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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反威權一代宗師胡佛飄逝
胡佛逝世（1932—2018年）

台灣學術界自由主義先驅、政治學泰斗、中央研究院院士胡佛病逝於台大醫院，享年八十
九歲。他推動台灣民主化，堅守中華民國憲法最後防線，具有濃郁中華民族主義的情懷。 ·童清峰

被
喻
為
台
灣
學
術
界
自
由
主

義
先
驅
、
政
治
學
泰
斗
的

中
央
研
究
院
院
士
胡
佛
，
九
月
十

日
病
逝
於
台
大
醫
院
，
這
位
具
有

中
華
民
族
主
義
情
懷
、
堅
守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的
最
後
防
線
的
知
識
分

子
，
約
一
個
月
前
因
跌
倒
傷
及
腦

部
，
住
院
月
餘
，
傷
重
不
治
，
享

壽
八
十
九
歲
。

台
灣
老
一
輩
對
胡
佛
並
不
陌

生
，
在
戒
嚴
時
代
，
他
經
常
在
報

刊
發
表
鼓
吹
憲
政
的
文
章
，
得
到

當
時

﹁黨
外﹂
︵
民
進
黨
前
身
︶

人
士
敬
重
，
因
此
被
當
局
賦
予
和

﹁黨
外﹂
溝
通
的
重
任
，
與
前
監

委
陶
百
川
、
前
台
灣
大
學
心
理
系

教
授
楊
國
樞
等
人
，
經
常
穿
梭
在

黨
內
外
。
解
嚴
後
，
他
與
一
群
富

有
自
由
主
義
色
彩
的
學
界
人
士
創

辦
媲
美
英
國

﹁費
邊
社﹂
的
論
政

團
體

﹁澄
社﹂
，
推
動
政
治
、
社

會
和
經
濟
改
革
，
不
時
發
表
時

論
，
在
相
當
程
度
上
，
對
推
動
台

灣
的
自
由
民
主
有
一
定
的
貢
獻
。

胡
佛
專
長
為
政
治
學
、
憲
法

學
，
望
重
士
林
，
他
也
是
一
九
四

九
年
後
第
一
位
當
選
中
研
院
院
士

的
政
治
學
者
。
他
的
得
意
門
生
、

同
是
中
研
院
院
士
、
也
是
繼
胡
佛

後
第
二
個
政
治
學
門
院
士
、
台
大

政
治
系
教
授
朱
雲
漢
接
受
亞
洲
週

刊
訪
問
，
稱
許
胡
佛
被
公
認
是
台

灣
政
治
學
的

﹁一
代
宗
師﹂
，
桃

李
滿
天
下
，
包
括
前
總
統
馬
英

九
、
前
副
總
統
呂
秀
蓮
、
台
中
市

長
林
佳
龍
、
陸
委
會
主
委
陳
明
通

等
，
都
曾
受
業
於
胡
佛
。

馬
英
九
透
過
辦
公
室
表
示
，

得
知
胡
老
師
過
世
，
深
感
不
捨
與

哀
痛
。
馬
回
憶
，
大
學
時
代
曾
上

過
胡
的
課
，
也
常
聽
他
演
講
。
胡

學
識
淵
博
、
態
度
誠
懇
、
觀
點
持

平
，
在
維
護
自
由
與
人
權
、
落
實

民
主
憲
政
方
面
，
貢
獻
卓
著
。

胡
佛
為
台
灣
留
下
許
多
珍
貴

的
精
神
遺
產
。
朱
雲
漢
以

﹁
大

智﹂
、

﹁大
仁﹂
、

﹁大
勇﹂
來

形
容
他
一
生
追
隨
的
老
師
。
智
指

大
智
慧
，
胡
佛
在
學
術
上
有
獨
到

見
解
，
在
經
驗
研
究
上
為
台
灣
開

闢
新
的
道
路
，
而
且
開
花
結
果
。

不
僅
如
此
，
胡
佛
還
是
名
智

者
，
對
於
關
鍵
時
期
的
歷
史
發

展
，
常
有
敏
銳
的
觀
察
。
朱
雲
漢

舉
例
表
示
，
一
九
八
八
年
，
李
登

輝
繼
任
總
統
後
召
開
國
是
會
議
，

胡
佛
受
邀
擔
任
籌
備
會
議
的
成

員
。
開
會
後
，
胡
發
現
主
要
設
定

的
議
題
是
修
憲
，
重
點
則
在
整
體

的
政
治
結
構
。
當
時
他
非
常
懷
疑

李
對
國
家
憲
法
的
認
同
。
胡
佛
曾

經
寫
道
，
當
時
他
曾
詢
問
總
統
府

秘
書
長
蔣
