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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8 年 8 月爭取返鄉權遊行為「陳翠玉返鄉而死」追悼。

1988.8.21 聲援海外台灣人返鄉運動

穿越禁錮的黑名單闖關史

台灣解嚴後，老兵已經可以回中國探親，為什麼台灣人還是不能回台灣？「黑名單」是國民黨以違反

人權的手段對付海外異議分子返台，許多海外台灣人無法獲得返台加簽，從此有家歸不得，長年飄零世界

各地。

然而，一個人要回他自己的家是天經地義的事，「回家」更是全人類共同的基本人權。堅持台獨建國

理念的海外台灣人，前仆後繼偷渡回台，即使付出坐牢的代價，也在所不惜。台灣威權統治時期，不少被

迫流亡海外的政治異議分子，都是國民黨眼中的黑名單。許多的黑名單人士，想盡辦法「翻牆回家」。但

政府都會以「違反國安法」之名加以逮捕或是驅逐出境。

根據美國台灣人社團組成的「台灣人黑名單處理小組」統計公佈，共收集了 439 名黑名單人士。黑

名單處理小組指出，黑名單分成三類，包括第一類不准入台者，共有 108 名，第二類為簽證受刁難，共有

235名，第三類為難以分類，無法回台者96人。八成以上的黑名單人士，都是擁有博士或碩士的專業人才，

有些人因為主張台灣獨立，違反「反共國策」，有些人因為擔任台灣同鄉會社團負責人與幹部，就被國民

黨政府不給予加簽，限制你回台。

在島內海外民主運動合流、美國政府壓力下，台灣解嚴已勢在必行。蔣經國下令立法院在解嚴前必須

先通過《國家安全法》等三法，將言論、集會遊行、結社、入出境等重重管制納入。台灣雖然解嚴，入出

境也受到管制、海外民主運動人士仍因黑名單仍然無法返鄉。自 1987 到 1991 年之間，出現一波波「海外

黑名單闖關回台」行動。一些在海外從事台灣獨立運動而被國民黨當局禁止入境的人，不計成敗，不計後

果，即使被捕也毫無畏懼。如許瑞峰、陳翠玉、李憲榮、蔡正隆、羅益世、陳昭南、江昭儀、陳婉真、陳南天、

張丁蘭、毛清芬、葉明霞、吳信志、莊秋雄、許信良、謝聰敏、林水泉、鄭自財、郭倍宏、李應元、王康陸、

郭正光、張燦鍙、史明等人，都陸續衝破黑名單限制，翻牆回台灣。

邱萬興（民主運動影像紀錄者）



1991 年前後，共有二十幾位海內外台獨人士被捕

入獄，被捕的異議分子都以刑法一百條「預備顛覆政

府」的叛亂罪名起訴。一百條（內亂罪）規定條文：「意

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

政府，而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

處無期徒刑。」

1986 年 5 月 1 日，流亡美國的前桃園縣長許信良

等人，在美國紐約舉行記者會，宣布成立「臺灣民主黨

建黨委員會」，準備年底「遷黨回台」，並聲稱不惜

闖關回台坐牢。許信良此舉，對國內政局產生了變化，

加速島內黨外人士組黨的步伐。

從黨外到民進黨組黨前，國民黨不斷恫嚇黨外人士：若敢組黨，「依法取締、決不寬貸」。1986 年 7

月 3 日，在「太史公」傅正教授力主堅持下，黨外人士在周清玉國代家裡成立「組黨十人秘密小組」商討

組黨事宜，準備突破長期戒嚴下的黨禁；同年9月28日，黨外人士正式在台北圓山大飯店敦睦廳宣布建黨。

台灣第一個真正有實力的反對黨—「民主進步黨」成立。蔣經國只好在國民黨的中常會表示會順應潮流，

10 月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終於鬆口台灣將儘速解嚴。

刺激鮭魚返鄉的桃園機場事件

1986 年 11 月 30 日，黑名單人士許信良與謝聰敏、林水泉等人要從日本成田機場準備搭國泰班機闖關

回台，這個黑名單闖關事件，遇到中央民代增額選舉，也是另一種造勢的選舉議題。

雖然國民黨對前桃園縣長許信良發出通緝令，卻在他公開表示願意返台接受審判而申請入境時，卻遭

到國民黨拒絕必須原機遣返。來自全台上萬民眾，由前高雄縣長余登發帶領下，前往桃園機場接機。國民

黨動用軍警鎮暴部隊嚴陣以待，封鎖機場道路，鎮暴裝甲車來回不停穿梭，軍用直昇機在上空盤旋，灑下

「心戰傳單」，紅色水柱與催淚瓦斯，用來對付前來為許信良接機的民眾。桃園機場外圍道路，棍棒、石

頭齊飛，一整天十幾個小時，充滿殺氣騰騰的火藥味。許多民眾被消

防車的強力水柱和催淚瓦斯所傷，引爆流血衝突，史稱「桃園機場事

件」。

陳婉真有家歸不得，1988 年 7 月 24 日，陳婉真從美國搭機闖關

回台。因為朋友畫錯桃園國際機場的出境大廳出口地圖，讓陳婉真跑

錯方向，硬是被航警局人員當場攔截，陳婉真被警員用被扛豬式的原

機遣返美國，讓她飽嚐有家歸不得之苦。

 第一次在台灣本土舉行的世界台灣同鄉會

1974 年 9 月 7 日，在奧國首都維也納成立的世界台灣同鄉會

聯合會 ( 簡稱世台會 ) 這個涵蓋全球各地台灣同鄉社團，經歷過故鄉

台灣由戒嚴獨裁到民主抗爭改革，成立之初是由在日台灣同鄉會、巴

西台灣同鄉會、全美台灣同鄉會、加拿大台灣同鄉會及全歐台灣同鄉

會聯合會五個成員組成，郭榮桔博士是創會會長，連任六屆世台會會

長，陳唐山與陳都、李憲榮陸續接任會長後，1988 年在台灣台北縣舉

辦第一次世台會年會。

1988 年 8 月，第一次在台灣本土舉行的世界台灣同鄉會（簡稱世

台會）第 15 屆年會，在台北新店燕子湖舉辦的年會。陸陸續續有不

少「黑名單」的海外台灣人，千方百計回到台灣來參加，羅益世、張

丁蘭、毛清芬、葉明霞等人紛紛「翻牆」回家，世台會會長李憲榮無 曾被扛豬式原機遣返 1989 年 10 月 10 日陳婉真
有路無厝抗爭為黑名單激烈攻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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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入境，由世界同鄉會秘書長羅益世代表致詞。而台灣婦女界的先驅——陳翠玉，則是這波返鄉潮的第一

