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部份：人權場址導覽課程 

【課程總說】 

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規定：「人皆生而自由，在尊嚴及權利上一律平等。人

皆被賦有理性良知，誠應和睦相處，情同手足。」明確提到自由與平等是人權的

核心價值，讓人可以免於恐懼，成為獨立自由的主體。回首過往，臺灣在人權發

展的路途上卻是崎嶇坎坷，為了達成「自由」、「平等」、「免於恐懼」，無以計數

的人們前仆後繼地奮鬥和犧牲，方換得今日臺灣。 

然而，人權的爭取經常伴隨難以言喻的社會傷痛。對事件受難者而言，縱使

時間緩緩流逝，傷痛依然存在，但要選擇追尋正義公道，還是要選擇放手不語，

卻又是另一個為難，或許僅有倖存者才能決定。不過，對社會大眾而言，我們豈

可遺忘這傷痛？揭示創傷的用意，除了了解過往、理解傷痛，更避免傷痛重演，

省思人權的真諦。因此，我們挑選可以前往踏查的人權場址，介紹相關人物和傳

遞當時情境，梳理事件經過，增加社會大眾對場址的認識，進而思索追尋人權的

真諦。 

隨著課程走進人權場址，映入眼簾的是前人遺留的檔案資料、口述影片和生

活物件，看似雲淡風輕的文物卻記載著人權侵害的傷痛。雖然場址內皆有展板說

明，恐不及導覽人員生動且清楚地描述。因此，建議參訪前預約導覽或上網確認

導覽時間，隨著導覽人員的解說，深入瞭解參訪內容。在聆聽導覽的過程中，請

時不時地問自己：「若是我，我會怎麼做？我為何願意這麼做？」探詢受難者的

生命經驗與我之間的關係，讓我們從人權侵害的事件延伸至人權意涵的探討，使

得這些文物不只是紀念過去、保存記憶，讓它們可以為未來民主、人權發聲，讓

傷痛成為正向前進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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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一：不該被遺忘的正義與勇氣--湯德章 