彥
士
，

﹁這
位
李
總
統

是
在
搞
台
獨
嗎
？
蔣
秘
書
長
說
絕

非
如
此﹂
。
但
他
仍
在
正
式
會
議

召
開
前
，
毅
然
先
行
退
出
。
後
來

證
明
李
確
是
台
獨
的
教
父
，
在
此

之
前
，
並
沒
有
任
何
人
察
覺
到
。

在
仁
的
部
分
，
胡
佛
民
胞
物

與
。
朱
雲
漢
強
調
，
胡
關
心
兩
岸

十
三
億
人
和
台
灣
二
千
三
百
萬
人

的
前
途
，

﹁這
是
他
一
生
最
大
關

懷﹂
。
胡
認
為
民
族
復
興
與
建
立

民
主
法
治
其
實
是
相
容
的
，

﹁這

兩
者
之
間
並
不
矛
盾﹂
。
朱
說
，

這
幾
年
胡
關
注
中
國
大
陸
發
展
，

也
知
道
對
岸
走
的
是
一
條
不
一
樣

的
路
，
但
他
也
希
望
中
國
大
陸
將

來
能
走
上
政
治
參
與
、
權
利
保
障

與
責
任
政
治
等
更
有
制
度
的
一
條

路
，
只
是
在
這
方
面
，
他
沒
有
太

多
的
公
開
論
述
。

胡
佛
對
近
年
來
台
灣
走
向
獨

立
的
政
治
發
展
，
相
當
憂
心
。
今

年
一
月
他
接
受
亞
洲
週
刊
訪
問
表

示
，

﹁台
灣
選
舉
，
不
是
要
選
擇

一
個
政
府
，
而
是
在
選
舉
一
個
國

家﹂
，
長
久
下
來
，
會
對
台
灣
帶

來
災
難
性
的
後
果
。

威
權
時
期
屢
遭
打
壓

在
風
聲
鶴
唳
的
年
代
，
言
論

很
容
易
賈
禍
，
胡
佛
總
是
威
武
不

屈
。
他
畢
生
宣
揚
憲
政
主
義
，
在

威
權
時
期
，
大
力
鼓
吹
回
歸
憲

政
、
國
會
全
面
改
選
，
被
尊
崇
為

支
持
民
主
、
自
由
開
放
的
學
者
，

但
卻
被
當
局
視
為
大
逆
不
道
，
屢

遭
打
壓
。

﹁胡
先
生
抗
壓
性
非
常

強
，
完
全
不
畏
權
勢﹂
，
不
同
時

期
當
局
的
施
壓
，
完
全
沒
對
他
造

成
影
響
。
在
威
權
時
代
，
他
創
辦

︽
思
與
言
雜
誌
︾
，
常
發

﹁
異

見﹂
，
讓
當
局
懷
疑
胡
佛
聚
集
一

批
知
識
分
子
辦
雜
誌
的
動
機
，
是

否
背
後
有
美
國
親
北
京
的
費
正
清

勢
力
，
特
務
每
天
到
課
堂
監
督
，

在
後
面
追
蹤
他
行
蹤
，
幾
乎
是
家

常
便
飯
，
警
備
總
部
︵
戒
嚴
時
期

負
責
國
安
︶
一
度
將

﹁首
謀﹂
胡

佛
帶
走
。
朱
雲
漢
透
露
，
當
時
他

家
人
透
過
各
種
關
係
才
把
他
營
救

一九二九年十

二月一日生於浙江

杭縣，一九四九年赴台，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

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後任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

授、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學術諮詢委員會召

集人、中研院院士，研究專長為憲法學、政治文

化、選舉行為、政治參與、政治變遷等領域。一

九八九年，與楊國樞、張忠棟、李鴻禧等自由派

學者創辦政治評論社團 「澄社 」 。胡佛反對台
獨，主張兩岸統一是最高道德價值。 ■

胡佛小檔案

■

胡
佛
：
桃
李
滿
天
下
，
台

灣
政
治
學
的
﹁一
代
宗
師
﹂

朱
雲
漢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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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來
，
後
來
他
獲
得
耶
魯
大
學
傅

