色恐

怖歷史教育及人權觀念。策展人鴻鴻解釋，連翹象徵臺灣

根基堅韌，自由終將到來。「海島演劇」導演林志遠則希

望透過戲劇讓觀眾認識臺灣歷史，本次帶來的新劇「瀑布」

聚焦宜蘭二二八故事，帶來深刻省思。本會呂崧海董事表

示，父親呂金發當年就在頭城媽祖廟前遭受槍殺，成年後

受邀參與口述歷史，才有深入了解。「連翹自由節─清醒時

光」自8月31日（星期六）起至11月2日（星期六）止，在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及牯嶺街小劇場共有海島演劇《瀑布》、

三缺一劇團《來自清水的孩子》、銀河谷音劇團《愛畫畫

的波波》等3齣戲劇、7場演出，還有4場二二八短片集加映

後座談，期待藉此提醒國人，勿忘臺灣這段曾遭受國家暴

力蹂躪的歷史。 

3. 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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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武藏野大學參訪團參訪：日本武藏野大學於 113（西

元 2024）年 9 月 4 日（星期三）由藤田賀久教授帶領 30

位學生參訪本館及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本會安排日

文導覽，讓師生了解臺灣的歷史，亦對人權及民主價值有

更深的認識。 

（2） 日本山口大學參訪團參訪：日本山口大學於 113（西元

2024）年 9 月 5 日（星期四）由井竿富雄教授帶領 7 名

學生至本館參訪，由本館同仁介紹場館建築歷史、二戰後

臺灣情勢，並導覽常態展，使參訪團認識臺灣民主發展的

過程。 

（3） 「德國轉型正義機構參訪」交流活動: 為促進臺德人權

及轉型正義經驗之交流，並重新銜接新冠疫情前之合作

交流渠道，本會於 113（西元 2024）年 9 月 6 日（星期

五）起至 9 月 17 日（星期二）止共 15 日，由本會藍士

博執行長及第一處林昆鍾高專前往德國，拜會並回訪位

於柏林之聯邦處理東德獨裁政權基金會、柏林圍牆基金

會、史塔西檔案館及霍恩舍豪森紀念館等單位，同時亦拜

訪漢堡德北納粹壓迫相關轉型正義建築聯盟，並與德北

臺灣協會會員會面交流，行程中且參訪了十數個不義遺

址及其展覽。過程除洽詢合作展覽空間，借鏡目前德國推

動法律制度以及推廣歷史人權教育之方法，未來亦期望

能強化雙方合作，促進國際間對於過去歷史的認知。 

（4） 韓國全南女子高中參訪：韓國全南女子高中師生 16 人

於 113（西元 2024）年 9 月 10 日（星期二），蒞臨本館

參訪。除由本會同仁導覽常態展，讓師生們深入了解二二

八事件歷史外，還特別安排政治大學朱立熙老師，為師生

們講解光州民主化運動與二二八事件的異同，從歷史背

景、事件過程及社會影響等多層面，開啟跨國歷史比較的

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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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韓國退休教授參訪：由濟州大學沈揆昊教授率領 13 位

韓國各大學退休教授，於 113（西元 2024）年 10 月 4 日

（星期五），蒞臨本館參訪。本會由同仁負責常態展解說，

介紹及分享館內展覽背後的故事，交流彼此見解與經驗，

收穫豐富。 

（6） 韓國五一八民主有功者遺族會參訪：由五一八民主有功

者遺族會梁宰赫理事長率領 11 位成員，於 113（西元 2024）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五）蒞臨本館參訪，並與臺灣二二

八關懷總會簽署合作備忘錄，象徵兩國間對於過去歷史

創傷的共同關懷，也進一步深化了民間交流的實質合作。 

4. 二二八走讀活動：本會於9至10月總共辦理3場二二八走讀

活動，以不同的主題，透過建築、地景以及個人生活環境

的連結，引導參與者深入探索與體驗二二八事件的相關歷

史各場次及主題臚列如下（本活動獲教育部「補助大專校

院辦理轉型正義教育實施計畫」之補助辦理）： 

 

