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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流亡學生與 713 事件七十周年紀念特展 

展示腳本 
 

展覽核心問題意識： 

1949 年夏天，一群自山東各地，由北而南的流亡學生，在山東省主席、教育部與臺澎高層人士的斡旋下，從廣州乘船抵達澎湖，由澎湖防

衛司令部以半訓半讀的方式收納。但 7 月 13 日這天，竟發生因強制編兵，而使學生被刺刀所傷的事件，日後被稱之為「澎湖 713 事件」，

旋即又因扞衛受教權衍生出「匪諜冤獄案」，導致張敏之、鄒鑑兩位校長、學生五人被殺，以及多人被捕的匪諜案，日後被稱為「山東流

亡師生案」，由於事件株連人數甚廣，亦是白色恐怖時期最為重要的冤案之一。 

1980 年代，這樁被隱沒了數十年的冤案，逐漸隨著當事人提出平反的要求而開始為人所知，並在 1999 年始獲得正義的伸張。值此 70 週年，

此案的許多當事人已日漸凋零，他們的故事甚至不被兒女們所認同，況乎其它外人？然而他們微小的、不足為人道的記憶，在臺灣社會就

不算數嗎？臺灣的歷史不能刪去任何人、任何事，但我們要如何敘述這一段歷史，或者更應該問：我們要如何言說這群師生的故事？ 

 

展示架構：  

單元一、我們要讀書！──那些年，山東學生的流亡 

1-1 跟著學校走！ 

1-1-1 草鞋與棉鞋 

1-1-2 火車頂上的座位 

1-2 宇內何處是歸途？ 

  1-2-1 返家或是前進？ 

  1-2-2 上船還是下船？ 

單元二、陽光下的刺刀──「713 事件」與「山東流亡師生冤獄案」 

2-1 從丘九到丘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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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十字架上的受難者 

  2-2-1 扞衛受教權 

  2-2-2 匪諜構陷案 

     2-2-3 台中 425 事件 

單元三、直把它鄉作故鄉──「山東」過「臺灣」    

3-1 從飄零到植根 

3-1-1 弦歌不輟  

3-1-2 立業成家 

3-1-3 返鄉探親 

3-2「我的爸爸╱媽媽」 

3-2-1 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  

3-2-2 白色恐佈症候群 

3-2-3 不要忘了我是誰 

單元四、曲終人未散──記憶與真相 

4-1 不信公理喚不回 

4-1-1 遷徒之路--王培五的「匪眷」生活 

 4-1-2 平反之路--「做孤兒的父，做寡婦的申冤者」 

 4-1-3 終曲--王培五的生命回顧史 

4-2 以書寫對抗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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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腳本： 

 

        單元四、曲終人未散──記憶與真相 

王培五的「匪眷」生活與平反之路 

1949 張敏之校長被槍決後，留下妻子王培五以及六個小

孩。殘缺的家庭、面對陌生的土地、背負「匪眷」的重罪，

如何能在人生地不熟的台灣存活下來…… 

  

母親王培五發揮她堅強的韌性，一方面教英文以度過現實經

濟困境；一方面「匪眷」的身分使她遭遇許多刁難、質疑。

與現實苦苦掙扎的過程中，一直有同鄉大老們基於同理心照

應、甚至為其平反冤案，同鄉們不畏當時高壓的政治局勢，

從 1952 年開始，就利用機會直接面稟蔣介石先生，雖然最

終失敗，但張家並沒有放棄。後來由張家第二代透過這些同

鄉幫忙，從《山東文獻》開始，出版書籍、開追思會、在媒

體曝光等等，直到第三代長大成人繼續努力，終於 2000 完

成平反。 

重點/展示手法建議」 

希望藉由地圖以及圖像整理，呈現王培五女士因「匪妻」身分被迫遷移的

路徑，及為了讓孩子們都能好好地活，舉家遷移美國。其子女在美期間，

積極奔走平反事宜，最終，將平反所得六百萬，全數捐贈煙台第二中學蓋

教學大樓，並設立獎學金。一段被迫由山東出發的生命歷程，歷經㒹沛，

最終以不一樣的形式重回山東。 

 

