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追求自治與民主的軌跡 4-1 殖民統治下的政治訴求１                                                                朝淦老師排版整理與授課 

武裝抗日與殖民體制的建立 訴求自治的政黨組織與運動 

 
 

 

或
特
殊
、
緊
急
情
況
時
才
可
頒
布
律
令
，
欲
將
臺
灣
逐
步
轉
化
為
日
本
的
一
部
分
。
（
背
景
：
一
戰
後
） 

 

Ｃ
總
督
權
力
更
受
限
制
：
一
九
二
二
年
施
行
《
法
三
號
》
。
臺
灣
適
用
日
本
本
土
法
律
，
總
督
只
有
在
日
本
法
律
不
足
時
， 

 

 
 

 

總
督
仍
具
備
律
令
制
定
權
，
但
他
所
頒
行
的
律
令
，
不
得
違
反
日
本
本
國
法
律
，
或
已
在
臺
灣
實
施
的
法
律
。 

 

Ｂ
總
督
權
力
受
到
限
制
：
一
九
○
六
年
頒
布
《
三
一
法
》
。 

 
 

 

並
掌
握
臺
灣
行
政
、
立
法
、
司
法
及
軍
事
大
權
。
臺
灣
為
特
殊
法
域
，
無
法
獲
得
日
本
憲
法
的
保
護
。 

 

Ａ
總
督
權
力
幾
無
限
制
：
一
八
九
六
年
年
頒
布
《
六
三
法
》
。
臺
灣
總
督
可
據
此
頒
布
具
有
法
律
效
力
的
命
令
， 

 

３
總
督
府
於
臺
灣
實
施
的
法
律
： 

 

對
反
抗
日
本
政
府
者
處
以
嚴
苛
刑
罰
，
如
規
定
匪
徒
之
身
分
若
為
首
謀
、
教
唆
者
及
指
揮
者
均
處
以
死
刑
，
解
此
有
效
控
制
社
會
。 

●
補
充
：
匪
徒
刑
罰
令
（
一
八
九
八
年
） 

 

Ｂ
後
期
：
響
應
辛
亥
革
命
的
羅
福
星
抗
日
，
與
一
九
一
五
年
余
清
芳
結
合
平
埔
族
群
的
抗
日
（
噍
吧
哖
事
件
，
規
模
最
大
，
最
後
一
次
） 

 

Ａ
前
期
：
乙
未
抗
日
；
還
有
稱
為
「
抗
日
三
猛
」
的
簡
大
獅
、
柯
鐵
虎
、
林
少
貓
，
分
別
在
臺
北
、
雲
林
和
屏
東
進
行
游
擊
式
的
抗
日
。  

●
補
充
：
武
裝
抗
日 

２
日
治
初
期
：
臺
人
因
民
族
意
識
、
經
濟
因
素
引
發
武
裝
抗
日
。
總
督
府
制
定
《
匪
徒
刑
罰
令
》
等
政
策
，
對
於
反
抗
臺
人
施
以
重
罰
。 

１
背
景
：
《
馬
關
條
約
》
後
，
臺
人
成
立
臺
灣
民
主
國
，
並
推
舉
唐
景
崧
為
總
統
，
但
於
日
軍
登
臺
後
即
瓦
解
。 

●
背
景
：
民
族
自
決
、
左
翼
運
動
、
共
產
主
義
思
潮 

＋ 

大
正
民
主
風
潮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台灣文化協會 台灣民眾黨 臺灣地方自治聯盟 

 

Ｃ
影
響
：
引
起
政
界
與
法
界
諸
多
辯
論
，
有
助
臺
灣
議
會
設
置
請
願
運
動
的
宣
傳 

 

Ｂ
總
督
禁
止
：
主
張
違
反
《
治
安
警
察
法
》
↓
進
行
全
臺
大
逮
捕
：
十
八
人
被
起
訴 

 

Ａ
起
因
：
蔣
渭
水
、
蔡
培
火
等
人
組
「
臺
灣
議
會
期
成
同
盟
會
」 

３
治
警
事
件
：
一
九
二
三
年 

 

Ｃ
終
止
：
一
九
三
四
年
在
總
督
府
壓
力
下
停
止 

 

Ｂ
行
動
：
徵
求
連
署
、
臺
灣
留
日
學
生
在
東
京
進
行
十
五
回
請
願
遊
行
，
到
日
本
國
會
遞
交
請
願
書 

 

Ａ
爭
取
自
治
：
在
臺
設
立
具
備
立
法
與
預
算
審
查
的
議
會 

２
議
會
設
置
請
願
運
動
：
一
九
二
一
到
一
九
三
四
年 

 

Ｂ
訴
求
：
【
初
期
】
撤
廢
《
六
三
法
》
為
目
標
、
【
後
期
】
林
呈
祿
提
出
設
置
「
臺
灣
議
會
」 

 