爾

布

萊

特

基

金

︵F
u

lb
ri g

h
t

F
o

u
n

d
at io

n

︶
獎
學
金
，
擔
任
訪

問
學
人
，
卻
無
法
得
到
出
境
許

可
，
直
到
前
監
察
院
長
陳
履
安
親

自
出
面
，
才
解
除
境
管
。

朱
雲
漢
推
崇
胡
佛
具
有
知
識

分
子
的
氣
節
。

﹁當
然
你
可
以
說

那
個
時
代
已
經
過
去
了
，
現
在
是

個
媚
俗
的
時
代
、
民
粹
的
時
代
，

沒
有
人
在
乎
這
個﹂
。
但
是
他
身

體
力
行
，
而
非
書
本
上
的
美
化
想

像
。
他
的
朋
友
認
為
他
是
個

﹁書

呆
子﹂
，
事
實
上
他
本
人
沒
有
太

多
自
我
的
慾
望
，
對
於
學
術
、
政

治
、
民
族
等
，
有
自
己
的
理
念
，

﹁對
這
個
理
念
一
以
貫
之
，
而
且

無
怨
無
悔
地
去
追
求﹂
。
朱
雲
漢

說
，
當
年
他
遭
政
治
打
壓
時
，
家

人
會
擔
心
台
大
教
職
會
不
會
不

保
，
甚
至
當
被
限
制
出
境
、
被
羅

織
，
會
不
會
影
響
前
途
等
，
有
一

段
時
間
，
家
人
幾
乎
都
是
在
陰
影

下
過
日
子
，
但
他
習
於
把
家
人
擺

到
最
後
，
沒
有
絲
毫
改
變
，
還
是

繼
續
做
自
己
。

朱
雲
漢
說
，
胡
佛
的
父
親
是

第
一
屆
國
大
代
表
戴
天
球
︵
他
從

小
過
繼
給
母
親
家
所
以
姓
胡
︶
，

在
國
民
黨
內
地
位
很
高
，
如
果
沒

有
這
層
保
護
，
也
許
威
權
體
制
會

更
早
對
他
施
壓
。

﹁但
應
該
這
樣

講
，
通
常
有
這
樣
庇
蔭
的
人
，
都

會
好
好
利
用
這
個
庇
蔭
飛
黃
騰

達﹂
。
胡
佛
顯
然
不
是
這
樣
，
他

選
擇
走
另
一
條
路
，
他
認
為
自
己

有
這
樣
底
氣
，
所
以
比
別
人
做
得

更
大
膽
，
但
他
並
非
暴
虎
馮
河
，

而
是
經
過
理
性
判
斷
，
讓
自
己
站

在
非
常
穩
的
立
場
，
依
照
憲
法
所

賦
予
的
言
論
自
由
空
間
去
測
試
當

局
底
線
。

做
人
與
做
學
問
一
絲
不
苟

胡
佛
做
人
和
做
學
問
，
都
一

絲
不
苟
。

﹁老
胡
這
個
人
非
常
潔

身
自
愛
，
台
語
可
以
說
這
個
人
比

較

﹃ㄍ
ㄧ
ㄥ﹄
︵
拘
謹
︶
。﹂
胡

幾
十
年
的
知
交
、
前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教
授
何
懷
碩
說
，
胡
佛
穿
襯