個犧牲者，因為國民黨讓陳翠玉在八十高齡還為入境台灣之事全球奔波，以致身體不堪負荷而過世。8 月

21 日，民進黨在台北市舉辦的「聲援海外台灣人返鄉」大遊行，聲援黑名單人士有返鄉自由。

陳婉真出現在鄭南榕告別式

陳婉真成功「翻牆回家」，突破國民黨對黑名單的封鎖，並出現在 1989 年 5 月 19 日鄭南榕在士林廢

河道的告別式現場。讓當時在場的情治人員與大批媒體記者感到非常詫異。一整天，情治人員與便衣人員

如影隨形地跟監陳婉真，想趁機捉拿她；不料，在眾多友人的協助下，陳婉真竟又從從容容地擺脫情治人

員的視線消失逃走。

國民黨一直抓不到陳婉真，乾脆來個「相應不理」。陳婉真要求設籍，內政部卻說，她沒有入境許可證，

表示法律上她人還在美國，拒絕辦理。陳婉真和獨子久哥（張宏久）由於政治因素久久無法在台灣設籍落

戶，也拿不到身分證，她有半年時間，不能找工作，也不能租屋。為此和國民黨周旋數個月之久，陳婉真

甚至帶久哥到內政部絕食抗議，發起「有路無厝」的抗爭。陳婉真最後被以違反國安法「非法入境」判刑

5個月。

陳南天數度秘密偷渡回台

1989 年曾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總本部副主席的陳南天，是當時黑名單管制時期最神秘的盟員，曾多次

偷渡回台，1989 年陳婉真偷渡回台現身，他也跟著回台參加鄭南榕告別式，隔年，1990 年他也再度偷渡

回台，前往高雄市為陳菊參選國大代表首次現身陪著陳菊在高雄掃街拜票，就再度神秘回美國，1991 年他

又再度祕密回台，會晤島內秘密盟員，准備遷盟回台，國民黨派出的軍警四處跟監，始終抓不到他。1989

年6月29日，旅美作家陳芳明在15年未能獲准返台後，終於能順利回到台灣，國民黨僅准許他停留一個月。

侯友宜強押蔡正隆、羅益世出境

1989 年 8月 11日，第十六屆世台會年會再次回台舉辦，在高雄市舉行活動，海外黑名單「榜上有名」

的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世台會）會長李憲榮、副會長蔡銘祿、秘書長羅益世、台獨聯盟中委蔡正隆秘