Ａ
由
東
京
的
留
日
學
生
發
展
，
推
舉
林
獻
堂
為
會
長 

１
新
民
會
：
一
九
二
○
年 

 

Ａ
連
溫
卿
掌
文
協
主
導
權
：
稱
「
新
文
協
」
、
Ｂ
林
獻
堂
、
蔣
渭
水
退
岀
：
組
「
臺
灣
民
眾
黨
」 

３
正
式
分
裂
：
一
九
二
七
年 

 

Ａ
堅
持
文
化
啟
蒙
運
動
路
線
（
林
獻
堂
、
蔡
培
火
）
、
Ｂ
提
倡
農
工
運
動
（
連
溫
卿
）
、
Ｃ
追
求
民
族
解
放
（
蔣
渭
水
） 

２
分
裂
：
一
九
二
六
年 

 
 

一
九
四
四
年
被
迫
與
其
他
家
報
紙
合
併
為
《
臺
灣
新
報
》
。 

 

一
九
三
七
年
後
因
戰
事
升
高
，
臺
灣
總
督
府
管
制
日
益
嚴
格
，
而
廢
止
漢
文
欄
，
言
論
自
由
受
到
限
制
。 

 

在
日
本
的
臺
灣
留
學
生
在
一
九
二
三
年
出
版
以
白
話
文
為
主
的
《
臺
灣
民
報
》
，
後
改
稱
《
臺
灣
新
民
報
》
。 

●
補
充
：
《
臺
灣
民
報
》 

 
 

（
成
員
）
林
獻
堂
、
蔣
渭
水
、
（
目
的
）
提
升
臺
灣
人
民
的
文
化
水
準
、
（
機
關
報
）
《
臺
灣
民
報
》
、
（
舉
辦
）
一
系
列
活
動 

 
 

 
 

 
 

１
協
會
的
成
立
與
文
化
啟
蒙
活
動
：
（
成
立
）
一
九
二
一
年
臺
北
、 

發展 
再度分

裂 
發展 

臺灣首次地方

選舉 
結束 

 

蔣
渭
水
發
送
電
報
向
國
際
聯
盟
控
訴
，
日
本
政
府
違
反
國
際
公
約
，
允
許
臺
灣
人
吸
食
鴉
片
，
並
附
上
詳
細
數
據
說
明 

●
補
充
：
鴉
片
陳
情
電
報 

 
 

臺
灣
民
眾
黨
黨
旗
的
三
顆
星
即
為
其
黨
綱
「
確
定
民
主
政
治
、
建
設
合
理
的
經
濟
組
織
、
改
除
不
合
理
的
制
度
。
」 

 

身
為
臺
灣
第
一
個
合
法
政
黨
， 

 

●
補
充
：
臺
灣
民
眾
黨
黨
旗 

５
解
散
：
一
九
三
一
年
遭
台
灣
總
督
府
解
散 

４
著
名
活
動
：
向
國
際
聯
盟
控
訴
日
本
違
反
國
際
條
約
，
允
許
臺
人
吸
食
鴉
片 

３
主
張
：
確
立
民
主
政
治
、
建
立
合
理
經
濟
組
織
、
改
除
不
合
理
的
社
會
制
度 

２
成
立
：
一
九
二
七
年
，
蔣
渭
水 

１
意
義
：
臺
灣
第
一
個
合
法
的
政
黨 

３
結
果
：
林
獻
堂
、
楊
肇
嘉
另
組
「
臺
灣
地
方
自
治
聯
盟
」 

２
時
間
：
一
九
三
○
年 

１
起
因
：
臺
灣
民
眾
黨
持
續
發
展
勞
工
運
動 

３
活
動
：
請
願
、
舉
辦
演
講
會 

２
訴
求
：
於
體
制
內
追
求
臺
灣
地
方
自
治 

１
領
導
：
林
獻
堂
、
楊
肇
嘉 

 
 

具
有
獨
立
生
計
的
男
子
，
年
繳
稅
額
五
圓
以
上
。
全
臺
僅
約
三
萬
人
具
備
選
民
資
格
，
且
不
包
括
女
性
和
經
濟
弱
勢
者
。 

 

一
九
三
五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
臺
灣
進
行
有
史
以
來
第
一
次
投
票
，
當
時
有
資
格
參
與
投
票
的
條
件
為
年
滿
二
十
五
歲
、 

●
補
充
：
臺
灣
人
投
票
初
體
驗 

２
日
本
舉
行
有
限
制
的
選
舉
：
一
九
三
五
年
十
一
月
州
、
市
會
議
員
、
街
庄
協
議
會
會
員 

１
背
景
：
臺
灣
地
方
自
治
聯
盟
向
總
督
府
、
日
本
國
會
請
願
，
舉
辦
全
臺
巡
迴
演
講 

一
九
三
○
年
代
日
本
軍
國
主
義
瀰
漫
，
在
一
九
三
七
年
解
散
組
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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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共產黨的成立 農民運動的興起 勞工運動的興起 

