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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固九十年(200!年）五月

《聯合報》社論對台灣重大政治事件的立

場與觀點(1950-1995)

彭明輝
＂

本文王要計論戢後台灣重大政冶事件發生過程中，《聯合報》社證的立

場與觀點 。 《聯合報》在創刊初始即對台灣政冶抱持高度關心的立場，因而

《聯合報》對重大政冶議題，時以作為
｀｀

社會公器
＂

的立場加以哭頲，但在戰後

台灣的政冶發展脈絡中， 《聯合報》的言論向來有其明顯之立場。

整體而言，《聯合報》的言論立場向來被視為較偏向執政當局，本文分

析《聯合報》的立論，在一定程度上即與執政當局相唱和，惟其所處時代背

葦亻以思列入考量。做為大眾傳播媒體的《聯合報》，對重大政」台事件的報導

可謂相當多樣，但社淪則往往有其特殊工場與觀點。

關鍵詞 社論、傳播媒體、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台灣濁立

本文為國科會研究計畫 ｀｀王惕吾與聯合赧系的形成＂（編號nsc 83-030 l-h-004-033,執行期

限：1994. 06.01-1995. 07. 31)赧告中之一章節， 由助理林富美、 潘光哲協助完成。此次

於（國立政冶大學歷史學赧）正式發表前，承兩位匿名審查者提供寶潰意見 ， 大部分均

已採納修訂， 達此敬致謝涸。

固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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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論

本文主要討論戰後台灣重大政治事件發生過程中，《聯合報》社論的立

場與觀點。
1

《聯合報》在創刊初始即對台灣政冶抱持高度關心的立場。因而

《聯合報》對某些政治議題，時以作為
＇｀

社會公器
＂

的立場加以突顯。

本文主要討論戰後台灣重大政治事件發生過程中，《聯合報》社論的立

場與觀點。在戰後台灣的政治發展 脈絡中，《聯合報》的言論向來有其明顯

之立場。整體而言，《聯合報》的言論立場，在兩蔣主政時代 ，向來被視為

較偏向執政當局；李登輝主政後，則成為反李的大本營。本文分析《聯合報》

的立論，在 一定程度上即與兩蔣主政時代的執政當局相唱和。做為大眾傳播

媒體的《聯合報》，對重大政冶事件的報導可謂相當多樣，但社論則往往有

其特殊立場與觀點，以後見之明分析，固有可議，然則戰後台灣報業媒體在

國家機器制約下發展的脈絡亦不容忽視，本文選擇吳國楨案與孫立人案

、《自由中國》案（雷震案）、1970年代的台灣民主運動、對中央民意代表選

舉的主張、對
｀｀

統獨之爭
＂

的觀點等重大政治事件為分析對象，探討《聯合報》

社論對台灣重大政治事件的立場與觀點。
2

二、吳國楨案與孫立人案

1950年代中期陸續爆發的
｀｀

吳國楨案
＂

與
｀｀

孫立人案',，乃係戰後台灣 政冶

發展過程中，迄未經確切論證的事件。惟論者以為，國民政府之起用孫立人、

吳國楨分別擔任陸軍總司令及台灣省政府主席，與爭取美國支持有相當大的

l在一般情況下 ，赧紙社論具有代表赧社立場的意義，論析聯合赧系對敦後台灣重大政冶
事件的立場與襯點 ， 主要以（聯合戟）為中心的原因 ·亻系因瞄合赧系創刊最早 、 發行時
間最表的赧紙為（聯合赧） ，且言掄與政，台事件最具棓關性， 因此具有代表聯合赧系言
論立場的意義 在討淪過程中，對各事件則列舉箝干則（聯合赧｝的戟逞為代表， 而非
詳列其赧専之全貌 。

2有關李登辉主政時代， 困，步及國民羨內部的主流與非主流之爭．較難視為政，台事件． 故
未加以討論·陳水扁主政已在2000年以後， 不在本文討冷範OO ， 亦未箸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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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而當國際清勢對國民政府愈形有利時，蔣介石無須再藉維持孫立人丶

吳國楨的任命，爭取、維繫美國對台灣的支持己而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

蔣經國推動軍中政戰制度，且擔任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負責此一青年

動員單位的領導工作，分別與孫立人、吳國楨發生衝突，孫立人、吳國楨與

蔣介石的蜜月期乃告終結。

1953年4月 10 日吳國楨辭台灣省主席職，隨後赴美不歸； 4孫立人亦因對

在軍中建立政戰系統不滿，於 1955年 8 月 20 日被指控策畫武裝政變而遭軟

禁。 5孫立人、吳國楨的失勢，正好宣示了蔣介石強人威權體制在台灣的逐步

建立。 6上述事件，略可說明美國在 1950年代介入台灣事務而使局勢趨於穩定

後，蔣介石嘗試排除親美力量的動作；同時，美國官方支持孫立人，欲以其

取代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政府，另行找尋其在台代理人的計畫亦告落空。 7

3 George H. Kerr, The Taiwan Confrontation Crisis (The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Inc. and the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lnc., 1986), p. 72。Kerr指出吳

國楨辭去省主席一職與 1952年共國共和栄贏得大選入主白宮有閽，因為共和栄政府會持
瀆甚而擴展對台 1男的援助，吳國楨擔任省主席已經不再是爭取共接的必要條件，Kerr甚至
指出這段期間 ，吳圉楨曾在台灣面臨一次對他的暗殺嚐試，而在宋美齡的進言下 ， 方才
到美固定居，冬考：郭緒印（主編），（國民嗽派系鬥爭史）（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頁635-636。

4 z林正丈（箸），洪金珠、許亻風情（浮），（台灣 分裂國家與民主化｝ （台北 月旦出版社，
1994)， 頁86, 98. 106;韋艾徳(E. A. Winckler), 〈精英之間的政，紅1爭，I 945-I 985〉 ,
收入．E. A. Winckler & S. Greenhalgh（編），張苾益（洋），（台灣政冶經兩學諸掄辯析｝ （台
:I七：人間出版社，1994) ，頁215-216;李永熅（監修），菻化元（主編）， （台灣歷史年表：
終戟篇I)（台北：國家政策研究中心，1990)，頁182。

5伊庶吉之助，｛台灣¢)政冶改革年表．坐書(1943-1987))（奈良．帝塚山大學，1992)，頁
158-159 ;敢固庫（箸），鎳廷朝（洋），（台灣¢色體相） （台北：遠流出版事棐股份有限公司，
1987)，頁158;李水熅（監修），蘇化元（主編），（台灣歷史年表：終萩篇I } ，頁236;當
然1955年8月20日是官方宣布的日子，最遲在孫立人於8月3日辭去冬軍表一職時，｀｀孫立
人事件

＂

事實上便己發生。而政府也隨即派人至美國褚釋尋求諒酵，不過官方最終的處理
方式當時仍未完全定案而已。中國社會科學「完近代史研究所(i子），（顧維鈞回悅錄），12（北
京：中華名局 ，1993)，頁572-577。

6箝林正丈（箸），共金珠、許保曆(if), （台灣 分裂國家與民主化），頁106;閽於強人
威権體制 ，可冬考同書，頁31-45。

7冬考·南方朔 ， （帝圉主義與台灣1蜀立運動） （台北：四季出版事紫有限公司，1980)頁
99-100 ;茅家琦（主編）， （台灣三十年） （鄞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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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1950年代這兩件政治事件爆發時，媒體報導可謂各具立場。如吳國

楨赴美後批評蔣介石與台灣政府，8《聯合報》的報導即偏向於負面，9且以
＂
國

家民族利益''的意識形態字眼提出批判 。 一方面批評吳國楨言論有
＂
舍棄國家

民族利盆而談民主自由
＂

的意味，且以胡適為對比，說胡適不曾在美發表抨

擊時政的言論，是具有
＂
高尙的風度與器識

＂

，以吳身為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國

民黨中常委身分，應在「政治性的會議席上 ， 或者黨的決策性的討論會中，

據理力爭」 ， 而不應在海外放言高論。但 「 吳氏最近為了私憤而不顧國家民

族利害的言論，實犯了最大的錯誤」 。 故希望吳立即束裝返台，勿繼續在國

外
＂
說風涼話" 。 10而當立法院長張道藩召開記者會，指責吳國楨出任台灣省

政府主席的政績後 ， II《聯合報》發表社論，批評張道藩以記者會指責吳國

楨的行為，是 「 翻老帳，談往事」 ， 其實於事皿補 ， 政府應
｀｀

從速依法處理
＂

。

《聯合報》同時指出 ， 吳國楨身為政府官員，卻得以｀
｀逍遙國外",`｀政府亦不

免有措置失當之處" ,
12而

＂
吳國楨意圖以政冶作為推倒法律的懌據

＂
，主張依

據法律盡速處置 。 13 其立場雖有批判既成體制之論，但整體而言，不以吳國

楨之言行為然的意味更為明顯。

而在孫立人案方面，相關論述大抵以爲，孫立人係因對蔣經國在軍中建

立政戰系統不滿，受構陷誣指為策畫武裝政變而遭軟禁；但當1955年8月20

日此案爆發時，媒體報導孫立人卸任總統府參軍長一職，係因其舊部郭廷亮

被控為
｀
｀匪諜',孫立人未察失職而辭職自請議處。 14但孫立人在接受美聯社

8 

吳國楨赴美後批評菻介石建統、國民政府言論之概迪，見：，玉榮徂、李敖， （蔣介石評
傳），下（台北·南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頁799-805 。

例如．〈吳囹楨狂宅變本加厲／旅美僑胞成痛澈心脾〉， （聯合報）（1954, 3. 2):〈吳國
楨竟狂悖到底／李宗仁正加以勾搭〉， （聯合赧）（l954 3 5) 。

1

0 〈社論．論「吳國楨案」〉 ， （聯合赧）（1954.3.3) 。

II 
〈張道，這招待中外記者／駁斥吳國楨謬論I指出吳氏過去違法失職事實〉，（聯合赧）（1954

3. 5) ;另冬考．李7K熅（監條），薛化元（主編）， （台渭歷史年表．終戰篇I) ，頁204 。

12 
〈社論：澄清吳國楨案〉， （聯合赧）（l954 3 5)。

13 〈社論：對吳國楨案應迅速採取行動〉 ， （聯合戟）（1954. 3, 12)。
14 

〈因，步匪漾郭廷亮案／孖立人准騂職／總统令派調查委員會澈查／黃鑲球繼任名軍長〉，（瞄
合赧）（1955.8.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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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訪問時，表明他對舊部郭廷亮是
＂

匪諜
＂

一事
｀｀

絲毫不知
＂

的訊息，《聯合報》

亦有所批露。 15而對孫立人涉案後召開的調查會議、監察院處理的情況亦有

所報導。 16至官方對孫立人案之調査告一段落後， 17即以社論表達意見。這篇

社論完全接受9人調查委員會報告書的指控， 18確認孫立人案確係以 「 孫氏獨

信部屬，失察失職」 ， 實有可議之處，且認為蔣介石及調査委員會對本案處

理審慎寬大"。 19在當時的政治環境，孫立人並非高級軍事將領遭整肅的個

例； 20因此，不以當時的政治環境為考量，而批評媒體不替孫立人
＂
打抱不

平＂ ，或未盡職責，雪以為一偏之論。

整體而論，
｀｀

吳國楨案
＂

及
｀｀

孫立人案
＂

這兩個迄未經確切論證的事件，要

求事件爆發時的《聯合報》言論，能如史家的
｀｀

事後之明
＂

，恐非易事。而當

時《聯合報》的言論，在一定程度上係與官方的說辭一致，就當時政治的現

15 〈外籍記者訪孖立人／孖說郭廷亮大概是少校軍官／他聽說郭是匪諜坐得很閌訝〉， （聯合
赧）（I 955 8 22)。

16例如：〈郭廷亮案調查委會／昨首次會1kI曾商關於調查事項／該會即將開始工作〉，（聯合
赧｝（1955.8.27) ;〈孖立人步嫌案／監「完昨塡決／交委會調查〉， （聯合赧｝（l955 9 2l) ； 

〈孖立人調查工作／近期將可8吉束／黃少谷向立委保証公正處理〉，（聯合赧）（l955 9 24), 
〈監院啁查孖案／三週內可峻事〉 ， （聯合報）（1955.10.19)。