密闖關回台出現在會場，海外台灣人及他們的第二代都在高雄市與群眾一起示威遊行，要求廢除黑名單，

黑名單人士受到高雄鄉親熱烈歡迎，李憲榮、蔡正隆、羅益世等人，全台四處為新國家聯線立委與省市候

選人助選。

1989 年 5 月 19 日送別鄭南榕在總統府前告別式

1989 年 8 月 11 日在高雄主辦第 16 屆世台會以「反對黑名單及建立新台灣」訴求

1989 年 5 月 19 日海外 58 個台灣人社團包括全美會共同發表哀悼聲明



台獨聯盟中委蔡正隆牽手葉明霞在前一年，就偷渡回台參加世台會。蔡正隆的母親在高雄見到兒子，

一副愁眉苦臉（怕他被捕入獄）對著蔡正隆說：「唉！跟你講不要去摻那些代誌，你總是講不聽」。基於

母親對兒子的關懷，不希望蔡正隆為了台灣獨立運動而惹麻煩。

1989 年 8 月 27 日，國民黨在惱羞成怒下，終於再次使用暴力，台北市中山分局派出上百名警力，在

自由時代雜誌社附近埋伏，侯友宜動用霹靂小組在盧修一車子裡強灌催淚瓦斯。強拉出海外黑名單人士蔡

正隆（戴眼鏡者）與羅益世兩人，直接逮捕押送飛機，驅逐出境。

社運團體為聲援陳婉真母子無法設籍而舉辦的示威遊行。遊行中演出行動劇，由民眾扮演反共義士，

凸顯「反共義士入境可領黃金，台灣人入境無法落籍」的對比諷刺。陳婉真表示將以「不定時、不定點」

方式到內政部展開長期抗爭。

陳婉真帶著獨子「久哥」與蔡正隆的母親抗議國民黨的「黑名單」政策，強調台灣人有權返鄉設籍，

落葉歸根。她要讓台灣民眾了解國民黨的真面目：「共產黨來台有黃金，台灣人回台要坐牢。」10月10日，

陳婉真要求設籍的抗爭行動，更讓國民黨渡過一個在台 40 年以來最特別的「雙十國慶」。

許信良坐漁船偷渡回台被捕

為了回到台灣而奮鬥 10年的前桃園縣長許信良，終於在 1989 年 9月 27日，以漁船偷渡的方式返鄉。

許信良搭「金滿財號」漁船偷渡，被高雄港緝私艦在外海查獲，立即被國民黨抓進黑牢，押送到土城看守

所。1月 10日，民進黨發起萬人「迎接許信良回家」土城探監活動，隔天深夜遭到警方強力驅離，林正杰、

楊祖珺、張俊宏、蔡式淵、范巽綠等人遭警方暴力毆打受傷。12 月 23 日，台灣高等法院宣判，許信良被

以「叛亂罪」判刑 10 年。

翻牆返鄉的郭倍宏

在一波波「海外黑名單闖關回台」的浪潮中，最具戲劇性的闖關代表人物是郭倍宏。

1989 年 11 月 6日，為突破國民黨的「黑名單」禁忌，擔任「台獨聯盟」美國本部主席的郭倍宏博士，

親自闖關翻牆入境。郭倍宏博士不但是蔣經國時代「黑名單」的異議份子，也是郝柏村眼中的「叛亂份子」，

更是國民黨政權發出 12 道金牌（12 張通緝令拘票）所要緝拿的「欽命要犯」。

這個「欽命要犯」郭倍宏博士，遭到國民黨懸賞金額二百二十萬元，進行全台大追緝，國民黨並出動

上千名軍警荷槍實彈四處追捕。台灣的媒體形容他是「神龍見首不見尾」。返台後的郭倍宏，不顧自身安

危，積極地為「新國家連線」的候選人造勢。回到台南，他曾路過家門口，不敢與雙親見面，這是他最痛

苦的心情。11月22日於台北縣中和體育場，周慧瑛與盧修一的演講場上，他用一個黑色的「黑名單面具」，

把國民黨八大情治系統耍弄得人仰馬翻，這個「黑名單面具」的活動，是由簡錫堦負責設計的。

郭倍宏明白表示，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推翻國民黨，建立新國家」，演講會後並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

郭倍宏在數千群眾都戴上「黑名單面具」的掩護之下，郭倍宏來無影，去無蹤，金蟬脫殼，順利突圍，並

再度闖關返美。此為當年台灣十大新聞之最轟動國際之事，被稱為「郭倍宏旋風」。

 羅益世再度偷渡回台被逮捕

1989 年 11 月 25 日，北美洲婦女會會長周吳秀惠順利偷渡回台，出現在民進黨屏東縣長候選人蘇貞昌

的演講會上。11 月 26 日，世界同鄉會秘書長羅益世再度偷渡入境，出現在陳水扁立委，在台北市北區舉

黑名單闖關最具戲劇性的是國民黨祭出賞金 220 萬元的郭倍宏，1989 年 11 月郭倍宏秘密闖關返台成功在群眾數千位配合黑名單面具下成功為新國家連線候選人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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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的演講會上，國民黨不再採用驅逐出境的慣招，11月29日直接以「違反國安法」之名逮捕並收押羅益世。

