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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并被追溯。”——经国七海文化园区 开幕影片结语

2022年1月22日，位在台北市北安路，蒋经国于总统任期内度过生前最后19年的七海寓所，改以“经国七

海文化园区”为名（以下简称七海园区），标示全台首座总统图书馆，收藏并展示蒋经国生前相关文献，正

式开幕。

这不是台湾第一个公开纪念蒋经国的空间，却是台湾完成三次政党轮替，并在2018年正式推动、设置转型

正义促进委员会之后，第一个由政府协力推动落成，以威权时代国家领导人之名的纪念园区。

在台湾政治光谱分布看来，此举似乎明显违背蔡政府上任初期表达“将会尽一切可能去还原历史真相，追求

和解”的承诺。基于职责，在蔡英文上台后才成立的台湾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简称促转会）在开幕前夕对

此空间的落成与命名开了第一枪。促转会认为，七海园区属于“命名空间”类的威权象征，建议权管单位台

北市政府应予改名或其他配套处置，并检讨相关文资指定理由。

七海园区开幕当日，蔡英文正式出席并正面评价蒋经国部分生平事迹，也挑

起台湾史学界与社会学界公开批判，执政党内也不乏邹论。这吊诡又冲突的

画面，尖锐地凸显出台湾社会在转型正义与记忆工程上的深层挑战。

此外，七海园区开幕当日，蔡英文正式出席并正面评价蒋经国部分生平事迹，也挑起台湾史学界与社会学

界公开批判，执政党内也不乏邹论。加上今年是台湾的地方选举年，有呼声要选市长的、选总统的、国民

党往昔政权的面孔，与民进党籍现任总统共处一室，为纪念蒋经国而共同剪彩。这吊诡又冲突的画面，尖

锐地凸显出台湾社会在转型正义与记忆工程上的深层挑战：究竟，我们该如何定义蒋经国？

这项挑战形成这篇文章的主要课题：当转型正义与和解工程仍在半路上，我们究竟该怎么看待蒋经国，以

及，我们该怎么共同面对蒋经国对台湾留下的遗产？

第一层遗产：威权加害者  

如果读者还有印象，蔡英文在2016年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之际，曾以“有了真相，才能真正和解”为后续台湾

重大和解工程写下注脚：“转型正义”将成为台湾这个国家迈向和解之路的主要技术。

因此，蔡英文政府设置促转会后，率先锁定解开台湾长年追溯真相的困难：充满政治压迫受害者，却遍寻

不著一个加害者。借由档案清查、调研与分析，促转会逐步建立加害者资料库，其不在于司法层次上面对

罪的审判；而是在于真相的揭露、确认“体制化加害”的历史过程。



罪的审判；而是在于真相的揭露、确认 体制化加害 的历史过程。

在促转会大量清查档案的过程中，整理出《军事审判与政治案件侦办之机关决策首长与官员名单》，主张

这份名单当时占据的职位涉及政治案件侦办、审判与维持整体军事审判体制运作，名单上的这群人应至少

负起政治与历史责任。

这份真相构成了蒋经国的第一份遗产：威权体制中的主要加害者。  

自国民政府迁台前夕，蒋经国开始担任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与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主任，并于1952年

接任特种党务部门工作；1954年接手救国团海外青年部门营主任；1958年担任中央心理作战指导会报召

集人、常务委员；1965年接任国防部长；1972年接任行政院院长，并在蒋介石1975年过世后接任党中央

委员会主席兼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成为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最终于1978年5月接任中华民国总统，直