18 

〈1钅立人案碉查緒束／建統明今免子成處／特准自新令由國防部隨時察考以觀後效／九人譁
查委員會赧告書昨亦經全文發表〉 ，（聯合赧｝（1955.10. 2 !)。
這分九人調查委員會赧告古全文見｀〈孫立人將軍因匪漾郭廷亮事件自靖查處案調查委

員會赧告古全文〉 ， （聯合赧）（l955 lO 2l)。
19〈社洽 孫立人案真象大白〉 ， （聯合赧）（1955.10.21)。
20 

例如空軍建司令王叔銘、舟軍建司令桂水清均因案去職（乃至桂永清自殺），今見：韋艾德

21 

(E. A. Winckler), 〈精英之間的 政 冶鬥爭 ，1945-1985〉 , E. A. Winckler & S 
Greenhalgh（編），張苾琹（浮），｛台灣政冶經瀆學堵冷月析｝ ，頁216。
如1l立人之義子揭鈞在替 ｀｀孑系立人案＂翻案之作｛小兵之父：孑系立人將軍側記｝ 即以為當
時碉查委員會赧告書 ｀｀之挽飾工作產生很大效果 ＂ ，致各赧社洽對孫立人案之評論處理是
調為菻介石 ｀｀ 亢大處置 ＂，是 ｀｀沒有新聞自由的黑暗社會＂ 才會出現的言論 ，但他引用的文臥
除台，叨本地之赧紙（如（聯合赧｝ 、 （新生赧｝）外，另有非本地之赧紙（如香港（華僑日
赧） 、 ｛星名日赧）；褐鈎， （小兵之父：孫立人將軍側記）（台北：瓘昇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1991)，頁251-252。縱使可承認當時台灣堢為｀｀ ，文有新聞自由的黑暗社會＂ ，但此一
坪論亦見堵外地媒體 ，可見不能從孤立的道德脈咯（或層次）批評 媒體對孖立人案的評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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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環境而言，
｀｀

吳國楨案
＂

與
｀｀

孫立人案
＂

發生的複雜實清，22要求在威權體制下

的媒體，提出有異於官方論述的評斷，實有其難處。

三、《自由中國》案（雷震案）

1949年前後，中國大陸局勢逆轉， 一些反共的知識分子來到台灣。其中

有不少人為所謂的自由派，對民主憲政抱持肯定的理念。他們同時也擁護蔣

介石復行視事，領導
｀｀

民主反共
＂

的立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自由中國》O

在當時的歷史時空條件下，加上成立初始的良好黨政關係，《自由中國》本

即具備較佳的發展條件，同時始終站在支持
｀｀

民主反共
＂

立場，宣揚民主憲政

理念，因此，最後雖因雷震入獄而告終結，《自由中圍》在日後被視臣1950

年代台灣自由主義的代表。
23

1950年代，《聯合報》尙未發展至日後之規模，但相較於其他大報（例如｛中

央日 4k)）對《自由中國》的批評，《聯合報》基本上站在比較支持的立場，尤

以有關新聞、言論自由的議題，《聯合報》與《自由中國》的立場，大體是

一致的。
24

當《自由中國》屢屢承受政治壓力，不但印刷成問題，
25

甚至連出

22 如救盟困的推動，即為吳國楨與林經團衝突的一個引爆點；今見：雷裳 ， （雷裳回泡錄
我的毋親瀆篇）（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 ， 1978) ， 頁83 :吳國楨向雷震表示 ， 其反對救固
困成立未果 ， 只好消極地不發給經蕢 ， 因而引起蔣經國的不品 。

23 冬考：錢永祥， 〈自由主義與政冶秩序：對（自由中國）經檢之反省〉 ， （台渭社會研
究），l. 4（台北 ， 1988,冬季號）57-99 :李筱Ji:' （台灣民主運動四0年）（台北 自立
晚赧社文化出版鄱 ， 1987) ， 頁55-84 ;鄞牧心 ， （台灣；k會政冶四0年）（台北 自立晚

赧社文化出版部 ， 1987) ， 頁178-187:彭懷恩 ， （台灣政，台鬼遷四 0 年）（台北 自立晚
赧社文化出版部 ， 1987) ， 頁73-75 。

24 靖冬鬩 彭明冧 ， 〈政經瓖境與赧紫經營 以聯合赧系為中心的討洽〉 ， （國立政，台大
學歷史學赧），l4（台北 ， 1997. 05): 303- 330。

2
5 {自由中固）所受政冶座力甚大 ， 以致連印刷都成問題 ， 早期由F束纪瀅介珺在精華印古

館印刷，但因｛自由中國）對圉民索的批評愈來念劇烈，情冶人員開始到印刷厰檢查稿
子 ， 並對送印的稿子照桂，今見．島之驌 ， （雷宸與蔣介石）（台北 自立晚赧社文化出
版部 ， 1992) ， 頁243;雷笈 ， 1957年5月3日日記 ， （雷裳全集） ， 第39冊 ， 頁85 ;在不斷
的牧浸下，精華印名館決定不再印刷（自由中國） ·參見．雷震 ， 1957年2月l4日記（（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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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廣告都基於政冶因素，無法刊載於《中央日報》等媒體，
2

6 《聯合報》適

時伸出援手，在頭版刊出其廣告。
27

而當《自由中國》（特別是雷震）在1950年代

末期涉入
＂

反對識
＂

的籌組工作後，
28

此類新聞亦漸次浮上檯面。當時省議員

陳火土質詢省主席周至柔，闞於自命為反對黨而攻詰政府者應如何處理 9 周

至柔答覆云，政府需培養高度寬容與民主的雅量。《聯合報》即以社論加以

贊揚，以爲這才是真正能促成
＂

反共大團結
＂

之道：
29

可見《聯合報》視反對

棠有助於團結反共。其後《聯合報》對自 1960年起緊鑼密鼓的組黨行動有相

當多的報導，
30

並以社論評論組黨的行動，清楚表達立場所在。此篇社論明

確表示，在中央民意機構不可能改選的情況下，反對黨在短期內
｀｀

自談不到

透過選舉贏得政權的可能
＂

，但贊成有反對黨的成立。
31

相對於其他具官方色

彩的媒體，對反對黨籌組行動的抹黑與戴帽子，
32

《聯合報》的言論可謂與

震全集） ， 第39冊，頁29) ;被精華印書館拒印之後的（自由中國），曾拉暫的在尚德印
刷厰印過1期，榮秦印古館印過3期，但均因情冶單位千攙而不願堰嘖承印（馬之驌，（雷
宸與蔣介石） ， 頁244-247);除了特務千浸之外，還有稅務積徵處找印（自由中固）印刷
廠的店」頁（冬見 雷宸，1957年5月6日日記，（雷宸全集） ， 第39冊，頁88)：所以 一 度因
面臨找印刷厰問題而及有立即發表反對林介石鏸統三連任的文章 ， 雷裳云亻系因此而＂ 不敢
穹 ＂（冬見 ． 雷震，1959年5月29日日記 ， （雷裳全集），第40冊，頁99)。

26 雷宸 ， （雷宸回泡錄——我的毋親漬篇），頁106-107。
「｛聯合赧）（1960. 9. I):值得，主意的是，這是（自由中國）最後一期(23卷第5期）的出刊

28厝告
。

間於雷霞步入＂反對 t''的五紐工作，牛見：張忠棟 ， 〈雷裳與反對當〉 ，收入：澄社，

29 

（台灣民主自由的曲折歷程＿＿纪念雷案三十週年學術研討會淪文禁）（台北：自立晚赧社
文化出版部，1992)，頁55-72。
〈社洽：有或於周主席之言〉，（聯合赧）（1958. 8. 3)。

30 例如：〈民青兩業及丘當派人士／檢討地方選舉／決定若維新凍〉(1960.5.19)、〈選舉改進
會發言人1宣布毋紐新憤〉(I 960. 6. 27)、 〈五祖反對宙人士／昨在台中集會／新當將於十月
分前成立／決爭取下屆縣市滇員當選名頫〉(1960. 7. 20)、 〈雲嘉部分人士1座談改進選務I
決支持i<JI.反對策〉（1960.7.24)丶〈毋i<JI.反對當人士／昨天在中壢集會／對栄名政綱尚無決定〉
(1960.8.14)等。

31這篇社論認為： 「 在暴本形勢上 ， 我們可以有一個反對當」 ， 「 在當前情況下 ，我們應
該有一個反對t 」 ， 並以為，反對當的出現 「 對執政當並無不利」 ；〈社論：論朝玕期
望中的反對當〉 ，（聯合赧｝（1960.6.4)。

32 如1960年7月3 I 日的｛台灣新生赧｝南部版用大字新聞在頭版登載 ｀｀ 共匪支援新當＂的消
息，明是頁是媒體對於反對當母紐行動的抹黑與截帽子之舉，見：雷震，1960年7月3 l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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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立異。

｀｀雷震案
＂

爆發後，《聯合報》的報導甚多。當 1960年9月 4日雷震等人以＂涉

嫌判亂
＂

遭警備總部逮捕， 《聯合報》除在翌日以頭版頭條報導， 33至II月底

雷震申請覆判被駁回這段期間，幾乎天天都有相關消息報導。《聯合報》刊

布與雷震案相關的新聞大體可分爲下列5種: 1與雷震案審理過程相關者，: 342 

與雷震家人的營救行動與訊息相關者； 353 與雷震參與組織中國民主黨活動相

關者； 364 與雷震密切往來人士的看法及相關行動訊息， 37
5 官方的控訴與評

記， ｛雷度全集） ，第40冊，頁360 。

3
3

〈｛自由中國）雜誌發行人雷裳涉嫌判亂被捕〉 ， （聯合赧）（1960.9. 5) 。

34 如 〈宋英生靖法院提審雷震〉(9. 6) ;〈由港匯來釒巨款／並非雷裳戶頭／雷妻宋英昨加以
說明／抗告案由禹院處理中〉(9.11) ;〈宋英發表談語〉等(9.14) :〈宋英生請提審雷裳
／禹院裁定駁回抗告〉(9. 18) :〈張旦平律師解釋雷案兩項法律問題〉(9. 24) ;〈步埭判
尚L類乳政府／雷震等經提超公訴〉等(9.27) :〈雷宸判亂疑案／兩週之後閑審〉(9.28) : 

〈高級軍事法庭·JI.成／雷案定下週 一 開審〉(9.29) :〈雷裳涉嫌判亂案／警熜今開調查庭〉
等(I0. I) :〈審判雷案描開序福〉等(10. 2) ;〈雷案今開審／可能 一 天審完〉(10.3) :〈雷
案今天宣判〉(10.8) ;〈警建軍事審判庭宣判／雷宸判處徒刑十年〉等(I0. 9) : • 〈雷案
三被告／將生請霞:j:,J〉等(10. JO): 〈雷宸島之驌今生請樸判〉(I0. 17) :〈雷宸案全卷／
送達徨判局〉(10.22):〈雷裳申靖霞判／提出理由書狀〉等(I0. 31) :〈雷震等，步埭判亂
案／本月十日前可霞判〉(11.I)；〈乳判局因辦理不及／雷裳案等瞿非」案／展延廿天裁決〉
(11.12);〈雷裳劉子英叛亂案／乳判仍维持原判決〉(11.24)等 。

35 如〈雷宸致書家人／敘速生活近況〉等(9 9)；〈雷度之女在美奔走園引外力援父〉(9.15) : 

〈雷裳之女力圉救父在美到處奔走求援〉(9. 17) :〈雷震之女漬在美國呼籲救父〉(9.19) : 
〈雷震之女投名．紐約時赧〉（9. 20) :〈宋英接疸怪信／送清警建澈查〉(10. 20);〈宋英李
菡居所接怪函／撲朔迷離〉(I 0. 21) :〈雷裳在獄中／1曷居戚孤寂〉(11.18):〈雷宸劉子
英移安坑軍監〉(11.25);〈親友探視雷裳〉(I I. 26) 。

36 如 〈「反對當」玉維工作仍繼續進行〉(9 6） ；〈话i<Jl.反對當人士定今發表生明〉(9. 12) : 

〈母'.:.:.反對當人士發表生明要求當局釋放雷裳〉（9.13) :〈立委黃玉明促政府／勿因雷案
滾疑新當〉（9. 28) :〈選戟臨邇看新當／千呼譌喚出不來〉(II. 22) :〈新 t人士禁1k研
究營救雷裳〉(11.25)。

