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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高校招生改革
争议再起1945 年，蒋介石派陈仪主政

台湾，62 岁的陈仪带着雄伟的
政治抱负来到台湾，打算把这块
海岛作为实验田。到台湾后，他
命令将豪华总督官邸改作博物
馆，自住普通日式二层楼，不设
武装卫兵。没有子女，日籍妻子
留在上海，他孤身一人，过着清
教徒似的生活，每天提早一小时
到公署办公，晚上推迟一小时下
班，几乎从不参加应酬。

“城管”引发的血案

1947 年 2 月 27 日，专卖局
六名缉查员在台北南京西路太
平町巡逻查抄“走私货”。专卖局
抓不到真正的走私罪犯，却拿小
民为难。小贩闻风四散而逃，中
年寡妇林江迈动作慢，被逮了个
正着，公烟私烟现金都被没收。
林江迈跪在地上求缉查员网开
一面，抱住缉查员不放，缉查员
用枪托砸她的脑袋，致使其头破
血流晕倒在地。围观群众以为打
死了人，一哄而上追打缉查员，
其中一名缉查员慌神开枪，恰巧
街边一个青年探头看热闹，当场
被子弹击中身亡。

众目睽睽下杀害平民，整条
街沸腾了。死者陈文溪是大流氓
陈木荣之弟，其家人岂肯善罢甘
休。缉查员逃到中山堂附近的警
察总局，群众一路追过来，彻夜
包围总局，要求严惩凶手。

2 月 28 日上午，消息传遍
台北，如一颗火星引爆火药桶，
全城罢工、罢市、罢课。游行群众
首先冲向专卖局，将烟酒百货和
钞票都扔到街心焚烧，殴打专卖
局职员，致使两死四伤，官员的高
级轿车停放路边，被掀翻点火。

陈仪为显亲民，平日里长官
公署不设卫兵，2 月 28 日这天，
临时调来了警卫队。中午，请愿
队伍冲向长官公署。当时陈仪已
准备好稿子，配了翻译，准备到
阳台上讲话。千钧一发之际，警
备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下令卫
兵用重机枪向人群开火，前排的
人应声而倒。群情激愤下，局势
失去控制。一批人涌向新公园，占
领公园中心的广播站，向全台湾
广播从 2 月 27 日夜至 2 月 28 日
中午，政府杀害平民的事件。还有

许多人冲上街头，向外省人泄愤。
游行示威在台湾各地爆发，殴打
外省人事件也在全岛此起彼伏。

日军从台湾征派到海南、南
洋的退伍士兵返回后，无工可
做，生活贫困。这些退伍兵和流
氓，激进的青年学生，头绑白布
巾，打扮成日本浪人的模样，大
骂“支那人”，“清国奴”，看到穿
中山装的就施暴，衣着分辨不出
来的就要求讲句闽南语，当街唱
日本国歌《君之代》，以证明是本
省人，稍一迟疑则遭到殴打。

许多士绅、教师和学生自发
组织起来，将外省人送到学校、
礼堂、收容所等地集中保护。国
民参政员林献堂将财政处长严
家淦保护在自己家中，当群众杀
过来时，林献堂说：“这个人对台
湾是好的，你们要严家淦的话，
先要踩过我的身体才可以过
去。”陈仪的外甥丁名楠时任台
南曾文区民众保护区长，在当地
很受尊重，他叫青年放下武器，
有人不从，端起枪对准他，持枪
者的家属迅速靠拢到丁名楠周
围保护他。当国民党军警持枪来
曾文区镇压时，丁名楠挺身而
出，撕开衣服对着枪口怒喝：“敢
开枪者朝这里打。”终于保得曾
文区没有发生任何暴力冲突。

枪杆子回应改革要求

1947 年 3 月 1 日开始，民间
政治领袖、知识分子、高校教师

和学生满街张贴海报，呼吁停止
殴打外省同胞。台北市参议会推
举省参议员王添灯等人去和陈
仪谈判，陈仪同意成立“二·二八
事件处理委员会”，并派长官公署
四名处长参加。处理委员会致力
于将事变从暴力宣泄转向和平谈
判，实现合理的政治改革，这一愿
望终被镇压大军碾碎。

3 月 7 日，二·二八处理委
员会通过王添灯起草的“三十二
条要求”，包括重用台省人才，废
止专卖局改为公营事业，实现县
市长民选，保证人民言论出版自
由等。大会现场混入许多与日本
关系密切的士绅和流氓，起哄要
求把三十二条加至四十二条，提
出一些无理条款，如“本省人之
战犯及汉奸嫌疑被拘禁者，要求
无条件即时释放。”陈仪接到“四
十二条”，勃然变色，认为他已无
法控制“处委会”，“处委会”也无
法控制台湾混乱的局面。

