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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梅心怡（Lynn Miles）為國際人權工作者，1970年代開始關切台灣政治犯問題，在日本大阪地區擔任台
灣海內外政治犯消息與救援物資傳遞的重要媒介。這次書信集第3集收錄1975－1978年，梅心怡從事人
權救援工作中的往來信件與相關史料，分為「減刑特赦」、「台灣政論遭查禁與黃華被捕」、「謝聰
敏醫療計畫」、「陳明忠案與人權聽證會」、「選舉萬歲！」、「陳菊失蹤」六章，以實際政治案件
來觀察國際人權救援力量，在1975－1978年與國民黨政府的角力過程。全書內容包括序言、正文和附
錄，正文部分以珍貴史料圖檔做編排，並針對英、日文資料進行翻譯，附錄則是收錄1975年減刑條例
條文，以及黃華在被捕之前所寫的「三二五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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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台灣邁向民主自由的助力
文／張炎憲
這是《梅心怡（Lynn Miles）人權相關書信集》的第三冊。我閱讀之後，仍然與前兩冊一樣，深受感動
。梅心怡保留的書信資料，不只是人權救援的珍貴史料，更是見證時代的重要依據。
首先，它凸顯出國民黨政府違反人權的事蹟。1949年國民黨政府實施戒嚴，至1987年才解嚴，前後三
十八年多，創下戒嚴最長的歷史紀錄。台灣人民在其監控管制下，失去言論、思想、結社、遷徙等自
由，使得台灣成為監獄之島。國民黨政府卻藉此建立起蔣家獨裁與黨國體制，安穩的統治台灣，直至
現今仍然餘孽猶存。因此梅心怡書信集正是戒嚴年代迫害人權的見證。
其次，台灣人在黨國教育體制下，失去自我，不知台灣歷史和自己的身世，反而深受國民黨威權教育
之害，崇拜獨裁者，迷信國民黨的黨國精神，使得民主自由難於生根發展。縱使在戒嚴年代有許多反
對人士不惜生命挺身抗議，但被捕之後，台灣人不只無法得知事情的真相，更被洗腦灌輸而認為這些
異議人士乃是罪有應得之輩，而不知其反抗國民黨的真意。這種無知是國民黨統治所造成，卻也是台
灣人的悲哀。
因為台灣人普遍的無知，反而顯現出反抗者的可貴。在芸芸眾生不知黨國體制殘害人權的年代，仍有
少數菁英為了追求民主、自由與台灣前途，起而呼籲要求改革，在那恐怖嚴酷的年代更彌足珍貴。但
國民黨卻視此為毒蛇猛獸，非制止不可，因此這些人常淪為階下囚，成為國民黨壓制言論自由的祭品
。但他們所留下的事蹟卻常成為推動歷史變革的力量。
人權被迫害的寒冬，仍有一絲螢光照耀著希望，這就是本書主人翁梅心怡（Lynn Miles）與其他國際特
赦組織人員，國際人權關懷者鍥而不捨的人權救援工作。他們與台灣人沒有血緣、地緣的關係，只是
出自知識良心、人權正義，就義無反顧投入人權救援工作。其間常受到國民黨政府的刁難、監控與壓
迫，仍不改其志，堅持到底，為台灣良心犯帶來一股暖流，讓黑夜中的台灣得到溫暖。
本書所收錄的書信包括1975年，蔣介石總統逝世之後，蔣經國實施減刑特赦前後，國際人士呼籲特赦
台灣良心犯；1975年底《台灣政論》遭到停刊處分，隔年更傳出副編輯黃華，被以叛亂罪名逮捕入獄
的違反人權情事；謝聰敏第二次被捕入獄，因健康日漸惡劣，家屬與人權工作者希望能給予醫治
；1976年陳明忠被捕之後，據說將被判死刑，旋即引起國際人士和陳妻之妹馮昭卿與李界木的救援，
終因國際壓力，國民黨政府改判有期徒刑；1977年台灣舉行縣市長、省議員等五項地方選舉，在選舉