37如〈立委成舍我胡秋原對雷裳案發表意見〉(9 l4)；〈立法委員賞洵雷案／暕揆昨提答乳〉
(9. 24) ;〈陳秉院長電復胡適／偵訊雷裳依法辦理〉(9.24) ;〈六監委提臨時動填促監察
院調查雷案〉等(I0. 14) ;〈監F完成立尋案小·JI.， 決定調查雷案〉(I0. 15) ;〈監「完雷案小
維，開始搜集資料〉(I0. 2 I) ;〈［監院］雷案小維決做局部調查〉(11. I 7) :〈監院研究雷
案小維／昨舉行會填／決定展開全面調查〉(11.26);此外還刊出殷海元 、夏道平 、 宋文
明三人共同署名的〈「自由中國」言淪撰稿人共同生明〉（I 0.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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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38對於雷案庭審辯論，《聯合報》更以該日1/4的新聞版面報導其過程； 39

而對與雷震關係密切的友人之動向，如胡適等人 ， 4
0報導尤為突出、詳盡， 41

甚至以社論提出呼籲，希望訪美歸台的胡適，能有助於雷案發生後，政治低

氣壓的消弭與澄清。
42

因此，在《聯合報》的版面中，可以說非常動態地呈

現了與雷震案相關的報導。

此外，《聯合報》更以社論表達對雷案的看法，認爲雷案的發生，
｀＇

是一

件親痛仇快的事
＂

，主張將案情全部公布並公開審判
｀｀

以昭大公"。 43雷案宣判

後，《聯合報》社論以為《自由中國》僅以文字指責政府、批評政府，但卻

被指稱為
＂

以文字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
＂

而處以重刑，「 很容易使人懷疑政府箝

制言論，興文字獄，影響所及，勢必阻塞言路及正當輿論之發展」。
4

4當覆判

結果揭曉，雷震維持原判決，《聯合報》社論認為「政府以雷震言論而判處

重刑，其不足以塞道路悠悠之口，則是鐵的事實」 ， 所以建議蔣介石總統「依

38 

39 

40 

如〈［警1梅總部發言人］王超凡談語〉(9. 6) ;〈王超凡昨宣稱／劉子英是匪諜，雷震亦被牽

1步在內／警僙連部將發表全案洋情〉(9. I 0) :〈趙琛檢察長昨表示／非軍人叛亂案／警總

有橫處理／軍事檢察官昨提訊雷宸〉(9. 10) :〈趙琛認為叛亂案件／法院丘權受理〉等(9

24) ;〈戒栽地區叛亂案件 ，不論身分概受軍事審判，趙琛舉例說明／司法機閽無楳受理〉

(9. 27) ;〈雷裳劉子英馬之驌叛亂嫌疑案件／警備建司令部起訴古全文〉(9. 27) ;〈雷裳

案士）決主文及屮」決要旨〉(10. 9) ;〈台灣警亻片連司令部雷案判決古〉(10. 15) :〈有間雷

"£事／，警熜發表談語〉（10.19) :〈國防部對雷裳案乳判士」決書〉(11. 24)。從以上的

分類檢視對 「 雷案」的赧埠，即可顙示出 （聯合赧）傳達 「 雷案」訊息既多且層。
（聯合赧） 在1960年10月4日即以2版、3版全版篇性做全面赧専；而當時（聯合赧）僅發

行8版 ，即可見其重視此案之程度於一斑。

闞於胡適與雷裳密切闞亻系的探討，今見：張忠棟 ， 〈為自由中國爭言論自由的胡適〉 ，

收入：張忠棟，（胡適·雷裳·殷海光）（台北：自立晚赧社文化出版部，1990)，頁147-173。

41 如（聯合4k)以第一版頭條方式處理間於胡適行動的消息：〈胡適昨晚返抵台北／生明不

做政當傾柚〉(I0. 23)等；又如在頭版赧導胡適對雷案之評論與看法：〈胡適博士關切雷

案I指已損及國家庄望〉(10. 24)、 〈對於雷裳未摸成刑／胡適表示失望〉（II. 24):以專嵇

赧導胡適之動向，如：暕啟福， 〈胡適、新索、及其它〉 ， （聯合赧） ，（1960. IO. 24): 

于衡， 〈南港深夜訪胡適〉 ， （聯合赧） （1960. I 0. 25)。
42 

〈社掄：發擇理性的平衡作用＿有威於胡適先生的婦來〉，（聯合赧），（1960. IO. 17)。
43 

〈社洽＇我們對雷震案的看法〉 ， （聯合赧）（1960. 9. 6)。
44 

〈社洽．我們對雷宸宣判後的威想〉， （聯合赧） （196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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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憲法第四十條所賦予總統之職權，毅然赦免雷震言論部分之刑責」 。
45此立

場與胡適等人聯合40多位名流學者簽名，要求蔣介石總統特赦雷震遭拒，46兩

者立場一致，結果亦同。

整體而言，《聯合報》對雷案的報導與社論，基本立場有別於官方，雖

然其主張並未獲得正面回應，但就新聞媒體的角色而言，《聯合報》有關此

一事件的報導，可謂善盡其責。

因、 1970年代的台灣民主運動

隨著台灣政治局勢的轉變，《聯合報》關於台灣內部民主運動的報導與

分析亦漸次增多。

（一）中壢事件

1977年11月19日，因公職選舉投票糾紛而引發的
＂

中壢事件
＂

，造成2人死

亡 ，這場在戰後台灣政冶發展過程中，首度挑戰國民黨威權體制的群眾事

件，47影響極為深遠。

事件爆發後，台灣各媒體在國民黨文化工作會的約束下，對此一事件大

都輕描淡寫，甚而三緘其口 。《聯合報》在事件爆發後一周，對此事做了比

較全面的報導。 48據當時負責全桃園縣新聞採訪的吳心白回憶，當天他採取

兩路策略，一面申請專用電話，一面派遣記者駐守桃園縣警察局中壢分局，

4

5

〈社論：呼籟總统赦免雷震言論部分刑責〉 ， （聯合赧）（I 960. 11. 24)。
4

6 冬見：張忠棟，〈胡適與殷海光一一兩代自由主義者思想風格的異同〉， （胡適· 雷震．

殷海光） ，頁39。

47 象考：田弘茂（箸），李晴暉 、 T連財（浮） ， （大轉型 中華民國的政，台和社會變遷） （台

北 時戟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9)，頁121-122, :诒林正丈（薳），共金珠、許·保情(:f),

（台灣——分裂圉家與民主化），頁188-190;李筱Jt'（台灣民主運動四C)年），頁125,

48 (聯合赧）在1977年11月26日以第3版全版赧導，冬考 （新聞事棐），頁23-24 :王篪美，

（根人王惕吾 聯合赧的故事） ，頁382-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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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採訪第一手新聞，迅速傳回台北總社，使《聯合報》在第二天能立即對

此事做出報導； 49
1 I 月 25 日 ，吳心白與當時親歷現場的2位記者丶《聯合報》

總編輯、編輯組主任等5人，聯合組成專案小組，整理採訪到的所有相關新

聞，於第二天見報， 50此後則持續報導相關資訊，對選務糾紛的偵察及警方

處置均有深入報導。 51

因此，《聯合報》對中壢事件的報導頗為全面，但對事件的評論則較偏

向官方說法／聯合報》社論分析中壢事件的原因有三： l少數助選人員的誤

會干預或蓄意製造糾紛； 2若干不法青少年的乘機滋事搗亂； 3聞訊圍觀群

眾的一時清緒激動，造成所謂｀｀群眾盲目附從＂現象。並且認為中壢事件是個

別的偶發事件，所以 「 應認清執政黨與政府對這次選舉所堅持的公平、公正、

公開原則和選舉結果所證明的公平、公正、公開事實 ， ……不容許少數不良

分子破壞民主法治，也絕不能姑息破壞民主法治的行爲」 ， 並表示支持政府

査明實情，依法處理。 52 同時刊登政大教授金砷保及署名 ＂台大政治研究所博

士班一學生＂的讀者投書， 5
3及讀者意見反映。 54政大教授金砷保在投書中認

爲不宜以｀｀惡少＂稱之 ， 而報導內容及標題則仍以中壢事件係青少年乘機滋事

49 
〈選務發生糾紛／中壢警局被焚／監察員蔥是非收押亻貞訊／少教人途法軌令人遺城〉，（聯合
辛及）（I 977. I I. 20) 。

50吳心台 ， 〈中通事件的前前後後〉 ，張作錦（主編）， ｛－同走過來時路）（台北：聯經出
版事棐公司，1991)，頁103-109。

51 例如·〈中壢選務糾紛案昨開偵察庭／范姜新林供稱及有舞弊／自己投票被人誤會做票1強調
鈍順王老夫婦不諳手漬． 察看是職責所在〉 ， （聯合赧）（1977. I I. 29) ;〈孔令晟談中壢
事件1警方處理適當／有功人員將予敘獎〉 ， （聯合戟）（1977.12.4):〈中壢事件清出頭緒
／近期依法秉公處理／滋事分子身分． 查出六十多名／大多事後局·海· 不該輕躁盲從〉，（聯
合赧｝（I 977. 12. 9) ;〈中透事件處理原則／维瑾民主法冶精祚／卅－滋事分子警方振有實據
／多屬素行不良 ． 將移司法偵辨〉 ， （聯合:ffl) (1977. 12. 10);〈中壢選務發生牧攙／共使
館有調查赧告／它警洋和處理·糾紛迅速平息／充分保庫人才楫．表現民主政冶〉，（聯合赧｝
(1977. 12. 14);〈中壢事件三嫌犯 ． 昨移法辨被收押／林益生曾金富潘棠煌 ． 涉嫌衝進中
壢分局栗火〉 ， （聯合報｝（1977.12.29) 。

52 〈社洽．對中堰選舉投票糾紛的患有認濊〉 ， （聯合赧）（1977.11. 26) 。
53 〈大家談：中壢事件往者已矣／青年問題值得深思〉 ， （聯合赧）（1977. 11. 27)。

54 〈翔實赧導中壢事件1真租暸然謠言自息／各方反應青少年不宜戚情用事／民意代表情揚警
方的處墨得宜〉 ， （聯合赧｝（1977.11.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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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至司法偵察告一段落後 ， 55 《聯合報》社論認為此一事件，「 藉司法的

公平、公開、公正偵察，而對全體選民作了最好、最清楚的交代」 ， 認為 「 政

府辦理選舉事務的公平、公正、公開」得到確認。 56其中雖刊有專論 ， 以為

執政黨更「應該藉此機會重新估計平常施政 ， 看看那些事情沒有做到，或者

做到而不盡理想 ， 以致未能符合選民的願望 」
， 町隹整體而言 ， 《聯合報》的

報導與論述 ， 基本上乃係站在執政當局的角度立說。

（二）對黨外人士
＂

的看法

'黨外人士
＂

此一名詞 ， 出現於 1970年代中期 ， 係指一群與執政黨立異的

政治人物。 1977年公職選舉後 ， 黨外人士形成有規模的政冶勢力 ， 隨後在 1978

年選舉時 ， 首度組成共同後援組織
｀｀

台灣黨外人上助選團
＂

， 提出
｀｀
十二大政冶

建設
＂
的共同政見 ， 形成對國民黨的強大挑戰。 58

國民黨對黨外人士的興起 ， 起初採取整肅手段對付，如對黨外人士將為

其舉辦生日晚會的前高雄縣長余登發 ， 59以其與兒子余瑞言涉嫌
｀

｀匪諜
＂

吳泰

安（春發）案而加以逮捕。《聯合報》對
｀｀

余登發案
＂

雖迭有報導 ， 60處理消息

亦占極大版面 ， 6 1惟負面報導居多。62社論則表示對吳春發及余登發案的宣判

55 〈中壢選案撿廢票．范姜新林還清白／邱奕彬也說未見范抹票·檢查官唸笠錄邱某益言〉 ，
《聯合赧）（1977.12.17) 。

56 〈社論：中壢選舉投票糾紛司法偵察真相大白〉 ， （聯合赧｝（1977.12.17) 。

57張忠棟， 〈民主選舉的新體認〉 ， （聯合寺及）（1977. 11. 28) 。

58砦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保賢（繹）， （台灣——分呆國家與民主化） ， 頁186-188; 198。
59 李筱噪， （台茂民主運動四C)年） ，頁139-140。
60 仁步嫌冬與判亂維織／余登發父子昨被捕〉， （聯合赧）（1979. I. 22) ; 〈，步嫌知匪不幸及為

