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十
歲
的
行
動
指
南 

撰文\二十而立工作隊

「二十」而立？
二十歲，擁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年紀。

在這樣的年紀裡，一群歷史學系學生開始回望過去、關注現今社會的變化，對世界產生

自己的想法，也好奇所學能如何走入社會。二十歲的我們抱持這份疑惑，做走出教室的

夢，嘗試運用自身所學及經歷，用不同的方式回應並擔起己身對於歷史的責任。

二十歲，與70年前臺灣省立工學院（今成功大學，以下簡稱工學院）師生相仿的年紀。

於是團隊由成大自身的歷史出發，追尋1950年代工學院師生的白恐故事，年紀的相仿加
強了我們與這群二十來歲的師生的連結，更能趨近當時學生的想法及感受。而在檔案與

記憶的爬梳下，我們愈加受到這段當前未明瞭的時代與議題吸引，並希望透過不同方式

延續這段故事，使正值二十多歲的我們與大眾產生更深刻的思考，而創立了「二十而立

工作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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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做歷史的幕後工作人員
如果將1950年代成大的白恐故事搬上舞台，二十
而立的大家就像幕後工作人員，在過程中翻遍各

種資料，替舞台添上豐富多彩的旁白、燈光、道

具、音樂等細節，讓歷史舞臺上的政治受難者形

象更趨立體。雖然工作過程偶爾會討論的比較激

烈，但大家都深知這是溝通必經的過程，且因為

懷抱著共同目標，所以願意用盡各種方法去解決

難題，使歷史不只是純粹的故事，而是能促使更

多人思考的議題。

從綠島說起……
去年九月團隊在疫情緩和之際登上綠島，那天有

個很大的感受是「我們終於踏上綠島了！」如此

有感的原因是，當初真的只是想到綠島看看而開

始著手申請計畫，最後我們真的做到了。 

為何想到綠島呢？起初是因為團隊成員哲兢與浥

潔參與了本系謝仕淵副教授所開授的微學分課

程—人權爭議事件的公眾史實作。課程中藉由林

傳凱老師的指導而接觸本校於1950年代所發生的
吳聲達案，在了解完案件後發現，比起兩三年在

校園的時間，吳聲達等師生被關押在綠島的時間

更久！於是兩位同學大膽地向仕淵老師說：「我

們想去綠島看看。」 

想去就要自己想辦法
「怎麼去？」在仕淵老師鼓勵下，兩位同學決定

靠自己的力量踏上綠島，於是開始研究如何申請

國家人權博物館的人權教育推廣補助計畫，再招募

身邊對白恐歷史有興趣的同學及學弟妹加入，兩

位也不免地用「可以免費去綠島」來增加誘惑力

道，於是從兩個人變成六個人，最終組成九個人

的團隊。（不知道有吸引力的是白恐還是綠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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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想到，撰寫計畫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在發想計畫

階段我們就不斷碰壁，因為腦中的想法無法對應到

好的方法或論述，此外還要考量經費與人力問題，

總不能拋下課業不顧吧，腦汁都快榨乾了我們總算

生出一版「不像樣」的計劃書。接踵而來的是不斷

地被仕淵老師退件，他總能用那一雙銳利又嚴格的

眼睛抓出問題，於是他一直退，我們就一直修，在

老師耐心地反覆指導下才產出像樣的計劃書，而過

程中我們也了解到寫計畫與寫報告完全是兩回事，

如果計畫寫得不夠精準、無法說服評審委員，有再

好的點子都是徒然。 

第一次提案成功
是的，計劃案最後通過了，有了公部門資源的挹

注，團隊終於可以從「想」進階到「做」了，忙碌

的一年也因此展開。團隊一面試圖找尋歷史學系學

生可以發揮的舞臺，一面希望將學校的歷史帶回故

事的發生地，也期許自己在探問白恐校史的同時，

透過行動引領自身、本校學生及公眾思考這段困難

歷史，我們拒絕讓它成為校史上的迷糊帳。

「不懂事」的代價
當你覺得政府做出不合理的事情時，身為大學生的你

會怎麼做？你可能會在網路上與網友們進行討論，或

是站上街頭遊行，努力地用自己的方法來改變政府。

而在1950年代與我們同樣是二十來歲的吳聲達一行
人，則是為了改變社會，加入了與當時政府對立的組

織展開秘密行動，成為了軍法官眼中「不懂事」的年

輕人，因此在正青春的年華進入了監牢中，甚至有些

人的生命就在此終結。雖然他們與我們都在同一個成

大校園，在同樣的年紀，擁有同樣的社會關懷，卻在

不同時空出現了不同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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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這個計畫的概念誕生了，團隊想跟大家談談

