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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代影響台灣命運最深遠的兩場戰爭主要由 1941 年至 1945 年的太平洋戰

爭與 1946 年至 1949 年的第二次國共戰爭所組成。參與太平洋戰爭的台灣兵擁

有日本軍人、軍屬的身份；參與國共戰爭的台灣人則分別成為國民黨及共產黨

的軍人。

本文主要介紹台籍老兵的歷史，以及投入台籍老兵權益運動的許昭榮。並

分享「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及「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暨主題館」如何透過

各種活動推廣議題，讓大眾更加認識戰爭人權，一同反思、探討台灣這段近代

史的重要性，進而凝聚社會共識，撫平戰爭創傷，填補轉型正義未完的拼圖，

也可深化全民憂患意識。

關鍵字 
台籍老兵、台籍日本兵、台籍國民黨兵、台籍共產黨兵、許昭榮、戰爭

人權、轉型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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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台灣社會在探討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時，較著重於政治

受難者，2017 年立法院通過的《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 3 條即敘明威權統治

時期為自 1945 年 8 月 15 日起至 1992 年 11 月 6 日，有關台籍老兵的戰爭受難

者議題，則不隸屬此範疇。台籍老兵既無法列入台灣轉型正義的一環，亦於國

民黨執政時透過意識型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長久消失在台

灣歷史的洪流，直至今日僅於歷史教科書中寥寥片語帶過。

台灣近代戰爭主要由 1941 年至 1945 年的太平洋戰爭與 1946 年至 1949 年

的第二次國共戰爭所組成。參與太平洋戰爭的台灣兵擁有日本軍人、軍屬的

身分；參與國共戰爭的台灣人則分別成為國民黨兵及共產黨兵（杜正宇等，

2018：10）。

曾經作為台籍日本兵及台籍國民黨兵，身兼戰爭受難者與政治受難者身分

的許昭榮，在生命的最後 20 年全力投入台籍老兵權益運動，甚至不惜以身殉

焰，促成「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暨主題館」的建立，為台籍老兵找到回家的燈

塔，讓這段歷史得以被世人所知曉、紀念。

以下，將針對台籍老兵的歷史與權益運動，以及其中的關鍵人物許昭榮略

作介紹，並分享「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及「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暨主題

館」如何透過各種活動推廣台籍老兵這一項戰爭人權議題。

貳、台籍老兵

台籍老兵╱台灣兵一詞為台籍日本兵、台籍國民黨兵、台籍共產黨兵的

統稱。台籍日本兵╱台灣人日本兵，是指太平洋戰爭期間被日本徵募的台灣

軍人。根據日本厚生勞働省 1973 年的統計，共有軍人 8 萬 433 人、軍屬 12 萬

6,750 人，共計 20 萬 7,183 人（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2022：16），

其中戰死 3 萬 304 人（2021 年 7 月上修至 4 萬 1,900 名），若加上生死不明

者，總數高達 5 萬 3,000 餘人（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2022：64）。

除了軍人之外，台灣人當時多以軍屬身分進入戰場，軍屬指的是陸海軍中的

工作人員，可以區分為文官以及從事勤務者：文官有普通文官（政務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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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官、書記官、理事官、事務官）、教官（教授與助教）、技術官（技師、