一個月後，12 月 30 日，羅益世被控非法入境案，台北地方法院士林分院宣判，處以徒刑 10 個月，這是國

民黨開始用惡法「國安法」，對付海外黑名單人士。因為國民黨捉拿不到郭倍宏，惱羞成怒，決定找一個

黑名單人士開刀，羅益世因此成了代罪羔羊。

1990 年 6 月底，李登輝總統於三月學運中承諾學生要召開的「國是會議」，民進黨邀請旅居海外的菁

英回國參加，其中不少是被列入禁止入境的黑名單，前世台會會長陳唐山、前全美同鄉會會長楊黃美幸等

人，受到李登輝總統的邀請，均因「國是會議」而得以順利返國。陳唐山因為抗議陳昭南與羅益世被關之

不合理黑名單制度而表示，我的良心覺得不安，我要替海外不能回來的人講話，我退出國是會議。陳唐山

這個舉動引起全國注目，但也因此被國民黨政權阻擋再回台灣故鄉的大門。這是「總統敬酒你不吃，罰你

不准再回家」，陳唐山博士直到 1992 年底參選僑選立法委員才回台灣。

蔡同榮回到闊別 30 年的台灣

1990 年 6月 15日，前台獨聯盟主席蔡同榮的岳父過世，他以奔喪的名義，拜託美國國會議員索拉茲、

甘迺迪、李柏曼等十多位議員，向國民黨施壓， 6 月 29 日，蔡同榮順利回到闊別 30 年的台灣。蔡同榮回

台後組成「公民投票促進會」並擔任創會會長，1991年9月8日，蔡同榮藉著紀念舊金山合約40周年紀念，

全力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運動大遊行，蔡同榮被稱為「蔡公投」。

台獨聯盟在美國洛杉磯宣布「遷盟回台」

1990 年 1 月 1 日，台獨聯盟總本部中央委員向外界發布聲明，決心二年內將台獨聯盟遷盟回台，同年

7 月，台獨聯盟美國本部副主席李應元以秘密方式回台，成為台獨聯盟的返台行動的先鋒，展開一年多的

全台遊走，為台獨聯盟的遷台鋪路。

1991 年 1 月 12 日，台獨聯盟在美國洛杉磯希爾頓大飯店舉辦遷盟回台募款餐會，台獨聯盟主席張燦

鍙與台獨聯盟美國本部主席郭倍宏在會中宣布將主戰場遷回台灣，他們是被國民黨視為叛逆團體，他們將

展開一連串台獨盟員返鄉與現身行動。我和林宗正牧師、林國華、林一雄、李明憲等人到美國見證這場鮭

魚返鄉的故事。海外鄉親只能哀傷唱著黃昏的故鄉：「叫著我，叫著我，黃昏的故鄉不時再叫著我，教我

一個，苦命的身軀，流浪的人，無厝的渡鳥。孤單來到異鄉，有時也會念家鄉。」海外遊子臉上泛著感傷

與淚光，我才深切明白鮭魚返鄉是多麼不容易。我告訴台獨聯盟美國本部主席郭倍宏與郭清江博士，你們

闖關回台被逮捕，我會投入文宣救援活動。

1991 年 6 月 22 日，「刺蔣案」主角鄭自財闖關回台，在台中市陳婉真的「叛亂餐會」現身。作風強

硬的台建組織，開始組成「台灣建國自衛隊」，行使為期 21 天的抵抗權，向國民黨展開激烈的抗爭。

郭倍宏、李應元相繼被捕

國民黨在 1991 年底之前，製造一次又一次的政治獄，開始逮捕台獨聯盟闖關回台的台獨聯盟人士郭

倍宏、李應元等人，他們不計個任安危，將回台的計畫付諸行動。8 月 30 日，第二次闖關回台的台獨聯盟

美國本部主席郭倍宏，搭乘西北航空，持丁崇真的護照抵達桃園中正機場入關時，郭倍宏闖關失敗被捕。

3 天後，9 月 2 日，「翻牆」回台 14 個月，一直和國民黨的軍警大玩捉迷藏的台獨聯盟美國本部副主

席李應元，也於晚上 7 點在台北市松江路御書園遭調查局人員逮捕。黑牢還是黑牢，在他們被釋放前，誰

無無法預料他們要在獄中耗費多少青春歲月。

1991年9月4日，台獨聯盟台灣本部盟員在台中市天星飯店，舉行第一次盟員現身大會。共有鄒武鑑、

林永生、劉金獅、許龍俊、江蓋世、蔡文旭、陳明仁等 63位盟員簽訂公開聲明書現身。台獨聯盟的遷台，

加上其他同志的前仆後繼，終於突破了長久以來的禁錮。

郭倍宏和李應元相繼被捕入獄的一星期後，台大醫學院的醫生們如蘇益仁、涂醒哲等人，由李鎮源院

士帶隊前往土城看守所探監。李應元和郭倍宏的被捕入獄，使得李鎮源院士鬱積心中數十年對國民黨執政

強烈不滿的能量，猶如火山爆發，決定站出來聲援這些海外優秀弟子。



100 行動聯盟要求廢除刑法一百條

李鎮源院士即與台大教授林山田、陳師孟 1991 年 9 月 21 日發起成立「100 行動聯盟運動」，要在 10

月 10 日「反閱兵、廢惡法」行動，挑戰保守勢力，與行政院長郝柏村正面對決，要求廢除刑法 100 條，

釋放所有政治犯。我負責這場非暴力抗爭的文宣設計工作。李鎮源並以高齡之身，四處陪著受難家屬請願

抗爭。「反閱兵、廢惡法」行動，10 月 10 日清晨，在憲警驅離前，盧修一立委與教授、學生在台大基礎

大樓前靜坐，保護李鎮源院士不受到傷害。

 國民黨陸續逮捕王康陸、張燦鍙

1991年10月中，國民黨大肆逮捕台建組織的幹部、台獨聯盟盟員，先後把台灣島內的陳婉真、林永生、

林雀薇、賴貫一、鄒武鑑、江蓋世、許龍俊。10 月 20 日下午 4 點，台獨聯盟台灣本部於台北市中山北路

北區海霸王餐廳，召開第一次盟員大會，自美闖關回台的台獨聯盟中央委員郭正光博士，和總本部秘書長

王康陸博士，以及前中央委員林明哲，均出現在海霸王的盟員大會。武裝鎮暴警察與霹靂小組，衝入台北

市中山北路北區海霸王餐廳，逮捕王康陸博士，郭正光則隔天被驅逐出境。

1991 年 12 月 7 日，台獨聯盟世界總本部主席張燦鍙自東京闖關搭機返台，也在桃園機場被捕。張燦

鍙坦白表示，返鄉是為了早日建立「台灣共和國」。國民黨以不同的名義逮捕、收押、禁見台獨人士。他

被國民黨以「殺人未遂」罪名判刑，於 1992 年 10 月才出獄。

刑法第 100 條修正

經過「一○○行動聯盟」八個月持續不斷的抗爭，1992 年 5 月 15 日，立法院終於三讀通過「刑法一

○○條」修正案（意即「廢除刑法一○○條」）。5 月 16 日，刑法第 100 條條文才修正公布後，先前被

捕的台獨思想犯，如黃華、郭倍宏、李應元、林永生、許龍俊、鄒武鑑、江蓋世、王康陸、陳婉真等人在

1992 年 5月 23 日都被釋放。「刑法一○○條」廢除後，台灣人民不再因主張台灣獨立以叛亂罪而被起訴。

從此，台灣社會才真正擺脫「白色恐怖」的陰影。

1992 年 7 月 7 日，政府正式取消海外黑名單返台禁令。黑名單解禁後，張燦鍙於 1992 年 10 月 24 日

交保獲釋，11 月 1 日，離開台灣 21 年之久的前台大政治系彭明敏教授回國。1993 年 7 月 30 日，曾任世

界台灣同鄉會創會會長的郭榮桔博士返台，這是他離開台灣數十年後，第一次返鄉。

黃昭堂博士與陳南天跟刺蔣案的黃文雄，是最後一批解禁的海外流亡人士。1992 年 11 月 25 曰，黃昭

堂博士結束長達 34 年的黑名單限制，終於和妻子黃謝蓮治，從日本東京回到台南七股下山仔寮袓厝，祭

拜早逝的父親，正式宣告台獨聯盟的歸鄉行動成功。

史明因為主張台獨而被國民黨政府名列黑名單達 30 年無法回台，長期流亡日本，直到 1993 年 10 月

才偷渡回台。史明是最後第二位黑名單人士，當時他已經 76 歲了。

在所有的黑名單中最後一個被解除返台限制的就是刺蔣案的主角黃文雄。在一次很偶然的機會下，陳

菊在歐洲見到黃文雄。在陳菊的勸說下，黃文雄終於考慮要鮭魚返鄉。1996年 5月 6日，黃文雄闖關入境。

二年後，1998 年 11 月 10 日，黃文雄被政府查獲，控以違反國家安全法第三條，未得許可入境罪名起訴。

國民黨的「黑名單」禁令至此才真正解除。

1991 年 8 月 13 日台灣島內外懇談會，多位全美會前會長都有參與在內。 李應元恩師李鎮源院士 (左 )為愛徒發起廢除刑法 100 條
行動，黑名單方能走入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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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台灣島內外懇談會王康陸 (中 )發言
(邱萬興提供 )

2019 年美東台灣人夏令會王康陸紀念音樂會 鄭南榕夫人葉菊蘭 (中 )和兩位海外黑名單鬥士王康
陸 (左 )與李應元 (右 )

台美人沒有忘記王康陸
右起王康陸、林永生、張燦鍙

	 	 	 	 王康陸，是個陌生的名字，多數台灣人沒聽過，但台美人不曾忘記他，在每年七月初的美東台灣人夏

令會，以音樂會紀念這位台獨前輩。

    王康陸是台獨鬥士，主張非暴力抗爭，一九九一年偷渡返台被捕，後受惠於刑法一百條修正案被釋放，

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二日，在文化大學演講後，深夜下山途中，於仰德大道、國安局附近路段，發生離奇車