到1988年1月离世。

蒋经国的“台湾经验”凸显出他个人不仅身为威权体制的成员，更是过去台湾长达40年间政治压迫的核心要

角。

事实上，蒋经国并非仅仅继承了其父蒋介石在台湾的治理版图；从国府政府迁台，他便是蒋介石巩固政权

的“密切协力者”。根据促转会于2021年发表的转型正义资料库，已知政治案件受裁判达13,268人次，其

中1,153人遭判处死刑，蒋介石更亲自介入当中970人的死刑审判，这过程中，蒋经国都在那个迫害的现

场。白色恐怖加害者明确成为他在台湾最鲜明的一张脸孔。



1963年09月11日美国华盛顿，蒋经国(中)在白宫与肯尼迪总统进行会晤。图：Bettmann/Getty Images

可疑的面孔：民主化推手  

然而，蒋经国“看似”同时留下另一份遗产：推动民主化与经济发展的推手。  

蒋经国自1972年上任行政院长后，积极推动台湾内部经济发展，最广为人知的便是于1974年至1979年的

十大建设，包含桃园中正机场、中山高速公路、核能厂、中钢、中船、苏澳港等交通、能源与产业政策建

设。最终，在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在过世前半年正式宣布台湾解除戒严令。

确实，蒋经国颁布解严为台湾带来报社解禁，并有效推动恢复人民结社自由。然而，台湾社会并未因此从

“战争状态”中脱身。事实上，解严后的台湾仍受限于1948年国共内战时期颁布，隶属宪法附属条款的《动

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一直到1991年5月1日，时任总统李登辉正式解除该条款，台湾才在法理体制上

正式结束战争状态。

换句话说，在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框架之下，台湾并未因解严而停止内部战争状态。一旦被视为国家

或政权的敌人，其基本的宪法人权仍旧不受保障。政治压迫并未全面从台湾社会中退场。

当1950年代台湾社会中的地下党势力在白色恐怖初期遭遇大规模镇压后，国民党政权并未松开对台湾社会

的压制。敌人的脸孔不再仅限于红色地下党，只要对国民党政权有所威胁者，都是“国家的敌人”，都是“中

华民国”在台湾的潜在绊脚石。

一直到卸任之前，蒋经国从未实质放弃其对威权治理的依赖。也因此在过世之后，台湾社会仍持续见证以

民主与自由之名的抗争与镇压：1989年郑南榕自焚死亡后受到严重的言论压制与抹黑，1990年野百合学

运的爆发，以及在那数年间的农民运动、二二八平反运动。

选择性读取，历史的隐身  

因此，把1978年后的蒋经国视为同时为台湾带来“现代化”与“民主化”的国家领导人是可议的。我们可以想

像一个画面，身处七海寓所的蒋经国一只手在面对美国断交、中共崛起、石油危机的压力之下，积极投入

台湾的民生经济基础建设；但另一方面，他并未实质松开对社会反抗势力的镇压。美丽岛事件、陈文成命

案 江南案等大规模政治迫害案件仍持续发生



案、江南案等大规模政治迫害案件仍持续发生。

关乎“蒋经国推动台湾民主化”其实是一个假命题。事实上，实质挑战威权，并持续滚动台湾民主化前进的

是自1945年起，身处“国民党政权”对面，仍前仆后继地持续挑战其压迫正当性的台湾社会。如同蔡英文当

日在开幕现场讲的那句话：“民主不是被施予的恩惠。”相反的，民主完全是台湾社会通过政治运动与抗

争，一次又一次在国民党政权下的牺牲与角力，逐步内化成台湾的政治运作原则。是80年代下的农运、工

运、郑南榕的自焚、詹益桦的牺牲、学运，以及持续发生的政治逮补事件，成就了台湾的民主化道路。

关于蒋经国是如何与威权体制共舞，甚至领导恐怖政治近40年，以及其政权

为台湾政治环境带来结构性的腐败与贪婪的真相，全都讽刺地隐没在主流叙

事之外。

台湾民主化之路从不宁静，也不顺遂。关于蒋经国身为加害者与现代化推手的脸孔，各自被台湾社会中不

同社群所记忆、捍卫与挑战。于是，以“民主化贡献”之名纪念蒋经国迟来的解严与有限改革，事实上是对

白色恐怖真相的掩蔽：加害者本身难以追究加害者，同时，加害者本身仍然难以割舍对其威权体制的依

赖。

问题是，当七海园区开幕现场记忆著蒋经国的克勤克俭、勤奋工作、致力建设台湾之际，关于蒋经国是如

何与威权体制共舞，甚至领导恐怖政治近40年，以及其政权为台湾政治环境带来结构性的腐败与贪婪的真

相，全都讽刺地隐没在主流叙事之外。

而这个画面，吊诡地出现在当年的反对党政府执政的时空里。  



2003年7月1日，台湾马祖上的蒋经国雕像。摄：Alberto Buzzola/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反共：“去政治化”的记忆  