技手、陸地測量師、測量手）、法官（法務官、司法事務官、錄事）、監獄官

（監獄長、監獄看守長、警查、監獄看守）、通譯官（通譯官、通譯生）、看護

婦（護婦長、看護婦、看護婦生徒）、司政官（司政長官、司政官、軍政地教

授、警部）等。從事勤務者則可分為屬、專任囑託員、臨時囑託員、雇員以及

傭人（守衛、看護婦、小使、給仕、馬丁以及消防夫）。部分陸軍造兵廠與海

軍工廠的工員以及部分船員也是屬於軍屬的範疇（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

會，2022：17-18）。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後，部分台籍日本兵戰

俘被送到西伯利亞及哈薩克進行苦役勞動；另有 173 人淪為戰犯，接受國際法

庭的審判，其中有 21 人被執行死刑，再有一部分成為了台籍國民黨兵（高雄

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2022：64-70）。

台籍國民黨兵╱台灣人國民黨兵，是指第二次國共戰爭期間，中華民國國

民政府從台灣招募並派至中國作戰的台灣人。當時國民政府用拐騙及「拉丁」

等非正式徵召的手段，網羅至少約 1 萬 5,000 名台灣青年參與國共戰爭（許昭

榮，2008：81）。部分滯留在海南島的台籍日本兵，因具有特殊技術（如軍

醫、司機等），遭強行留用捲入國共戰爭（許昭榮，2008：78），另一部分則

是為了躲避二二八事件的危險，而被迫加入中華民國國軍（高雄市關懷台籍老

兵文化協會，2022：70）。

台籍共產黨兵╱台灣人共產黨兵，是指原為台籍國民黨兵，因戰爭過程

中被俘虜、投降，共產黨將之收編成解放軍的台灣人，約有 2,000 餘名（許昭

榮，2008：88）。台籍共產黨兵在 1950 年韓戰爆發後，又投入「抗美援朝」

的行列（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2022：70），戰事結束後大多滯留中

國，於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期間成為被批鬥的對象（許昭榮，

2008：83-85）。

有關台籍日本兵索賠運動，主要是因 1952 年日本與中華民國政府簽訂

《中日和約》，約定雙方財產及債權問題，應由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國政府間

另商特別處理辦法。1972 年 9 月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與中華民國斷

交，也同時宣告《中日和約》失效，雙方失去法源依據無法重啟談判。在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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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德等人及各路團體的奔走下，日本國會雖於 1987 年 9 月立法通過《台灣居

民陣亡者遺族支付弔慰金法》，確認支付陣亡者遺族及重傷殘者每人 200 萬日

圓，並於 1988 年委託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發放，然 1994 年 5 月 6 日行政院致

立法院公文（臺八十三外字第一六二四二號）卻仍如此敘述：

……台省同胞屢次要求政府協助索還對日債權，日方亦曾多次要求我

國依照中日和約第三條規定，商定特別處理辦法，以解決兩國間債權

債務問題，惟我政府以對日債務多於債權，對日方請求會商處理辦

法，均設辭婉拒……

……為避免日方提出同時解決中日間債權債務之要求，目前不宜由政

府成立類似海基會之半官方基金會進行對日索賠事宜……。

1994 年 12 月 14 日，日本政府決定以 120 倍補償基數（日本籍的日本兵其

補償基數是 7,000 倍），作為補償台灣人原日軍（軍人及軍屬）及民間相關債

務，共計有：一、原日本軍人軍屬未支付薪津；二、軍事郵便儲金；三、外地

郵便儲金；四、簡易保險；五、郵便年金等五項。即便其決議引起台籍日本兵

及家屬強烈的不滿，亦持續有團體提出訴訟，但台籍日本兵索賠問題也就此定

調。日本政府發放補償金的工作，也在 2000 年 3 月 31 日結束，台籍日本兵對

日索賠運動就此畫上句點（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2022：194-208）。

台籍國民黨兵及台籍共產黨兵的權益則在許昭榮、呂永桂等人的努力下，

先於 1988 年促成台灣朝野人士成立「台灣人返鄉權利促進會」，爭取返鄉權

及榮民待遇；更使政府於 1989 年 3 月開放「滯留大陸的台籍前國軍人員及眷

屬返台家居」的規定，放寬對台籍國民黨兵以及眷屬的限制，同時開始調查台

籍共產黨兵的人數與身分。1994 年 11 月更成立「全國原國軍台籍老兵暨遺族

協會」，聲明：

（一） 歷史真相不容掩蓋：譴責政府用「拖延」與「搪塞」的態度來

應付，也告誡台灣子弟正視此歷史悲劇。

（二） 儘速辦理補償撫卹：要求不該出現省籍差異，比照大陸榮民的

撫卹政策，不該拖延逃避歷史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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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協助台籍老兵返鄉：協助目前尚滯留中國大陸而無親人擔保入

境的台籍老兵返鄉，應提供一切可行的管道來協助。

（四） 公開道歉建碑慰靈。

然而政府並未積極正面回應訴求。1996 年 12 月由行政院核定國防部所提

的「台灣地區光復初期隨國軍赴大陸地區作戰人員撫慰金發給辦法」，對早期

隨軍撤回或自行回台灣者補償 20 萬元；對戰歿、失蹤及滯留大陸者（含已病

故）最高給予 80 萬元的慰問金。權益運動至此告一段落（高雄市關懷台籍老

兵文化協會，2022：214-224）。

參、許昭榮

許昭榮，別名「峰禎」，獄中筆名「蕉影」。1928 年 11 月 23 日生於高雄

州潮州郡枋寮庄（今屏東枋寮）水底寮的農村家庭，為家中長子，有兩位弟

弟，7 歲入枋寮公學校就讀。1939 年，許昭榮 12 歲時，父親許明德去世，他

半工半讀完成公學校學業。畢業後經人介紹至台南州歸仁「王允得醫院」當藥

局生。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於 1943 年從軍，為日本海軍特別志願兵第二期，