 

平
反
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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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標題 內容 次子標題 展品及說明 圖像 出處 

遷
徙
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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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不信公

理喚不回 

「敏芝被槍決的那天，

我與六個孩子都在高

雄。軍方處決犯人，連

家屬都不通知。我們是

被收留在丈夫的老同事

管東屏先生位於高雄壽

山氣象所的臨時住

所。」(《一甲子的未亡

人》p.126) 

「在管家住了一段時

間，有一天管東屏極為

難地透露了他一再被管

區警員騷擾的事。」

(《一甲子的未亡人》

p.126) 
「在那個色恐怖橫行的

年代，『匪諜』就像痲

瘋病患般，人見人怕，

我為了不再給管先生添

麻煩，歉然搬離對我們

仁至義盡，又無端被牽

連的管先生家」(《一甲

子的未亡人》p.127) 

 

4-1-1 遷徒之路 --

王 培 五 的 「 匪

眷」生活 

 

成為孤兒與寡婦 

打狗英國領事館 

 

打狗英國領事館官方網

站

https://britishconsulate.

khcc.gov.tw/home02.a

spx?ID=$4001&IDK=2

&EXEC=L&DATA=144

1&AP=$4001_HISTOR

Y-0%5E$4001_PN-1 

4-1 不信公

理喚不回 

「在萬丹初中教書，學

校因為我特殊的背景，

不敢讓我擔任班導師，

只准教英文，並派人暗

中監視，或囑咐其他教

師不要與我接近。」

4-1-1 遷徒之路 --

王 培 五 的 「 匪

眷」生活 

 

在那島嶼的最下

方 

屏東 萬丹中學 潮州高

中 

 

1.有裉責任萬丹信用

販賣購買利用組合 
 

1.臺大總圖書館 

http://photo.lib.ntu.edu.

tw/pic/db/detail.jsp?dtd

_id=32&id=4630&1&pk

=seq&showlevel=2&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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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子的未亡人》

p.137) 

在潮州高中七年，我未

缺課，考績年年第一，

並榮獲該校年度優良教

師的榮銜，但每次學校

呈報給省教育廳的年度

優良教師的名單，從未

列入我的名字，徒呼奈

何！(《一甲子的未亡

人》p.138) 

2.潮州高中現址  

 

clid=IwAR3XLwBh8W

Q5igCporfd3f4fuTT2c

Md32HEd8Rg9hYv2Z

8LgEIQsj9kWKAI 

4-1 不信公

理喚不回 

善化高中是個新學校，

1955年因為防空備戰需

要，在善化成立台南女

中分部，男女學生兼

收。台南女中的教務主

任，是王培五在北京師

大的同學，介紹了這個

新學校的機會。(《一甲

子的未亡人》p.296) 

「校長因為兩個優秀的

子女皆不在本校直升高

中而心生怨恨，竟然拿

出人事資料，惡言相

向：『你是匪妻，到哪

裡都一樣。』同時還故

意扣發張彤的畢業證

書。」(《十字架上的校

長》p.139) 

4-1-1 遷徒之路 --

王 培 五 的 「 匪

眷」生活 

 

轉 

善化高中 

 

善化高中民國 50 年

第 3 屆師生大合照 

 

善化高中學校網站—歷

屆畢冊合照 

http://210.60.253.2/pr1

01/project/60/index.h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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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不信公

理喚不回 

「我傷心地離開了善化

中學，轉到了台南女

中，果然每個月警察還

是按月登門檢查。」

(《十字架上的校長》

p.139) 

