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委員長、謝大使、法國台灣協會薛會長(雅俶)、德國台灣協會鄭會長
(伊雯)，各位貴賓、各位鄉親、各位朋友、大家好

法國有一個用語，叫做 DEVOIR DE MÉMOIRE，中文可譯為「謹記過去的職
責」或譯為「追念的義務」，泛指歷史上愈痛苦之事、悲慘之事、困難之
事，現代人愈有義務去反觀之、研究之、紀念之及自省之。鑒往知來，瞭
解過去，才能避免重蹈覆轍；反躬自省，才能共同面向未來，這也是我們
大家今天集結在此與會的原因，更是我們這代人所擔負的使命。

74年前的今天，無數台灣人因為勇於出聲、勇於訴求更民主的社會，慘
遭鎮壓，家破人亡，或者身陷牢獄，至死看不到外面燦爛的陽光。74年
前的今天，是台灣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74年後，台灣已成為多元民主社會，我們美麗的寶島去年名列英國經濟
學人民主指數排名全亞洲第一。曾屬禁忌的 228事件也在無數民主先進的
努力與倡導下，進入了我們下一代學習之教材、成為我們大家共同的記憶，
也讓台灣成為國際人道關懷的一股良善力量。

我因為在外交部服務，中午常經過 228公園和紀念館，每當駐足閱讀受難
者或其家屬所寫下之悲情詩文，內心總感到不絕的傷痛與不捨。我們的先
輩付出了多麼大的生命代價，才讓台灣的社會及台灣的政治制度，趨向成
熟。

是的，「DEVOIR DE MÉMOIRE 謹記過去的職責 」，想起 228、追憶 228、
分析 228是我們今天在此的責任。台灣社會確實已趨成熟，但民主、自由
與博愛在世界他處仍遭逢極大困難，而迫害、鎮壓、殺戮之事仍常為新聞
報導的素材，但是否真的引起國際關注，是否真有心協助解決，仍存疑問。

在今日的台灣社會，自由與民主已是台灣人民自然享有的基本權利，但切
勿將之視為理所當然，因為這是多少先烈置個人死生於度外換來的！我們
必須永懷感恩的心，繼承前人守護台灣的信念，以包容的心廣納不同的意
見，一個團結的台灣，才能創造更幸福的未來。

為了讓政府的施政作為時時符合人道關懷，為了讓我們的下一代在和平與
包容的環境中成長，為了讓手持正義之旗而受難的烈士沒有白白犧牲，我
們亦將如法國朋友時時反思的作法，繼續秉持「DEVOIR DE MÉMOIRE」 -
謹記過去的職責，並邁入「MÉMOIRES POUR L’AVENIR」 - 守護未來的回
憶。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