禍死亡，享年五十二歲。

    王康陸事件發生在一九八一年的陳文成命案後十二年，陳文成案受到全美台灣人的強烈反彈，台美兩

地發動大規模示威抗議，陳文成任教的卡內基美隆大學校長更挺身而出、仗義執言，在美國政府的關注下，

國民黨政府才開啟調查，雖然最後仍以查無兇手結案，然事隔三十多年，到現在還有人為他發聲。

    王康陸就沒多少人記得，當時儘管疑點重重，但最後以車禍結案；根據生還的計程車司機所述，當王

康陸演講後，搭計程車下山時，已發現被可疑車輛尾隨，到事發地點，為閃避路邊車旁站立的一個人，計

程車往左閃避，再轉回右車道時，路旁一輛靜止的 BMW 車輛突然加油、衝出猛撞，造成致命的車禍，後來

肇事的 BMW 司機以酒駕結案。

    王康陸的死，和陳文成、林家血案一樣，都是查無兇手的歷史懸案，台灣至今仍有人為陳、林兩案申

冤，王康陸案則無人聞問，任他默默殞落，只有台美人沒有忘記他。

    自他猝逝後，在家族好友籌募成立王康陸博士紀念基金會，除了與全美台灣人權協會合辦設立王康陸

人權奬，每年頒奬給對提高台灣人權有奉獻的工作者。自 2005 年開始也在台灣國立中興大學設立奬學金，

鼓勵年輕學者熱心公益，奉獻台灣的社會，並在美東台灣人夏令會每年舉辦音樂會，音樂會均由台美人音

樂系研究所學生們及教授共同籌劃演出。

    每年七月初的美東台灣人夏令會，都會舉辦「王康陸紀念音樂會」用他最喜愛的音樂懷念他，許多台

美人音樂家傾情演出，而他的遺孀 Martha 或兒子也常會出席，追溯他的事蹟。王康陸的故事，台美人雖

然每年聽一遍，但每次還是會被感動得熱淚盈眶，音樂會最後一曲，固定演奏他生前最喜愛的「流浪者之

歌」，在小提琴如泣如訴的琴聲中，台美人追思這位為台灣奉獻生命的英靈！

陳如媜

圖片由王康陸博士紀念基金會提供



爭取返鄉權
黑名單闖關回台灣

1985 年代開始，許多海外黑名單人士因為反對國民黨獨裁政府，遭受長年無法返國及台灣家人親友長

期受到特務騷擾的案例，層出不窮，甚至父母親離世，只要從事海外民主運動者都無法返鄉，早期同鄉會

或台美社團開會，一首「黃昏的故鄉」都能讓人觸景生情，唱到泣不成聲，回家變得如此遙不可及。

 我們要非常感謝前輩林茗顯、前輩陳銘城曾寫下許多當年黑名單闖蕩回台的故事，其中擔任全美會

第六屆會長林明哲，於 1991 年 10 月與王康陸、陳榮芳經由水路曲折離奇的成功闖關回到台灣，回到久別

28 年的故鄉後，現身台獨聯盟本部成立的海霸王餐廳，王康陸馬上就被逮捕進入土城看守所，而林明哲現

身未被發現，但在之後的行動最後仍被逮捕驅逐出境，王康陸等人如何以飛蛾撲火之姿，兵分數路闖關成

功的情景，經過日後的口述，為台灣留下這段寶貴的歷史。

王康陸抱著必死決心踏上歸程

台獨聯盟的遷盟回台行動，陳銘城生動地描述王康陸走水路的心情：「在此之前，王康陸曾因申請回

台奔母喪，而一再被駁回。陳榮芳也在 1991 年 9 月中旬嘗試闖關回台探視住院中的母親，但是卻在桃園

機場遭原機遣返，這一次的闖關行動，只有王康陸知情，他站在甘迺迪機場二樓的咖啡室陽台，目送陳榮

芳走進飛往台北的登機門，但是他們都沒能完成回台探望母親的心願。

同年十月，陳榮芳、王康陸、林明哲等人，再度計劃偷渡回台行動。這次的行動路線是走水路。陳榮

芳一度反對曾長期罹患胃病的王康陸走水路回台，因為途中須搭乘小船在海中漂流數日，恐怕不是一般人

所能忍受和勝任。但是王康陸卻堅持參與行動，並且克服了一切的困難，咬牙完成他的返台心願。在這次

的船程中，船機曾經故障兩次，小船在風浪拍擊下船身搖幌得十分厲害。船艙內同伴個個都因暈船而嘔吐

得東倒西歪，王康陸一再收緊了腰帶，陳榮芳等人即知王康陸的胃痛又患了，但是卻無法從他臉上看到一

絲愁容與痛楚。反而會聽到他不時地哼一段英文老歌，來苦中作樂，鼓舞士氣；同時還幫船伕煮速食麵，

讓大夥進食。

當船隻逐漸靠近台灣海岸，第一次看到日思夜夢的故鄉，終於出現在眼前，王康陸首先興奮地叫醒同

伴，他彷彿忘了暈船的痛苦，勇敢地站在船舷，凝望著朝思暮想『黃昏的故鄉』。這一幕深情的映像，至

今仍時刻出現在陳榮芳的腦海裹。」

闖關返台說容易，行則萬難，因為首先要面對親情與大好事業的割捨，尤其王康陸得放下妻兒與高薪

工作，因為他明知自己這次回台公開現身鼓吹台灣獨立，就注定要走一條一旦被捕，等於直奔被關進監牢

之路，而不是被遣返美國，至於關到何時 ? 那是抱著必死的決心，才能義無反顧地踏上回故鄉的歸程。

久違台灣 28 年林明哲闖關之路

林茗顯的採訪中，描寫久别台灣 28 年林明哲，為了打破國民黨政權的黑名單禁令，決定 1991 年響應

張燦鍙被再度選為台獨聯盟總本部主席後要回台灣成立本部，林明哲回憶 : 「1991 年林明哲在 10 月 10

日離開美國去九龍，比王康陸、陳榮芳早抵達香港，12 日三人在香港會合、16 日晚上在香港外海約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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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處，坐台灣的小漁船，大約在夜間 8 點出發航向台灣。船上包括船主方四人和王康陸等三人。王康陸三

