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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與勇氣的代言人 

二二八事件全臺灣多處發生屠殺或迫害事件，1947 年 3 月初國民政府軍隊進入

臺南，逮捕湯德章，其為當時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治安組副組長，也被推舉為市長候

選人。湯德章經過多次酷刑，堅決不透露臺南抗爭民眾名單，於 3 月 13 日遊街示眾

後槍決。時至 2014 年，當時的臺南市賴清德市長將 3 月 13 日訂為「正義與勇氣紀念

日」！此人，此生，有各式人權議題及生命價值，值得探討及追尋。 



 

湯德章如何實踐人權 

我們在湯德章幼年(日治初期)、青年(日治中期)、中年(國民黨遷臺)選擇四個議

題，分別是噍吧哖事件的臺日人權、鹿沼正雄肇逃的司法人權、防止霍亂的醫療人

權、二二八事件的司法人權等。可在部定必修的章節中，選擇其一引導討論，讓學生

對當時社會情境更為具體理解，亦可開設多元選修，幫助學生思考人權的定義、發

展、爭取、展現，甚而有所行動。人權不僅是政治議題，也不僅是概念，對於生活中

的種種現象，有所感知，覺察其不公義之處，分析原因，蒐集資訊，尋求適當解決策

略。 

這門課程的核心概念，依學生先備知識及要探討的方向，我們嘗試兩個方向，一為

選擇與責任，另一為因果與變遷，前者聚焦湯德章在四個議題中，影響其行為之社會

因素及個人境遇，有所作為之後，是否有所犧牲，嘗試建構此間脈絡。後者則可比較

兩階段或兩議題之不同，思考期間是否有所關連。 

本次課堂實作中，以選擇與責任為主軸，挑選日治中期鹿沼政雄肇逃事件為題材，

進行本課程。時為 1933 年，在日本統治臺灣的階段中定位為內地延長主義，亦即內

臺一致，讓臺灣人與日本人享有共同待遇，有別於初期的武力統治，總督可逕行立法

管理臺灣，此時推行法律一體適用，即便如此，當時的臺人日人待遇還是有差異。 

 

三階段解析人權概念 



學習任務主要分三階段，首先請學生爬梳湯德章的生命歷程，尋找對其身分認同

或價值認知可能衝擊的事件，亦對照日本統治臺灣策略。繼而請學生思考人權的定義

及展現形式，以歷史文獻例如美國權利法案、法國人權宣言、世界人權宣言、日本法

律、臺灣法律等，對照比較其異同，並寫出自己的人權定義。最後就鹿沼政雄肇逃事

件細部拆解不合人權規範之處，具體描述何以違反基本人權，並提出當時可行的解決

策略，預期學生提出修訂法規、編輯書報、宣講理念等方式。如時間不足以引導及提

出策略，亦可設定不同立場之角色，請學生還原當時情境，讓學生扮演相關角色，寫

下臺詞，從而比較省思不同立場其行為及動機。 

我們先以新聞短片回顧湯德章律師的重要事件，預先提供書目請學生閱讀，每組

6 人，共有 6 組，建議更動為 3 至 4 人較好，將討論題目及回答寫於 A3 白紙，寫完

張貼於看板，隨機抽選組別回答，如時間上無法全部發表，學生可環顧看板得知其他

組別看法。 

每個題目討論及書寫約 10 分鐘，發表及引導思考約 15 分鐘。 

第一題請學生勾選湯德章生命中的重大事件，結合第一冊（臺灣史課本)會提及的

噍吧哖事件、內地延長主義、日臺共學，建立學生時序觀念。 

第二題請學生閱讀人權宣言或其他法規，寫下最有感觸的條文。適逢香港反送中

事件，學生多提到言論、拘捕、審判等相關條文。即使不同時空環境，其法規制定背

景、人民抗爭樣貌、政府回應方式，學生皆能條列比較。 

第三題則思考湯德章的公職身分，湯德章時任警察，被稱為「唯一本島人的警部

補」，面對法律問題的反應及作為，請學生逐一分析鹿沼政雄肇逃事件之細節，哪項



說法及作法感受到不公平或不正義？這些說法及作法的立場為何？學生模擬以下角色

並寫出臺詞：總督電視臺、本島人電視臺、湯德章、鹿沼政雄(當事人)、圍觀路人、

莊通興(當事人)、湯德章的長官、鹿沼政雄父親、湯德章的妻子等等。原本預設學生

想到的角色是前六者，其他則為學生新增角色，積極投入當時的情境，亦幫助學生感

同身受。 

 

(部分學生遮上眼睛呼應香港反送中) 

 

民主法治為根  長出人權樹 

課程進行到最後，我們提醒學生兩件事，一是本次課程使用的文本不可盡信，必

須多方參照不同的說法。以湯德章就讀臺南師範學校被退學一例，在不同書籍有不同

理由，一是因為抗爭日臺不平待遇，一是因為偷吃餐廳食物。二是不公平不正義應該

要能具體說明，才能找到解決之道，且學生也發現在臺灣民主運動歷程，都有修改法

規或廢止某條例的主張，當權者以法律拘束限制人權，如要實現人權，必以訂定法規

而能有所保障。（我們所用的傳記採用的說法是湯德章因家境貧困，未穿著學校規定

須自行購買的制服，而是穿著母親縫製的衣服，違反校規被處分，憤而退學。) 



 

微薄之力亦無懼 

2019 年 12 月 7 日臺南街頭出現一臺吉普車，搭載一群士兵，且押解一位衣服染

有血漬傷痕累累的男子，背後一塊牌子寫著坂井德章，從百貨公司(當年監獄所在)沿

著鬧區至民生綠園(湯德章紀念公園)，士兵吼著要他跪下，男子用臺語、日語喊著：

讓他一人承擔，幾聲槍響後，男子倒下。 

現場圍觀民眾已分不清是真實還是戲劇，明知道是演戲，民眾全都愣住無法言

語，甚而開始出現害怕神情，士兵大喊：誰還敢有意見。那個當下，不知所以的民眾

感覺到的是害怕？憤怒？悲傷？難以形容。研讀過湯德章的傳記，對照現今臺灣情

境，除了珍惜前人用生命換來的成果，有學生表示即使個人力量微弱，也會努力保衛

家園。 

更多資料可以掃描 QRcord 下載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