王培五在臺南女中任教

三年，這三年是她教書

生涯中最愉快的時期。 

張鑫也很懷念住在台南

女中宿舍的時光，寧靜

祥和。 

(《一甲子的未亡人》

p.312) 

4-1-1 遷徒之路 --

王 培 五 的 「 匪

眷」生活 

 

全家人的生活似

乎愈來愈見光亮 

台南女中 

 

1.王培五老師南女任

教居住建業街 9 號現

址 

2.王培五老師擔任導

師畢業紀念冊 (1963

南女) 

 
 

 

2.臺南女中校史 

  1963 畢冊 

4-1 不信公

理喚不回 

「民國五十八年夏天，

台北建國中學裡，一群

學生圍著一位老婦人，

口中唱著離別曲，因為

她將離他們而去。」

(《十字架上的校長》

p.145) 
 

「同學們紛紛用老師教

給他們的英文，像他們

的老師表達出內心最高

的敬意。」(《十字架上

的校長》p.145) 

4-1-1 遷徒之路 --

王 培 五 的 「 匪

眷」生活 

 

現代的孟母三遷 

建國中學 

 

1.建國中學紅樓 

2.建中 1965 畢業紀

念冊通訊錄登錄王培

五老師住在學校宿舍 

 
 

建中校史室網站—畢業

紀念冊 

 

http://ckhis.ck.tp.edu.t

w/gallery2/v/grad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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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不信公

理喚不回 

「紅帽子滿天飛的年

代，在島內六個子女的

前途是無望的。因此老

大張彬還在讀大學時，

我已在規畫子女的前

程，立志要把六個子女

都送出焚。我堅信三十

年前自己由山東老家單

獨赴北京讀大學是對的

選擇，如今已同樣意

願，送子女出國也必能

如願。」（《十字架上

的校長》p.141） 

 

「我縮衣節食，拼命存

錢，第一件事就是換成

金戒指，經過十年的積

蓄，當張彬赴美時，共

存了約四千萬美金。張

彬回憶,母親努力教學，

4-1-1 遷徒之路 --

「做孤兒的父，

做 寡 婦 的 申 冤

者」 

 

旅美 

旅美 

 

大兒子張彬考取自費

留學赴美，並附了一

張保證書，由五位山

東大老作保，當時的

他在美國謹言慎行，

遵守保證書條件，弟

妹得以陸續出國。隨

後張磊跟著當船長的

丈夫移民美國，張焱

到加拿大當護士，張

彪也跟著大哥大姊出

國。最後兩個孩子張

鑫和張彤在台完成學

業後也陪同母親前往

美國，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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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學生，也為的是考

績甲等,就可以多拿一個

月薪水的獎金。沒有母

親的積蓄，出國的夢永

遠也圓不了。」（《十

字架上的校長》p.144） 

4-1 不信公

理喚不回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

張敏之校長被槍斃以

後，私底下替張家覺得

冤屈的朋友不少，一個

朋友的兒子是稅捐處的

主管，他拜託殯儀館：

「張校長的骨灰,你把他

收起來吧！」交換條件

是稅捐處對靈骨塔的收

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張校長的骨灰罐「寄

居」六張犁靈骨塔幾年

後，隨著人事變遷，殯

儀館對這位「貴賓」不

願再買單，託人告訴在

台北的長女張磊，要不

就付錢，要不就搬走，

二擇一。 

      直至 1968年後，孩

子們陸續出國，希望幫

爸爸找一個永遠的家，

辭世十九年的張敏之才

在陽明山第一公墓落土

為安。那是個可以遠眺

4-1-1 

遷 徒 之 路 — 和

「爸爸」一起生

活 

 

爸爸的骨灰罐 

張家六子女在陽明山

父親墓前合影 

 

《一甲子的未亡人》

P.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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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河的雙穴位，王培