“反共”，是贯穿这诡谲波澜的关键词之一。蒋经国留下的“反共遗产”在30年后成为台湾社会最重要的旗

帜。今年蒋经国逝世周年之际，退辅会发表新闻稿，再次强调纪念蒋经国路线就是捍卫“反共、革新、保

台”。蔡英文也在园区开幕式上肯定蒋经国“反共、保台”。有学者批评，“彼时的反共是假议题，现在的反

共是真议题”，这话可能只说了一半——在历史上，二者都是真议题，问题在于，为何会变成如今的“共



识”？

这凸显的台湾社会诠释蒋经国常见的谬误之一，是除了误把蒋经国在台湾的“现代化”贡献成为对其在“民主

化”工作的基础之外，更常见的视角是将蒋经国从其威权体制中分离，去脉络化地审视其人其事。

“大家看不到的是，寓所深夜，一灯如豆下，强撑病体，为国家熬尽心血的老人，七海寓所见证了许多惊涛骇浪的

场面，却也见证了掌舵者处变不惊的能力。”—— 蒋友松，2022年1月22日

这类“民胞物与、淡泊静穆”的人物描绘，形成包含蒋基会董事长钱复、台北市长柯文哲，与当日国民党各

大要角对蒋经国持正面评价的核心。然而，如上文反复强调的，在这段话下包裹的是对真相的隐而未揭；

甚至，是企图对蒋经国个人历史定位进行去政治化工程。

更重要的是，自蒋经国年代之后，两岸议题一直都是台湾政治板块变动的动能与热区，滚动一次又一次的

选举议题与热度。特别是在2014年太阳花运动之后，台湾主体意识的快速成长使得这股集体情感需要找到

一个实质的“对手”作为动员的基础。“共产中国”理所当然在这段政治动员过程中取得实质对手的战斗位

置。

于是，“反中”与“反共”逐步扩张成为台湾社会的集体共识。直白地说，

反共形成台湾社会共同的政治需求。

于是，“反中”与“反共”逐步扩张成为台湾社会的集体共识。直白地说，反共形成台湾社会共同的政治需

求。因此，当蔡英文在七海园区开幕仪式上公开正面评价蒋经国的反共立场，蒋经国的历史定位发生了松

动：他先是吊诡地在过去30年间，隐去恐怖治理的外衣，仅以克勤克俭、朴实无华，为了台湾的前途而奋

斗的形象现身，下一刻却变身成为中华民国在台湾“反共”的精神领袖。

对泛绿支持者而言，最不堪的部份不仅是蔡英文也在无形中踏上成为蒋经国路线的接班梯队；曾是美丽岛

案件辩护律师的苏贞昌，亦同时手持蒋经国的招魂幡，借由嘲弄国民党此时的媚共是如何的不堪。然而，

蔡英文口中的“反共”，是立足在“台湾作为唯一主体”为前提的政治主张；而蒋经国的“反共”则是以统一中

国为目标的“内战语言”。这是对台湾泛绿支持者最不堪的根源。同样的词汇，却在不同的时空与意涵之

下，借由七海园区的落成连成一线。

2022年的民进党政府仿佛穿越时空，向1970年代的国民党政权，接下国家认同的棒子。  

精神错乱的“共同体感”  