1950年代的成大學生們為了回應社會，做出了什麼
行動？而在這些行動背後回應著那個社會的他們又

付出了什麼代價？並想跟大家一起思考這些行為是

否如軍法官認定的一樣不懂事？最後再藉我們的行

動讓故事回到發生的地方，讓故事與成大的師生重

新產生連結，因為這些白色故事曾以不同形式發生

在現今的校園中。

吃飯睡覺讀檔案
執行計畫的過程中，團隊都在做什麼呢？我們的日

常是無止境的勤讀檔案！勤讀書！勤看展覽！甚至

勤滑手機，掌握當代人權議題的脈動，帶著好奇心

跳入自己感興趣的學海中，透過不同媒介學習。例

如讀吳聲達等人的檔案時，能夠了解政治受難者的

過往與在國家體制下的遭遇，並透過檔案中幽微的

線索，探尋這群鼓起勇氣行動的人們心中懷抱的理

想；也讀口述歷史、政治受難者回憶錄等，從檔案

外的媒材來感受1950年代的時代樣貌，對當時的
社會氛圍有更具體的想像；或是由「綠島人權藝術

季」看看當代其他創作者如何回應人權議題，思考

我們還可以怎麼做，構築更完整的規劃。

團隊亦透過讀書會，讓大家交流資訊，分享看法、

相互提問，有時候辯證甚至激烈到讓人誤以為是在

吵架，但在吵鬧的辯證中才能找出彼此面對歷史的

盲點，得到團隊的共識。

說故事的方法
有了政治檔案及故事之後，要如何說故事呢？當團

隊正在苦惱要用什麼載體時，看到了人權館的不義

遺址地圖，地圖中簡單介紹了一些知名不義遺址以

及其相應的故事。這給了團隊靈感，我們在想除了

知名的不義遺址若能做成地圖，則那些藏在生活中

的白色故事發生地是不是也能夠轉譯地圖？又或是

以政治受難者的經驗當作主體串聯各個點位，來作

為一種敘事方式？有了這個想法後，團隊便開始付

諸行動，在去年製作了1950年代成大白色恐怖人權
地圖。

我們利用地圖作為一種載體，係因地圖比起單純的

文字更能將故事說得更完整，地圖可以帶領讀者從

平面的文字走入立體的建物空間，文字與空間的搭

配更能讓讀者進入過去與現在交織的特別時空，讓

人更能與這些平常的建物建立不一樣的連結，而非

只是單純的指認。另外我們的地圖採用「馬賽克」

的元素，去模糊讀者對現今空間的印象，將故事帶

回發生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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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製作地圖時也遇到許多的難題，像是轉譯的界線究竟在哪裡？

如何用少少的字數將故事說得完整等各式各樣的問題，幸好在老

師們的幫助以及團隊成員的集思廣益下，最終做出了我們夢想中

的人權地圖。但其實我們的工作還沒結束，我們還沒去綠島呢！

觀光勝地工作中
綠島是臺灣有名的觀光勝地，遊客到了綠島不外乎就是環島、溫泉、

暢玩各式水上活動，但上踏上綠島後，團隊的行程就是人權館、人權

館、還是人權館，主要的時間都待在國家人權博物館內進行踏查，即

使如此仍有許多的館舍沒有逛完。最印象深刻的的行程就是在人權公

園的紀念碑的踏查，紀念碑上刻著許多政治受難者們的名字，在每個

名字背後都有一段屬於他們的白色故事，當我們找到吳聲達等人的名

字時，更是百感交集，當銘刻不再只是銘刻時，那些名字後面的意義

更讓人動容。

行動者 +1
在踏查工作結束、地圖製作後，我們以「找回二十歲的他們」完成為

題舉辦兩場講座與一場校園走讀活動。兩場講座分別從當時的行動者

及當代的行動者切入主題，第一場邀請經歷過1970年代成大共產黨案
的鄧伯宸學長，與我們分享他的生命故事，第二場邀請成大歷史學系

的謝仕淵副教授和陳恒安副教授，共同探討大學教育現場該如何回應

白恐議題。而走讀活動則是以人權地圖作為媒介，透過校園巡禮及解

說，帶領聽眾親身體驗那些曾經發生在校園中的過去。希望可以透過

我們的行動，除了讓地圖增加曝光度，更能讓自身、成大學生及公眾

思考這段困難歷史，讓原本模糊不清的故事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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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講座、走讀的方式活化地圖，團隊也在思考