五也替自己留了個一位

子。 

（節選自呂培玲《一甲

子 的 未 亡 人 》 P.286-

288、P.349） 

在護校的一年，父親的

骨灰因没有錢存放在骨

灰塔中，我就帶着，將

骨灰盒放在交我的衣橱

中，每當我開樹看了

它，我的情緒就很激

動，眼淚總要奪眶而

出……。 

                (張磊〈我所記

得的父親〉) 

 

       姊弟倆議定好「移

靈」的那一天，姊姊拿

了一個枕頭套，把罐子

密密地包好，外觀上一

點都看不出是什麼東

西。張彬再拿一個袋子

套起來，綁在腳踏車的

後座，姊姊哭著和爸爸

告別，崩潰地大哭，張

彬載著爸爸走了。……

回到學校，平常難得清

淨總是亂哄哄的宿舍，

這天意外地空無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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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關上房門，解開枕頭

套，請爸爸坐在他的床

上，然後跪下來，雙手

抱著爸爸，父子倆開始

談心。……講完了，張

彬右手抱著爸爸，左手

抓了他自己的舊毯子，

父子倆一起蓋好，沉沉

地睡著了。醒來後張彬

把衣櫥裡的衣服都清出

來，然後將爸爸的骨灰

罐鎖在衣櫃裡。這是爸

爸要「住」的地方。   

（呂培玲《一甲子的未

亡人》P.286-288 

 

平反之路 重點/展示手法建議 

把這展品說明放入時序表中之(十字架上的校長)做展品補充，並且把時序

表當成闖關遊戲，分別在 1979 年、1989 年、1992 年、1999 年、2000

年分別作成關卡，把自己設成一位故事中的人物，然後把分別 5 次關卡當

年代平反的過程作為情境，每一關完成後就走向下一關，結果分別是平反

失敗與平反成功兩種，體驗長年以來冤案一直無法伸張，一路下來等了

50 年才有一線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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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頒發回復名
譽證書 

2008年 

•內政部於澎
湖設立「山
東師生冤案」
國家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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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不信公

理喚不回 

張敏之過世後，他的子

女們一直等待著機會為

了平反，平反過程中，

就如同拔河比賽一般，

一方面是跟政府拉，一

方面也是跟他們自身的

回憶奮力一拉，拉著他

們與父親之間的連結，

不願默默地就淡忘。 

4-1-2 平反之路 --

「做孤兒的父，

做 寡 婦 的 申 冤

者」 

 

崎嶇的伸冤之路 

 

 

這本書從最一開始就

是以難產的方式誕生

在這世上的—在 1999

年，張彤找尋過多家

的出版社，然而每家

的結果都是婉拒的，

有人對此項提出主要

的三個原因 

一 :據當時的期限來

說，只有短短兩個月

實在是太緊迫 

二:政治敏感度 

三:這本書預估不具市

場基本出版量 

最後還是以重寫來使

書本得以出版，這起

冤案，就連想印成書

為父親伸冤，也都是

一波三折。 

 

《一甲子的未亡人》—

呂培苓 

 在 1952年~1954年之

間，從國大代表談明華

開始，歷經幾位山東大

老的努力 

，卻仍因為種種政治問

4-1-2 平反之路 -- 

「做孤兒的父，

做 寡 婦 的 申 冤

者」 

 

失去丈夫的寡妻與失

去爸爸的六個孩子在

潮州好不容易安頓下  
 

中央銀行幣券典藏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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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而徒勞無功。尤其當

初批准死刑的警備總司

令陳誠目前要選副總

統，更是不能有冤案這

種瑕疵出現，於是最

後，王培之收到五千元

的「安撫」 

5000 元=一個父

親 

來。1954 年的 5 月

18 日，在家休息的張

磊大叫跑進屋內，因

為又有軍人來了 !?上

次軍人帶走父親，現

在呢? 