【事件簡介】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湯德章被雙手反綁，押在卡車上遊行，

從西門路轉中正路至民生綠園。上午 11時，槍決，並下令曝屍

三日。諷刺的是，14 日國防部長白崇禧將軍下令全臺二二八疑

犯全部移送高等法院審理，24 日湯夫人收到判決書，文中載明

「湯德章無罪」。湯德章一生中最重要的女性——湯夫人陳濫，

始終亦步亦趨，不棄不離。她呆在槍決現場，想收屍卻不得，

連要幫他蓋上被子都不准。幾近失瘋，哭至無淚......。1 

生長於亂世的湯德章（1907~1947），父親新居德藏是日本人，母親湯玉是臺

灣人，既是日本人也是臺灣人。玉井公學校畢業之後，湯德章原本考取「臺南師

範學校」，但在學兩年後，因日籍教師歧視與服裝不符規定等因素輟學。輟學後

的湯德章經人介紹後，進入「玉井糖廠」工作，期間習得拳術，並向耆老傳習漢

文，打下日後文武雙全的基礎。 

青年時期，湯德章通過臺南州乙種巡查試驗，成為當時臺灣警界唯二的臺灣

人警官之一。隨後歷任北港郡勤務巡查、臺南州巡查、總督府巡查等，幾年間便

成為年輕的臺籍局長級警官。個性豪爽的他，允文允武，正氣凜然，身為警察抑

強扶弱。爾後因不滿日本殖民政府的歧視政策，也不願在警界任職，湯德章乃轉

赴日本習讀法律，入學日本大學法學科專門部別科，並以優秀成績通過「高等文

官試驗」。1943 年返臺設立「坂井德章辯護士事務所」成為律師，在臺南開業，

以個人能力為弱小民眾爭取人權，當時已進入日本統治臺灣的末期。 

戰後，1945 年國民政府接管臺灣，湯德章被派任為臺南市南區區公所（今

「原臺南愛國婦人會館」）首任區長，隔年當選「臺灣省參議會候補參議員」。二

二八事件發生時，臺南市參議會被包圍，多位參議員包括湯德章等被檢查，並被

押上車帶至臺灣省南部防衛司令部臺南區指揮部（原臺南州國民道場）詢問，再

送臺南監獄。根據李筱峰於《二二八消失的臺灣菁英》所述，被捕當天，二三十

位憲警特務闖入住所，湯德章為保護臺南菁英，一方面力抗拒捕，一方面爭取時

間燒毀臺南民眾組織的相關名單，挽救了當時許多臺南人士，使其幸免於難。在

多方酷刑後，湯德章未經審判便被指控為叛亂首謀，勾結暴徒、擾亂治安並搶劫

軍用槍械等等罪名，由南部防衛司令部判處死刑。 

3 月 13 日上午十一時，湯德章雙手遭到反綁，背插書寫姓名坂井德章之木

牌，押在車上遊街示眾。步入市政府前的民生綠園刑場時，面對相信他的所有臺

 
1 府城瑣憶（2023年 5月）。文學 Let’s Go。取自

https://www.tlvm.com.tw/zh/Travel/TravelRouteCont?Routeid=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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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民，他臨終之前大吼的最後一句話，是毫不畏懼的「臺灣人萬歲」，在那刻，

所有圍觀市民、甚至行刑的槍手都為之震懾。湯德章捨身就義，被槍決後，士兵

不讓他的家人立即收屍，任其屍體暴露，經家人哀求後，才准予以毛氈覆屍。 

湯德章的四十年歲月，濃縮了臺灣人苦難的時代命運；奮發向上的態度，也

呈現臺灣人堅忍不屈的韌性；憑著正義與勇氣的信念，保全了臺南的和平，是時

代悲劇英雄，是人權律師，是亂世良心。 

 

【走讀場址】 

2023年，臺南市政府揭示「正義與勇氣之路」路線，此時適逢湯德章逝世 76

週年，也是二二八事件 75 週年。配合「湯德章正義與勇氣之路」TGOS 主題地

圖，從起點紀念碑所在的原臺南州會（臺南市參議會）出發，沿路經湯德章故居、

原臺南監獄、愛國婦人會館、原臺南警察署以及湯德章紀念公園。各場址設置標

示牌，融入各地點原有整體空間，透過手機掃描 QR Code，可進行自助式情境導

覽，內含場址照片與文字介紹。透過情境式導覽，讓參訪者彷如親臨往昔時空情

境，對先賢追求民主人權有親身經歷的感受。 

 

湯德章故居 

 

◥湯德章故居前說明牌，述說湯德章生平和英勇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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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德章故居曾因私人產權一度面臨被拆危機，透過群眾集資購屋搶救，並成立湯德章紀念協會，

成為公民募資搶救文化資產的全國首例。 

 

場址名稱 湯德章先生故居 

地址位置 臺南市中西區友愛街 115 巷 11 號 

場址概述 此場址為日治末期到二二八事件爆發時，湯德章居住之家屋。

二層磚造Ｌ形建築物，從房屋形式與構造推論年代，約為昭和

時期所建。 

在臺南登記執業的湯德章律師，向陳天楷買下此房屋。因此故

居位於道路預定地，恐面臨拆除命運，後經披露發覺是湯德章

生前居住處，經多人四處奔走下得以保存下來，並被審議為臺

南市名人故居，於 2015年舉行掛牌儀式。 

場址資訊 ⚫ 開放時間：週三至週日 10:00 - 18:00 （週一、二固定休

館） 

⚫ 聯絡電話：0916-558-644 

⚫ 導覽服務，臺南市區湯德章歷史及轉型正義現場行程導覽

（10 人以上成行，約 2 小時行程，請一週前預約，需負

擔導覽人員費用） 

相關網址 湯德章紀念協會 https://thng-tik-tsiong.com/ 

  

https://thng-tik-tsi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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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婦人會館 

 
◥湯德章曾短暫擔任第一任臺南南區區長，當時的區公所現為臺南愛國婦人會館。 

 

 
◥正義與勇氣之路的標示牌，此圖片為愛國婦人館的標示牌內容。 

 

場址名稱 原臺南愛國婦女會館（文創 PLUS-臺南創意中心） 

昔日名稱 原臺南美國新聞處 

地址位置 臺南市中西區府前路一段 195號 

場址概述 「愛國婦人會」是日本二戰時期主要的婦女團體之一，主要從

事軍事援助、社會救助和子女教育輔助等工作。原建物曾於戰

後短暫作為南區區公所，而湯德章曾短暫擔任第一任臺南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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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長，他從 1945年 12月 1日上任，任職半年多後，於隔年 7