 
 

最
終
所
提
出
的
政
治
、
社
會
訴
求
大
多
無
法
全
數
落
實
。 

 

 

一
九
二
○
年
代
所
出
現
的
社
會
運
動
團
體
，
因
各
組
織
之
間
意
見
分
歧
、
總
督
府
的
壓
制
，
加
上
中
日
戰
爭
爆
發
，  

●
日
本
時
代
臺
灣
社
會
運
動
總
結
： 

圖示與年表 

 
 

 

二
二
八
事
件
時
曾
與
國
民
政
府
對
抗
，
之
後
經
香
港
轉
往
中
國
大
陸
，
終
生
未
回
臺
。 

 
 

後
參
與
臺
灣
文
化
協
會
與
臺
灣
農
民
組
合
。 

 

原
名
謝
阿
女
，
曾
被
賣
作
童
養
媳
。
一
九
二
五
年
在
上
海
加
入
共
產
黨
，
並
前
往
蘇
聯
留
學
， 

 

●
補
充
：
謝
雪
紅 

４
社
會
運
動
：
推
動
農
民
、
勞
工
運
動
，
使
農
工
運
動
轉
向
大
規
模
激
進
示
威
活
動 

３
主
要
成
員
：
謝
雪
紅
、
林
木
順 

２
成
立
：
一
九
二
八
年│

│

上
海
，
加
入
者
包
含
知
識
分
子
、
勞
工
、
農
民 

１
背
景
：
受
到
俄
國
十
月
革
命
建
立
蘇
維
埃
政
府
的
影
響 

 

Ｄ
事
件
：
二
一
二
事
件
（
一
九
二
九
年
二
月
十
二
日
）
，
總
督
府
全
面
鎮
壓
農
工
運
動
，
重
判
簡
吉 

 

Ｃ
宗
旨
：
爭
取
農
民
權
益 

 

Ｂ
成
立
：
一
九
二
六
年
簡
吉
邀
集
組
成
，
總
部
在
鳳
山 

↓ 

日
治
台
灣
最
大
農
民
運
動
團
體 

 

Ａ
背
景
：
一
九
二
○
年
代
後
，
農
民
抗
爭
日
多
，
各
地
農
民
組
合
領
導
人
統
合
組
織 

●
補
充
：
台
灣
農
民
組
合 

４
結
果
：
引
爆
二
林
事
件
（
李
應
章
判
刑
八
個
月
，
後
流
亡
中
國
大
陸
） 

３
衝
突
：
抗
議
林
本
源
製
糖
會
社
的
甘
蔗
收
購
價
格
過
低 

２
發
展
：
一
九
二
五
年
李
應
章
成
立
「
二
林
蔗
農
組
合
」(

臺
灣
第
一
個
農
民
運
動
團
體) 

１
背
景
：
總
督
府
採
取
母
國
優
先
的
殖
民
地
經
濟
政
策
，
引
發
農
民
不
滿
，
如
：
原
料
採
取
區
域
制 

 

●
農
民
組
合
的
出
現 

 
 

 
 

 

（
２
）
二
一
二
事
件
：
一
九
二
九
年
二
月
十
二
日
，
總
督
府
全
面
鎮
壓
農
工
運
動
，
搜
捕
解
散 

 

Ｃ
事
件
：
（
１
）
淺
野
水
泥
會
社
罷
工
事
件
：
抗
議
日
本
資
方
無
故
解
雇
工
人 

 

Ｂ
成
立
：
一
九
二
八
年
，
蔣
渭
水
指
導
組
成 

 

Ａ
背
景
：
一
九
二
○
年
代
勞
工
運
動
開
始
，
但
無
工
會
組
織 

●
補
充
：
台
灣
工
友
總
聯
盟 

４
鎮
壓
：
一
九
三
一
年
大
肆
搜
捕
農
民
組
合
幹
部
、
工
會
及
臺
共
人
員 

↓

農
民
與
勞
工
運
動
沉
寂 

 

Ｂ
一
九
二
八
年
臺
灣
工
友
總
聯
盟
成
立
，
曾
於
臺
北
、
高
雄
發
動
勞
工
罷
工
。 

 

Ａ
臺
灣
民
眾
黨
援
助
勞
工
運
動 

３
發
展
： 

２
背
景
：
臺
灣
工
人
缺
乏
工
會
，
發
言
權
薄
弱 

１
時
間
與
發
起
人
：
一
九
二
八
年
蔣
渭
水 

 

 

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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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臺灣及二二八事件的爆發 事件的影響與善後 威權體制的建立 白色恐怖 
民主思潮的興起 

１.地方自治的實施 

 