人要拿錢給接應他們船方的人，錢根本不足渡航費用，但船方堅持不收。一行人也不方便問船方姓名，以

免闖關不幸遭捕被逼供。

這漁船很小，下層船艙只夠四人坐著或躺下，無法站立。船在海上搖晃非常厲害，王康陸和陳榮芳都

嘔吐，當夜三人都進入船艙躺下。深夜醒來發現船機設備故障，無法行進。小船在深夜汪洋大海中漂流，

船機共故障兩次，白天船機在修理中時，雖然看到大船經過，也不敢向大船求援。求援就等於闖關破功了。

出發後第三天、18 日下午約三時接近台灣外海，看到久別 28 年的台灣島，大家都非常激動，但還不是登

陸的適當時機。為免被岸上的檢視兵察覺，我們繼續留在船內，船沿海岸南行。大約下午 5 點，小漁船開

進南鯤身的一條河面相當寬闊的河流，我們偽裝像出海釣魚。由二人操控的的竹筏渡到船邊接應，我們三

人先上竹筏，康陸與我兩人藏身可容二人的魚箱中、上蓋棉被，榮芳坐在竹筏上，我們坐竹筏到河邊上岸。

上岸時捲起褲管、沒穿鞋子，因長久沒赤腳走路，腳底有點疼痛。我們在岸邊走時，有碰到像穿便服的退

伍軍人，但沒被看穿識破。我們沒有帶任何行李隨行。上岸後進入一間小廟停留、拜拜，當晚住在佳里、

由船方接待，也幫忙購買內衫衣褲。次日王幸男去接他們，王康陸和陳榮芳先去台北，王康陸在 10 月 20

日在台北市舉行的台獨聯盟台灣本部成立大會現身。

台獨聯盟台灣本部成立大會在海霸餐王餐廳舉行，王康陸以總本部秘書長身份上台致詞，並開記者會。

以自己方式闖關的中委郭正光在大會進場，馬上被記者包圍，下午郭正光演講時，100 多位警察衝入。林

明哲由莊國瑞陪同去台北，參加這場台獨聯盟台灣本部成立大會，林明哲在會場，但是沒有公開現身。

10 月 25 日在高雄由蔡同榮主辦的公投晚會，林明哲首次公開現身，當晚會場有三萬多人參加。30 日

到花蓮時，被民眾服務站的人員發現上報。31日去宜蘭，台南調查局動員兩三部車到宜蘭去抓他、上手銬；

林明哲要求去台北土城看守所與李應元、王康陸關在一起，被拒絕。11月1日從宜蘭押送回台南。訊問時，

他說他聽不懂北京話，調查局人員以台灣話訊問。他當時身上除了美國伊理諾州的駕駛執照和心臟病的葯

物，沒有其他身份證照，也沒有任何護照。情治人員以駕照向駐美國的外館查證，認為林明哲是美國公民

而且有心臟病，決定將他驅逐出境，在台南醫院停留後，以三台警車、醫生、護士隨行送到桃園機場，遣

送回美國。」 ( 摘錄林茗顯 2013 年 2 月 28 日 -- 林明哲闖關回到久別 28 年的台灣 )

後記：1993 年 10 月 12 日晚上王康陸疑似「被車禍」遽逝，沒有留下文字記述。根據吳深描述，

王博士搭乘計程車朝南沿仰德大道下山，在出事點處（左邊路旁皆屬國安局轄區）欲右轉時，有一輛深

色箱型車未開燈停在南下車道轉角路旁；計程車因此轉往左側避開，此時，原呈靜止狀態停靠在右下山

車道的肇事車 BMW525i 轎車突然往前急速衝撞，計程車雖然試圖躲閃，騰出足夠空間讓肇事車通過，

但此車非但未閃開，更加速衝撞，終成慘劇。王康陸享年 52 歲。根據他在闖關回台前所立遺言，台獨

聯盟同志與王康陸家人環島繞行，將其骨灰遍撒在台灣原野。

林明哲於 2020 年 1 月 23 日台南成大醫院辭世，享年 90 歲。林明哲回美國後堅守保密原則，即使

對芝加哥的同志也未公開其回台的秘密管道。事過境遷後，才說從未坐過小船在汪洋大海飄搖過，面對

茫茫不可知的前程，在海上七上八下搖幌 ，只能心一橫，想「頂多一條命」，才平靜下來。每每讀到

林明哲會長這段生動的描述，透過林茗顯採訪紀錄，先輩們勇闖黑名單的堅毅，敬佩之心油然而生。 

林明哲 (右三 )全家福在夏威夷 , 他於 2020 年辭世
享年 90 歲 ( 出處林明哲 /林茗顯 )