衫
，
連
喉
嚨
上
的
最
高
一
個
釦

子
，
常
常
還
扣
起
來
，
對
自
己
的

要
求
很
高
，
出
版
社
要
出
他
的
著

作
，
最
後
常
因
時
間
拖
太
久
而
不

了
了
之
，

﹁他
對
功
名
之
心
非
常

淡﹂
，
幾
次
當
局
找
他
做
官
，
都

被
他
婉
拒
。

朱
雲
漢
從
大
學
時
代
就
跟
著

胡
佛
，
他
還
記
得
在
台
北
市
徐
州

路
的
小
小
研
究
室
，
地
上
堆
滿
問

卷
、
抽
樣
卡
等
，
胡
佛
也
跟
著
助

理
蹲
在
地
上
整
理
。

剛
開
始
做
地
方
基
層
調
查
研

究
時
，
胡
佛
會
親
自
帶
著
學
生
到

第
一
線
參
與
調
查
，
他
台
語
說
得

不
好
，
學
生
就
安
排
老
師
到
眷
村

或
公
教
人
員
宿
舍
等
外
省
人
聚
集

地
方
訪
問
，
他
也
照
做
。
這
種
執

著
的
態
度
對
學
生
有
很
大
影
響
。

﹁台
灣
政
治
科
學
化
，
他
絕

對
是
最
重
要
的
開
創
者﹂
，
台
灣

政
治
學
可
以
在
國
際
間
發
揮
這
麼

大
影
響
力
，
成
為
東
亞
的
龍
頭
，

﹁
事
實
上
基
礎
都
是
他
奠
定

的﹂
。
朱
雲
漢
說
，
沒
有
胡
佛
，

台
灣
政
治
學
不
可
能
有
這
麼
壯
大

的
團
隊
。

﹁他
在
威
權
體
制
轉
型

初
期
就
開
始
蒐
集
經
驗
性
資
料
，

對
於
一
般
民
眾
的
政
治
態
度
、
政

治
價
值
觀
是
什
麼
樣
的
形
貌
，
一

直
追
蹤
，
追
蹤
到
台
灣
走
完
整
個

民
主
轉
型
過
程
，
累
積
了
這
麼
長

的
資
料
，
而
且
呼
應
著
宏
觀
結
構

跟
制
度
的
劇
烈
變
化
，
這
樣
的
資

料
在
全
世
界
幾
乎
絕
無
僅
有﹂
。

最
近

﹁拔
管﹂
事
件
鬧
得
全

台
震
盪
，
教
育
部
硬
是
不
發
給
前

國
發
會
主
委
管
中
閔
台
大
校
長
聘

書
，
胡
佛
今
年
一
月
接
受
亞
洲
週

刊
訪
問
時
心
有
戚
戚
焉
，
他
提
到

自
己
過
去
也
曾
參
選
過
台
大
校

長
，
同
樣
也
因

﹁
省
籍
不
正

確﹂
，
未
能
當
選
。
他
批
評
民
進

黨
，

﹁
只
因
為
抓
到
人
家
小
辮

子
，
就
要
這
樣
子
搞
人
家﹂
。
他

質
疑
這
種
做
法
缺
乏
道
德
，
比
台

灣
的
詐
騙
犯
也
高
明
不
了
多
少
。

在
馬
英
九
時
代
，
國
民
黨
高

層
多
次
向
胡
佛
請
益
，
他
很
認
真

地
提
供
政
治
、
法
律
制
度
上
的
建

議
，
可
惜
多
未
獲
採
納
，
讓
他
對

國
民
黨
相
當
心
灰
意
冷
。

毋
忘

﹁中
國
人
﹂
的
認
同

朱
雲
漢
講
了
一
個
小
故
事
。

台
灣
社
會
不
講
中
國
人
已
經
很
久

了
，
連
國
民
黨
的
領
袖
馬
英
九
自

己
也
不
講
，
所
有
事
情
只
要
扯
到

中
國
人
都
盡
量
淡
化
、
隱
藏
，
胡

佛
對
此
深
有
所
感
，
有
一
次
到
總

統
府
開
會
，
就
當
著
馬
英
九
的
面

說
：

﹁你
當
了
總
統
以
後
，
把
一

樣
東
西
搞
丟
了
，
我
現
在
來
總
統

府
裏
面
找
找
看
，
看
能
不
能
找
得

到
？﹂
馬
很
詫
異
地
問
：

﹁找
什

麼
？﹂
﹁中
國
人
這
三
個
字
丟
掉

了
！﹂
胡
認
為
，
在
認
同
問
題

上
，
馬
應
該
主
動
去
影
響
社
會
，

台
灣
人
跟
中
國
人
認
同
根
本
不
矛

盾
，
否
則
還
用
中
華
民
國
這
塊
招

牌
幹
嘛
，
如
果
只
有
對
岸
才
能
用

﹁中
國
人﹂
，
那
台
灣
人
又
算
什

麼
呢
？
他
對
馬
在
認
同
問
題
上
的

退
讓
、
遷
就
，
或
不
敢
面
對
這
個

議
題
，
滿
失
望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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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追悼一國兩治先鋒沈君山
沈君山病逝（1932—2018年）