匪宣傳／余登發父子被軍法起訴〉 ， （聯合赧）（1979. 3. 3):〈涉嫌 「 知匪不赧」 「 為匪
宣傳」1余登發余瑞言被提起公訴1警僙總部軍事法庭今開庭審理〉，（聯合赧）（1979.3.9):

〈步嫌 「 知匪不赧」 「 為匪宣傳」／余登發余璐言被提起公訴1警儔建部軍事法庭今開庭審
理〉 ， （聯合赧）（1979. 3. 9):〈步嫌「知匪不報」 「 為匪宣傳」／今登發令瑞言被提起
公訴1警備絕部軍事法庭今開庭審理〉 ， （聯合赧）（1979.3.9): ,

61如以第3版全版赧導軍事法庭開庭審理余登發、余瑞言父子情，兄，見．（聯合赧）（1979. 3 
10);也以第3版全版戟導軍事法庭對吳泰安、余登發、余瑞言父子等人之判決，見．（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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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顯現了法治精神
＂

，並認為
＂

本案顯示了共匪對我台灣復興基地及同胞

施展統戰的可泊陰謀',，因而發出應時刻警惕的呼籲。 63

黨外人士在余登發案爆發後曾發表抗議，並在高雄縣橋頭鄉、鳳山市舉

行示威活動，此為國府遷台實施戒嚴後，首度街頭政冶示威活動，
64

參與者

包括在中壢事件後當選桃園縣長的許信良。《聯合報》對許信良參與聲援活

動的報導甚多，65 且在專論中表達譴責性的批判觀點，此文主張對余登發案

｀｀依法辦理
＂

，而對桃園縣長許信良的聲援，則認為許信良這樣「一個有公職

身分的人以行動對抗其政府，似乎得不到一般人的同博」。 66

1978年中央民代選舉，黨外人士組成
｀｀

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
＂

，創刊《美

麗島》雜誌，舉辦各式活動，
＂

要形成沒有黨名的政黨'' ,
67 向國民黨挑戰。

當《美麗島》雜誌於台北中泰賓館舉辦創刊酒會，引發若干右派人士以
｀｀

愛

國為名的抗議， 68《聯合報》刊出評論專稿，認為「真心主張民主的人，一

定是愛國者，而愛國者不一定以民主爲手段」 。69其後若干右派人士創辦《疾

合赧） （1979.4.17) 。

62 
如在簡介余登發、余瑞言父子及吳泰安之經歷時，赧導標題為：〈利慾鯊心· 甘為匪麾

63 

64 

65 

大／反翟成性 ． 逃亡+•1過刑〉 ， （聯合赧）（1979.I. 22)。

〈社論：吳春發及余登發案宣判〉，（聯合寺及）（1979. 4. 17) 。

李筱噪， （台灣民主運動四（）年） ，頁140 。

〈許信良才負離職守省府決依法成處／林主席昨往桃困巡視．挂許將長行為難以原諒／黃友仁

為其岳父案北上 ． 事局人情之當情有可原〉，（聯合赧）（I 979. I. 24) ;〈許信良歴弛職

務／省府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送清監察院審查〉，（聯合赧）（1979. I. 26) ;〈許信良是否

失職／監察院派員調查〉，（聯合赧）（1979.I. 27);〈許信良對撞離職守事／願接受上級處

分／桃縣：k會；義員昨紛紛提質詢〉 ， （聯合赧）（1979.2. 10);〈了鮮廢弛職務事／監委約談

許信良〉，（聯合赧）（1979.2. 13);〈許信良廢弛職務／監察院將提弭劾〉 ， （聯合4及）

(1979.2.14):〈監察吃昨天彈劾許信良／認有六項違法失職事if'/並移送公務員懲戒會依法

也戒〉，（聯合赧）（1979.4.21):〈新聞分析：彈劾許信良一段曲折〉，（聯合赧｝ （1979 

4. 22);〈被處分休職二年桃困縣長1許信良昨赴日本缽英進修〉，（聯合赧）（1979.I 0. I) 。

66
韭治（張作錦），〈法冶是最好的政策＿從余登發父子，步嫌顛乳案說起〉，（聯合赧）（1979

2. 6) 。

6

7 话林正丈， 共金珠、許保贊（浮）， （台灣一一分裂圉家與民主化） ， 頁199-200。
68 〈共規名雜訖昨創刊集會／教百群眾在外吋喊抗減1雙方曾發生言語衝突互投石子／對峙幾

小時在警察係墣下平息〉，（聯合赧）（1979.9.9) 。

69 
揚固樞（口迪），陳祖華（摘記）， 〈肯定理性價值 · 民主是為愛固一— －由中泰實館事件談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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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雜誌，與《美麗島》雜誌、黨外人士對立，《聯合報》亦有專稿論述評

析，認為「在手段上，雙方都不能像《疾風》那樣，破壞力太大了；在心胸上

也不能只看到一個《美麗島》，更應擴而大之，以
＂

美麗中國
＇

為目標」。 70

當時《聯合報》對各類政治論辯，採取開放態度，惟所刊載之意見以持

負面批評者居多，且有專論批判黨外人士的主張， 71 但對此類言論亦有反駁

之文， 72並刊出不應將黨外人士看成
｀｀

分歧分子或洪水猛獸
＂

之論， 73乃至於訪

問許信良談他對黨外人士、國民黨政府的看法；
74

惟對國民黨所受批判，亦

刊出專論為之辯白，
75並呼籲要求國民黨改革。

76
總之，在此一時期，《聯合

報》的政治論辯正反意見均有， 77 對黨外候選人的活動也有所報導78 。同時亦

干政冶人物言行的偏差〉 ，《聯合赧）（1979.9.12) 。

70 何忠偉， 〈共篪島酒會、教會公赧與疾風行動〉， （聯合赧）（1979.9.17) 。

71童舟（黃年），〈一個災禍的中國．必無苟全的台唐 伶｀｀當外人士＂的浮言〉，（聯合戟）
(I 978. 11. 25) ;憂國，〈壤此丛石． 菡劫不復〉 ，（聯合赧）（1978.12.3) 。

72筍孖，〈一種境界 ， 一個教訓，一點認哉一－�敬慰扭溍先生的失望〉 ，（聯合戟）（1978
12. 9) ;，才目生，〈也談｀｀栄外人士 ＂的座談會——瑾向共溍先生清教〉， （聯合赧｝（1978. 12 
12)

73花文呤，〈喜見社會正義力量逐漸茁長一＿〈一個災禍的中國．必丘苟全的台灣〉漬後〉 ，

（聯合赧）（I 978. 11. 29) 。

74 許信良（淆） ， 吳心白（記） ， 〈壤我們辦一次智慧而成功的選舉——有烕於童舟等一群青年
人的呼籲〉 ， （聯合4k) （l978 l2 3) 。

75張子源，〈社會正義存何處？社會人士在何方'-- —一個青年國民當員的吐嵒〉 ， （聯
合赧）（1978.12.3) 。

76龔賚（張作錦），〈必須有困緒的台灣·始可有統一的中國一一對中囹囹民懷的浮言〉，（聯
合赧）（1978.11. 30) 。

77 例如：堢全吉 ， 〈現在是我們選民發捍力量的時候了〉 ， （聯合赧）（1978. 12. 4): 李呆
銘， 〈客觀審察問題．祛除個人成見—一談談 「 問題的另一層面」並致花文名先生〉 ，

（聯合報｝（1978. 12. 5);筍孫 ， 〈無栄籍政，，台人士因何堀起一一－他們的努力產生了一些制
衡政府的效果〉 ，（聯合赧）（1978.12. 5) ;李之政，〈演員與覬眾－＿－一就教於許信良先
生〉，（聯合赧｝（1978.12.6);萘星，〈不是浮宅的浮宅一 —－ 童、花、北三文讀後成〉 ，
（聯合赧) (I 978. 12. 6) ;何明， 〈雄辯與事實—一有理不說等於縱容邪惡〉 ， （聯合赧）
(1978.12.8);呂凡，〈後海的禛不能吃〉 ， （聯合報｝ （1978. 12. 8)：陳千千， 〈一個家
庭主婦的沈忠〉，（聯合赧）（1978.12. 11);椅心 ， 〈減意與歉咎〉 ， （聯合赧｝（I 978. 12 
I I) 。

78 例如：顔文閂 ， 〈理性與情緒—一看「當外」候選人選舉座談會〉， （聯合赧）（I 97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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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出另一類人士的意見，如馮滬祥認為 「 少數人表面自稱＂ 自由分子＂
， 口口

聲聲要促進民主，然而卻從來不提中共統戰的客觀事實，反而一再打著民主

自由的招牌興風作浪」， 79亦有以中共統戰策略為論述脈絡的文字 。 80

該年選舉活動展開後 ， 《聯合報》開始採取批判立場，特別是 1978年 12

月 6 日黨外候選人在中山堂活動中 ， 將國歌
｀

｀吾黨所宗
＂

改爲
｀｀

吾民所宗
＂

引發衝

突 ， 《聯合報》社論即提出批判 ， 81 並刊出專論，批判在中山堂舉辦活動的黨
外候選人， ｀｀不開明＂ 、 ｀｀不守法＂ 、 ＂不公平＂ ， ｀｀不負責',, "鼓動暴力 ＂ ，認為

「這些人士的言論和主張，已經不負責到極點，已經不僅是選舉 ， 而是涉及

我們全體一千七百萬人生存的大環境」 ， 以為台灣大概不可能 「 經得起
｀｀

不和

平
＂

或多次
｀｀

中壢事件
＂

」 ， 因爲 「 如果沒有安定的環境，我們無法從事經濟建

設 ， 老百姓要降低生活水準 ， 社會秩序就會跟著紊亂，那時我們的敵人就有

可乘之機」 。 82在選舉中出現批評黨外候選人為｀｀野心政客
＂

的新聞，亦以第一

版頭條處理， 8
3 且刊載諸如「我們似乎已不是在選舉為民服務的公職人員，

而是任選擇國家的淪亡或存續」之投書， 84 而選戰期間社論更表達對國民黨

的支持之意。 85

6)。
79 馮滬祥 ，〈從海外看國內選舉一一以政府堅持民主為喜，以有人未減迷陣而憂〉 ， （聯

合戟）（1978.12.10)。
80 一心， 〈從加強共同認澈來增進全民OO桔〉 ， （聯合赧） （1978.12.14) 。

81在這篇社論中指出， 「 沒有權利與權力，在立法機構之外，主既的竄改國歌辭句」 ， 而
更改國歌陪句 ， 「 要他人順從，並咀止他人的反對與不隨和」 ， 如此作法 「 不是民主 ，
而是1蜀哉」，並以為「國家面臨大敵，正可還處於危急存亡之秋，必須大家和諧困咭」 ，
因此維然 「 人民對政府有批評的自由」 ，但是不能 「 脫離民主法冶的當軌而使國家社會
安寧與安定受到不良的影竽」 。 〈社論：一次錯誤的民主表演〉，（聯合赧）（1978.12. 7)。

8
2 共清（張作錦）， 〈我們拒絕任何人拿我們的前途冒險一一中山堂 ｀｀聽政＂襯威並向選民進

言〉 ， （聯合赧）（1978.12.7)。
83 〈反共愛國大會昨日通過宣言／申討奸心政客罔顧大義／蝨以民族自尊與自信心作今政的

暴礎／中華民國法統安和無利社會不容玻壤〉 ， （聯合赧）（1978. 12. II): 
8

4

履湟（菻進強）等，〈一群青年文藝工作者寫哈全圉同胞的信：不僅是一次選舉，而且是一
種選擇〉 ， （聯合報〉（1978. 12. 16)。

85 在社掄中 ， 聯合赧指出
經過這一次選垠 ， 益淪當推籤的候選人當選的比例如何，海內外同胞都將深一層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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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聯合報》對黨外候選人、黨外人土，雖開放各式論述與報