Ｃ
對
原
本
已
逐
漸
恢
復
秩
序
的
臺
灣
社
會
造
成
嚴
重
的
傷
害 

 

Ｂ
三
月
八
日
國
軍
部
隊
抵
臺
後
隨
即
展
開
武
力
鎮
壓
和
「
清
鄉
」 

 
 

（
主
要
在
反
映
當
時
臺
籍
知
識
分
子
的
政
治
理
想
。
包
括
民
選
縣
市
長
、
撤
銷
專
賣
局
、
保
障
臺
籍
人
士
參
政
權
等
） 

 

Ａ
士
紳
組
織
「
二
二
八
事
件
處
理
委
員
會
」
，
起
草
〈
處
理
委
員
會
處
理
大
綱
〉 

４
事
件
處
理
： 

 

Ｃ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之
後
各
地
均
出
現
抗
爭
活
動 

 

Ｂ
一
九
四
七
年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臺
北
大
稻
埕
查
緝
私
菸
事
件
，
讓
臺
人
長
期
以
來
累
積
的
憤
怒
隨
即
爆
發 

 

Ａ
施
政
及
經
濟
統
制
政
策
使
生
活
陷
於
困
頓 

３
事
件
起
因
： 

 

文
中
載
明
「
臺
灣
人
民
原
係
我
國
國
民
…
…
」
，
於
是
隨
著
這
紙
訓
令
，
臺
灣
人
再
次
成
為
中
國
人 

●
補
充
：
一
九
四
六
年
頒
布
〈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的
訓
令
〉 

 

任
務
：
接
收
臺
灣│

│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接
受
日
本
投
降(

光
復
節)

↓
臺
灣
結
束
日
本
統
治
時
期 

２
一
九
四
五
年
成
立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
行
政
長
官
：
陳
儀
） 

１
一
九
四
四
年
成
立
臺
灣
調
查
委
員
會
（
主
任
委
員
：
陳
儀
）│

│

成
立
目
的
：
因
應
日
本
戰
敗
，
準
備
接
收
臺
灣
工
作 

 

Ｆ
一
九
九
五
年
：
總
統
李
登
輝
正
式
道
歉
，
並
設
置
紀
念
碑
（
臺
北
二
二
八
紀
念
碑
） 

 

Ｅ
一
九
九
○
年
代
：
成
立
專
案
小
組
調
查 

 

Ｄ
成
為
禁
忌
：
二
二
八
事
件
無
法
於
公
開
輿
論
出
現 

 

Ｃ
省
籍
情
結
：
臺
人
與
外
省
人
的
隔
閡 

 

Ｂ
受
難
者
家
屬
出
走
海
外/

籌
組
反
政
府
組
織
，
如
：
史
明│
│

獨
立
台
灣
會(

日
本) 

 

Ａ
有
助
於
國
民
黨
政
府
建
立
威
權
體
制 

２
臺
灣
人
對
政
治
的
失
望
與
恐
懼
： 

 

Ｂ
陳
炘
：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經
濟
系
，
為
臺
灣
金
融
體
系
貢
獻
良
多
。
二
二
八
事
件
後
遭
逮
捕
處
死 

 

Ａ
林
茂
生
：
臺
灣
第
一
位
文
學
博
士
。
擔
任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院
長
期
間
遭
特
務
逮
捕
後
下
落
不
明 

１
臺
籍
菁
英
分
子
的
斷
層
： 

３
結
果
：
國
民
黨
政
府
建
立
威
權
體
制 

 

Ｂ
中
央
民
代
不
改
選 

↓ 

萬
年
國
會
（
立
法
委
員
、
監
察
委
員
、
國
大
代
表
） 

 

Ａ
總
統
任
期
不
受
限 

 
 

●
補
充
：
《
動
員
戡
亂
時
期
臨
時
條
款
》
影
響 

 
 

 

臺
人
自
由
受
限
（
禁
止
集
會
、
結
社
、
言
論
、
出
版
等
自
由
） 

 

Ｂ
一
九
四
九
年
臺
灣
省
主
席
陳
誠
頒
布
〈
戒
嚴
令
〉
：  

 

Ａ
一
九
四
八
年
國
民
大
會
通
過
〈
動
員
戡
亂
時
期
臨
時
條
款
〉
：
總
統
具
有
緊
急
命
令
權 

２
法
源
基
礎
： 

１
背
景
：
國
共
內
戰
後
國
民
黨
政
府
敗
退
來
臺 

 
 

柏
楊
翻
譯
大
力
水
手
、
接
觸
過
共
產
思
想
的
牙
醫
黃
溫
恭
、
死
因
不
明
的
陳
文
成
教
授 

５
例
如
： 

 

４
結
果
：
僅
少
數
為
「
通
匪
者
」
，
大
多
為
政
府
為
了
整
肅
異
己
而
製
造
出
的
冤
獄 

 
 