之前，國民黨政府逮捕人民解放陣線成員，試圖造成恐怖氣氛，壓縮年底的選舉，選舉之後則對記載
中壢事件的《選舉萬歲》採取沒收禁止發行的手段，以此恐嚇黨外人士；1978年6月，國民黨政府逮捕
陳菊，警告黨外人士不得與國外互道訊息。陳菊跟隨郭雨新，從事民主運動之後，認識許多黨外人士
和國際友人，1977年郭雨新流亡美國之後，她成為國內外的中間聯絡人，提供國內資訊給海外人士，
因此碰觸國民黨政府的大忌而被捕。但在國際人士的救援下，於7月24日獲得釋放。
梅心怡的書信顯現出六項政治案件中，國內外人士救援的過程。面對國民黨強大的情治管控，梅心怡
透過友人之間的書信往來，互通音訊，展開救援工作。但僅靠書信往來仍無法得知實情，有時還必須
派人到台灣訪問政治受難者及其家屬，才能獲得真相，展開救援時才能切中要點，獲得國際特赦組織
和人權關懷者的支持。因此思慮要細膩，做事要謹慎，行動要勇氣，事事具備才能竟其功。梅心怡與
友人三宅清子、司馬晉（James Seymour）、川久保公夫、杉原達等人著實令人欽佩，國際特赦組織以
及其他人道關懷者的行動也著實令人感動。他們留下的書信是對國民黨迫害人權的控訴，也是人權無
國界，為人類共同追求目標的寫照。
美國世紀，與美國對台灣侵犯人權事件的責任（1945-1980）
文／梅心怡
許多時事評論員將1950年開始的二十世紀後半，概稱為「美國世紀」，好像歷史發展的多變性，可以
用概念性的想像來規範那樣簡單。我想這是和1941年，美國《生活》（Life）雜誌的社長亨利˙盧斯
（Henry Luce），在雜誌中使用了「美國世紀」這樣的詞彙有關。（內容宣稱美國將成為世界唯一的
強權，其理念將散播全球，並使用難以言喻的力量，解救人類於蠻荒）而我寧可認為將1941到1950年
這九年，視為美國刻意隱藏某些影響戰後秩序轉折性發展的補償，而這些事情甚至到了今天都還留有
影響。
1941年末對某些國家來說，發生了一件大事，就是美國因珍珠港事件而正式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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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人權史上，1942年1月簽訂大西洋憲章這件事，很快就因為日本那「令人意外」的突襲，而掩蓋了
它的重要性。大西洋憲章不僅僅是作為1942年美國總統羅斯福締結同盟國的依據，同時也為聯合國憲
章和聯合國人權宣言的基礎，上述二者都是在戰後不久後制訂，規範了往後各國需要遵守的人權標準
。
美國是在什麼樣的政治環境下，制訂出具有崇高理想的大西洋憲章？對於人權發展有什麼重要意義，
特別是對於台灣又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在1936年末的選舉所能夠高票當選，而順利的第二度入主白宮，是因為大多數
的選民，把羅斯福總統針對1929年經濟大恐慌所提出「新政」（New Deal）的成功，當作他個人的政
績。但是1940年的選舉背景則是大不相同。反對黨指責羅斯福總統將國家帶入了戰爭，而根據一些顯
而易見的徵兆，以及羅斯福和英國首相邱吉爾之間的秘密通信，反對黨的指責確實有充足的理由
。1940年總統選戰的最後幾天，選情呈現拉鋸，羅斯福公開宣布與選民站在同一陣線，表示不會將「
美國子弟」送往國外的土地征戰，但是另一方面，邱吉爾則是向羅斯福施壓，要求美國出兵歐洲戰場
。換句話說，羅斯福在公開場合上，迎合全體國民的反戰意願，表示不願再投入「另一次的歐洲戰爭
」，但是在私底下，他則是向邱吉爾拖延時間，表示缺乏政治運作的空間，以帶領美國援救英國。此
