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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從團隊成員到台下觀眾的視角轉換

前些日子收到邀稿時，筆者著實吃了一驚。一方面，筆者雖然確曾參與過共生音樂節的工作團隊

，但從未以該團隊成員的頭銜參與各種活動，實在不知為何會找上筆者。另一方面，筆者的專業

雖然不能說與轉型正義完全無關，但專攻的刑事法學，確實與轉型正義的研究有一段距離。因此

，受邀之初，除了疑惑，內心也是傾向直接拒絕。表達筆者的想法後，邀稿者才娓娓道來，其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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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志工身份參與共生音樂節，之後也曾多次到場支持，由於曾閱讀手冊中筆者對於轉型正義的介

紹文，且使用其中資訊於課堂報告中，故興起邀稿之意。至於筆者已經因出國留學而脫離共生音

樂節團隊一事，邀稿者也說明其原本想找正在擔任該團隊工作成員者，亦或共生音樂節的創辦人

等來撰寫這篇觀察文，但鑑於一場活動由不同視角來進行觀察時，由於所處立場與位置的差異，

所得到的感受也會有別，因此覺得找筆者邀稿亦無妨。

筆者思考後，也覺得作為一位身份由工作團隊成員轉為到場參與群眾者，或許能夠同時提供兩個

不同視角的觀察心得。作為曾經的團隊成員，可以了解活動籌辦過程中面對的障礙與現實上的困

難，而作為一個場下的觀眾，我也可以放下承辦者因辛勞而可能產生的防衛心理，相對客觀地指

出我所看到的活動狀況。因此，筆者最終答應了這份邀稿，希望透過兩種不同的視角，說明我這

、

內容與發展。也期望透過本文，讓更多人知道，艱難的台灣轉型正義工程中，有一群年輕人扮演

了新世代的推動者，在缺乏新聞話題性以及資金奧援的狀況下，透過個人的熱忱以及組織的傳承

，在民間努力地推動轉型正義工作，期望用不同的形式來使更多人認識到二二八事件與台灣被遺

忘（或遭刻意刪除）的歷史。如果米蘭昆德拉說「人類與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那麼本文所要介紹的就是一群新生代鬥爭者的樣貌。

二、作為鬥爭戰術的共生音樂節：團隊成員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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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生音樂節的粉專介紹中曾提及，共生的意涵是由二二八三個字所組成，是由一群關心台灣歷

史的年輕人舉辦，為目前全台灣規模最大的二二八紀念活動。此外，在形式上，共生音樂節採取

音樂節、地景導覽、真人圖書館等較年輕的活動形式，希望吸引青年重新關懷二二八事件。簡言

之，不同於在歷史地景的二二八紀念公園所舉辦，氣氛肅穆且以紀念為目的官方二二八事件紀念

儀式，於自由廣場及凱達格蘭大道進行的共生音樂節，採取相對活潑的進行方式。對此，筆者認

為實屬共生音樂節在轉型正義工作上，採取了不同的戰術來進行二二八事件的推廣工作。亦即，

傳統嚴肅且帶有較高悲情色彩的紀念儀式，在二二八這一天，確實是必要的。但是，對於社會大

眾，特別是台灣解嚴與民主化後出生，對於二二八事件乃至於白色恐怖缺乏親身經歷的年輕世代

而言，傳統紀念儀式的形式除了較難引起興趣外，悲情的氣氛恐怕也不適於進行二二八事件的推

廣活動，甚至也可能

使一般民眾望之卻步。因此，共生音樂節

透過音樂表演、看板展覽

與真人圖書館之演講等較為「軟性」的方式，一方面可吸引一般群眾的目光，吸引更多人對二二

八事件的關注，或開啟使之瞭解二二八事件的契機，另一方面也翻轉偏重二二八事件悲劇性質的

傳統，積極地發掘二二八事件中值得後人效法的正面精神，例如反抗暴政、青年的勇氣與活力。

共生音樂節透過採取軟性表演形式與呈現歷史事件中積極面向的戰術，確實對於將二二八事件的

歷史傳遞於年輕世代，具有高度的成效。特別

是於2013年台灣社會運動風氣再起、2014

年三一八學運開啟年輕世代對台灣歷史的重視之軸線上，共生音樂節與此社會脈絡可謂相契合，

一方面參與音樂節的人數持續攀升，另一方面透過共生音樂節也使更多人開始接觸轉型正義議題

，抑或更積極參與轉型正義的相關組織與活動。作為一個參與者，除了觀察到此戰術對於擴大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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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二二八事件的群眾人數，具有正面效益外，也觀察到此戰術對於擴大轉型正義工程的人力，有