警
備
總
部
等
情
治
機
關
得
以
限
制
人
民
的
政
治
異
議
活
動 

３
警
備
總
部
：
以
刑
法
第
一
百
條
為
基
礎
，
加
上
懲
治
叛
亂
條
例
， 

 

 
 

 

被
政
府
用
來
整
肅
與
政
府
意
見
相
左
之
人
士
。 

 
 

實
施
，
因
「
意
圖
」
這
個
字
並
未
給
出
明
確
定
義
，
存
在
許
多
想
像
空
間
， 

 

 
 

凡
意
圖
破
壞
國
家
或
顛
覆
政
府
者
皆
可
入
罪
，
這
項
法
令
在
臺
灣
的 

 

一
九
三
五
年
，
在
中
國
大
陸
時
期
頒
布
的
刑
法
第
一
百
條
規
定
： 

 

２
刑
法
第
一
百
條
： 

 

１
萬
年
國
會
：
中
國
大
陸
時
期
選
出
的
中
央
級
民
意
代
表
可
繼
續
行
使
職
權 

 

Ｂ
省
主
席
官
派(

省
議
會
為
最
高
民
意
機
構) 

 

Ａ
一
九
五
○
年
代
開
放
縣
以
下
民
意
代
表
與
行
政
首
長
由
公
民
直
選 

２
作
法
： 

 
Ｃ
拉
攏
本
土
精
英 

 
Ｂ
和
中
共
區
隔 

 

Ａ
政
府
為
了
爭
取
國
際
支
持
，
展
現
民
主
化 

１
背
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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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思潮的興起 民主憲政的摸索與實踐 

２.黨外勢力興起 ３美麗島事件 

(1979 年 12 月 10 日) 
４解嚴後的新社會 １國會全面改選 ２修憲與民主化 ３總統直選 

２
結
果
：
一
九
六
○
年
與
臺
籍
菁
英
籌
組
的
中
國
民
主
黨
胎
死
腹
中
、
雷
震
遭
依
叛
亂
罪
逮
捕
入
獄
（
包
庇
匪
諜
、
叛
亂
罪
）
。 

１
背
景
：
雷
震
與
胡
適
等
外
省
知
識
分
子
於
《
自
由
中
國
》
提
出
組
織
反
對
黨
，
落
實
民
主
政
治 

●
雷
震
案(

一
九
六
○
年) 

要求民主改革 ２
爆
發
：
國
民
黨
於
桃
園
縣
長
選
舉
舞
弊 

↓ 

群
眾
自
發
性
走
上
街
頭
抗
爭 

１
背
景
：
反
對
國
民
黨
獨
裁
專
政
的
黨
外
勢
力
，
透
過
發
行
雜
誌
與
參
與
選
舉
集
結 

●
中
壢
事
件(

一
九
七
七
年) 

２
里
程
碑
：
中
壢
事
件
（
揭
開
黨
外
街
頭
運
動
序
幕
）
↓
集
結
成
「
一
個
沒
有
黨
名
的
黨
」 

１
發
展
方
式
：
透
過
雜
誌
（
如
：
《
台
灣
政
論
》
）
與
參
選 

●
補
充
：
黨
外
運
動
（
定
義
：
一
九
七
○
年
代
不
屬
於
國
民
黨
或
站
在
反
對
立
場
者
） 

４
後
續
：
威
權
體
制
的
政
治
結
構
仍
未
改
變
、
在
野
人
士
集
結
成
反
對
國
民
黨
長
期
獨
裁
專
政
的
「
黨
外
」
勢
力 

 
 

 
 

 
 

 
 

 

Ｂ
推
動
定
期
舉
辦
增
額
中
央
民
意
代
表
選
舉
：
一
九
六
九
年
辦
理
中
央
民
代
缺
額
補
選
、
一
九
七
二
年
定
期
辦
理
增
補
選 

 

Ａ
任
用
部
分
臺
籍
人
士
參
政(

技
術
官
僚
：
李
國
鼎
、
孫
運
璿
、
趙
耀
東
↓
強
化
經
濟
建
設
；
吹
臺
青
↓
用
台
籍
青
年
任
要
職) 

３
回
應
：
行
政
院
長
蔣
經
國
，
採
「
台
灣
化
、
本
土
化
」
策
略 

 

２
提
倡
：
《
大
學
》
雜
誌
，
提
出
革
新
保
台
、
全
面
改
選
中
央
民
代 

 
 

國
內
經
濟
、
教
育
水
準
提
高
、
但
在
國
際
外
交
上
失
利
（
退
出
聯
合
國
）
↓
再
次
要
求
改
革
、 

 