1987 年 3 月王康陸在美國發動反國安法大遊行強烈訴求台灣
人要獨立反獨裁的決心



永 別 了 黑 名 單 鬥 士 
KC 同鄉李應元

楊理典 

　　最早和李應元伉儷認識始於 1981 年在北卡 

Raleigh，他們兩位都是在 UNC Chapel Hill 北卡

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醫療經濟學攻讀博士學位，

但是當地的台灣學生較少，北卡州大 NCSU 有較多

台灣意識的學生，因此他們夫婦常參與 NCSU 的台

灣同學會舉辦的活動。1983 年成立北美洲台灣學

生社，並擔任《台灣學生》雜誌發行人鼓吹台灣民

主運動，1988 年在取得健康經濟學博士之後曾獲

得台灣大學醫學院聘書，但因黑名單無法回台，轉

往 South Dakota 任教。常常為參加 KC 堪薩斯台

灣同鄉會要開車六小時以上，在同鄉會十分活躍。

　　台灣威權統治時期，不少被迫流亡海外的政治

異議分子，都是國民黨眼中的黑名單。他們必須利

用各種管道才能偷渡回台，但政府都會以「違反

國安法」之名，加以逮捕或是驅逐出境。所謂「黑

名單」，是國民黨政府為阻止留學海外受到自由開

放思潮影響的異議人士返鄉，以不給「回台加簽」

的手段，導致台灣人空有中華民國護照，卻無法返

鄉。大多數人之所以會成為「黑名單」，都要拜國

民黨當年無處不安插的「抓耙仔」打小報告所賜。

　　自 1988 年到 1991 年之間，出現一波波「海外

黑名單闖關回台」行動，一些在海外從事台灣獨立

運動而被國民黨當局禁止入境的人，不計成敗後

果，無懼被捕，如陳翠玉、羅益世、陳昭南、陳婉

真、許信良、郭倍宏、李應元、王康陸、張燦鍙等

人，都陸續「鮭魚返鄉」。

　　時任台獨聯盟副主席的李應元，於 1990 年也

隨著「鮭魚返鄉」的黑名單人士闖關，挑戰獨裁威

權體制，靠著各方人馬協助，化名「阿火」在全台

趴趴走，進行「四百天闖蕩」緊張刺激的行腳，跟

情治單位玩「捉迷藏」，甚至還到總統府廣場的憲

兵前拍照，成為報紙頭版新聞照片，讓當時的情治

系統沒面子。1991 年 9 月他在台北市松江路御書

園餐廳被捕，入獄坐牢，逃亡 14 個月被逮捕，以

刑法一百條「預備顛覆政府」的叛亂罪名起訴。

　　應元被關期間 Kansas 堪薩斯台灣同鄉極度憤

1991年 11月 2日，李應元台獨案開庭，支持群眾場外聲援。
(邱萬興攝影 )

中圖 -1992 年 5 月 24 日李應元 (右二 )與倍宏 (左二 )帶領「廢國大反獨裁」大遊行 (邱萬興攝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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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向 TECO 駐 KC 辦事處抗議，夫人月桂姊亦帶

幼兒前往，因為有黑名單的陰影，同鄕們都會在購

物袋上挖洞戴著，以免被照相認出，Houston 郭正

光也帶來一些李應元簽名的書到 Topeka 義賣。

　　1991 年 9 月，中研院院士李鎮源受到學生李

應元的感召，決定與台大教授林山田、陳師孟發起

「100行動聯盟」，以「反閱兵、廢惡法」為訴求。

要求廢除「刑法一百條」，釋放所有政治犯，經過

「100行動聯盟」八個月持續不斷的「愛與非暴力」

抗爭，赴立法院請願施壓。國民黨在改革聲浪壓力

下，1992 年 5 月 15 日，立法院終於三讀通過「刑

法一百條」修正案。廢除「刑法一百條」台灣人民

不再因主張台灣獨立以叛亂罪而被起訴。從此，台

灣社會才真正擺脫「白色恐怖」的陰影。

　　應元進入土城看守所 9 個月，後來因為廢止

「刑法一百條」得以出獄，光明正大投入相關政治

活動，算是台灣的末代政治犯。那次共有10人被捕，

但司法史上沒有這個紀錄，因為法源喪失，他們就

被立即趕出看守所。

　　李應元曾交給我一隻 007 手提箱代為保管，

1992 年 5 月 23 日李應元和其他同志獲無罪釋放出

獄。手提箱也順利交給他的弟弟李宗明，2000 年 3

月政黨輪替，陳水扁任命李應元在當年 11 月出任駐

美副代表，為民進黨首位駐美外交官，2001 年應元

前來 KC 考查，亦應同鄉之邀，出席同鄉會的晚宴

活動。

　　應元是極少數政治犯後來在政壇得意又未曾被

司法追殺，而且擔任公職職種最多的一個。他曾經

1995 年投入台北縣立委選舉，1998 年再度連任；

2002 年被徵召參選台北市長落敗，2013 年參加黨

內雲林縣長初選也落敗，仕途曾擔任駐美代表處副

代表、行政院秘書長、雲林縣副縣長、區域及不分

區立法委員、勞委會主委、環保署署長、及駐泰代

表等職，被譽為天生的外交官或「萬能政務官」，

這和他的行事謹慎，處世圓融有很大的關係。

   2004 年 2 月，陳水扁連任辛苦之際，李應元策

劃發起「228 手牽手護台灣」活動，是台灣有史以

來最大規模的群眾活動，超過 200 萬人參與，對

於陳的勝選幫助甚大。

　 最後一次遇到李應元 2019 年初，我們一起和郭

倍宏、楊文衡等人參加北卡同學林宗柏追思會。

　　2020 年 5 月 20 日，蔡英文總統連任，李應元

出任駐泰國代表。2021 年 8 月 4 日，因身體原因

請辭獲准。他於 8 月 26 日返台，但身形消瘦，11

月 11 日辭世，令人不捨。2021 年 11 月回台灣，

解封之後和美麗到北投去跟李應元上香參拜。回憶

過去，猶如昨日，應元兄對台灣的熱愛，許多人都

不會忘記的，我們會永遠懷念他。(2022.05.28)

2015 年 3月以蔡英文競選總統主張推動「2025 非核家園」的夢想 (邱萬興提供）

和李應元夫婦、羅益世夫婦、高龍榮夫婦等人一起慶祝 2016 年小英選上總統

2002 年 11 月李應元參選台北市長 (邱萬興提供 )