導，惟所刊載之意見大體以持批評論調居多，加上選戰期間以社論表達支持

國民黨的觀點，略可說明《聯合報》立場所在。

（三）美麗島事件

1979年 12月 10 日，高雄｀｀
美麗島事件

＂
爆發。 8

6事件爆發前夕，以《美麗

島》雜誌社為中心所集結之政冶人物活動已引起社會重視，《聯合報》亦曾

刊出學者專家座談的意見，87且曾以社論表達關懷，認為應多加強朝野溝通，

以求政冶意見的異中求同，以形成共識，同時並指出黨外人土要能體認國家

當前處境的艱難，「 要真誠相忍為國，作執政黨的諍友，協助執政黨度過難

關」， 88則明顯有偏向執政黨的取向。

美麗島事件爆發後，《聯合報》的相關報導甚多， 89惟多偏向負面評價，

如施明德被捕後，以
｀｀

施明德多行不義
＂

、
｀｀
施明德沽惡不悛

＂等字眼形容，90在

國民栄為民主憲政前途，為國家社會的安全， 而容忍租壤的精孑車與奉臥 。 國民當可以
經由這次選舉的麼鍊而更進步，更開明：而海內外同胞也將經由這次選舉，而更可謎
清國民策的貢臥，更加擁達國民當的領埠。

〈社論：國民憶的廓然大公態度——漬張項樹秘書長赧告有威〉，（聯合赧）（1978. 12. 14) 。

86" 美篪烏事件＂的相閽論箸甚多，本文不擬詳迪， 有興趣的漬者可參下列相關箸作．若林
正丈（箸），共金珠、許佷賢（洋）， （台灣——分裂固家與民主化）， 頁197-201:田宏茂，
（大轉型 —— 中華民國的政冶和社會變遷），頁122-124:李筱噪，（台灣民主運動四 0 年），
頁147-156:彭懷恩，（台灣政治變遷四 0 年），頁112-113 :鄴牧心 ， （台渭；義會政冶逛
動四0年），頁231-235:彭懷恩，〈台灣發展的政冶經濟分析）（台北．風裳掄壇出版社 ，

1991)，頁219-220:而持反對立場纂輯｀ 具燒島事件＂ 參與者的回泡與事件經過之敘迪，今
考：賴士羽（編）， （審判國民當 —一美昱名事件真象） （台北．台灣文藝出版社，I987)。

8

7 陳祖華、黃年、陳秀玲， 〈期待 ｀｀政冶溝通升段"8年期的來臨—— 以溝通化呤歧異， 以行
動促進和諧〉 ， （聯合赧） （1979.9. 30)。

8
8 〈社論：加強朝玕再通· 必能增進全面困結〉 ， 《聯合戟〉(1979.9.4):〈社論·面對當

前重大問題． 加強溝通朝，予意見〉 ， （聯合赧）（1979. 9. 24)。
89 例如 〈暴亂事件嫌犯 ． 六十五人在押〉(1980. I. 12)、〈高雄去年預謀暴力事件1警絕發

表在押嫌犯名皐〉(1980.2.2)、〈高雄暴力事件在押嫌犯／約有廿人將由軍法起訴〉(1980
2. 12)、〈高雄綦力事件在押嫌犯／迄今成至五十三名〉(1980.2.13)、〈去年而雄暴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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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論中則指稱＂施明德蓄意製造暴力事件"。 91而國外媒體有關美鹿島事件之

報導與論述，遭台灣執政當局指為不實， 92 《聯合報》亦以社論響應， 93並有

相關之報導。 94

整體而言，《聯合報》對美麗島事件爆發後的立場，以基於
｀｀

團結
＂

、＂安

定
＂

等理由，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手段，
95

是可以理解的。《聯合報》對美麗

島事件爆發後所刊載各界人士之反思， 96多屬批判｀＇暴力 ＂之論，亦與其自身

立場若合符節。以美麗島事件為終點的 1970年代台灣民主運動，《聯合報》

90 

1八人依判亂罪起訴〉等(1980.2.21)丶〈警總發言人徐梅鄰挂出1軍法審判毋枉毋縱〉(1980
2. 22)、 〈孑钅「完長李部長昨在立「完表示／政府處理禹雄暴力事件／決循法冶帝規勿枉勿縱〉
(1980. 2. 23)、 〈黃信介等八人涉嫌判為L1軍事法廷在審判前1將先偵訊苑禁證據〉(l 980. 2
23)、〈審理黃信介等士」亂嫌案／審判官正亻的R.苑證〉(1980.2.24)、〈政府秉公處理禹雄事
件！ ／不容許任何人利用此事滋生事端1也不容許任何人罔視法律妄加干，步〉(I980. 2. 29)。

（聯合赧），1980年1月9日 ，3版。
91崔鼎昌，〈不容任何人的拳頭碰到任何人的鼻尖一一並公開一段與花明德的談活〉，（聯

合:ffl} (1980. I. I 0)。
92 〈國外部分赧刊歪曲赧導高雄暴力事件／宋楚玢強烈譴責白種人倢越心態做祟〉 ， （聯

合赧）（1980.I. 26)。
93 〈社掄：進步，開明，就是止1旁的最佳憑籍〉 ， （聯合赧）（1980. I. 27)。
94 〈國外仍有正義之士／駁斥政冶壓迫謊言〉(1980. l. 26)、黃正平， 〈有＂理直 ＂的政府，始

有｀｀ 氧壯＂的官員 有威於宋楚玢先生的談語〉(I980. l. 27)、 〈奧柏林大學語文中心主
任挂出／新聞週刊戟導高雄事件I栽重曲褚台灣真實情，兄〉(1980.I. 27)、麥克．杜克， 〈壤
我告訴你們真正的台灣＿漬新聞週刊有關禹雄某力事件赧導後致編者函〉(1980.I. 28 
按，麥克．杜克即亻系奧柏林大學語文中心主任，中文另名為杜過可）、牻減， 〈高雄暴力
事件是一個圈套嗚？－－—從新聞局長宋楚珝接到的一封信談超〉(1980. l. 29)丶宋廢仁 ，

〈從杜過可致新聞週刊的信說超〉(1980. 2. I)、杜過可，〈致卡特總統函談 「 禹雄事件」〉
(1980. 2. I)、〈了解高雄鎏力事件真柑／美因籍牧師禹德斯／痼斥暴徒預謀逞凶／並將駁斥歪
曲事T赧埠〉(1980.2. 23)。

9
5 〈社掄：動口 ，應加亢容；動手，絕不應亢容——有威於 「 美麗色」激烈分子在禹雄製

造之瀑力事件〉 ， （聯合赧）（1979.12.13);收入：張作錦（主編）， （聯合赧與圉家現代
化）（台北｀聯經出版事紫公司 ，1991)， 頁274-276。

96 禹資敏，〈勿將幸福之球一腳踢開一一－從高雄事件談對政府及民眾的期望〉 ， （聯合赧）
(1980.1.30):吳建國，〈冷靜理智，共創新局＿ 「 高雄暴力事件」後的幾項急務〉 ，
（聯合赧）（1980.2. 21) :王富茂，〈從我國現行審判法制談高雄暴力事件的 「 審判楊」〉，
（聯合赧） ，（1980. 2. 22)：共誠， 〈罪名的成立在 「 有」與「無」1量刑的標準可 「 輕」
或 「 重」〉 ， （聯合赧）（1980.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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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調與執政當局之色彩基本上頗為近似。

五、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主張

1980年代中期以前，台灣對中央民代選舉的論議，主要基於
＂

國家分裂'

或
｀｀

動員勘亂時期
＂

的觀點爲立論基礎。但中央民代始終無法經定期選舉而改

造，形成台灣違反民主原則的中央政府體制，而中央民代機構的老化，更削

減了國會的議事功能，因此在1980年代中期以後成爲識內、外爭執的主要根

源。各方對如何改造中央民代機構提出各種主張，經政治角力後終於在1992

年達成全面改選的共識，由台灣人民直接選出所有的中央民意代表席次。 97

惟改造中央民代的論述，並非1980年代中期以後始形成政治議論：事實

上，早在1970年代初期即曾出現中央民代改選的議論，如《聯合報》於1970

年代初期即刊載台大教授周道濟的專論，表達中央民代始終無法改選而產生

問題的看法。 98 I 971年12月7日於台大舉行
＂

應否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
＂

辯論

會，辯論者之一即周道濟教授（另一為（大學雜誌）社表陳J,廷） ，
99略可說明中央民意

機構改選問題已受到輿論的關切。

伴隨國際舞台的挫敗，台灣在國際社會的地位日盆低落，惟一能維繫國

民黨政權者僅係其對內部政治的
｀｀

正當性" ;
100 同時，伴隨蔣經國接班情勢的

日趨明朗化，排除與其父蔣介石同輩的政冶元老，拔擢新生代政冶人物以鞏

9

7 今見：朱裳浜，〈國會咭措、圉會選舉與政當政冶〉，收入 固家政策研究中心， （民
間固建會特蕻：改革憲政）（台北＇國家政策研究中心， 1990)，頁 155-192: 菻化元（等），

〈國會改造方案阱究〉，收入：（台灣當前問題討诒會尋刊）（台北：財OO；去人現代學術所
就表金會，1988)，頁 64-97; 丘宏達，〈如何強化中央民意機間的代表性及功能〉，收入＇
高英茂、丘宏達（主編），（中華民國當前革新課題）（台北：時赧文化丛金會， 1988)，頁
I 3-3 I。

98 例如：周道濟，〈我對國是的淺見〉，（聯合赧）（1971.11.2): 周道濟在此文中主張應
以修訂（憲法臨時條款）的方式「設法鮮決中央民意代表的新「束代謝問題」

99 李筱.it-, （台灣民主運動四0年） ，頁 98-99 。
100

（編箸），（國民當丘望論）（台北：台灣文藝出版社， I 987) ，頁 109-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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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其權力，以及大力推動
＂
本土化

＂
政策， IOI 因而決定舉辦增額中央民意代表

選舉。

1978年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前，《聯合報》即已刊載專論， 102與美國

斷交後，尤刊出多篇專論討論中央民意機構改選問題， 103 且在2版刊出讀者

投書， 104均表達亟應充實中央民代之意見。在有關選務議題上，《聯合報》

亦極表關心，如贊同增加中央民代的名額與制定
｀

｀選舉罷免法", 105刊載專論

主張 「 在選舉法、選監機關 、選舉興訟上大力興革」 ， 106可見其關切之意。

對1978年的中央民代選舉，《聯合報》表示， 「 政府當局……憲政體制舉辦此

次選舉 ， 乃是維護民主憲政的具體表現」； 107認為 「 政府當局在國家處境艱

難 ， 國際拂逆踵來的時際，仍依憲政常規進行選舉增額中央民意代表，是要

在非常時期中推行民主憲政的國策」 ， 是 「 以大魄力、大擔當來
｀｀

堅守民主陣

容
＂

」，而若干候選人 「 不重視法律的規範，在公開的政見發表會發出一些不

當言論，惡意攻詰政府」，會破壞 「 法治觀念和法律尊嚴」 ， 因此提出

呼籲 ， 108 同時要求候選人「以民主憲政的服膺者自居」 ， 並遵守 「 有關的選

IOI 若林正丈 ， 共金珠、許1夙情（浮），（台灣——分裂固家與民主化），頁179- 180 :彭懷恩，
（台灣政冶變遷四C)年），頁104-105 。

102例如 荊知仁 ， 〈增額中央民代選舉與憲法之適應〉 ， （聯合赧｝ （I 978. I I. 8) 。

1

03例如．雷渝齊， 〈加強中央民意機樺功能的幾個暴本看法〉， 《聯合報） （1979. 4. 17): 
h]知仁，〈试諗加強中央民意機樣功能的幾個途很〉 ，（聯合赧） （I979. 4. I 9) :纪俊臣 ，

〈從政，台現代化談圉會功能之加強〉 ， （聯合赧）（1979.4.20) ;黃樹仁， 〈對加強中央民
意溴社功能的三凳意見〉 ， （賜合赧｝（1979.4.21):許陽明， 〈 「 權宜性」與 「 倚重性」
的加強一一對加強中央民意機間功能問題的看法〉，（聯合赧） （1979.4.22):黃年，〈有
閽中央民意機才再問題的四個思考 以正當方法肆應非帝狀況〉，（聯合赧）（1979.9.27) 。