負責海軍航空隊的地面勤務，在高雄岡山與新竹的航空基地執勤，1945 年參

與「櫻花特攻機」出擊作業。戰爭結束時，以「整備兵長」的身分迎接終戰。1

1947 年二二八事件後，為躲避國民黨政府清鄉行動，透過吳振武招募，

投入中華民國海軍「台灣技術員兵大隊」，赴山東青島參加國共內戰。在戰

役中，同袍林淵嵩不幸戰死，未能安葬。21950 年歷經塘沽、長山島等戰役，

獲頒「海功」、「海光」獎章。當時因無退役制度，他請長假返台，進入中油

高雄煉油廠工作，卻被密告逃兵而遭逮捕。經高雄煉油廠副廠長胡新南的保

釋，1951 年又回中華民國海軍服役，於「丹陽」艦服役（原日軍驅逐艦「雪

風」），執行攔截蘇聯油輪陶布斯號等任務。在軍中的發展頗為順利，並參與

接收美援軍艦等勤務。

1 張守真訪。2004。〈許昭榮先生專訪紀錄〉。《台籍老兵話滄桑》：1-20。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

會；許昭榮。2005。〈從影像看我的一生〉。未出版。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許昭榮檔案（檔號：

HSU-001-006-006）。
2 許昭榮對此事，撰有〈再哭祭渤海孤魂〉，收錄於杜正宇、呂宜璟、蔡宗宏編。2018。《寧願燒

盡，不願鏽壞：許昭榮文獻選輯》：74–78。高雄：高雄市歷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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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 年奉派赴美接收「咸陽號」軍艦時，偶然得知「台灣共和國臨時政

府」成立消息，返國時攜回《台灣獨立運動第十年》小冊傳播。1958 年被依

《懲治叛亂條例》判處十年徒刑。31968 年出獄後任職日商公司，1972 年被警總

栽贓覊押審問，歷時四月查無證據，獲不起訴處分。41985 年赴美經商期間，

因參與支持施明德獄中絕食的示威遊行，遭中華民國北美辦事處註銷回台簽

證，淪為政治難民。51986 年因國際特赦組織的奔走，獲得加拿大政府的政治

庇護而居於多倫多，直到 1991 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國內民主

風氣大開，才因而返台。

1989 年，許昭榮持加拿大護照前往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台聲》雜誌記

者閻崑的協助下，6 尋找同袍林淵嵩的遺骨。許昭榮也開始關心國共內戰期間流

離於中國各地的台籍老兵，積極尋訪他們的下落，並致力於為原國軍台籍老兵

及遺族討回公道。1991 年 9 月 27 日，許昭榮從加拿大帶著一面「滯留大陸台

籍老兵要回家」的連署布條返台，正式展開工作。經過數年的努力，他整合了

台老兵與遺族的力量，於 1994 年成立「全國原國軍台籍老兵暨遺族協會」，7

提升了抗爭運動的強度。1995 年，國防部同意將「陣亡台籍國軍」入祀圓山

忠烈祠，並改善權益不平等的問題。抗爭運動取得初步成果。

在長期抗爭後，許昭榮希望能為台灣軍人的歷史留下紀念，遂將重心放在

紀念設施的建立。1998 年於高雄市府門口絕食抗議，爭取提供「戰爭與和平

紀念公園」及紀念碑建設用地，時任高雄市長吳敦義同意將旗津海岸公園的預

3 許昭榮所遭遇到的案子，稱為「海軍台獨案」，許昭榮稱為「第一次受難」。詳細經過及判決文

書可見〈中華民國海軍第一件「臺獨」案〉一文，收錄於杜正宇、呂宜璟、蔡宗宏編。2018。
《寧願燒盡，不願鏽壞：許昭榮文獻選輯》：241-258。高雄：高雄市歷史博物館。