从 7 日下午 3 时到晚上 11
时，陈仪向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
请求蒋介石速派大军赴台镇压。
陈仪刻意强调形势严峻，正为内
战焦虑的蒋介石担心台湾已混入
奸党，必须马上扑火。

高雄要塞司令彭孟雄在 3 月
6 日已擅自屠杀平民。3 月 8 日
晚，蒋介石派来的宪兵团各部在
基隆登陆。军舰未靠岸便开始炮
击港口，士兵下船后漫无目的地
扫射。11 日拂晓，21 军 436 团抵

基隆，准备南下；第二日，军部及
直属部队也陆续抵达台北。台湾
本土精英，如律师、作家、教师、
医生、记者、企业家等，无论是否
直接参与“二·二八”，都被列入
重点捕杀名单。二·二八处理委
员会领袖王添灯被泼汽油烧死；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陈炘
被警察带走失踪 ;基隆市副议长
杨元丁被枪杀后踢入河中……
遇害的还有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
林茂生，花莲县参议会议长张七
郎一家三口，三青团花莲分会干
事许锡谦(作家杨照的外祖父)，台
湾高等法院法官吴鸿麒(前国民
党名誉主席吴伯雄的伯父)……

清乡、自新运动无限扩大范
围，直到 1950 年 5 月，“二·二八”
才公布结案。“二·二八”之后，陈
仪怀着愧疚离职，回浙江担任省
主席。1949 年，陈仪在地下党策
反下决定叛蒋，他试图说服自己
的学生汤恩伯起义，汤恩伯向蒋
介石告密，陈仪被捕，后押赴台
湾。1950 年 6 月，陈仪在台北被
枪决。陈仪在台湾施行独裁政
策，最终在台湾死于独裁。

孤岛宣布戒严

1 9 4 9 年国民政府退守孤
岛，宣布戒严，这场全世界最漫
长的军事戒严期直到 1987 年才
解除。在此期间，“二·二八”和许
多政治事件一样，是绝对的禁忌
话题。“二·二八”对台湾社会造
成深远影响，在台湾人心中植下
更沉重的悲情意识。

1992 年 2 月 28 日，“二·二
八”纪念活动在台北音乐厅举
行，以莫扎特的《安魂曲》悼念亡
灵，政府的道歉和赔偿，学界的
研究和调查，民间回忆和纪念，
在全岛掀起，至今不衰。当年民
众向全台湾发出广播的“新公
园”，也改建成“二·二八”纪念和
平公园，广播站成为纪念馆，陈
列相关文物，讲述事件经过，并
在展览中明确指出：“二·二八”
最大责任者是蒋介石和陈仪。

究竟有多少人因“二·二八”
而死，当时没有严谨统计，多年
后更难以查证。从一千至十万，
各种数据相差甚远。

据《国家人文历史》

“城管”引发的血案
台湾本土精英，无论是否直接参与“二·二八”，都被列入重点捕

杀名单。二·二八处理委员会领袖王添灯被泼汽油烧死；哥伦比亚大
学经济学博士陈炘被警察带走失踪…… 台湾 12 年义务教育“新课

纲”将于 2018 年正式实施，随
着实施日期越来越近，与之配
套的高校招生制度如何改革成
为岛内焦点。近日，台湾 169 所
高中校长和教务主任提出联署
方案，要求在 2021 年开始实施
的大学考招延迟到高三结束后
的七八月进行，确保学生学习
完高中课程。

尽管 169 所高中联署的方
案得到 67 . 6% 的民调支持率，
被认为是目前最理想的方案，
但质疑同样不少。除了招生时
间，争议的另一焦点在于考试
科目该如何设置，更强烈的批
评声音则是来自于对加重学生
升学压力的担忧。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国民党主席选举自 2000
年开放由全体党员直接选举产
生后，从来没有像这次这么热
闹。继现任党主席洪秀柱、副主
席郝龙斌、前“副总统”吴敦义、
北农总经理韩国瑜和前副主席
詹启贤 5 人宣布参选后，2 月
24 日，国民党前民意代表潘维
刚举行记者会，正式宣布参选
国民党主席。她在记者会上呼
吁，通过“扩大参与、创造可能、
改变未来”的信念，把人才与青
年找回来。

由于潘维刚与洪秀柱同质
性高，其参选将主要冲击洪秀
柱的选情，因此有媒体揣测她
是受人策动参选，扮演吴敦义
的“侧翼”。对此疑义，潘维刚回
应说，绝对不是这样，她的最大
诉求是拥有党权但还没回家的
党员。 据《环球时报》

2013 年 2 月 28 日，高雄市举办二二八和平纪念日活动，上百名受

难家属一起向英灵纪念碑献上百合花致意。图/方 IC

国民党主席选举：
跑出女“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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