其影響力。簡言之，由於共生音樂節的運作需要為數不少的人力，因此隨著每年工作團隊的人員

招募，持續性地有關心轉型正義的年輕世代加入團隊。在此過程中，一方面，可培育轉型正義思

想的傳播者，縱然其未來離開團隊去從事其他工作，也可成為在不同領域中傳遞轉型正義思想與

推廣二二八事件的節點；

另一方面，透過不同專才的新血加入共生團隊，除了可以改善組織的架構與強化工作的效能外，

也同時把組織活動的經驗傳承給新加入的成員。透過此種技術上的傳承，實際上也使共生經驗得

以拓展到其他組織，使願意加入轉型正義工作的團體數量成長，一同投入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中，

成為新生的力量。以共生音樂節為例，中部共生的成立與開始籌辦各項活動，將青年從事二二八

事件推廣運動的範圍，擴張到台北以外，就是極佳的案例。

不過，雖然從參與成員的角度，可以看到共生音樂節對於推廣轉型正義與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在

民間發揮了相當大的成效，但也無可避免地看到了發展上的困難。第一個困難在於資源的部分。

換言之，雖然共生音樂節每年都得到諸多長輩與團體的支援，但事實上最大宗的資金來源，還是

得依靠群眾募資的方式來進行籌募。但是，群眾募資本身的不安定性，也確實導致共生音樂節資

金的不穩定性，以及在籌辦過程中，對於活動內容安排所造成的限制。而在此種先天限制之下，

共生音樂節對於活動的規劃就會出現且戰且走，乃至於好的提案卻無法執行的窘境。筆者認為，

隨著社會對於二二八事件等歷史之關心的退燒，特別是在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已過的情況下，未

來共生音樂節能否有足夠資源來呈現最好的一面，將是無可迴避的難題。第二個困難在於拿捏活

動的形式，亦即如何在透過較輕鬆的方式來推廣具有悲劇性質的二二八事件時，能夠拿捏其中的

界線，達到推廣效果的同時，仍能以正經的態度來面對二二八事件，是必須不斷討論與修正的難

題。回顧七屆的共生音樂節，包括以播放偏向特定史觀的台灣吧影片，或者邀請立場相異的樂團

 4 / 8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教育文化

發佈：2019-08-12, 週一 16:07
點擊數：6464

進行音樂表演等，都曾引起爭議。這些都是採取開放性的戰術推廣二二八事件時，考驗工作團隊

如何引導活動方向的困難之處。

三、共生音樂節的發展與挑戰：參與群眾觀點

隨著筆者出國求學而離開共生工作團隊，筆者自參與群眾的觀點，對於共生音樂節又有了不太一

樣的觀察。當從參與群眾的角度出發時，雖然無法深入了解活動籌辦的細節，但卻可以更深入體

會活動的內容，特別是以活動所呈現的內容作為關照的重心。除了過往曾經歷的音樂表演及令人

印象深刻的短講外，筆者認為能帶給參與群眾極大收穫的當數作為靜態展項目的真人圖書館。

首先，真人圖書館充分呈現二二八事件的複雜性與異質性，講者包括討論歷史課綱與二二八事件

內容的歷史學者，也包括以轉型正義為主要內容的哲學學者及法律學者，甚至也包含受難者家屬

身分進行發言者。在這個部分，作為現場聆聽演講的聽眾，當聽完學者進行理論面向的介紹後，

從受難者家屬的訴說中，可以更近一步跳脫中性的理論，而是從帶有感性的言談中去感同身受，

並思考自己對轉型正義的看法，以及可以如何支持台灣的轉型正義工程。依筆者的觀察，在真人

圖書館的演講區周圍，也有介紹二二八事件的展覽板與相關導覽人員，且透過主題式的設計，可

以讓參觀群眾對於二二八事件有更為深入的了解，甚至觸發部分群眾未來參與二二八事件相關推

廣工作的興趣。此外，此種安排也使在場民眾於聽完演講後，擁有一個在現場自主形成團體討論

的場域，作為在場群眾，筆者認為對於促成更深入的討論，以及擴大資訊的交流，有著相當大的

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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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作為一位參與群眾，在無法知曉主辦團隊設計相關活動的目的的前提下，也觀察到部分活