5. 「2024人權之路青年體驗營」：由本會與財團法人陳文成

博士紀念基金會等單位於113（西元2024）年7月26日、27

日（星期五、星期六）及8月16日至19日（星期五至星期一）

假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辦理，透過一系列的活動及講座，

讓社會大眾更加了解當年所發生的歷史事件，期望喚起更

多人對歷史的關注與反思，進而共築一個更為包容與公正

的社會。 

6. 113年「誌過去·致未來」平復國家不法暨頒發名譽回復證

書聯合典禮：由內政部與法務部主辦，權利回復基金會承

序號 日期 主題 

1 09/21（星期六） 
走讀二二八： 

走讀大稻埕：二二八、建築及藝術 

2 10/19（星期六） 走讀二二八：文學之旅 

3 10/27（星期日） 走讀二二八：文學之旅（台語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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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國家人權博物館及本會協辦，於113（西元2024）年8

月31日（星期六）假臺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由賴清德總

統主持並頒發名譽回復證書給政治受難者代表。多位政府

首長與會，象徵國家持續推動轉型正義的決心。截至目前，

法務部已平復3,914件國家不法案件，並刊登行政院公報與

相關機關撤銷不法判決。 

 

三、第二處報告： 

（一） 二二八事件賠償金辦理情形： 

1. 賠償金受理審定情形： 

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自84（西

元1995）年經總統令公布後迄今，歷經6次修正條文延長賠

償金申請期限，第6次修法延長二二八賠償金申請期限至

111（西元2022）年1月18日為止，一共受理申請案件2,885

件，累積核准通過賠償案件共2,340件，通過不予以賠償案

件共517件，撤回或註銷案件共28件，審定賠償金總額為新

臺幣（下同）72億8,360萬元。 

2. 賠償金發放情形：截至今113（西元2024）年10月7日止，

實際應核發金額為72億8,359萬9,276元，應受領人數為

10,386人，已受領人數為10,255人，未受領人數為104人，

已發放金額合計72億6,230萬8,689元，未領金額計1,976萬

7,261元。 

（二） 二二八受難者與家屬撫助： 

1. 受難者及其家屬訪慰：本會於113（西元2024）年9月14日

（星期六）辦理高雄地區家屬座談與撫慰活動，聽取當地

家屬意見，藉以做為本會推動各項業務之參考依據。本次

活動計50人次參與。 

2. 中秋節撫助金發放：本會依據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及家屬撫

助作業要點持續推動撫助二二八受難者與遺族工作，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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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西元 2024）年 9 月 11 日止，符合三節撫助金之中秋

節撫助金資格者計 151 人，其對象、人數與金額如下表所

示，發放金額合計 78 萬 3,000 元整。 

對象 人數 金額/人 小計 

低收入 90 6,000 540,000 

中低障礙 20 6,000 120,000 

中低老人 41 3,000 123,000 

總計 151 – 783,000 
 

3. 核撥重陽敬老金：本會依據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及家屬撫助

作業要點持續辦理 113 年度重陽節敬老金核撥作業，截至

113（西元 2024）年 9 月 20 日為止，發放重陽敬老金共 58

人，合計 20 萬 8,800 元。 

（三） 國際交流活動—「綠島人權與轉型正義國際論壇」：本活動由

本會與國立政治大學台史所合辦及國家人權博物館協辦，已

於113（西元2024）年9月1日至3日（星期日至星期二）3天於

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綠島紀念園區完成辦理。研討活動

除安排本會董事長薛化元及董事李為楨主持暨導覽外，並規

劃國立政治大學台史所所長林果顯、歷史學系系主任金仕起

與教授楊瑞松，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陳進金及日本亞

洲經濟研究所主任委員松本春香分別擔綱主持及導覽，就近

代國際社會關切戰後東亞區域情勢，關於臺灣、日本人權與轉

型正義及中國相關人權議題進行研討，並以昔日曾為人權禁

地的綠島，就地安排史蹟踏查進行教學研究及反思探討，汲取

他國民主轉型與政治經驗，研究與反省本國歷史與民主發展。

本研討活動共計14人次參與。 

（四） 教育推廣活動： 

1. 2024年台灣海洋環境教育教師研習營：本會與海洋委員會

和台灣教師聯盟於113（西元2024）年8月20日、21日（星

期一、星期二）協辦本研習營，邀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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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蔡昇璋等學者專家進行專題演講及實地教學，以推廣環