 

來自國防部的軍人留

下 5000 元……「客

人走後，媽媽在客廳

哭了。五千圓，張敏

之的命就值這麼不清

不楚的五千圓!」 

 
 
 
 
 
 
 
 

 

 

司法院 

 

 

 

 

 

 

 

 

http://mjlsh.usc.cuhk.e

du.hk/Book.aspx?cid=

13&tid=2215 民間歷史-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

究服務中心 

 

終站是家鄉 重點/展示手法建議 

「終站是家鄉」希望能以地圖的概念為主，能夠呈現終於平反之後的張

家，把父親生前最重視的事情—教育，帶回家鄉。所以將山東煙台第二中

學與台灣並呈在地圖上，讓參觀來賓可以將煙台第二中學、及教學大樓的

背板放上去，象徵回鄉的完成。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13&tid=2215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13&tid=2215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13&tid=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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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不信公

理喚不回 

「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

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

會」審查通過張敏之校

長六百萬元補償金。張

家全數捐給煙台第二中

學蓋教學大樓，設立獎

學金。 

4-1-2 平反之路 -- 

「做孤兒的父，

做 寡 婦 的 申 冤

者」 

 

終站是家鄉 

2000 年以後，「戒嚴

時期不當政治補償基

金會」通過補償張敏

之校長家屬 600 萬。

終於等到的正義、等

到父親名聲的恢復，

等到事件終於告一段

落。張家最後將這筆

錢捐回父親的故鄉—

山東煙台，用在父親

一直最重視的事情

〝教育〞上。所以山

東煙台第二中學成立

「張敏之教育基金」，

並且「張敏之教育大

樓」落成。讓父親的教

育愛在家鄉開花結

果。 

 
 

 

Google 地圖、百度(新

高校區) 

 

 

 

 

 

 

http://mjlsh.usc.cuhk.e

du.hk/Book.aspx?cid=

13&tid=2215 民間歷史-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

究服務中心 

 

4-1 不信公

理喚不回 

2004 年  陳水扁總統頒

發回復名譽證書 

 
2008 年內政部於澎湖設

立「山東師生冤案」國

4-1-2 平反之路 -- 

「做孤兒的父，

做 寡 婦 的 申 冤

者」 

 

2004 年  陳水扁總統

頒發回復名譽證書 

 
 

《一甲子的未亡人》

P.390、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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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紀念碑。 平反 內政部於澎湖設立

「山東師生冤案」國

家紀念碑。 

 

 

4-1 不信公

理喚不回 

王培五女士一生的㒹

沛，一身的堅毅 

4-1-3 終曲 --王培

五的生命回顧史 

王培五女士訃聞 

 

影音連結： 

https://www.youtube.c

om/watch?v=MRWrYg

Vm5hA 

https://youtu.be/1t2v3l

eZl3c 

 

4-2 以書寫

對抗遺忘 

對於許多受難者而言，

日後雖然出獄繼續生

活。痛苦並未結束，他

們的身心因此受到極大

創傷，許多人終其一生

仍無法抹去心中的陰

霾，蜃，甚至成為噤聲

者。但隨著社會氛圍的

改變，許多當事者也企

圖透過自我書寫來重構

記憶，還原真相，在各

自的書寫中，或許所看

 1. 徐仁修，《不信公

道喚不回》 

2. 劉澤民，《海隅憶

往》 

3. 黃端禮，《澎湖

713 的真相》 

4. 馬忠良，《從二等

兵到教授─馬忠良

回憶錄》 

5. 王培五口述，高惠

 

徐仁修，《不信公道喚

不回》 

台灣外省人生命記憶與

敘事資料庫典藏編號：

00147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RWrYgVm5h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RWrYgVm5h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RWrYgVm5hA
https://youtu.be/1t2v3leZl3c
https://youtu.be/1t2v3leZl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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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面向不同，但融匯

交流而成的或許就是這

群山東流亡學生在大時

代裡的生命故事。 

宇、劉臺平整理，

《十字架上的校

長：張敏之夫人回

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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