前台灣清華大學校長沈君山中風十一年後，腸破裂逝世，享壽八十七歲。他為 兩 岸 前
途提出創見，是 「一國兩治」 主張先鋒，曾三度晤江澤民，緩和兩岸關係。 ·童清峰

一 九 三

二年八月生

於南京，台灣大學物理系學士，美國馬里蘭

大學物理博士，家世顯赫，父親是中華民國

農業專家沈宗翰。曾任職普林斯頓大學、美

國太空總署太空研究所及普度大學，一九七

三年回台灣後，擔任台灣清華大學物理系教

授兼理學院院長，一九八八年入閣出任政務

委員，一九九三年當選第一屆民選清華大學

校長至一九九七年止。 ■

沈君山小檔案

二
零
零
七
年
七
月
八
日

前
台
灣
清
華
大
學
校

長
沈
君
山
驚
傳
第
三
度
中

風
，
當
時
七
十
五
歲
的
他
因

出
血
性
腦
中
風
，
經
長
達
六

小

時

的

手

術
，
意
識
仍

不
清
楚
，
過

去
十
多
年
來

他
都
臥
在
病

床
，
只
能
由

看
護
照
料
，

保
台﹂
，
根
據
沈

君
山
的
解
釋
：

﹁第
一
，
認
同
國

民
政
府
這
個
體

制
。
第
二
，
在
體

制
中
改
革
，
使
得

它
建
立
在
人
民
的

基
礎
上
。
第
三
，

在
一
個
中
國
的
原

則
下
，
爭
取
台
灣

最
大
的
利
益
。﹂

一
九
七
三
年

返
台
服
務
後
，
沈

君
山
開
始
關
注
兩

岸
議
題
，
先
後
擔

任
行
政
院
政
務
委

員
、
國
家
統
一
委

員
會
委
員
等
職
，

對
於
兩
岸
未
來
他

有
更
多
時
間
構

思
。
一
九
八
七
年

他
以
一
個
認
同
台

灣
的
中
國
人
立

場
，
提
出

﹁一
國

兩
治﹂
，
掀
起
兩

岸
論
述
的
熱
烈
討

論
，

﹁
一
國
兩

府﹂
、

﹁一
國
良

制﹂
、

﹁一
中
一

台﹂
等
紛
紛
出
爐
。

沈
君
山
說
，

﹁一
國
兩
治﹂

的
理
論
基
礎
是

﹁主
權
史
傳
，
至

全
民
予﹂
。
主
權
為
抽
象
的
國
家

象
徵
，
治
權
為
具
體
的
政
治
權

力
。
主
權
代
表
歷
史
的
傳
承
，
象

徵
未
來
的
發
展
，
在
當
前
複
雜
的

國
際
環
境
下
，
應
及
早
確
定
，
在

適
當
時
候
，
可
以
考
慮
由
兩
個
地

區
共
同
組
成
一
個
不
具
實
際
權
力

的
最
高
機
構
，
以
為
象
徵
。

二
零
零
四

年
四
月
，
沈
君

山
接
受
亞
洲
週

刊
訪
問
，
針
對

﹁一
國
兩
治﹂

他
有
更
成
熟
的

分
析
。

﹁現
在

大
陸
有
兩
條

路
，
一
條
是
武

力
統
一
，
一
條

是
和
平
方
式
，
這
兩
個
極
端
之

間
，
它
一
定
要
把
主
權
、
一
個
中

國
做
更
開
放
的
解
釋﹂
。
他
認
為

大
陸
對

﹁一
國
兩
治﹂
的
接
受
度

要
比
十
年
前
大
得
多
，

﹁一
國
兩

治﹂
不
是
邦
聯
，
而
邦
聯
是

﹁一

國
兩
治﹂
的
一
種
，
大
陸
不
願
更

改
國
體
，
但
若
要

﹁兩
制﹂
，
必

先

﹁兩
治﹂
。

他
進
一
步
指
出
，
中
共
拿
下

台
灣
所
要
付
出
的
代
價
，
保
留
分

治
台
灣
所
要
得
到
的
利
益
，

跟
拿
下
台
灣
以
後
治
理
台
灣

對
中
國
的
影
響
，
這
三
者
之

間
加
加
減
減
，
拿
下
台
灣
所

付
的
代
價
最
大
，
拿
下
台
灣

所
要
統