１
時
間
與
背
景
：
一
九
七
○
年
代 

２
創
刊
：
一
九
七
九
年
八
月
創
刊
，
發
行
人
：
黃
信
介
、
社
長
：
許
信
良
（
一
九
七
九
年
八
到
十
二
月
，
只
發
行
五
期
） 

１
創
刊
背
景
：
一
九
七
八
年
底
之
選
舉
因
台
美
斷
交
而
宣
布
暫
停 

 

●
補
充
：
美
麗
島
雜
誌 

 

↓
黨
外
新
勢
力
出
現
（
辯
護
律
師
、
被
告
配
偶
）
↓
一
九
八
六
年
民
進
黨
成
立
↓
一
九
八
七
年
解
除
戒
嚴 

３
結
果
：
臺
民
關
注
美
麗
島
參
與
者
，
而
辯
護
律
師
也
嶄
露
頭
角 

２
過
程
：
美
麗
島
雜
誌
社
在
高
雄
世
界
人
權
日
遊
行
↓
與
憲
警
衝
突
，
導
致
黨
外
菁
英
如
黃
信
介
等
人
遭
軍
法
審
判
（
叛
亂
罪
） 

 
 

 
 

Ｂ
一
九
七
八
年
臺
美
斷
交
，
政
府
藉
此
暫
停
選
舉 

↓ 

國
民
黨
與
黨
外
勢
力
對
立
關
係
激
化 

１
背
景
：
Ａ
臺
灣
經
濟
良
好
，
人
民
教
育
水
準
高 

↓ 

出
現
更
多
參
政
呼
聲
要
求 

 

Ｃ
結
果
：
警
方
企
圖
拘
捕
攻
堅
↓
鄭
自
焚
抗
爭 

 

Ｂ
事
件
：
鄭
南
榕
反
對
國
民
黨
打
壓
言
論
自
由 

 

Ａ
背
景
：
許
多
戒
嚴
法
令
與
行
政
命
令
未
廢
除 

３
解
嚴
初
期
的
困
境
： 

２
解
除
戒
嚴
：
一
九
八
七
年
解
除
黨
禁
、
報
禁
與
開
放
人
民
集
會
遊
行 

１
民
進
黨
成
立
：
一
九
八
六
年
九
月
成
立
於
圓
山
大
飯
店 

 

Ｂ
一
九
九
二
年
，
立
法
委
員
全
面
改9

0
7

8
 

 

Ａ
一
九
九
一
年
廢
止
《
動
員
戡
亂
時
期
臨
時
條
款
》
，
同
年
，
大
法
官
會
議
解
釋
：
第
一
屆
國
代 

３
全
面
改
選
： 

 

Ｃ
成
果
：
總
統
李
登
輝
接
見
抗
議
學
生
，
回
應
改
革 

 

Ｂ
野
百
合
：
台
灣
固
有
種
，
象
徵
純
潔
、
本
土
與
自
主 

 

Ａ
導
因
：
一
九
九
○
年
國
民
大
會
通
過
修
正
案
，
延
長
自
己
的
任
期 

２
一
九
九
○
年
三
月
學
運
： 

１
抗
議
背
景
：
戒
嚴
時
國
會
未
能
反
映
民
意
，
解
嚴
後
要
求
改
選
萬
年
國
會 

 

●
補
充
：
國
會
全
面
改
選 

４
結
果
：
一
九
九
一
年
國
會
全
面
改
選 

３
訴
求
：
Ａ
「
解
散
國
民
大
會
」
、 

Ｂ
「
廢
除
〈
臨
時
條
款
〉
」 

２
事
件
：
三
月
學
運(

野
百
合
學
運)

，
為
國
民
政
府
遷
臺
以
來
首
次
大
規
模
的
學
生
抗
議
行
動
。 

１
背
景
：
萬
年
國
會
不
合
時
宜 

 

成
就
：
建
立
正
常
化
的
憲
政
體
制
，
廢
止
〈
懲
治
叛
亂
條
例
〉
，
並
修
正
〈
刑
法
〉
第
一
百
條 

２
一
九
九
○
年
代
修
憲
：
前
後
共
六
次
修
憲
，
加
上
二
○
○
五
年
的
第
七
次
修
憲 

１
背
景
：
一
九
九
一
年
廢
止
《
動
員
戡
亂
時
期
臨
時
條
款
》 

●
補
充
：
啟
動
修
憲
工
程 

１
廢
除
〈
臨
時
條
款
〉 

 

２
擬
定
〈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 

 

３
廢
止
〈
懲
治
叛
亂
條
例
〉 

 

４
修
正
〈
刑
法
〉
第
一
百
條 

３
困
境
：
威
權
體
制
問
題 

↓ 

轉
型
正
義
困
難 

 
 

 
 