104例如 〈大家談：加強中央民意機構． 當不致有何困難／鼓勵中央民代退休 ． 增加國會新
血輪／立委年齡高低應非重要問題／但問其對立法功能有丘缺失〉，（聯合赧）（1979.4.18)。

105 〈社洽 做好詼復選舉的準亻片工作〉 ， （聯合赧）（I 980. I. 3) :〈社掄：為恢復選舉做好
準亻片工作〉 ， （聯合赧）（1980.2.24)。

106黃年， 〈患恢復選舉的活動，更應充實選舉的內函一一期待以 一個 「 示耗選舉」帶動民
主政，台的 「 良性循瓖」〉 ， （聯合赧）（1980. I. 7)。

107〈社洽：一開始便辨好增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 ， （聯合赧）（1978.9.2)。
108〈社洽：增頤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序品揭開〉 ， （聯合赧） （1978. 11. 2)。



· 296 · 圉＿立政冶大學歷史學赧第I8期

舉法令」。 109當國民黨提名名單出爐時，國民黨主席蔣經國發表談話， I10《聯

合報》社論表示，選民必能 「 響應蔣主席的誠摯願望，在這次選舉中用選票

來維護我們萌芽中的民主幼苗」，111 並有專稿評論國民黨提名人選，予以高度

好評，112這篇專稿亦呼籲國民黨面對批評，應拿出事實，並要求基層辦好選舉，

不可爲爭取選舉勝利而使基層黨工濫用其影響力，以致失去民心。 113

在競選活動展開後，《聯合報》大幅報導選戰新聞，114更以一連串社論

表達對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肯定，呼籲民眾應當體認政府當局不以反共

的非常時期而迴避選舉，戮力維護民主憲政的認同態度，要使此次選舉成為

推展民主的一大步。《聯合報》期許候選人應提出公正的批評，而非爲反對

而反對， 並且對畫分黨內與黨外、本省與外省、台灣與中國的競選言論提出

批評。 115

109〈社論：選舉良心重於競選公約〉 ， （聯合赧）（1978.12. 5)。
110

〈蒔主席析政當提名責任1強調民主政，台責在容忍〉 ， （聯合4及）（1978. 11. 12)。
111 

〈社論：字患執政當蔣主席的願望〉 ， （聯合赧）（1978.11. 12)。
112顔文閂， 〈執政宙具有創新及突玻性作法／推荐很多使秀年輕人參加並選〉 ， （聯合赧｝

(1978.11.12)。
1
13陳欣森， 〈執政栄應最格要求基層單位辦好這次選舉〉 ， （聯合赧） （1978.12.13) 

11
4例如：〈北市增額立委選舉競爭激烈1部分人士將以赧備方式栽選〉(1978. IO. 25);〈增

選中央民悉代表／昨起領取登記古表〉(1978. IO. 29);〈增籍中央民代候選人／共四百零五
人登記1角逐一百零四個名額〉(1978.11. 11);〈增籍國代立委今起展開炔選／總選務所促
候選人守法節約〉(1978.12.8):〈政見發表會各抒赧負／大家都強調建立民主〉(1978.12 
9) ;〈一選區論政包羅菡象／從尋根談到特殊襯光〉(1978.12.10):〈師大門前 ． 蚨選海赧
堢紛／有理說理 ． 展開路透辯掄〉(1978.12. 11);〈第二選區三場政見會l讎淪主題在特殊
工栗〉(1978.12.12):〈草屯清水芬困．趕場發表政見／目前大敵當前．大家應該困緒〉(1978
12. 12) ;〈北市立委候選人． 各抒赧負談政見／保持運動家精孑屮． 成政取決於選民〉(1978
12. 14) :〈各持立場談政見1選民聽得很過惡〉(1978.12.15):〈固代候選人中通論政 壓
韩起高潮嵒淚亻具下／台上和台下 ． 愛國情¢者高昂 ． 振臂齊禹呼 ． 反共復國菡歲〉(1978. 12 
16)。

115〈社論：使這次選舉成為推展民主的 一 大步一與國人談增選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之 一 〉，
（聯合赧｝（1978. 12. 8) ;〈社掄：要制衡也要OO緒一一與國人談增選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之
二〉 ， （聯合戟） （1978.12. 9):〈社論．相爭而和埗才是民主一與國人談增選中央民
悉代表選舉之三〉，（聯合赧）（1978.12.10);〈社掄·公正的批評才是政冶的今與
與國人談增選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之四〉，（聯合赧）（1978.12.11):〈社掄：栄內與當外 ．

本省與外省． 台？月與中國－�與國人談增選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之五〉 ， （聯合赧｝（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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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年底，進行因台美斷交而延宕的中央民代選舉。由於這是與美國

斷交又遭逢高雄美麗島事件後的選舉，意義十分重大， 116選舉後造成對中央

民代機構（特別是工法院）的衝擊，更是前此所無， 117尤為媒體關注之焦點。

因應本次選舉，《聯合報》推出
｀＇

我對這次選舉的期望與建議
＂

專欄，邀

請學者專家發表意見，至11 月 2日止前後計11篇； 1
18並舉辦

｀｀

選民談選舉
＂

徵

文，由4,647篇投稿中選出16篇，自 1980年11月 3 日起逐日刊出； 119而有關選

前的報導分析亦多。 1
20特別是一些有趣的觀察評論，如中國青年黨宣布提名

候選人競選增額立委，即以社論表達
＂

特別重視
＂

，詔爲目前正處於中共威脅

之下的特殊局面，新的政黨一時無法成立，寄望既有的在野政黨一一民社

黨、青年萬能振衰起蔽，發揮在野政黨監督政府的制衡功能，惟因兩黨內部

問題重重未如所期。此番青年蠟能夠突破黨內紛爭提名候選人參加增額立委

競選，《聯合報》社論表示「不僅將使青年黨在民間建立新形象，而且將使

I 2. I 2) ;〈社論：政府要容忍． 選民要冷靜一一－與國人談增選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之六〉，

（聯合赧）（1978.12.13)。
11

6 冬考：李筱Jt'｛台灣民主運動四0年），頁1 63-171羞林正丈（箸），共金珠、許保情（汗），

（台灣＿分展國家與民主化）， 頁203-204 ;彭懷恩，（台灣政冶變遹四C)年），頁I14。
117 

1 18 

今見 Richard L. Engstrom &朱志宏（綦），郭祥惠（；酊，〈中基民國一九八0年增補選的
衝鼕〉 ，收入：丁庭宇、島康莊（主編），（台，屯社會變遹的經檢 一個新興的工棐社會）
（台北：巨流固書公司，1986)，頁163-175。

包括．綦啟清，〈建立選舉法的威信〉；林係仁 ，〈政府在選季中的一種奇怪心態〉等。
11

9 〈「選民談選舉」徵文／入選作品十六篇〉， （聯合赧）（1980.I I. 3)。
120 

例如：〈增籍圉代立委選舉／候選人登記今截止〉 ， （聯合赧）（1980.11. 5) :〈中央民代

增籟選舉立委固代選情分析〉 ，（聯合赧）（1980.11.6):〈增額選舉「電腦放榜」／開票
計票過程將更精堢快捷〉 ， （聯合赧）（1980.11.7);〈中央選委會正式公布／候選增額國

代立委／共有四零八人登記／昨並通過候選人自辨政見會審核原則〉， （聯合赧）（1980. l l 
8) :〈增籍固代立委候選人／昨通過一百廿四人1選委會今續審查候選人資格／全部候選人名

墓十八日公布〉，（聯合報）（1980.II. 12);〈國代及立委候選人1號次全部抽定〉，（聯
合報）（I 980. 11. I 6) ;〈中央選委會今天公告／增籍國代立委選舉／四零三人登記候選1固代
一八五人立委二 － 八人〉 ， （聯合赧）（1980.11. 18): 〈國代立委候選人／平均年齡四十

三1學歷以大專畢棐最多1行棐以從衛者居百位〉 ， （聯合戟）（1980. l l. 19) ;〈增頫國代

立委明起展開免克選活動1選委會將主動協助俟選人取得自辨政見會場地〉，（聯合赧）（1980
I I.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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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政治發展由一黨民主提昇到各政冶團體一齊參與競選，我國的民主政

治也將因此往前邁進一大步」。 121

對這次大選，《聯合報》社論認為，政府當局排除萬難進行選舉增額中

央民意代表， 「 在向海內外昭示推行民主建設，擴大憲政基礎，貫徹民主憲

政的決心」 ' 122期望候選人能明瞭這是在
｀非常時期所進行之選舉，所以應「 守

法度，重理智」。 123

競選活動展開後，除了選戰消息的一般性報導外，且有連續性的專稿，124

並邀集大學教授開闢｀｀選舉講座"。 125在選舉活動期間，對候選人的政見亦有

所討論，如對戒嚴令、公教人員免徵所得稅等政見或批評， 126均有闡析，其

中部分立論有為政冶禁限（如戒巖令之存在）辯白之意。對選舉期間所引起的話題

紛爭，特別是有關《選舉罷免法》的規範不符實際，亦有專稿論析。 127

12 1 
〈社論：欣聞青年栄提名蚨選增頫立委〉 ， （聯合赧）（1980. I I. 8)。

122 

〈社論：辦好大公無私的選舉〉 ，（聯合赧）（1980.11. 20)。
123〈社掄：對全體候選人展開競選活動時的期望〉，（聯合報）（1980.11.21)。
124蕡年，〈 「 建立選舉制度的正咋形象」之一：以辦喜事的心情來辨選舉〉，（聯合赧｝（1980

ll 2l） ；習情德， 〈「建立選舉制度的正牡形象」之二：選委會須以大勇氧負大責任〉，
（聯合赧）（1980.11. 22) ;吳正朔， 〈 「 建立選舉制度的正堢形象」 之三．候選人的社會

責任〉 ， （聯合赧｝ （1980.11.23):戎拚天 ，〈「建立選舉制度的正堢形象」之四：選民
加油 ，好人出頭！〉，（聯合赧）（I980. 11. 24)。

125 此 ｀｀選舉潯座 ＂自1980年11月21日至12月4日幾乎天天見赧，執筆者分別有：揚因樞 、黃越
欽 、李弔禧、揚維楨、張麟微、黃光國 、荊知仁 、張玉法等人，均為大學教授。

126本赧記者，〈政見追蹤：最大的安全．最小的損害／戒轂令的存廢問題〉，（聯合赧）（1980
ll 23） ；本赧記者梁華棟， 〈政見追蹤：公教人員免徵所得稅？〉 ，（聯合赧）（1980. 11 
24) :侯家駒，〈政見追蹤：栽選政見的經濟主張〉，（聯合赧）（I 980. 11. 25)：本赧記
者吳正朔， 〈政見追蹤：制定政策宜重視公開討論＿以選舉罷免法為例〉，（聯合救）
(I 980. 11. 26)，本赧記者牻減，〈政見追蹤 出版品的取碲問題〉 ， （聯合赧）（1980. 11
27);本赧記者堢中建，〈政見追蹤＇鐵路電氣化效應何在9〉, （聯合戟） （I 980. 11. 28) :
本報記者楊士仁 ， 〈政見追蹤．國外投資與資金外流〉 ， （聯合赧｝ （I980. I I. 30)：本赧
記者梁華棟，〈政見追蹤：中正國際機場應否組納房屋稅9〉, （聯合赧）（1980.12.2):
本戟記者黃玉J,t' 〈政見追蹤： 「 玕雞車」慈出的是非！〉，（聯合才及）（1980.12.3):
本赧記者劉復興，〈政見追蹤：倡言全民亻建康保冷／庫大財源難以籥措〉，（聯合4及）（1980
12. 4)。

127林忠山，〈自辦在前，公辨政見在後＿論選罷法的一個問題〉，（聯合赧｝（I980. 1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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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有關選舉活動的報導篇幅甚多，選前評估亦有其特色； 128在

自辦政見會結束時，對選舉活動進行之狀況且有專稿論析，惟帶有政治立場

的表態批判猶難避免，如「暗示
＂
台灣獨立

＂
及｀｀省籍因素

＂
的論調」

，「 仍然是
一場表演性的鬧劇 」。 129並轉載《聯合報》系刊物《中國論壇》之文稿，分

析 ｀黨外人士＂的競選言論及策略 ， 認為其力量薄弱易傾向情緒化，言論易趨

極端，未免以社會的和諧爲賭注， 130以析論選民投票行為， 13 1均為帶有強烈

意識形態的論調。

在選舉活動進行期間，則刊布類似政治教化的言論，教導選民選擇，以

致失去媒體應有的公正立場。雖亦刊布較持平立場的座談會紀錄， 132並有專

稿倡言以候選人言行作選擇標準，對那些 「 對政府一味作污蔑性的攻擊 」 '