治
台
灣
得
到
的
利
益

最
小
，
分
治
底
下
的
台
灣
對

它
利
益
最
大
，
這
三
者
加
減

假
如
大
於
零
的
話
，
台
灣
就

安
全
了
。

他
於
擔
任
國
統
會
委
員
期

間
，
曾
三
度
與
前
中
國
領
導
人
江

澤
民
晤
談
，
對
緩
和
兩
岸
關
係
有

所
貢
獻
。
一
九
九
二
年
元
月
，
沈

君
山
第
三
次
去
看
江
澤
民
時
，
寫

下
三
條
從
台
灣
立
場
處
理
兩
岸
關

係
，
一
個
是
架
構
上
是
德
國
模

式
、
策
略
上
是
芬
蘭
模
式
，
第
三

要
中
國
的
文
化
。
他
說
，
德
國
模

式
是
兩
個
有
最
高
法
權
的
國
家
，

但
德
國
模
式
有
一
個
問
題
，
是
兩

邊
實
力
相
當
，
民
主
體
系
遠
強
過

極
權
體
系
，
但
台
灣
跟
大
陸
，
情

勢
上
不
是
東
西
德
，
也
不
是
南
北

韓
，
強
弱
太
懸
殊
。
第
二
是
芬
蘭

策
略
，
芬
蘭
一
九
四
三
至
一
九
八

六
年
，
有
二
十
年
時
間
對
抗
斯
大

林
強
權
，
芬
蘭
跟
蘇
聯
只
有
一
牆

之
隔
，
但
它
是
個
社
會
民
主
國

家
，
能
夠
在
超
強
國
家
底
下
生

存
，
為
了
國
家
自
主
付
出
許
多
代

價
，
它
與
蘇
聯
簽
訂
友
好
協
定
，

在
經
濟
、
軍
事
上
都
合
作
無
間
，

它
讓
蘇
聯
覺
得
分
開
自
主
比
跟
它

合
併
對
蘇
聯
的
幫
助
更
大
，
處
處

跟
蘇
聯
商
量
、
合
作
，
而
且
它
在

經
濟
上
還
獲
益
。

沈
君
山
的
結
論
是
，
台
灣
以

後
在
策
略
上
應
該
學
芬
蘭
。
但
無

論
是
德
國
或
芬
蘭
模
式
都
是
外

國
，
要
了
解
中
國
政
治
文
化
傳

統
，
才
能
處
理
兩
岸
關
係
，
這
也

是
前
總
統
李
登
輝
失
敗
的
地
方
，

他
對
中
國
文
化
反
感
，
陳
水
扁
則

是
不
了
解
中
國
文
化
。

在
陳
水
扁
那
個
年
代
，
台
灣

就
開
始

﹁去
中
國
化﹂
。
對
此
，

沈
君
山
認
為
，
去
中
國
化
是
多
元

的
，
現
在
政
治
的
去
中
國
化
已
經

差
不
多
了
，
只
有
經
濟
上
去
不

了
，
民
進
黨
當
政
後
，
這
幾
年
著

手
文
化
上
去
中
國
化
，
涉
及
教
育

政
策
等
。
為
了
去
中
國
化
，
不
說

刺
激
中
共
，
台
灣
社
會
本
身
就
付

出
很
多
代
價
。
其
實
強
調
台
灣
主

體
根
本
不
必
等
於
去
中
國
化
，
尤

其
是
在
文
化
層
面
。
他
常
對
民
進

黨
朋
友
說
，
承
認
同
是
中
國
人
是

台
灣
免
於
戰
爭
最
有
用
的
一
張

牌
，
比
六
千
億
新
台
幣
︵
約
一
百

九
十
五
億
美
元
︶
買
飛
彈
還
要
有

用
，
做
一
個
堂
堂
正
正
的
台
灣

人
，
也
可
以
是
中
國
人
。

力
勸
小
蔣
輕
判
美
麗
島
事
件

一
九
八
零
年
美
麗
島
事
件

中
，
國
民
黨
內
曾
有
人
主
張
要
強

硬
處
理
，
將
主
謀
判
處
死
刑
。
動

員
戡
亂
時
期
︽
懲
治
叛
亂
條
例
︾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
俗
稱