境教育理念、提升環境意識與行動能力、探索海洋環境議

題以及強調臺灣本土教育等方向辦理，以達到臺灣主體性

教學目的及落實臺灣本土自然與生活科技之教學目標。兩

天研習活動共計100人次參與。 

2. 台灣北社2024台灣文化日系列活動（二）：本會與台灣北

社於113（西元2024）年10月12日（星期六）在本館展演廳

合辦本論壇，活動以「文化論壇：AI世代 文化創新」為主

軸。上半場由台灣社社長李川信主持，邀請新台灣和平基

金會執行長莊豐嘉與台灣文化基金會董事長張素華分享

AI科技在文化上的應用，下半場由本會執行長藍士博主持，

並邀請前新聞局長姚文智、國立政治大學韓文系教師朱立

熙及國立中央大學助理教授胡川安分別就台日韓文創政策

與產業的比較，探討這3個東亞國家的文化差異及台灣文化

發展上的困境。本活動共計52人次參與。 

3. 2024年二二八人權教師研習營：本會擇定於113（西元2024）

年10月19日、11月2日及11月16日周末期間辦理3場二二八

人權教師研習營，邀請國教署人權教育資源中心研究教師

黃惠貞及淡江高級中學教師莊景雅主講，與第一線學校教

師分享二二八相關教學實務經驗及備課相關資源教材，賡

續深耕二二八歷史與推廣人權教育。 

4. 團體預約導覽：自113（西元2024）年8月22日起至10月21

日止，本會已受理4組國內團體及4組國外團體預約導覽，

詳如下表，團體參訪人數約計288人次（詳如下表）： 

 

國內 

場次 日期 參訪單位 人數 

1 8/27(星期二) 林易數學補習班 80 

2 9/20(星期五) 臺中美國學校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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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 

場次 日期 參訪單位 人數 

3 10/4(星期五) 2024 年海外華文媒體人士訪問團 25 

4 10/12(星期六) 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 37 

總 計 232 

 

國外 

場次 日期 參訪單位 人數 

1 9/1(星期日) 外交部歐洲司 瑞典國會議員參訪 10 

2 9/24(星期二) 東京大學參訪團 16 

3 9/26(星期四) 東京藝術大學 15 

4 10/4(星期五) 韓國退休教授參訪團 15 

總 計 56 

 

5. 本會於113（西元2024）年8-10月與其他單位合作及協辦之

推廣教育活動，簡列如下表： 

 

 

 

 

 

 

 
 

（五） 二二八事件史料、文物徵集與典藏活動： 

1. 「時光隱語：文物敘事系列專題講座」：為促進博物館文

物之應用及增益應用視野及策劃想法，特規劃3場次6個專

序號 時間 活動主題 
合作/協辦

單位 

參加

人數 

1 8/28(星期三) 兩公約教育訓練(一) 

財政部臺
北國稅局 

40 

2 9/11(星期三) 兩公約教育訓練(二) 40 

3 10/9(星期三) 兩公約教育訓練(三) 40 

 總 計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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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之系列講座，已分別於113（西元2024）年8月10日（星

期六）、8月25日（星期日）及9月22日（星期日）3天完成

辦理，共計約60人次參與。 

2. 李敏勇先生暨湯發財家屬文物捐贈案：本會於113（西元

2024）年9月3日召開「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典藏管理委員會

113年度第1次會議」，經會議決議，將李敏勇先生「二二八

主題之書法創作作品」計17件，以及二二八受難者「湯發

財個人及家庭照」計3張列入本館館藏。本會於2024「二二

八．人權．民主與轉型正義」學術研討會開場專題演講前

致贈李敏勇先生感謝狀暨典藏證書；另請邱子佳專員於10

月19日、20日（星期六、星期日）至花蓮協助執行湯發財

家屬口訪拍攝案，親送感謝狀暨典藏證書與家屬，以表達

感謝之意。 

 

四、第三處報告： 

（一） 受邀2024紀念王育德博士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本會余佩真

副研究員獲主辦單位錄取，受邀於113（西元2024）年9月8日

（星期六）假國立成功大學辦理之「2024紀念王育德博士國際

研討會」，代表本會發表「王育德與二二八事件」論文。 

（二） 張炎憲逝世十周年紀念系列講座：本系列活動規劃4場講座，

開幕式及第1場講座於113（西元2024）年9月6日（星期五）下

午舉行，由本會薛化元董事長、張炎憲教授遺孀林琇梨女士、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吳樹民董事長、國史館陳儀深館長及