以及 「 以被迫害或受盡委屈的弱者口吻和姿態，希望博取聽眾的同情 」 的候

選人，在投票時「最好對他們採取保留的態度 」
， 133顯然對參選的美麗島事

件受難者家屬並不公平。

在投票前一天，《聯合報》社論表示，候選人不可以為在競選活動的最

後一天 ， 「 越軌的競選活動可以獲得較大的法外寬容 」 ； 134投票當天的社論則

表示，因為所將選出的是制法者 ，期望選民在投票時選擇的最重要條件是「候

128 例如：本赧選舉新聞赧導小維， 〈十五天激，列角逐，看明日雄登金榜？－立法委員及
國大代表選情分析〉， （聯合赧）（1980.12.5)。

129本赧選舉新聞赧埠小維，〈從過去八天的選舉活動看未來的政冶氣候〉，（聯合赧）（1980
I I. 29)。

130黃紀，〈氣當籍人士兢選言洽及策略（上）、（下）〉 ，（聯合赧）（I980. I I. 30、12. I)。
13 1 高德光，〈選民投票心理與候選人〉 ， （聯合赧）（1980.12.3)，此文為林載自（聯合報）

系刊物（中國掄壇）之文稿。
132〈投票僅忘錄 明天投票，您該選淮，＿一五位學者專家談該如何判斷？如何抉擇？如

133 

何投票？〉，｛瞄合赧｝ （1980.12.5):按，這五位學者皐家是揚固樞、李塢禧、荊知仁丶
胡佛及李公楳。
荊知仁，〈你的一票投哈誰？有理性的選民，才有民主的因家一一－伶選民朋友的一封信〉，

（聯合赧）（1980.12.4)。
134〈社洽：靜候選民的抉扭〉，（聯合赧）（1980. 1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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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人在競選過程中，是否恪遵了選舉罷免法的規定，在平時為人處事，是否

有觸犯法律與破壞社會善良風俗的不良行爲？」 135

選舉結束，《聯合報》以專稿分析選戰結果， 136訪問學者專家， I 37並開闢

系列專稿評論 、 檢討選舉活動及結果， 138刊布政見分析專稿， 139以及對《選

舉罷免法》的評論、檢討專稿。 140

《聯合報》以社論評析這次選舉，認爲 「 這是一次公平、公正 、 公開的

選舉，……這是一次選民意志高昂的選舉，……這是一次執政識獲得光榮勝

利的選舉」。 141對這次選舉國民黨獲得勝利亦盛致贊辭，雖然也提出國民黨

應對「少數黨提名候選人的落選，少數無黨籍人士的當選，或竟然獲得高票 ，

其表示的真正意義為何，選民的清緒與意向又如何 ， 都有深入探索的積極意

義」， 142但贊許之聲仍為其立論主調，認為這次選舉的結果顯示 「 選民對國

135 〈社論：有理智成熟的選民，才有亻迁全的民主一一－投票日對選民的期望〉， （聯合赧）（1980
12. 6)。

136例如：〈大選桔果顔示選民心態趨向／欣見理性訴求廢被接受／靜襯激烈手法遺受挫敗／地緣
與1fK系因素仍具有重大影竽力量〉 ， （聯合赧）（1980.12. 7) 。

137例如：〈增選固代立委固溈完成／民主政冶益臻完善／學者尋家同榮枯道〉，（聯合戟）（1980
12. 7) :〈學者專家昨一致認為／增額選舉十分成功／堅定民主政冶信心／促修正選罷法使更
符合理性公允標準〉 ， （聯合赧）（1980. 12. 8);〈在這次成功選舉的暴礎上／大力拉進我
國民主政冶一一－七位學者專家座談增選國代和立委選舉得失〉，（聯合赧｝（1980. 12. 8) • 
按，這七位學者專家是陶百川 、揚國樞、李，弔禧 、荊知仁 、 胡佛及李公權 、 谢溪儒 。

138本赧記者顔文閂 ， 〈對這次選舉的檢討之一：一次過向進步的選舉〉 ， （瞄合赧｝ （1980 
12. 7)，本赧記者黃年 ， 〈對這次選舉的檢討之二 從這次選舉看固民索的精卟坐醚〉 ，
（聯合赧）（1980.12. 8);本赧記者黃年，〈對這次選舉的檢討之三．丘宙籍政，台人士卮重
新開始〉 ， （聯合赧）（l98O l2 9） ；本赧記者何振富 ， 〈對這大選舉的檢討之四．改進
選罷法的缺失使成「當態法」〉 ， （聯合戟）（1980.12.10)，本赧記者戎撫天 ， 〈對這次
選舉的檢討之五 卮當設法苲制選舉經賚〉 ， （聯合赧）（1980.12.12)，本赧記者閤贊德 ，

〈對這次選舉的檢討之六．我們需要智巷更OO'k的選民〉 ， （聯合赧）（1980.12.13) 。

13
9本赧記者吳统雄， 〈本次選舉十大政見的比較分析〉 ， （聯合赧）（1980.12.24)。

14
0胡佛， 〈「憲法保庫」與「罪刑法定」 一一對選罷法第四十八條的 一 點看法〉 ， ｛聯合

赧）（1980.12. 11)：陳大拔，〈如何使金餞遠離炔選活動？－一建汛修改選罷法第四十八
條〉 ， （聯合赧）（1980.12.16)。

141 
〈社論：成功的選舉 ． 民主的大步〉 ， （聯合赧）（1980.12.7) 。

14
2〈社論 ：由監委選舉總咭這次增額中央民代選舉〉 ， （聯合赧）（1980. 12.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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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黨的信任，對國民黨候選人的支持。這才不只是輝煌的勝利，抑且是光榮

的勝利」 。 並申論國民黨 「 在這次選舉中作了革命與民主的最好實踐與考

驗」，也希望國民纖能繼續努力實踐國民黨主席蔣經國
＂
國民黨永遠和民眾在

一起
＂
的訓示。在一 篇總結這次選舉結果的社論中，認為 「執政黨的雍容氣

度，為民主憲政而作的貢獻，已為海內外同仁及國際人士所認識稱許。執政

吡在選舉中獲得的重大勝利，更證明了執政黨與人民在一起，而為全民所認

同 」
。 143

類此高度評價國民黨獲得勝利的論點，固與部分外國學者對這次選舉的

評估有相類之處，
144

惟其與既成體制相和的立場，亦無庸諱言。

六、對
｀＇

統獨之爭
＂

的觀點

｀｀台灣獨立
＂
的主張淵源甚遠，日治時代即出現此類論點，1987年以前，

國民掌基於政權維繫及政局穩定的考量，全面禁阻台獨勢力，使台獨論者，

或被迫流亡海外，或遭情治司法機關所制裁 。 一般人為顧及身家安全，對台

獨主張乃敬而遠之；甚而將台獨對個人的不安全感，延伸為台獨對台灣社會

的不安全感 。 在此一階段，海外台獨分子的活動顯然較島內活絡。 145而台灣

獨立的政冶主張，又與外國勢力介入台灣事務有密切關聯，因而侷限於在台

14
3 〈社淪．選舉後的沉思〉 ， （聯合赧）（1980. I 2. 8) :〈社論：固民當對這次選舉的貢馱

與勝利〉，（聯合赧）（I980. 12. I I) ;〈社論：由監委選舉絕緒這次增額中央民代選舉〉，

（聯合赧）（I980. 12. 28)。

1
44

如John F. Copper以為， 「 此次選舉清楚比拉出，政府部門，特別是以拉經國為首的最禹

決策輩位，具有誠意願促進台灣民主的成長。 儘帝在這個目標上，選舉只是反暕了一小

步……」 ＇ 冬見： John F. Copper（箸），張景旭（洋），〈台灣最近的選舉：向民主體系過

進〉，收入·丁庭宇、馬原莊（主編），（台灣社會變遷的經檢一一－一個新興的工業社會），

頁177-191。

145 黃昭空，〈戰後台灣1曷立運動與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收入：泥正噪（編）， （台灣民族

主義）（台北：前衛出版社，1994)，頁21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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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以外的國度發展（尤以日丶美為m, I46並未在島內形成公開討論議題；媒體即

或有所報導，亦傾向批判角度，或有關台獨分子改變其主張的訊息。 147

1980年代中期以後，
｀｀

統獨之爭
＂

漸成新起的熱門議題，至 1990年代蔚爲

論戰高潮。 148 《聯合報》向來反對台灣獨立，早於 1970年代初期，即以社論

表達此意，149並刊載批判台獨主張之專論，150說明台灣獨立無法獲得國際承

詔， 151有關官方立場與意見的報導篇幅亦夥， 152甚至在副刊版轉載《世界日

報》批判台獨之專論，153與一般台灣報紙將此等議題安排在第2版或第3版的

做法大異其趣。

及至台獨議題漸次在島內散播開來， l54
J 977年8月16日台灣基督長老教

會發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 致美國卡特總統、有關圍家及全世

界教會〉，提出
＂

新而獨立的國家
＂

之主張， 155 《聯合報》對此議題興趣濃厚，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參考：南方朔 ， （帝國主義與台灣搗立運動），頁54-73, 110-114 :鮑紹麟（編箸），（ 「 台
1蜀」暴後—一美國人的倡汛．與政策｝（台北：海峽評論出版社，1993)。
例如1965年5月，曾任 「 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统領」的廖文毅宣告脫離在日本的台1蜀維
熾返台， （聯合才及）（1965. 5. 15): 1971年10月廖明濯、簡文生 丶方色清香宣告脫離日本的
台1蜀紐織返台．〈民族大義戚召下． 迷途羔羊覓路回／廖明珝簡文生5色清香瞄袂來歸／誓以
有生之年· 戮力反共大業〉 ， （聯合赧）（1971.10.10)。
冬考：箝林正丈 ， 共金珠、許俁賢（洋）， （台灣一一分扆國家與民主化），頁8。
〈社論（二） ： 「 台狷」玻產了，迷途者速返〉 ， （聯合赧）（1971. I 0. I 0)。
例如：綦義雄 、 吳廣，〈靖相信你親眼看到的，不要相信別人瞎說的！ －幾位台灣省
籍留美學生對 「 台1蜀」的見鮮與批評〉 ， （聯合寺及） （I98O l 3)。
沈呂巡 ， 〈 「 台閏1蜀立」能得到國際承認弔，＿一個統計研究分析〉，（聨合赧）（1980 
I. 19)。
〈少教海外台1曷分子／祇是一操無根之花／台灣省政府主席闡明政府立場l處理而雄事件本
堵仁恕精孑車〉 ， （聯合赧）（1980.2.3):〈台1曷維織圖玻壤國體／雷然屬於非法維哉／孖院
長昨答翟立委質詢時指出／惟有堅強困咭才能陳匪侵犯〉 ， （聯合赧）（1980.2. 27) : 。
林志雄 ， 〈顔微銑下的 「 台1曷」〉 ， （聯合赧）（1979.3. 10-16):也在副刊中刊出漬者對
此專洽的支持性迴字意見， 見： （聯合赧）（1979.3.28)。
陳少廷將1970年代至蒔經國之死的時代視為「台灣人追求新固家運動的展開」，見．凍
少廷 ， 〈台灣近代國家思想之形成〉 ，收入：紇正吒（編）， （台灣民族主義） ， 頁248。

155 間於台灣綦督長老教會發表這分宣言的討論 ， 參見·「東南州， （台灣碁督長老教會的社
會 、 政冶倫理）（台北 ，K望文化事紫有限公司 ， 1991)，頁96-97:宣言全文列為此古附
錄三（頁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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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了高俊明、賴俊明、 商政宗與陳南，州等4位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討