﹁
二
條

一﹂
︶
是
唯
一
死
刑
，
當
時
大
審

期
間
，
沈
君
山
每
天
參
與
旁
聽
，

晚
上
回
來
就
跟
蔣
經
國
報
告
，
希

望
他
不
要
採
取
極
端
手
段
，
並

說
：

﹁不
宜
流
血
，
第
一
，
流
血

製
造
烈
士
；
第
二
，
流
血
國
際
視

聽
一
定
不
佳
；
第
三
，
我
們
終
究

要
在
這
塊
土
地
耽
下
去
，
血
流
入

土
地
，
再
也
收
不
回
。﹂
蔣
經
國

於
是
決
定
以
寬
大
方
式
處
理
，
避

免
流
血
事
件
。

二
零
零
五
年
二
度
中
風
時
，

因
在
醫
院
病
房
親
睹
恩
師
吳
大
猷

一
段
生
死
的
經
歷
，
沈
君
山
曾
公

開
發
表
︽
生
命
遺
囑
︾
，
對
老
病

與
生
死
，
相
當
淡
然
。

■

九
月
十
二
日
上
午
十
時
因
腸
道
破

裂
引
發
的
感
染
逝
於
新
竹
馬
偕
醫

院
，
享
壽
八
十
七
歲
。

瀟
灑
倜
儻
的
沈
君
山
，
與
連

戰
、
錢
復
、
陳
履
安
，
並
稱
為
國

民
黨

﹁
四
公

子﹂
，
其
中
沈

學
識
淵
博
，
尤

其
才
氣
縱
橫
，

圍
棋
、
橋
牌
、

寫
作
、
足
球
、

籃
球
等
樣
樣
精

通
。
沈
辭
世
後
，
與
沈
熟
稔
的
前

總
統
馬
英
九
表
達
悼
念
，
肯
定
沈

﹁才
高
八
斗
，
文
采
風
流
，
是
一

個
才
華
橫
溢
的
天
才
型
學
者﹂
。

綜
觀
沈
君
山
一
生
，
他
為
兩

岸
前
途
提
出
創
見
，
囿
於
情
勢
，

未
獲
當
局
採
納
，
但
他
在
許
多
國

際
會
議
上
，
代
表
台
灣
據
理
力

爭
，
奠
定
與
對
岸
平
等
的
對
話
基

礎
，
當
獲
肯
定
，
而
且
在
民
主
化

過
程
中
，
他
也
為
台
灣
的
人
權
自

由
貢
獻
相
當
心
力
。

馬
英
九
表
示
，
沈
君
山
長
期

以
獨
立
人
士
的
身
份
，
關
心
台
灣

民
主
發
展
與
兩
岸
事
務
，
在
任
清

華
大
學
校
長
期
間
，
更
成
功
地
將

清
華
大
學
發
展
為
校
風
民
主
自

由
、
學
術
卓
越
成
長
的
完
全
大

學
，
對
國
家
社
會
貢
獻
良
多
，
高

風
勁
節
，
令
人
敬
佩
。

沈
君
山
是
馬
里
蘭
大
學
物
理

博
士
，
曾
任
職
於
普
林
斯
頓
大

學
、
美
國
太
空
總
署
太
空
研
究
所

及
普
度
大
學
。
釣
魚
台
運
動
改
變

了
很
多
人
的
一
生
，
他
也
是
其
中

之
一
。

﹁假
若
沒
有
釣
運
，
我
現

在
還
會
生
活
在
美
國
中
西
部
的
一

個
小
鎮
上
，
安
安
穩
穩
地
做
一
個

美
國
大
學
的
教
授﹂
，
他
寫
道
。

七
十
年
代
初
，
釣
運
因
分

裂
，
從
如
火
如
荼
至
偃
兵
息
甲
；

原
本
對
政
治
毫
無
興
趣
的
沈
君
山

卻
開
始
熱
切
地
推
動

﹁
革
新
保

台﹂
運
動
，
在
他
一
生
中
，

﹁革

新
保
台﹂
、

﹁一
國
兩
治﹂
一
直

是
其
一
貫
的
觀
點
。
所
謂

﹁革
新

■■ 前台灣清華大學前台灣清華大學
校長沈君山：釣魚台校長沈君山：釣魚台
運動改變其一生運動改變其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