臺灣大學歷史系陳翠蓮教授等貴賓為講座開幕式致詞。緊接

著進行第1場講座，主題是「四七社與時代的意義」，邀請同為

「四七社」的詩人李敏勇主講及陳萬益教授主持兼對談。第2

場講座—「跨領域的交流：從音樂表達對戒嚴時期的歷史關注

和記憶」於10月4日（星期五）下午舉辦，邀請到李宜哲（艾

文老師）主講及李筱峰教授主持兼對談。活動參加者有張炎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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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學生、故舊、好友、親友以及同樣關心二二八事件研究

的學者、社會人士等，第1及第2場次共計約125人次參與。後

續2場擇定於10月25日（星期五）及11月29日（星期五）賡續

辦理。 

（三） 2024「二二八‧人權‧民主與轉型正義」學術研討會議：本活

動於113（西元2024）年9月28日、29日（星期六、星期日）於

本館展演廳舉行，兩天活動一共邀請了45位來自各領域的權

威學者、新銳研究者共同參與。本研討會規劃專題演講及圓桌

論壇共計8場次，分別就二二八與戒嚴時期的歷史、文學、法

律、人權及二二八教育推廣延伸議題（如：博物館、展覽、教

科書、電影等等）等不同層面進行學術的討論與對話。兩天活

動與會者約計190人次參與。 

 

五、行政室報告： 

（一） 基金會創會基金及二二八和平基金投資整體績效：依本會投

資管理規定第7點按季陳報本會基金投資整體績效，截至113

（西元2024）年9月30日止，本會基金合計共15億4千萬元，主

要規劃以不同存款組合方式存放於金融機構，輔以承購公營

行庫金融債，說明如下： 

1. 存放於金融機構：分別存放1年期臺灣土地銀行、臺灣中小

企銀、台新銀行、華泰銀行4家行庫定期儲蓄存款，總存款

金額為12億4千萬元，平均年化存款利率為1.64%。 

2. 承購金融債：分別承購7年期臺灣中小企銀2億、7年期臺灣

土地銀行1億元金融債，總存款金額為3億元，平均年化利

率為1.86%。 

3. 以上2種存款投資方式之平均年化利率皆較目前金融機構1

年期大額存款利率0.77%高出一倍。 

（二） 內政部委託本會代管財產113年度例行盤點：內政部民政司於

113（西元2024）年9月4日（星期三）派員到館，就本會1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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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保管清冊所列代管財產與非消耗物品共541項，完成逐一盤

點並確認本會確實均妥善管理。 

（三） 本會榮獲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頒發優良哺集乳室認證標章：本

會於二樓常設展區設置哺(集)乳室，經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指

派認證委員訪視後通過實地認證，榮獲「113年度優良哺乳室

分級認證暨績優評選」評等為「優」，獲頒哺集乳室認證標章，

效期自113（西元2024）年9月1日至115（西元2026）年8月31

日止。 

 

 

決  定：同意准予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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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  由：113 年度「二二八事件教材著作及調查考證補助」申請案，

提請審議。 

提  案：第二處 

說  明： 

一、依「二二八事件教材著作及調查考證補助辦法」（下稱本辦法）

規定，本會於113（西元2024）年7月31日截止收件日前，一共受

理11件申請案件。 

二、依本辦法第10條規定邀請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組成評審小組，

於10月1日（星期二）下午2時召開本案初審會議，初審審查結果

為通過9件及未通過2件，補助金額共計新臺幣31萬元整，提請董

事會進行複審（附件2）。 

   （一）審查通過9件，說明如下： 

編號 申請者 申請項目 名稱 

113001 陳敏菁 博、碩士論文 

〈博物館與電影的互文性：從台

北二二八紀念館與《悲情城市》

的物件重新觀看二二八事件〉 

審查結果/補助金額 

本案經評審委員審查通過，決議予以補助金額為新臺幣參萬元整。 

編號 申請者 申請項目 名稱 

113002 
世界柔軟數位影

像文化有限公司 
圖書、有聲及影像出版品 

《尋找陳篡地：1947 遠方歸來的

人》 

審查結果/補助金額 

本案經評審委員審查通過，決議予以補助金額為新臺幣肆萬元整。 

編號 申請者 申請項目 名稱 

113003 張嘉祥 

音樂、美術、舞蹈、攝

影、戲劇、建築之創作或

展演（註：音樂錄影帶） 

〈林秀媚（Lîm Siù bī）〉 

審查結果/補助金額 

本案經評審委員審查通過，決議予以補助金額為新臺幣貳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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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申請者 申請項目 名稱 