月 1日辭職。雖然任職時間短暫，卻是他任職國民政府公務員

的唯一經歷。 

此館曾在 1948年轉租給台南美國新聞處，兼辦領事與文化方

面業務。中美斷交後，原建物前棟作為市立圖書館分館，後棟

為紅十字會。 

原臺南愛國婦人會館是一處深具時代意義的文化場域，為兼顧

其歷史脈絡並為老建築注入新生命，展現推動臺南文創產業的

決心，2012年此館化身為「文創 PLUS—臺南創意中心」。創

意中心內部除設立中心辦公室、文創商品銷售端點外，更是創

意設計媒合、文創資源整合與交流、藝文展覽以及顧問諮詢的

全方位平臺。 

場址資訊 ⚫ 開放時間：每日 9:00-17:00 

⚫ 聯絡電話：06-214-9510 

相關網址 文創 PLUS-臺南創意中心 

https://creativetainan.culture.tainan.gov.tw/ 

 

臺南警察署 

 

◤原臺南警察署內部現為台南美術館內的

老榕樹，從警察署時期就與老建築共存數

十載，走過古蹟大半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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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修復再利用的建物，保留原臺南警

察署的建物細節，在後方新增三層樓建築，

以中央廊道串接其中，當光影從露台灑下，

讓古蹟別具風味。 

 

場址名稱 臺南市立美術館 1館 

昔日名稱 原日治時期臺南警察署、原臺南市警察局 

地址位置 臺南市中西區南門路 37號 

場址概述 本場館於昭和六年（1931年）落成，曾是日治時期臺南警察署廳

舍，是目前臺灣現存最早的警察署廳舍。建築物由日本人梅澤捨

次郎所設計，建築整體外觀呈現對稱形式，中央主體最高。建築

外觀為土黃色，據聞可以減少反光，避免成為當時空襲目標。 

日治時期，臺南警察署打壓當時由知識份子領導的組織，曾逮補

過楊逵、葉陶等參與政治運動人士。二戰後成為臺南市警察局，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臺南區指揮部與臺南市警察局展開全面行

動，逮補湯德章等多位士紳、學生和市民約二百多人。白色恐怖

時期，具威權象徵的臺南市警察局主導眾多政治案件，如「臺灣

省工作委員會」、「臺南工作委員會」及葉石濤案等。 

1998年由臺南市政府指定為古蹟，隨著 2010年警局業務遷至新

營，2011年被選定為臺南市美術館基地後，並展開一連串古蹟修

復工作，現為臺南市美術館一館。 

場址資訊 ⚫ 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 10:00-18:00，週六延長開放至 21:00 

（週一休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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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電話：06-221-8881 

⚫ 導覽服務：場館有定時導覽（場次為 15:30，可現場報名）和

團體專人導覽（需提前 2週申請）。 

⚫ 門票資訊：參觀需門票，票價請見臺南市美術館網站。 

相關網址 臺南市美術館 https://www.tnam.museum/ 

 

湯德章紀念公園 

 

◤湯德章律師紀念銅像位於湯德章紀念公園，紀念

湯律師犧牲受難事蹟。 

 

場址名稱 湯德章紀念公園 

昔日名稱 民生綠園、日治時期大正公園 

地址位置 臺南市中山路、青年路、開山路、南門路、中正路、民生路一

段、公園路交會處 

場址概述 1947年 2月 27日臺北「緝煙事件」後，二二八事件影響全臺。

同年 3月 11日，擔任臺南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治安組組

長的湯德章律師被捕，在獄中遭受凌虐。13日，湯德章被冠以

「率領流氓搶劫槍械、接收警察倉庫、擾亂治安」等罪名，遭

押送臺南市區遊街，終在大正公園公開槍決，且禁止家屬前往

收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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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討論】 

歷史的價值在於我們可以從中得到許多經驗，錯誤的事情我們不應該讓它重

演。湯德章先生遭受不白之冤令人十分難過與遺憾。在初步瞭解湯先生的遭遇後，

請討論以下問題： 

1. 從湯德章先生的遭遇來看，我國引進國際人權公約的意義是什麼？ 

2. 當你處於因為誤解、偏見或其他原因而不被信任或正視時，你會如何因

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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