刻所需的是來自日本的攻擊，以及一場崇高目標的演說，才能讓美國以追求人權，而不是「擴張領土
」的理由加入戰爭。
這麼一來，具體實現在大西洋憲章，以及其他人權文件中的原則就形同具文，這些原則，只是用來說
服和平主義者，同意美國參加這場在多年以後，還是值得犧牲生命和財產投入的「聖戰」。邱吉爾在
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也只能配合，因為羅斯福很明顯的是想終結英國支配下的殖民地秩序，外國政府不
再得以在未經同意之下，霸道的管轄遙遠地區的事務，領土的轉讓也需得到該土地人民的同意。
因此，1942年，日本在中國的戰事已歷時四年多，德國入侵波蘭也已過了兩年的情況下，世界上有了
新的國際結合即所謂的同盟國，由美國和英國為首，中國、法國和蘇聯隨後加入，成為了為自決奮戰
的主要列強，而所謂的自決就是國民有選擇自己政府的權利。
而在主要列強簽署大西洋憲章之際，台灣（比較為世界所知的名稱是福爾摩沙）這塊土地在列強眼中
具有什麼樣的地位？1941-1942年，大日本帝國驕傲的將台灣作為向西方列強展示的模範殖民地，但是
台灣卻根本不是簽署大西洋憲章諸國眼中關注的焦點；忙於應付入侵日軍入侵中國「內地」的國民政
府，跟其他的同盟國也沒有兩樣，眼界內根本就沒有台灣。事實上，中國真正理解並面對台灣議題，
是美國軍方先行介入，才讓蔣介石了解台灣在全球戰略地位的重要性。
隨著華府對日本宣戰幾個月後，美國海軍情報作戰部首長梅勒斯（Milton Miles）於1942年春天被派往
重慶，在當時，美國陸軍和海軍間有嚴重的意見紛歧，雙方都想掌控對於戰略的思維。在亞太地區，
陸軍自然支持以陸戰為主，對日本展開攻擊，而當時海軍的策略已經注意到，台灣的地理位置，剛好
跨越在日本的對外運輸和接受外國原油的動線上。梅勒斯抵達重慶的時間，剛好就在蔣介石的特務心
腹戴笠，很聰明的抓住美國海軍認知台灣重要性的思維不久，當這項首要情報傳達給蔣介石之後，不
到一年的時間，「福爾摩沙」就登上國際舞台，在開羅宣言中被指定是中國的領土，而這大概是在羅
斯福總統以大西洋憲章的虛幻手法，來爭取國內和國外殖民地人口支持的兩年過後。
這裡我們看到了「台灣問題」的起源，但這還不是事情的結尾。自決和國內人權標準是大西洋憲章和
相關的人權文獻中重要的精神與規範標準，但是台灣在這兩方面都被摒除在外。
美國的聖戰於1945年結束，有六千萬到一億人在這場聖戰中犧牲了生命。戰後，世界的和平與安定，
在美國的強權下重新建立，美國成為「不具帝國形式的帝國」，人權只是美國片面用來衡量他國的標
準之一，對美國本身而言，人權也不過是虛言。
最近在綠島人權文化園區展示的照片中，有一張是美國軍方視察綠島集中營，而那裡是蔣介石監禁那
些有幸逃過一死的政治對手的地方。一般人如果沒有先看過1948年的《中美關係白皮書》，以及葛超
智的《被出賣的台灣》，看過這張照片後也可以了解在台灣的一般美國人民以及軍官對二二八事件和
白色恐怖的印象：無論是誰想要談論中國的人權紀錄，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所發生的人權罪行，都不可
以忽略美國的同謀因素。邀請美國軍方視察綠島的設施，是讓政治犯失去希望的方法之一，讓政治犯
知道，蔣家和他的同夥享有美國的完全支持。
從以上說明我們可以了解到，雖然部分美國官員是如此冷漠的看待台灣政治犯問題，但也有對台灣政
治犯遭遇報以同情者。從這本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出版的1970年代人權史料中就可以看到，仍有少