113005 陳璿安 博、碩士論文 
〈「創傷知情」之後：台灣文史

青年的「二二八」書寫〉 

審查結果/補助金額 

本案經評審委員審查通過，決議予以補助金額為新臺幣參萬元整。 

編號 申請者 申請項目 名稱 

113006 
馬克吐溫國際影

像有限公司 

音樂、美術、舞蹈、攝

影、戲劇、建築之創作或

展演（註：調查研究及劇

本） 

〈少了一個之後〉 

審查結果/補助金額 

本案經評審委員審查通過，決議予以補助金額為新臺幣伍萬元整。 

編號 申請者 申請項目 名稱 

113007 銀河谷音劇團 

音樂、美術、舞蹈、攝

影、戲劇、建築之創作或

展演（註：劇本） 

〈人偶舞台音樂劇「愛畫畫的波

波」劇本〉 

審查結果/補助金額 

本案經評審委員審查通過，決議予以補助金額為新臺幣陸萬元整。 

編號 申請者 申請項目 名稱 

113008 
迷走工作坊有限

公司 

音樂、美術、舞蹈、攝

影、戲劇、建築之創作或

展演（註：劇本）  

〈Kuro 的千疊敷〉 

審查結果/補助金額 

本案經評審委員審查通過，決議予以補助金額為新臺幣陸萬元整。 

編號 申請者 申請項目 名稱 

113009 
參拾柒度製作有

限公司 
學術研究報告 

〈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口述歷史

訪問紀錄：派娜娜 PANANA 傳

奇女伶──高菊花禁錮的悲鳴人

生〉 

審查結果/補助金額 

本案經評審委員審查通過，決議予以補助金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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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申請者 申請項目 名稱 

113010 野火樂集 圖書、有聲及影像出版品 
《鄒之春神──高一生影音專輯

（增訂新版）》 

審查結果/補助金額 

本案經評審委員審查通過，決議予以補助金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 

 

（二）審查未通過2件，說明如下： 

編號 申請者 申請項目 名稱 

113004 
喆閎人文工作

室 

圖書、有聲及影像

出版品 

《另一個視角下的二二八：廖

駿業營長南市手記》 

審查結果 

本案經評審委員決議不予通過。 

編號 申請者 申請項目 名稱 

113011 周武翰 

音樂、美術、舞

蹈、攝影、戲劇、

建築之創作或展演 

〈消失的邸宅〉 

審查結果 

本案經評審委員決議不予通過。 

 

擬  辦：擬經本次董事會通過後辦理後續補助款核撥事宜。並依財

團法人法第 25 條第 3 項第 2 款規定，於翌年主動將本案接

受補助名單公開於本會官網上。 

 

決  議：同意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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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臨時動議： 

案   由：建議基金會提前成立二二八事件 80 周年紀念活動籌備專

案小組，透過跨部會聯繫討論以籌辦推動 2027 年二二八

事件系列紀念活動。 

提 案 人 ：李靜慧董事 

說   明：為了擴大推動二二八事件 80 周年系列紀念活動，並深化

大眾對此歷史事件的認識與共鳴，建議基金會成立專案小

組，邀請各相關部會共同參與。活動規劃應以提升廣泛性

與社會影響力為目標，通過多元文化形式引導年輕世代深

刻反思歷史教訓。具體措施建議包括年度特展，例如臺灣

歷史博物館與國家人權博物館及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等，策

劃全臺聯展或巡迴展覽。此外，可考慮結合電影製播、文

學出版及學術論文發表等多層次活動，以確保活動的深度

與廣度。 

決   議：同意成立二二八事件 80 周年紀念活動籌備專案小組，請

專案小組定期將紀念活動籌辦進度提報董事會。 

 

 

陸、 散會（下午 3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