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暴力与诗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暴力与诗歌》

13位ISBN编号：9789571330327

10位ISBN编号：9571330329

出版时间：1999

出版社：时报文化

页数：42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暴力与诗歌》

内容概要

「美麗島事件」是台灣社會從封閉朝向開放的一次重要歷史儀式，通過了這場莊嚴的儀式，許多青春
夢想竟然化為真實。昔日獄中的受難者，今日已躍為民進黨的領導者；當年的抗議者，如今則是民主
的實踐者。然而，要讓這群為台灣民主犧牲過也奮鬥過的成員聚集在一起，已經是不可能了 唯一可能
的，就是藉由口述歷史的工作，使他們全部的聲音並置放在一起。這是一次氣勢磅礡的聲音展現，也
是一次多音交響的歷史再現。他們的聲音，配合著靜態寫真的演出，動人心弦的史詩於焉譜成。這部
紀錄帶來的絕對不只是歷史的紀憶，還有更為深沉的文化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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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那一段堪称分水岭的历史。
2、看的第一本纯粹的口述历史 每一方都有声音才是最重要的
3、非常详尽， 但是作为重要一方的国民党这边采访的人少了点，影响了的全书的完整性和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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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美丽岛事件的历程与启示——读《暴力与诗歌：高雄事件与美丽岛大审》2011/3/12口述史《暴力与
诗歌：高雄事件与美丽岛大审》采用口述历史的形式，通过对数十名高雄事件亲历者的采访，包括美
丽岛政团的核心领袖，高雄镇暴部队军官和士兵，高雄市长、警备部队首长和中间人，以及辩护律师
、海外声援力量等，将高雄事件和美丽岛大审的前因后果娓娓道来。每个人的心情、感受和对事件的
评价跃然于纸上。而该书又放弃了为美丽岛事件翻案的立场，只是从不同相关者角度对事件进行真实
而客观的记录，秉承客观中立之原则，实为了解美丽岛事件和台湾党外运动难以多得的史料。历
程1980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台湾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高雄事件”，又称“美丽岛事件”，长期活
跃于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之外争取民主和基层代议机关直选的党外人士和其支持者（以《美丽岛》杂
志为依托，也称“美丽岛政团”），在人权日当日在高雄的街头游行中，与独裁政权的警察和军队发
生了激烈冲突，导致大量示威民众和军、警受伤。美丽岛政团认为是国民党为镇压党外民主运动，雇
用流氓殴打军、警，并嫁祸游行群众；国民党当局则将党外描绘成打砸抢的暴徒，欲除之而后快。3
天后，国民党开始在全台逮捕异议人士，一些与高雄事件没有直接联系的人士也锒铛入狱。鉴于国际
社会、尤其是来自盟友美国的强大压力，蒋经国决定公开审理高雄事件的涉案人，对姚嘉文、林义雄
、施明德、吕秀莲、陈菊、张俊宏在内的8人，也基本是《美丽岛》杂志社的高层领导，参照《动员
戡乱时期临时条例》进行军法大审，对其余涉案的三十余人参照普通法进行司法大审。经国先生对审
判做出了“不管你们怎么判，我不希望看到死刑”的定调，审判历时数月，施明德被判无期，军法审
判的其余7人被判10余年，司法审判的三十余人则入狱3~5年不等。审判庭上，8人的辩护律师团表现出
了极大的勇气和智慧，与主审法官斗智斗勇，激励了在监禁期间受尽酷刑的8名被告，庭审现场也成
为了美丽岛政团宣传自己价值理念和启迪民智的舞台。公开审判也让媒体得以规避国民党宣传部门的
舆论审查，敢于全文报道被告和辩护律师的辩词，让民众对党外运动的认识有了从排斥到认同的翻天
覆地的变化。庭审期间，即在1981年2月28日当天，还发生了令人发指的“林宅血案”，美丽岛政团的
核心人物林义雄全家遭灭门，林母、一对7岁双胞胎女儿被杀，大女儿深受重伤，妻子因参加庭审而
幸免于难。媒体对此纷纷谴责，公众也把怀疑的目光投向政府，认为是政府杀鸡儆猴。虽然政府展开
调查，但时至今日，林宅灭门惨案始终未缉拿到真凶。特征与评价复杂的人员构成   在读此书之前，
曾认为台湾党外运动的支持者应主要为本省人和少数族裔。但其实参与运动和运动支持者的人员成分
非常复杂，既有台独分子，也有共产主义者；既有国民党员，也有非党员；既有外省人，也有本省人
和少数族裔；既有无神论者、传统文化信奉者，也有基督徒、佛教徒。这样的大杂烩让党外运动具备
了广泛的群众基础。选举运动而非革命   高雄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美国与台断交，蒋经国随即发布戒
严令，终止所有选举竞选，随即引发党外运动强烈反弹，并最终酿成高雄事件。但美丽岛政团并非是
革命团体，不以颠覆国民政府为根本目标，而是旨在从体制内推动台湾社会的民主进程，通过选举进
入立法机关和基层行政机关（台湾在1950年代即已有县市长直选）来影响政府决策。因此，1980年人
权日游行作为党外动员选举的一个组成部分，却恰逢国民党强力镇压，不得已而做出反抗。其实，高
雄事件前的“中止事件”就已经是党外与一党专政斗争的预演，桃园县中止国小投票所发生舞弊，继
而引发民众大规模示威抗议，袭击当地警署烧毁警车。这些抗议虽传递着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但民
众对选举还是寄予厚望，可见国民政府尚未失去统治合法性，只是一党专权的局面难以为继。体制身
份与党外身份集一身   这里所说的体制并不是指维系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系统，而是指对各界民众
开放选举的立法机关和基层行政机关，这些由选举产生的政府（广义）机关有国民大会（代表增补）
、省议会、各县市议会和县市行政机关（县市长）。国民党虽对选举进程多加干预，但从1950年代，
一批国民党内异议人士、参政党青年党和民社党的部分党员、党外独立人士相继经由选举脱颖而出，
成功进入立法系统和基层行政机关，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构成十足挑战。1977年台湾选举高雄事件中
的核心人物许信良在桃园县选举中高票当选县长，张俊宏、林义雄当选省议员。可见，这些美丽岛事
件中的风云人物，在事件前就已经具备体制内的合法身份，或为民意代表，或为基层民选行政首长。
这批人的政治理念的成熟程度、对政权运作的娴熟程度、基由选举运动而具备的群众动员与领导能力
，都为独立于体制外的党外运动在日后的成功做了坚实铺垫。奋斗拼搏与牺牲精神   军法大审中军事
检察官曾因党外高唱《敢拼才会赢》诬蔑党外煽动民众叛乱，而被广传为笑柄。但“敢拼”的牺牲精
神确实是美丽岛政团中高层领导及其家庭的特质。施明德在1950年代中学期间便因鼓吹台湾独立而遭
刑囚，在美丽岛大审中更是被判无期，总计入狱25年；美丽岛杂志社务委员纪万生以谭嗣同为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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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入狱流血以祭党外民主改革，并在被捕时与妻儿“有所表现，高呼‘强盗土匪的走狗’”；在庭审
中，辩护律师团的出色表现感染了8名军法被告，庭审法庭随即成为党外运动的又一政治舞台。所谓
自由之树要靠爱国者和暴君的鲜血浇灌，意正在此。成熟而坚强的领导层充分保障了运动在遭遇各种
挫折坎坷后的顽强和生生不息。有恒产者有恒心   台湾90年代的野百合运动、大陆89年学运的领导核
心以学生为主，与之不同，党外运动的领导层都已具有自己的正当职业，比如姚嘉林是台北律师，主
业繁忙，另外一些党外领袖则为公职人员（民意代表或基层行政长官）。台湾70年代的自由化经济改
革也催生了台湾最早一批不依靠“傍权”而致富的中产阶层，急于表达自己政见的中产阶层也成为了
党外运动的主体和资金来源。正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党外领袖在面对国民党
强力镇压时能保持坚忍不拔的勇气的根源。尾声美丽岛大审后，党外有生力量基本被消灭殆尽，新生
代羽翼未丰。于是，党外人士的家属和辩护律师接过了民主接力棒，纷纷在1983年参加民意代表选举
，并有数人高票当选，一曲《望你早归》感动了不知多少台湾民众。再之后，就是1986年民主进步党
成立，1988年解除党禁报禁，台湾踏着民主化的铮铮步伐，向世人见证着，具有千年帝王专制传统、
在现代化过程中又被一党专政所奴役的儒家社会，也同样能培育出自由民主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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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暴力与诗歌》的笔记-第289页