數美國平民努力爭取美國官方重視台灣政治犯問題，美國國會議員也是如此。1970年代後期，Don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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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ser是試圖對中華民國政府施加壓力的國會議員之一，其他的國會議員則是樂於作為蔣家的座上賓。
而從1950年代至1970年代後期，歌頌讚揚蔣大元帥以及「自由中國」的美國媒體族繁不及備載，《時
代》雜誌就是其中的先鋒。
今日，如果你仍堅持稱美國為民主國家，那請問：為什麼在2003年，在美國國內外一片反對聲浪中，
布希總統還能在恣意出兵伊拉克之後，不受到任何政治傷害？或者我舉每個台灣人都會關心的例子，
當中華民國籍的旅客到了美國，並說他來自「台灣」的時候，當地的人聽到，雖然不會立刻了解而認
同「台灣」，但是不管你英文有多差，只要說出「I come from Taiwan」，沒有一個人會說：「不，你
必須說你是來自中華台北」，在其他「自由民主世界」也應是如此。如果這些所謂「自由民主國家」
，在這點上都做不到，那這些「自由民主國家」的政府所代表的，就不是當地的民意，而是當中國政
府的走狗而已，所以，在「自由民主國家」這個字眼前面，這幾十年來總是會掛一個「所謂」兩個字
。
綜合以上所述，並與書信集系列所收錄的史料作連結，我想要提出的是，近五十年來美國的帝國霸權
下，若以人權作為衡量指標，卡特總統任內是很特別的時期，甚至將人權作為官方政策之一。當甘迺
迪在1960年競選總統時，曾提出美國被蔣介石牽著鼻子走這樣的議題，但是他反對的理由並不是源自
人權。人權成為公眾意識中心，並迫使政府在施政上做出回應，要等到1976年卡特競選總統時。卡特
入主白宮後，於國務院設立人權事務辦公室，雖然許多左派人士還是認為卡特就像其他總統一樣，是
具帝王性格的總統，但是我相信，卡特是在極大的逆境下，努力的將美國外交政策導向符合聯合國人
權宣言的基礎規範。
為什麼海外人權工作這麼重要，如果1970年代，海外人權工作者沒有持續在公眾領域提出呼籲，如果
華盛頓方面不對人權工作者抱以同情，蔣介石政府怎麼會感受到「要求民主改革，釋放台灣政治犯」
這樣聲音的威脅，如果像1950年代美國政府照樣假裝沒有看見蔣政權的人權罪過的話，哪有「威脅」
可言？（1970年代之前與之後，提出美國應該改善外交政策，在公共場域不斷提出呼籲的人權工作者
是被媒體邊緣化的一群，只有1970年代不同。1970年代及其他時代一樣，媒體總是扮演關鍵角色，為
什麼只有在1970年代，人權問題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這還有待有心學者的分析研究。）
今天，我們可以聽到卡特在1980年會失去總統大位，是因為「十月驚奇」的政變影響。但是對台灣人
而言，1977-1980年間，華盛頓方面將「人權」公開作為標語，「自由中國」在美國與世界各地的失勢
，其重要性可能遠大於於卡特政權為什麼要如此意外，且毫無轉寰餘地的將促進人權加入美國政策的
這個問題。
我認為，實際去評估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根本責任，該歸罪的對象應是「美國世紀」，以及美國
在台北的蔣家附庸政權的所有政策。有鑑於此，無論「美國世紀」從什麼時候開始，又延續到什麼時
候，都應該接受公平且公正的歷史學家，以追究兇嫌責任的態度加以檢驗，當中有許多則是許多人權
工作者堅持不懈想要揭露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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