論其政治觀點， 156惟亦有所批判， 157更以社論表達對｀｀ 自己不承詔是中國人而

只說是台灣人＂的批判之辭，視之為｀｀敗類＂ 、｀｀叛逆"。 158

1978年中央民代選舉時，台獨主張形成論辯課題，針對此一現象，《聯

合報》社論痛加批判，認為 「 硬要把我們［台閃］這裡中國人，劃分為台灣人與

大陸人兩大類」 ， 是數典忘祖之論，而對此一主張的批判，開始與中共統戰

相結合，以證成其理論之包藏禍心，以爲中共「利用 ＂台獨＂分子，擴大推翻

我們堅強反共的中華民國政府的活動，然後趁台灣之亂，以｀｀武力解放台

灣'」 。 159"美麗島事件＂之後，《聯合報》的評論再度將台獨主張與中共統戰相

結合。 I 60甚至認為海外台灣人（社團）以台灣內部問題向美國政府及國會議員的

游說活動， 161 亦視為台獨分子 「 向美國官方和國會議員大告洋狀，……企圖

破壞中美間實質關係和友誼」 。 162整體而言，以各式論述批判台獨主張， 一

直《聯合報》的基本立場。

伴隨台灣意識的高張，台獨漸次轉化成｀｀台灣結 ＂與＂中國結＂的論爭，163正

式躍上檯面。 1987年民主進步黨召開第2屆全國代表大會，部分代表主張提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陳祺華 、黃年 、 陳秀玲， 〈令人疑危的政，台主張一一 「 新而1蜀立的固家」 —＿訪四位台
灃暴督長老教會牧師談他們的政，台觀點〉 ， （聯合赧）（1979.9.24):黃年， 〈革新·保
台 ． 復國！ ——台灣綦督長老教會四位牧師訪問後記〉 ， （聯合赧）（1979. 9. 24)。
陳祖華、黃年、涌叔華，〈反中共·不反中國！ —一 「 台灣1蜀立」不能褚決我們的問題〉 ，

（聯合赧）（1979.9.25):築武台， 〈為海外台偈問題尋求鮮答—-－並向政府提幾點積極的
建：義〉 ， （聯合赧）（1979.9.25) 。

〈社論：沒有 「 台灣問題」 ， 只有 「中國」問題一－－台灣光復卅二週年馱辭〉 ， （聯合
辛及）（1977. I 0. 25) 。
〈社論：你是中國人〉 ， （聯合赧）（1978.12.15) 。

〈高雄事件與中共统敦宣傳呼應／台1蜀每外分子言行1值得全國同胞警惕〉(1980.2. I 9) 
開於每外台灣人（社圍）向美國官方和國會蟻員的 1旂說活動，冬見：诒林正丈（編），皐兆陽
（洋）， （中日會診台，疣．林型期的政，台）（台」I:.:故鄉出版有限公司，1988)，頁54-55 。

162〈社論 滇防 「 台1蜀」麻途末路的掙扎〉， （聯合赧）（1979.11.13) 。

163閶於 「 台灣桔」與 「中國咭」淪爭的初步討論，可冬見．若林正丈（編），廖兆陽（洋），（中
日會診台，·坍．林型期的政冶） ，頁165-199:另 ， （聯合赧）系刊物之一的 （中國論壇）
曾舉辦 ｀＂中固痣與 ＇ 台閏 、結 ＇ 研討會"(1987年8月22~24日），發表論文12篇 ， 見： （中國洽
壇 「中國緒」與 「 台，彎結」），第25卷第1期（總289期，1987.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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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獨黨綱", 164 《聯合報》肚論〈以十項理由勸
｀｀
民進黨

＂
勿附和

＂
台獨"〉,

表達反對與批判的立場 。 165此一
＂
台獨黨綱

＂
原案並未通過 ， 而代之以

＂
人民有

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
＂

決議案，《聯合報》社論表示 「 民進黨以
＂
台灣獨立

＂
作

為政冶競爭的訴求 ， 是非常錯誤 、 非常危險的作法」 。 166
在此期間，《聯合報》

極力呼籲民進黨應放棄
｀｀
統獨

＇

之爭，167說明其對民進幟主張的反對立場 。

"台灣問題如何解決，各類意見甚多，
＂
台獨

＇
乃係其中之一， 168 《聯合

報》批評此類王張缺乏「適當的政冶理論做為依據」 ， 169並認為言論界的共

識之－應當是「不可為中共宣傳，為
｀｀

台獨
＂
撐腰」 。 170而就言論自由的角度 ，

《 聯 合報》主張言 論自由 的範疇不包括 「 用以支持
｀｀

台獨
＂

之言論

和行動」。 171 1991 年5 月《懲冶叛亂條例》廢除，台獨獲得言論自由權之保

護 ， 不再動輒成為叛亂之口實，《聯合報》則委婉的表達 「 分裂國土 、 否定

國體的言論與行為，縱使在法律上不再受到
｀｀
叛亂

＂
的制裁 ， 卻也不是

｀｀
政冶成

164今見．话林正丈 ， 何義麟 、陳本力（洋）， （轉型期的台灣｀脫內徵化的政冶）（台北．故
鄉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9)，頁75-76 。

165 〈社洽．以十項理由勸「民進當」勿酐和「台1蜀」〉 ， （聯合赧} (1987. 11. 4)， 收入
張作錦（主編），（聯合赧與國家現代化） ，頁11-14 。

1
66〈社論．與民進象論國家前途〉 ， （聯合赧）（1988. 4. 18)，收入．張作錦（主編）， （瞄

令赧與國家現代化) ,瓦＼9－23。
161 

\社淪'· 向合法佺記後的民進凍進－ m ， 《瞄合寺及） （＼989. 5. 2):收入．（喵合寺U這
家現代化） ， 頁35-37 。

168間於台1蜀主張做為一種解決台，咽（與中國關係）問題之論速的分析，冬見＇林濁水 ， 〈從1曷
立到统一—一棒決褚決中台間亻系的六大模式〉 ， 收入：張富共（主編），（台灃問題討論集）
（台北：前衛出版社，1988)，頁17-38 。

169 〈社論：步及台1蜀與言掄自由之閽亻系的兩大問題〉，（聯合赧）（l988 3 I）；收入：張作
錦（主編） ， （聯合赧與國家現代化） ，頁404-407 。

170〈社掄．维漠言洽出版自由的共識與做法〉，（聯合赧）（1984. 11. 22)．收入：張作錦（主
編）， （聯合赧與國家現代化） ，頁384-386。

171 〈社淪：認清並善用言論自由〉，（聯合赧）（1988. 1. 8)，收入．張作錦（主編） ， （聯合
赧與國家現代化），頁401-403;〈社洽：步及台1蜀與言論自由之關係的兩大問題〉 ， ｛聯
合赧｝（1988.3.1):收入：張作錦（主編） ， （聯合赧與國家現代化｝ ， 頁404-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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鄣＂的民主社會所應有的放任」之觀點 ， 172顯示《聯合報》仍不視台獨主張為

一種解決台灣問題的方案。

然而 ， 台獨主張在台灣有其群眾基礎，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1989年民進

黨候選人組成
＂
新國家連線

＂
，有20位成員當選各級民意代表 ， 向來堅決站在

反對台獨立場的《聯合報》似有意忽略此一情勢的發展，依舊提出批判，以

為其 「 政見具有破壞國憲，分裂國土的趨向」，並認為他們的當選使｀｀大家"

對國家社會前途隱藏憂患感， 173其立場的一貫性由此可見一斑。

而在
｀｀
統獨

＂
、＂民主

＂
之間 ，《 聯 合 報 》社論認為促進民主重於

｀
｀統

獨
＂

之爭， 174指陳台獨主張導生國家認同危機，已不能導向民主政冶 ， 175因

此在論及霫政改革時，認為 「 如在心裡或音識上建立一道｀｀台灣獨立
＂
的堤防，

並祇允許在這一防波堤內談憲政革新，則註定是失敗的」， 176而與提出＂新國

家＂ 、＂新憲法＂論者 177相對立。

因此 ， 向來標榜｀｀正派辦報＂，以｀｀批判｀兩個中國 ＇的姑息主義＂ 、 ｀｀批判｀台

獨與分離主義"1
7

8 自期的《聯合報》 ， 對台獨主張的批評與反對立場，旗幟是

極為鮮明的。

172 〈社淪．g,去令必須歴止 ． 新秩序必須建立〉，（聯合赧）（1991.5.18);收入·張作錦（主

173 
編）， （聯合赧與國家現代化） ， 頁215-217 。

〈社論：民進當在成長中要變化氣質自我提昇——憂心當前國是建言之二〉 ， （聯合赧）

174 
(l

.
9

_
89. 12. 5)，收入：張作錦（主編） ， （聯合赧與國家現代化） ，頁42-45 。

〈社諗 促進民主重於 「 統褐」之爭〉 ， （聯合報） （1988.9.9)，收入．張作錦（主塢） ，

（聯合赧與固家現代化｝， 頁28-30 。

1 75 

176 

177 

178 

〈社論 為李絕统剖陳當前國是—一新建統新民主時代建言之二〉， （聯合寺及）（1990. 3 
23)． 收入＇張作錦（主編） ， （聯合赧與國家現代化） ， 頁72-76。

〈社論 在及有 「 國家認同」的底線下 ， 公民複決將為國家帶來災難〉，（聯合赧）（1990
6. 30) ;收入 張作錦（主編）， （聯合戟與團家現代化） ， 頁89-92 。

提出 ＂新固家｀＇
、 ＂新憲法＂的討論，可冬照於1991年8月24~26日在台北舉行之 「 人民制憲會

叫 ， 其玉辦及進行經過 ， 冬見·許陽明（主編）， （人民制憲會：k實錄｝（台北：民主進
步當中央當部 ， l 99!)，相閽討論冬見 「東儀深， 〈「台灣憲法草案」與「民主大憲章」
的比較 － －— 兼對人民制憲會；A的期待〉 ，收入：「東儀深 ， （淮的民進t ? ＿－— 九0年代
台＇可反對運動的象與 、 觀察與批判） （台北．前衛出版社，1995)，頁259-264。
王惕吾 ， （我與新聞事棐）， 頁1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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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小結

整體而言，《聯合報》的言論立場，在兩蔣主政時代向來被視為較偏向

執政當局，因而有學者給與較負面的評價。
179

透過本文的討論，大體可以發

現，《聯合報》的立論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與執政當局相唱和，惟其所處時代

背景似應列入考量。做爲大眾傳播媒體的《聯合報》，對重大政冶事件的報

導可謂相當多樣，其立場與觀點 ， 以後見之明加以分析固有可議，亦難免出

現以不適切的字辭報導事 件 ， 因而距離以媒 體爲公共領域論壇之

觀點稍遠。
180

然則，戰後台灣報業媒體在國家機器制約下發展的脈絡亦不

容忽視，如何透過歷史脈絡分析聯合報對重大政冶事件的觀點 ， 給予較持平

之論，乃為相關研究所當努力者。
181

179 田宏茂， （大林型一一中華民國的政冶和社會變邊） ， 頁 245 。

1
8

0 ,j:.. 見：杭之， 〈赧栗是否能成為公共領域的淪壇？〉 ，收入：杭之， （邁向後共燒色的

民間社會） （台北 · 唐山出版社，1990)，頁189-193。

1
8 

I 有關國府新聞政策在戟後台灣戟棐發展所扮演的角色 ， 靖今鬩 彭明縴 ， 〈政經瓖境與

赧案經營 以聯合赧系為中心的討洽〉 ， （固立政，台大學歷史學赧｝ ，14: 303-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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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ditorials of the United Daily News toward the 

Magnificent Political Events during the Postwar Taiwan 

(1950-1995) 

Ming-fui Pang 

This article tries to discuss the position and viewpoint of the United daily news• 

editorials about the process of the magnificent political events during the postwar 

decades in Taiwan. From the first issue of publication, the United daily news kept being 

扣ghly concerned about Taiwan politics. Therefore, when in the faces of magnificent 

political issues, its position of "social mechanism" was so obvious. Without doubting, 

the paper has its special position during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Taiwan 

In general, the paper has long being viewed to tend to the party in power. Though it 

will echo with the party in power to some extent when anlysising the argumentation of 

the paper; meanwhile,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age and background of the paper 

As a mass communication, the United daily news shows varieties when reporting the 

magnificent political events. It may be critical to analysis its position and viewpoint 

with afterthought, but it can't be ignor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under the instruction of the government 

Keywords: Editorials, mass communication, Chung-Li event, Formosa event, 

Taiwan in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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