4 許昭榮將被警備總司令部覊押審問四個月一事，稱為「第二次受難」。參考許昭榮。1995。《台籍

老兵的血淚恨》：578。台北：前衛出版社；許昭榮編。1972。〈許昭榮第二次受難相關資料〉（未

出版）。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許昭榮檔案（檔號：HSU-001-003-058）。
5 淪為政治難民一事，許昭榮稱為「第三次受難」。參考許昭榮編。1986。 〈許昭榮第三次受難相關

資料〉（未出版）。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許昭榮檔案（檔號：HSU-001-003-059）。
6 《台聲》月刊為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簡稱全國台聯）的官方雜誌。全國台聯為中國官方對

台灣工作的核心組織之一，對於兩岸交流相當的關切。在 1980 年代，台灣未解除戒嚴令之前，

協助處理兩岸民間事務與交流。調查並尋找滯留在中國的台籍國軍，協助他們返鄉。參考台聲通

聯組。1988。〈飛鴻來自大洋彼岸――台灣鄉親許先生尋「難友」紀實〉。《台聲》：42。高雄市立

歷史博物館：許昭榮檔案（檔號：HSU-003-001-295）。
7 該會即今「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的前身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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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地提供使用。然而由於經費不足，加上與高雄市府溝通未契合，建設進度並

不理想。1998 年到 2005 年之間，許昭榮都在為建碑之事奔波，並著書向外界

介紹台籍國軍的歷史，宣揚建碑的理念。此外，又分別於 2004 年、2006 年自

費籌款建立「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公園入口石碑。

2005 年葉菊蘭代理高雄市長期間，許昭榮與高雄市府達成共識，工程進

度有了突破，8 但旋及捲入政治紛爭。由於高雄市議會要修改戰爭與和平紀念公

園的名稱，更動紀念碑的設立，此事讓許昭榮深受打擊，9 加上一直以來的辛勤

奔走，讓他感嘆政府長期漠視台籍老兵的權益，遂於 2008 年 5 月 20 日傍晚 6
點 47 分，駕車在公園引火自焚殉道，享年 80 歲。

肆、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及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

許昭榮捨身赴義後，為了承繼其生前志業――爭取台籍老兵尊嚴以及相關

歷史之紀念與紀錄，2008 年 11 月 9 日由親友成立「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

協會」，接續故人腳步。在時任高雄市長陳菊與議會斡旋下，「戰爭與和平紀

念公園暨主題館」也於 2009 年 5 月 20 日，正式落成啟用，並由高雄市政府文

化局委託（2013 年起轉由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管轄）協會經營管理。

協會宗旨為推動台籍老兵議題，保存相關文史，目前以公園及主題館作為

據點開展工作。除了紀念館內常設展的導覽介紹，每年皆會辦理各項性質的活

動來推廣議題。主要辦理台灣兵紀念活動、終戰紀念活動、台灣近代戰爭史學

術研討會、參與國際交流，並針對相關口述歷史進行訪談紀錄計畫。

2009 年起，每年 5 月 20 日舉辦「春祭台灣兵」，紀念以身殉道的許昭

榮，也向台灣歷代戰歿將士英靈致敬。近年春祭由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主辦，

協會協辦，儀式之外同時舉辦相關講座。另外，自 2013 年起，於 8 月份辦理

8 許昭榮推展權益運動及公園籌建過程，可見〈推動高雄市旗津「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的心路歷

程〉（杜正宇、呂宜璟、蔡宗宏，2018：296–318）。
9 2006 年，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就受到來自高雄市議會的壓力。2008 年 1 月，高雄市政府表示要

遵行議會的決議，變更公園的名稱、不建碑、也不得強調特定對象。許昭榮選擇自焚，與公園

更名、不建碑之事有關。參考高雄市文化局。2006。〈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函文：有關「台灣軍人

海外戰歿者望鄉碑」乙案〉。高雄：高雄市文化局（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許昭榮檔案。檔號：

HSU-001-005-147）；高雄市政府。2008。〈高雄市政府函文：有關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更名之處

理原則案〉。高雄：高雄市政府（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許昭榮檔案。檔號： HSU-001-00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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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戰紀念」活動，10 每年皆以不同性質舉行，如音樂會、戰創劇場、音樂市