二
○
○
○
年
，
第
一
次
政
黨
輪
替
【
陳
水
扁
】 

２
過
程
：
一
九
九
六
年
，
第
一
任
民
選
總
統
【
李
登
輝
】 

１
背
景
：
國
民
大
會
修
憲 

↓ 

總
統
由
人
民
直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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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社會運動的興起與行動 多元化與組織化的發展趨勢 社會改革的具體行動 

２
政
治
氛
圍
與
社
會
風
氣
轉
變
、
政
府
政
策
與
經
濟
轉
型
下
衍
生
的
南
北
失
衡
、
城
鄉
差
距
、
族
群
衝
突
等
新
問
題 

１
戒
嚴
體
制
下
舊
有
的
社
會
衝
突
依
舊
存
在 

戒嚴前後 

 

Ｂ
社
會
運
動
被
帶
入
選
舉
機
制
當
中
：
一
九
八
八
年
的
反
核
電
運
動 

 

Ａ
擴
大
抗
爭
規
模 

 

背
景
：
社
會
運
動
逐
漸
朝
跨
議
題
方
式
結
盟
、
舉
辦
街
頭
遊
行
方
向
，
也
與
反
對
黨
合
作
，
帶
入
選
舉
機
制
中
。 

●
一
九
九
○
年
代
：
大
抗
爭 

●
背
景
：
二
○
○
○
年
臺
灣
首
次
出
現
政
黨
輪
替
與
政
權
和
平
轉
移 

發展 
●
轉
變
：
電
視
媒
體
已
不
再
是
黨
政
軍
聯
合
壟
斷
之
局
，
網
路
傳
播
媒
體
成
為
新
發
聲
管
道 

案例 
消費者 

保護運動 
環境保護運動 婦女運動 勞工與農民運動 

教育 

改革 

居住權 

運動 

２
表
現
：
重
視
個
人
、
關
懷
社
會
，
如
：
消
基
會
的
成
立 

 

↓
新
興
的
社
會
運
動
已
逐
漸
展
開 

 
 

 
 

 

Ｃ
國
民
黨
的
威
權
控
制
亦
逐
漸
鬆
動 

 
 

 
 

 
 

Ｄ
教
育
普
及
、
中
產
階
級
興
起
、
新
觀
念
傳
播 

 

１
背
景
： 

Ａ
一
九
七
○
年
代
遭
遇
外
交
挫
敗
與
石
油
危
機 

 
 

Ｂ
臺
灣
經
濟
結
構
轉
型
，
社
會
階
級
變
動 

●
一
九
七
○
年
代
：
社
會
自
主
抬
頭 

 

Ｄ
身
分
族
群
：
原
住
民
族
還
我
土
地
與
姓
名
、
外
省
返
鄉
探
親
、
客
家
人
還
我
母
語 

 

Ｃ
弱
勢
族
群
：
勞
工
運
動
、
農
民
運
動
、
婦
女
運
動 

 

Ｂ
環
境
保
護
：
一
九
八
六
年
，
反
杜
邦
設
廠 

 

 

Ａ
政
治
異
議
：
一
九
八
六
年
，
「
五
一
九
綠
色
運
動
」
要
求
解
嚴 

３
各
類
社
會
運
動
的
出
現
： 

 

２
影
響
：
農
民
運
動
、
殘
障
及
福
利
團
體
和
政
治
受
刑
人
人
權
運
動
等
相
繼
出
現
。 

１
關
鍵
：
威
權
統
治
鬆
動 

↓ 

一
九
八
七
年
解
除
戒
嚴 

●
一
九
八
○
年
代
：
社
會
運
動
多
元 

３
部
分
運
動
走
向
以
建
立
公
民
社
會
、
第
三
部
門
及
其
他
非
官
方
組
織
為
目
標
的
發
展
模
式 

２
部
分
運
動
與
民
進
黨
政
府
呈
現
日
益
緊
張
的
關
係 

１
民
進
黨
與
社
運
團
體
合
作
的
許
多
改
革
訴
求
未
見
預
期
成
果 

４
二
○
一
四
年
太
陽
花
學
運
：
學
生
主
導
，
攻
佔
立
法
院
，
抗
議
《
海
峽
兩
岸
服
務
貿
易
協
議
》
強
行
通
過
審
查 

３
二
○
一
三
年
白
衫
軍
運
動
：
洪
仲
丘
事
件
後
引
爆
的
社
會
運
動
，
眾
人
穿
「
白
衣
」
要
求
「
真
相
大
白
」(

又
稱
八
月
雪
運
動)_ 

２
二
○
一
○
年
反
國
光
石
化
開
發
案 

 

１
二
○
○
三
年
樂
生
療
養
院
舊
院
區
保
留
運
動
：
反
映
了
臺
灣
社
會
對
經
濟
發
展
與
歷
史
保
存
的
兩
種
聲
音 

 
 

 
 

