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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嚴、解嚴與集體記憶
                      ─以戰後臺灣的國定節日為中心

　　　　　　　　　　　　　　　                    　             周俊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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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從歷史學角度出發，並嘗試引用社會學觀點，以戰後臺灣的

國定節日為中心，考察集體記憶的變貌。由於一個團體中集體記憶的形

成，往往涉及權力的作用，本文基於這種認識，將戰後臺灣歷史發展與

國定節日的關聯分為：解嚴前、解嚴後到政黨輪替前、政黨輪替後迄今

等等政治權力產生較大結構性變動的三個階段，就筆者個人觀察，列舉

各個階段較具指標性的國定節日樣貌來加以探討。相應於解嚴以來政治

體制和社會風氣的自由開放，國定節日中的論述、儀式、群眾集會等等

皆呈現出和解嚴之前相當不同的樣貌，見證了戰後臺灣社會集體記憶的

變遷過程。

關鍵詞

戒嚴、解嚴、國定節日、政治權力、集體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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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中華民國國定節日法規之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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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據法規公布當期之政府公報及劉世昌，《中華民國節日誌》（臺北市：臺北

新聞資料供應社，民國44年8月初版）、國史館中華民國史內政志編纂委員會

（編），《中華民國史內政志（初稿）》（臺北縣：國史館，民國81年6月初

版）等資料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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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民族召喚我們，新的歷史新的時代在召喚我們，這也正是我們

這一代青年流血流汗發揮光熱，發展抱負，第三度大結合的時候

了！我們已具備辛亥北伐與抗戰兩時代的經驗與教訓，祗有在偉

大領袖　蔣總統的領導下，才能集合個人的力量，為反攻復國的力

量，祗有在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旗幟下，才能變個人的意志為民

族的決心，我們衷心的要求接受革命的教育，體認主義、領袖、國

家、責任、榮譽的重要⋯⋯。37 



62

戒
嚴
、
解
嚴
與
集
體
記
憶—

以
戰
後
臺
灣
的
國
定
節
日
為
中
心 回頭談談當年的十月慶典。那還屬於白色恐怖時代，每當十月份來

臨所謂普天同慶之時，也是我們電視及新聞工作人面臨關頭要度過

艱難困苦一個月之時。首先，十月一日是中國大陸的國慶日，十月

開始的這一天我們還不能表現出興奮，大陸國慶固然絕不能提，任

何祥和預兆的新聞，也都不要播。過掉三、五天，這是要開始提

昇迎接國慶、海內外萬眾一心的情緒了，所有的報導，全是正面

的，全是鼓舞民心士氣的，不能有所偏差；雙十節這一天，當然是

萬民歡欣、普天同慶，不能發生不吉利的新聞，任何火警、兇殺、

搶劫、車禍等社會新聞案件，一律不播出，就連地震都不能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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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電視畫面都顯出，好像全世界都熱烈慶祝中華民國國慶。這

一天只要不出毛病，順順利利過去，這個難關便過去一半了。緊接

著，仍然彌漫在十月慶典的歡欣中，臺灣光復節，總統要發表文

告，又是一個高潮，然而真正最大的高潮，在十月三十一日蔣介石

總統華誕。這一天更得特別留心，不可犯忌諱，更不可有不吉利的

新聞出現，我記得這一天所有報紙的電影廣告，任何片名有不吉利

字眼出現，都會被塗抹掉，⋯⋯39 

到了十月十日國慶日，晚間又來了個「勝利晚會」由三家電視臺聯

播，一個半小時的節目，全是在呼口號，喊萬歲。這以後，聯播成

了電視臺奉令必做，也是最無意義的節目了。41 

⋯繼演出雷亨利創作之獨幕五場話劇「青年進行曲」一齣，博得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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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一致喝采。在劇情發展中，扮演的「共匪」登場時，觀眾皆恨不

得上臺將此民族公敵的賣國賊痛揍一頓。42 

這裡正進行著許多有趣的交誼活動，⋯第一項是「青年節好運

道」，試你的好運，看摸到了些什麼紀念品，⋯你得到的是什麼

呢？你說：「趕快反攻大陸，給我一枝槍！」是的，你有志氣，我

有志氣，將來總可參加這偉大的行列的，於是，你笑了，我也笑

了。43 



65



66

戒
嚴
、
解
嚴
與
集
體
記
憶—

以
戰
後
臺
灣
的
國
定
節
日
為
中
心



67



68

戒
嚴
、
解
嚴
與
集
體
記
憶—

以
戰
後
臺
灣
的
國
定
節
日
為
中
心



69



70

戒
嚴
、
解
嚴
與
集
體
記
憶—

以
戰
後
臺
灣
的
國
定
節
日
為
中
心



71



72

戒
嚴
、
解
嚴
與
集
體
記
憶—

以
戰
後
臺
灣
的
國
定
節
日
為
中
心



73

教育當局與執政黨，今天怎樣看待青年，對青年又有多少的認識？

除了「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那一套八股教條之外；除

了把青年困在升學主義的囚籠之外；除了以娛樂為取向的誘合青

年「自強」之外，教育當局、執政黨青年組織，今天怎樣慶祝青年

節、怎樣向青年說話？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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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今天是中國春秋時代政治、哲學暨教育家孔子的誕辰紀念

日，在這位由於名為「仲尼」，又以周遊列國著名而被二十一世

紀的網路族尊為「 」的人物之生日作此演講，

他當年周遊列國，此則文宣國際，或有巧合之處。尤其在民主化

後，臺灣的主體認同日益高漲，新一代年輕人都可以豪爽地自稱

「臺客」，我們可以驕傲地宣稱：周遊列國行銷自己，中國古有 

「 」 ─ 文宣國際行銷臺灣，臺灣今有「叫我臺

客」，英文是「 」。88 



78

戒
嚴
、
解
嚴
與
集
體
記
憶—

以
戰
後
臺
灣
的
國
定
節
日
為
中
心



79



80

戒
嚴
、
解
嚴
與
集
體
記
憶—

以
戰
後
臺
灣
的
國
定
節
日
為
中
心



81



82

戒
嚴
、
解
嚴
與
集
體
記
憶—

以
戰
後
臺
灣
的
國
定
節
日
為
中
心



83



84

戒
嚴
、
解
嚴
與
集
體
記
憶—

以
戰
後
臺
灣
的
國
定
節
日
為
中
心

Festival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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