        许荣淑（张俊宏妻子）：到最后只剩下黄信介找不到律师，因为他是头头。后来不知谁和张德铭
推荐陈水扁，他说：“陈水扁，这个少年仔，敢出来吗？”张德铭要我打个电话试试看。我打去：“
你是陈水扁律师吗？现在黄信介先生想请你做辩护律师。”他马上说好，我高兴一下，所以黄信介的
辩护律师是我请的。张德铭说：“奇怪，真是意外的收获。”陈水扁一下就答应担任辩护律师，的确
让人意外。他本来是海商法的律师，业务很赚钱，不需要来碰这个。听说早先有人想找他，它可能不
接受，结果吴淑珍就骂他：“你当个什么律师？没有正义感，不敢接！”后来他就接了，这是吴淑珍
的功劳。后来他常说：“他去做黄信介的律师是我的功劳，我叫他去的。哪有当律师不敢帮人辩护的
？笑死人了。”他太太讲话就是这样，很有趣。

2、《暴力与诗歌》的笔记-第287页

        谢长廷（姚嘉文之辩护律师）：我的办公室在仁爱路一段六号，现在也还在。当时看到周清玉拿
着委任状进来，因为我的办公室可以看得到入口，一看到周清玉，我就知道我的命运大概会改变了：
因为我了解自己的个性，她来了，我就不会拒绝。我记得周清玉很伤心地哭泣，她说要拜托我。我跟
她讲：“姚嘉文并不是做了什么坏事而受审判，而是为了台湾的民主进步，所以不必拜托，我会辩护
。”我当时也和家人说：“我们律师有的辨分尸案，有的辨强奸案，有的辨盗窃案，这个案件为什么
不能辩护呢？除了有风险以外，没有什么理由啦。如果这个案件来了，我们律师不敢辩护，其实没有
资格再做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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