動設計，存在令參與者無法知曉其與轉型正義或二二八事件的推廣間有何關聯的問題。以共生音

樂節為例，當天的音樂表演具有吸引群眾前來，並藉此場域推廣二二八事件相關歷史知識的功能

。而在共生音樂前所舉辦如歷史場景導覽或轉型正義相關電影欣賞等前導活動，也都明顯與轉型

正義議題具有關聯性，除了可用更多元的形式來推廣該議題，也有吸引不同群眾來參與的功能。

但以共生音樂節之前所舉辦的音樂表演為例，雖然例來表演樂團皆有不俗之演出，對於吸引喜歡

表演樂團的群眾前來參加活動，對於拓展觸及群眾也有助益。但是，以筆者曾前往的幾次表演為

例，有時實在難以連結該表演與轉型正義或二二八事件之間，究竟有何關係。或者，聽完該場表

演後，除了對表演的印象外，其實對於轉型正義之議題，並未留下任何印象或接收到相關資訊。

以筆者在群眾視角的觀察來說，如何強化自身活動與轉型正義之間的連結，或許是作為關心轉型

正義推展的群眾來說，會關心的問題，也是對於共生音樂節這塊招牌會存有的期望。

總體而言，作為台下的參與群眾時，筆者可以體會到共生音樂節作為民間推廣轉型正義議題的重

要力量，其不斷嘗試更多元與嶄新的活動形式來進行議題推廣，以及促成更多民眾試著加入此議

題的討論，具有值得讚許之處。特別是由大學生或研究生所組成的工作團隊，活動的形式往往也

能夠切合時下年輕人的喜好，能夠在莊嚴肅穆的紀念儀式外，尋找到一個切入青年群眾的可能。

不過，依筆者所見，未來若能夠更強化活動本身與議題的連結，或許能讓共生音樂節作為目前民

間最大的二二八事件相關活動時，能夠發揮更強大的議題推廣之能量。

四、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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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筆者處於工作團隊成員與台下群眾兩個不同的身份之下，以不同觀點對共生音樂節所為

的觀察。確實，單一個體的觀察難免無法全面，但筆者還是希望透過本文的觀察，說明該活動對

於台灣轉型正義工程的貢獻，以及筆者參與過程中期望該活動能改善的問題所在，希望未來該活

動能夠對議題推廣產生更大的能量。也期望以共生音樂節為起點，能夠有更多青年世代關心轉型

正義的議題，讓該議題不僅是嚴肅冰冷的學理討論，亦或在活動形式上僅有悲傷氛圍的紀念儀式

，而是有更多人能認識到該議題是使台灣民主社會向前進步，或是促成一個更團結的社會，所不

可或缺的一項議題。

最終，筆者想以時任促轉會代理主委的楊翠老師，於第七屆共生音樂節短講的結尾，作為本文對

共生音樂節的看法與期許：「有許多朋友向我詢問促轉會的近況，看似促轉會沉寂了一陣子。我

要說的是轉型正義不能只做亮點、或呈現數字的業績就好，轉型正義需要長期的規劃與積累才能

達成，未來促轉會將會走入台灣各

地進行轉型正義的社會對話…

我們要切記：我們不應該迴避台灣

過去的傷痕，而是要去正視…

轉型正義也不單單是促轉會的工作，她需要每一個人的關心與付出，這也是為什麼共生音樂節辦

到了第七屆，我們期許她能繼續舉辦第八屆！」。筆者也衷心期盼，共生音樂節可以持續性地舉

辦下去，可以深化活動形式的同時，也拓展觸及的社會層面，甚至是將活動的舉辦拓展到全台灣

各地。最終，謹以本文，祝願台灣的轉型正義工程能持續下去，一個健全而民主的社會能夠因此

而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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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范耕維   為日本一橋大學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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