開懷大笑的應元音容宛在



　 1979 年 8 月 我 提 著 兩 個 行 李 搭 乘 United 

Airline 到 Raleigh, North Carolina 北卡州立大

學 (NCSU) 毒理系唸書。

   北卡州大的台灣留學生群組表面上很寧靜，但

私底下卻暗濤洶湧。

台”毒”( 獨 ) 大本營

	 	 	 	 	 	到機場接我的是北卡州立大學經濟系的博士班

學生林國慶，我當時不知道林國慶是北卡最綠的台

灣留學生，林國慶和太太羅淑燕和女兒 Susan 住在

已婚學生宿舍 King Village，我那時剛到美國，

所以就在他們家的客廳住了一個禮拜。第一晚他就

開始丟一些台灣的禁書給我看，從那時我才真正了

解 228 事件和台灣過去一些政治迫害的事件。

   那時北卡州大毒理系有兩個台灣來的留學生，

林宗柏和黃文英，我那時不知道林宗柏的底細，後

來才知道我們的實驗室是因為他而被稱為北卡州大

的「台毒 (獨 )大本營」。 

		 那時最幫忙台灣同學會的同鄉是劉格正和他太太

謝金朱，夫婦兩人總是默默支持學生的活動，他們

住在校外離校區較遠，要作一些不讓校園特務知道

的事情比較方便。我們發行的刊物有些就是在他家

策劃，有次台獨聯盟主席張燦鍙來北卡，林宗柏開

車帶我去劉格正家和他見面。我們怕被校園特務知

道，還很有戒心把車停在幾條街外再走路去劉家見

張燦鍙。在那裡林宗柏問張燦鍙我們學生能為台獨

作什麼事 ?張燦鍙回答說等我們畢業後再去找他。

出版刊物上黑名單

	 	 	 	 	 	到北卡幾個月內我就開始幫忙林國慶，林宗柏

和北卡台灣同學會的一群學生出版每期將近兩百份

非常激進的地下刊物 《日日春》。後來郭倍宏和

李應元來北卡後，更在他們領頭下成立「台灣學生

社」， 發行每期超過四千份的《台灣學生》報。

   感謝林國慶和林宗柏的引薦，到美國幾個星期

後，我岳母 ( 林素梅母親 ) 告訴我中央日報有一

篇文章指控我支持台灣獨立，我當時就覺悟我一

定會上榜黑名單。果然在

我和素梅搬到 Ithaca 和

Kansas City 後，兩個地

區的台灣辦事處處長，都

要求我寫悔過書才能回台

灣。我拒絕了，還在 1991

年擔任大堪薩斯台灣同鄉

會會長時，告訴堪薩斯辦

事處處長要與我會面的四

個條件 :

    1. 釋放黃華。 

    2. 廢除刑法 100 條。 

    3. 國會全面改選。

    4. 總統民選。     

   在北卡那幾年台灣發生了美麗島事件、陳文成

事件和林家血案事件，每一個事件對關心台灣的我

們都帶來很大的衝擊。

懷念北卡 -
拚鬥暗濤洶湧的黑名單 

高龍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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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黏的海報事件

	 	 林國慶那時在

北卡州大是主要

領頭羊，我們常

常去他家開會。

開會前免不了會

先在他家吃飯，

羅淑燕很支持林

國慶，也很會作

菜，很多單身漢

也 因 為 去 他 家

有家常菜吃，都很喜歡去他家 ”開會”。 林宗

柏和太太 Sunny 也從事類似的”開會”活動，雙

林離開北卡後，郭倍宏和張舜華就義不容辭的接

任”開會”主持人，我和素梅搬到 Ithaca 和 New 

Jersey 後，也延續了北卡傳統，幾十年來有很多

年青人都很喜歡到我們家”開會”，從民主運動到

任何國家大事，無所不談。

   郭倍宏非常熱情又有衝勁，比林國慶更有號召

力，那時在北卡藍綠兩派人馬大多不會在同一個場

合出現，郭倍宏剛到北卡時替他女兒辦了一個慶生

會，那天數十個藍綠兩派的學生都出現了。後來綠

派的學生支持郭倍宏出來選「中國同學會」會長，

藍派的學生就開始對郭倍宏抹黑，導致他退出選

舉，也因此種下了海報事件的種子。

   1982 年 6 月史明來北卡州立大學演講，我們在

演講前一天的深夜在校內張貼了一百多張史明演講

的海報。但第二天早上史明演講的海報就完全被人

撕掉了。1982 年 10 月 4 日北卡州大發生的海報事

件，林國慶和郭倍宏 (海報事件當事人 )就借取過

去海報被撕掉的經驗，在劉格正家裡調配了一大桶

很粘的粘膠，一起在校園內貼了 160 多張海報傳

單，揭露在校園內積極活動的反共愛國聯盟的國民

黨間諜。因為那個粘膠的強度非常夠，多年後劉格

正還指給我看一張，在學校的停車場沒有被清除的

海報。

串聯《台灣學生》

	 	 	 	1983 年李應元擔任《台灣學生》報紙發行人，

我任台灣學生社第一任社長，李應元、郭倍宏、林

意禎 (曾任國大代表 )和我，三不五時會去其他學

校和有共識的學生串聯。最難忘的是那年的感恩

節，李應元、郭倍宏，和我三家租了一輛旅行車，

開了兩千多英哩驅車前往肯塔基、俄亥俄、芝加

哥、底特律等中西部的城市，從事學生串聯工作。

因為沒有足夠的座位 , 張舜華抱著三歲女兒 , 素

梅姐姐(林云雲)必須坐在後座行李艙，熬了四天。

   李應元和他太太黃月桂在北卡大學 (Chapel 

Hill) 唸書，他有衝勁又很勇敢，印象深刻的是有

一次他無所畏懼的自己一個人在北卡州大國民黨贊

助的活動出口處，分發反國民黨威權的《台灣學

生》報。他做人謙和，容易相處，也重感情。他

回台後每當我去台灣，他總是熱情的找機會找我

聊天，談談如何一起幫助台灣。令人難過是他在

2021 年因為癌症英年早逝。

遭抓耙仔恐嚇打小報告

   當年我們在北卡常遭國民黨黨工的威脅和恐

嚇，他們比較客氣的方式是通過不同的管道威脅留

學生參與政治活動，又如寫信叫指導教授勸導學生

不要參與政治活動，否則會停發獎學金，郭倍宏是

其中受害者之一。

   對留學生恐嚇方式，最惡質的是打小報告給國

民黨在海外的情治單位，1986 年北卡州大的學生

曾抓過一個打小報告的學生叫連維成。被打報告的

幾個人當時都不是台獨份子，但他們後來都變成支

持台灣獨立的人士。可笑的是有些校園間諜可能為

交差而亂打小報告，連北卡州大留學生郭志勤和簡

雁齡的一歲的小孩也被列入黑名單，有夠荒謬。

   被打小報告的人很多被列入黑名單，不准回台

灣 (回台加簽被取消)，外國籍的不准去台灣 (例

如 FAPA 昆布勞 )。 很多人因被列入黑名單，連在

父母過世時都無法返台奔喪，甚至返台後遭國民黨

政權判刑像是葉島蕾，或遭謀殺像是陳文成。 

    那個年代雖已遙遠但記憶猶新，我仍然覺得那

些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在北卡與我們為台

灣打拚共事的那些人，直到今天仍然都是最好和最

值得信賴的朋友。

左起王康陸、李應元、郭倍宏、張燦鍙

國民黨海外學校間諜
打小報告影本

因出版刊物上黑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