蔡英文与苏贞昌对蒋经国的定位，反映出台湾整体社会的共同体感立足在集体政治需求下的精神错乱，陷

入价值真空的困境。面对中共实质威胁下延伸出的政治需求，蒋经国不是威权的代言人，也不是近乎台湾

历史半世纪政治压迫的掌舵者，他是中华民国在台湾得以延续的精神领袖与神主牌。

最令人感到危险的是，包含蔡英文与柯文哲在内非国民党籍人物的发⾔都在

无形中忽视、罔顾蒋经国的反共旗帜是插在台湾社会的鲜血与牺牲之上，极

其冒险地间接正当化蒋经国政权在“反共”基础上的种种不正义作为。

最令人感到危险的是，包含蔡英文与柯文哲在内非国民党籍人物的发言都在无形中忽视、罔顾蒋经国的反

共旗帜是插在台湾社会的鲜血与牺牲之上，极其冒险地间接正当化蒋经国政权在“反共”基础上的种种不正

义作为。这项重大的危机，逼使促转会紧急发文函台北市政府，建议思考其在以“历史和解”与“勇于面对真

相”为前提，重新其园区以蒋经国之名命名的适宜性。

然而，台北市政府以“过分强调政治正确或添加过多价值判断与诠释，反而是对历史的干扰”为由，尝试冲

淡七海园区本身的政治性与争议性，并强调其“文化地景”的去政治化角色。

我们应当期待，从身为前总统官邸、威权核心场景的七海园区官方网页介绍，蒋经国图书馆做为纪录一个

总统如何统治台湾的资料库，不论是经济谋略、民生建设、甚至是威权压迫，事涉“国民党政权中的蒋经

国”的部分，都被纳入馆藏与展示视角。然而，从网页介绍下的展览框架，可以推想出，七海园区不仅难以

完整呈现“蒋经国在台湾”的多重面向，甚至极有可能转而协助蒋经国从“威权掌舵者”与“加害系统核心成

员”的身份中脱身，导致台湾持续陷入记忆的断裂与真相的破碎困境。



经国七海文化园区。图：经国七海文化园区网页

立足真相的和解之路：从解严七海文化园区做起  

无可讳言，转型正义终究是政治的。它必须在政治实境中操作，并深受政治局势牵动。七海园区作为蒋经

国以“反共、保台、革新”之名的权力核心场域，这个空间必须承载的历史任务不仅仅是揭露蒋经国夫妇生

活上的吉光片羽与私人场景。关乎前文提及的那些政治案件，蒋经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其掌舵的威权

体制，都应该在此图书馆中完整展示。台湾社会必须承认，在整体史料仍旧掌握不够全面的前提下，我们

对蒋经国始终了解的太少，却急于以偏颇的言论对其盖棺论定。

如无意外，促转会将于今年五月正式卸任。理想上，转型正义不再仅是促转会的核心任务，而应该是整体

国家体制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台湾社会的共同推动。在真相未全面揭露与完整呈现之前，任何向蒋经国的

“反共遗产”、“现代化遗产”，甚至是“朴实无华、爱国爱民”的人格提款，是对曾在其政权底下囚禁、受

迫、甚至丧命的台湾人民再一次的压迫。

直面过往不堪真相的揭露与积累是一个国家确立核心价值的基础工程。严肃

的是，未有系统性保留的记忆活不过三代。

台湾的转型正义并未真正走上司法追诉审判一途。在以和解为名的转型正义工程之中，我们追求的是让每

一种政治身份找到安身立命的可能，让每一条记忆轴线都有被挑战与对话的空间。在每一年的228与白色

恐怖纪念时刻，我们终究还是得面对，关于“我们究竟是如何自那段扭曲的日子幸存下来，以及我们可以如

何避免悲剧再次发生？”的提问，是否已经找到了答案。

直面过往不堪真相的揭露与积累是一个国家确立核心价值的基础工程。严肃的是，未有系统性保留的记忆

活不过三代。如何不让七海园区的落成成为“蒋经国在台湾”的盖棺论定，以七海文化园区为起点，全面解

严全国威权实体空间，成为中央与地方政府此刻的共同任务。我们应与促转会共同合作，落实园区展示内

容须兼顾真相的全面揭露，并公开其政权与治理的不正义史实与面向。



容须兼顾真相的全面揭露，并公开其政权与治理的不正义史实与面向。

转型正义的核心任务并不在于对蒋经国与其加害系统人格的勾勒，而是探究他在生活台湾近40年间，以威

权体制成员身份的所有作为，从国家监控到经济发展，全面呈现。在真相未全面公开、对话仍未发生之

前，任何对“政治人物蒋经国”的公开缅怀，都是对台湾迈向健全国家之路的再一次撕裂。

当真相仍在他方，我们便无法踏上和解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