↓
一
九
九
一
年
通
過
公
平
交
易
法
↓
一
九
九
四
年
行
政
院
成
立
消
費
者
保
護
委
員
會
。 

３
結
果
：
一
九
八
○
年
「
消
費
者
文
教
基
金
會
」
↓
一
九
八
四
年
立
法
院
通
過
消
費
者
保
護
法 

 
 

 
 

Ｂ
一
九
七
九
年
底
，
「
假
酒
事
件
」
，
有
大
學
教
授
因
誤
飲
含
有
甲
醇
的
假
酒
而
引
發
失
明 

２
事
件
：
Ａ
一
九
七
九
年
，
「
多
氯
聯
苯
事
件
」
（
又
稱
「
米
糠
油
中
毒
事
件
」
） 

１
起
因
：
一
九
七
○
年
代
初
期
，
能
源
危
機
引
發
部
分
民
生
問
題
，
臺
灣
民
眾
逐
漸
重
視
生
活
品
質
與
環
境
安
全 

３
升
溫
：
二
○
一
一
年
日
本
發
生
福
島
第
一
核
電
廠
事
故
，
引
起
全
球
各
地
反
核
運
動 

２
發
展
：
在
野
黨
派
與
社
運
團
體
對
此
議
題
展
開
關
注 

１
時
間
：
一
九
八
○
年
，
核
四
廠
興
建
計
畫
提
出 

●
反
核
議
題
： 

３
結
果
：
行
政
院
於
一
九
八
七
年
成
立
環
境
保
護
署
。 

２
訴
求
：
目
的
在
對
抗
財
團
開
發
，
並
呼
籲
政
府
機
關
關
注 

 
 

 
 

↓
一
九
八
○
年
代
起
，
臺
灣
民
眾
興
起
反
汙
染
、
反
公
害
環
境
保
護
活
動 

１
背
景
：
一
九
六
○
及
一
九
七
○
年
代
，
歐
美
與
日
本
等
國
將
高
汙
染
產
業
漸
次
轉
移
至
臺
灣
等
開
發
中
國
家
。 

 
 

四
分
之
一
保
障
條
款
而
奔
走
。
會
後
遭
歹
徒
殺
害
。
消
息
震
驚
社
會
，
後
立
法
院
陸
續
通
過
性
侵
害
犯
罪
防
治
法
等
法
案
。 

３
補
充
：
彭
婉
如
命
案
：
臺
灣
知
名
女
權
運
動
者
，
於
一
九
九
六
年
赴
高
雄
參
加
民
進
黨
黨
員
代
表
大
會
，
為
推
動
婦
女
參
政 

２
解
嚴
後
，
婦
女
團
體
紛
紛
成
立
，
逐
漸
轉
型
為
性
別
平
等
運
動 

１
時
間
：
自
一
九
七
○
年
呂
秀
蓮
倡
議
女
性
主
義
始 

 
Ｂ
二
○
○
三
到
二
○
○
四
年
，
白
米
炸
彈
案 

 

Ａ
一
九
八
八
年
，
五
二
○
農
民
運
動
：「
雲
林
縣
農
民
權
益
促
進
會
」
發
起
的
請
願
活
動
，
數
千
農
民
北
上
，
訴
求
有
計
畫
收

購
稻
穀
、
改
善
水
利
會
、
農
地
自
由
使
用
等 

３
事
件
：
伴
隨
全
球
化
發
展
的
過
程
中
，
臺
灣
本
地
農
產
品
往
往
成
為
貿
易
談
判
的
犧
牲
品 

２
發
展
：
一
九
八
○
年
代
各
式
社
會
運
動
的
興
起
，
勞
工
意
識
興
起
，
學
生
團
體
、
知
識
分
子
參
與
投
入
相
關
運
動 

１
政
府
推
動
臺
灣
自
農
業
轉
型
為
工
商
業
經
濟
型
態
，
農
業
及
農
村
地
位
逐
漸
下
降 

↓ 

城
鄉
差
距 

３
改
革
：
二
○
○
四
年
九
月
全
面
實
施
九
年
一
貫
，
其
後
十
二
年
一
貫
也
開
始
進
行 

２
發
展
：
一
九
九
四
年
，
教
改
人
士
發
起
四
一
○
大
遊
行 

１
背
景
：
要
求
教
育
改
革
及
開
放
校
園
事
務
參
與 

 
 

 
 

Ｂ
二
○
一
四
年
「
巢
運
」
興
起(

以
「
滅
金
權
、
爭
公
平
」
為
號
召
，
抗
議
高
房
價) 

２
發
展
：
Ａ
一
九
八
九
年
形
成
「
無
住
屋
者
救
援
會
」
組
織
↓
同
年 

「
萬
人
夜
宿
忠
孝
東
路
」
行
動 

１
問
題
：
一
九
八
○
年
代
，
台
灣
民
眾
面
臨
地
價
與
房
價
高
漲
、
貧
富
不
均
等
問
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