集、故事照片徵集，以及台籍老兵相關歷史的專書、電影、紀錄片等書籍分享

發表與映後座談，邀請作者、導演、編劇或其他專家學者參與。其中 2015 年

為終戰 70 周年，亦與地方縣市政府及公民團體合作，於高雄、台北、桃園、

新竹、台中、彰化、澎湖等地舉辦空襲特展。2023 年適逢台灣少年工（隸屬

台籍日本兵中的海軍工員）赴日 80 周年，協會更於公園內籌措設立「台灣高

座少年工顯彰碑」，舉辦紀念大會及揭碑典禮。

2011 年起，在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的促成下，開始舉辦「台灣近代戰爭

史學術研討會」，希望能夠填補歷史缺頁，吸引更多人投入台灣戰爭史學研

究，並有助理解、思考台灣近代戰爭所衍生之相關問題。迄今已持續舉辦 13
屆，累計發表 110 篇論文。關於紀念館所在地旗津這個高雄「海線」發展的起

源，協會亦舉辦踏查活動，針對旗津發展史及戰爭相關之遺址、地景進行導覽

解說，帶領學員勾勒紀念地景的軸線，走讀旗津戰爭文史風貌。

2018、2019 及 2023 年，協會三度前往日本沖繩，進行戰爭記憶交流慰

靈活動，參訪當地戰爭遺址及紀念館舍，並參加日本官方追悼式及「台灣之

塔」11 的「台灣出身戰歿者慰靈顯彰祭」，出版交流成果手冊，呼籲政府正視台

籍老兵議題，推動設立台灣戰爭紀念園區。

協會身為非營利組織，在物力維艱的情況下，仍致力於讓民眾更加了解戰

爭的殘酷及和平的真諦，認識戰爭人權議題。並一同反思、探討及詮釋台灣這

段近代史的重要性，期盼能夠凝聚社會共識，撫平戰爭創傷，填補轉型正義未

完的拼圖，也可深化全民憂患意識。

伍、結語

1943 年台灣總人口數約為 613 萬人（黃驗、黃裕元，2018：136），每 30
人當中就有一位成為台籍日本兵，也就是說，許多人的家族長輩都屬於台籍

10 1945 年 8 月 15 日中午 12 點整，昭和天皇宣讀《終戰詔書》的錄音，宣布接受美英蘇中四國聯合

發表的〈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為日本的「終戰紀念日」。若以台灣為主體的史觀，應當

同樣視這天為「終戰紀念日」，且「終戰」也是一個比較中性的用詞。

11 位於沖繩平和祈念公園的摩文仁之丘，是由「日本台灣平和基金會」籌備、日本「翼友會」無償

提供建地，在 2016 年 6 月完工揭幕（呂宜璟、蔡宗宏編，20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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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這個群體。但由於國民黨以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模式統治台灣超

過半個世紀，在教育上對台灣人灌輸大中國史觀，白色恐怖時期肅殺的政治

氛圍，使得台籍老兵的故事在歷史的洪流中噤聲，逐漸消失。2016 年 11 月 5
日，蔡英文總統蒞臨高雄旗津「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參與「征戰屬誰――追

思 ‧ 紀念台籍老兵」的秋祭活動，代表政府承認台灣兵的歷史，並公開對台

籍老兵致意。然而台籍老兵這項戰爭人權議題，仍急需政府和社會更多的重

視，唯有還原戰爭史實、深化人權教育，才能化解族群間的衝突，拓展跨世代

的對話，一同共築台灣的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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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wo conflicts that have most profoundly influenced Taiwan’s destiny 

in modern times were the Pacific War from 1941 to 1945 and the Second 
Chinese Civil War from 1946 to 1949. Taiwanese soldiers in the Pacific War 
held the status of Japanese military personnel and dependents, while those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 served variously in the Nationalist and Communist 
armies.

This paper primarily introduces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veterans and 
the contributions of Hsu, Chao-Jung to the movement for veterans’ rights. It 
also discusses how the ‘ Taiwanese Veterans Association (TVA)’ and the ‘War 
and Peace Memorial Park and Theme Museum (WPMPTM)’ promote public 
awareness of war-related human rights through various activities. These 
efforts encourage public engagement in reflecting on and discuss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period in Taiwan’s modern era. Ultimately, such efforts 
aim to foster social consensus, heal war wounds, address unfinished aspects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deepen a national sense of crisis.

Keywords
 

Taiwanese veterans, Taiwanese Imperial Japan Serviceman, National Revolutionary 
Army from Taiwan,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from Taiwan, Hsu Chao Jung, war-
related human rights, transitional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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