還有什麼方法能夠讓白恐議題更接近社會大眾。在

一次的偶然，團隊成員發現了「高雄大空襲」這款

遊戲，利用遊戲時角色間的互動來傳達故事「要輸

一起輸，要贏一起贏」的概念，這樣的方式非常吸

引人，也很容易讓人進入故事中，受到啟發後團隊

開始進行遊戲的開發。但製作遊戲並非我們想像的

那麼簡單，在與「迷走工作室」的創辦人進行交流

後，才發現製作一款遊戲是需要經過長時間的開發

及驗證，現在的我們無法在短短一年內開發成功，

於是轉而開始製作遊戲的故事腳本，期望在未來這

個故事腳本可以幫我們製作出更引人入勝的遊戲。

跳出舒適圈！
在結束講座後，去年的活動也漸漸到了尾聲，

後續團隊也辦了幾場高中的校講以及課程，

持續與外界合作，在打破教室藩籬的同時，經

常需要與抱持不同看法的公眾對話，藉由觀點

之間的碰撞，讓團隊能夠重新審視議題，提供

建立自我論述的機會。對話亦是梳理彼此認知

的過程，唯有透過不斷地對話，白恐議題才得

以在社會中延續討論，提供面對歷史的不同視

角。走出教室的這些挑戰促使團隊對議題資訊

準備得更齊全，以多元面向了解故事，找出讓

觀點相左的人溝通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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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教室的保護或禁錮，二十而立的日常是未曾停

歇的學習與思辨，觸碰當代社會的不同人群，看看

大學以外的世界是什麼模樣。

校園白恐行動指南
帶著去年的經驗，今年團隊繼續向人權館申請補助

案，也在二月通過審查，再度展開行動。今年的行

動將從「行動者」的主體出發，呈現1950年代成
大校園中不同行動者的樣貌，除此之外，我們也開

始跟教育部人權資源中心合作，舉辦為期半年的臺

南人權地圖工作坊，與同樣關注臺南人權議題的高

中老師們一起研究臺南的白恐故事，希望透過地圖

讓更多人能夠對白恐議題有一些了解。究竟未來

我們又會有什麼行動呢？可以多多關注我們的 IG、
Facebook，除了能追蹤最新消息，還能跟團隊互動
喔！（業配大師已上線）

零經驗的菜鳥團隊
不管做任何事情，從零到一的過程都是最困難的，

去年的二十而立遇到了許多的第一次，從組成團

隊、發想計畫、培養默契、討論共識、建立團隊運

作模式、執行項目再到檢討等等，每一樣都需要花

費不少力氣，即使只是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

像是在製作地圖時，嘗試很多方法型塑人物性格，

效果卻都不盡理想；花了很多時間討論究竟什麼是

上位問題，至今卻還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或是討

論與老師開會時到底要買哪種點心比較適合，太Q、
太硬、太甜，一個點心各自表述……就這樣不斷地

撞牆、再嘗試、撞牆、再嘗試，一路走到了今天。

幸好一路上受到了許多老師的幫助，讓我們能在從

零到一的過程中，繼續維持在正確的道路上。

思考思考再思考
團隊處理的議題是白色恐怖，議題本身就非常的複

雜且敏感，因此不管是在處理檔案內容還是撰寫成

文章，任何字句都需要斟酌使用。其中最困難的

就是要思考每件事情的定位，究竟要放在哪個敘事

脈絡上？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件事？這個過程就是思

考、討論、再思考、再討論，在不斷的思考中找尋

什麼是問題的核心，雖然在討論時常常出現些「激

烈」的討論，但這就是屬於我們的溝通方式，最後

就在成員們不同的觀點中找出最關鍵的核心。

澆不熄的熱情
老實說，所有的成員都花費了相當多的時間在這個

計畫當中，但身為學生除了計畫仍需要兼顧功課，

可以說是蠟燭兩頭燒，因此熱情就是我們持之以

恆的動力，但是當計畫趕不上變化時難免會有所消

磨，此時團隊夥伴便是最好的支柱，當我們意識到

是與一群有著共同理想的夥伴一起努力，那股追求

理想的動能便油然而生。在計畫這條路上，團隊便

是持著這股澆不熄的熱情攜手向前，一次次感到絕

望，也一次次因為希望重新出發。

最後，若說我們究竟在團隊中學習到了什麼？除了

學到如何整理資料，更多的是看待事情的方法，因

為在檔案中很多事情並非全真全假，需要以理性看

待，盡可能地從不同的視角理解事情，才能看清事

情的全貌，與此同時，我們也不斷摸索身為歷史系

學生還能做些什麼。

往回看我們這一連串的行動，其實一切只是從一個

簡單甚至有點浪漫的初衷開始，我們也沒想過，原

來我們可以做那麼多事情。現在的你是不是也有想

要做的事呢？別擔心，跟我們一樣就放膽去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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