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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與愛－桃園白色恐怖故事 

 

 

陳銘城 

 

 

【經歷】 

 2014 年： 

① 《看到陽光的時候：白色恐怖受難文集 第二輯》編輯、採訪（1

月出版） 

② 《重生與愛：桃園縣人權歷史口述歷史文集》採訪、紀錄（11 月

出版） 

 2013 年：台北 228 紀念館「228 醫界人員特展」策展人 

 2012 年： 

① 《秋蟬的悲鳴：白色恐怖受難文集 第一輯》文集主編、撰稿 

② 《槍口下的司法天平－228 法界人士受難事蹟》共同作者 

 2011 年：「2011 綠島人權藝術季系列活動專業服務案」協同主持人 

 2010 年：「2010 綠島人權藝術季委託專業服務案」顧問 

 2009 年：《白色烙印：1949～2009 人權影像－潘小俠紀實影像》文字

撰寫 

 2006～2008 年：文建會副主委吳錦發辦公室主任 

 2005 年： 

① 策畫「終戰 60 週年台籍老兵追思及建碑活動」 

② 「戒嚴時代政治受難作家群像展」策畫 

③ 華視專案經理 

④ 華視「詩人部落格」、「台灣望春風」（主持人：李筱峰、戴寶村）

節目製作人 

⑤ 「2005 綠島人權音樂祭：關不住的聲音」策畫 

 2004 年： 

① 台視「謝志偉嗆聲」企畫統籌：策畫 228、白色恐怖及歷史文化專

題 

② 台視八點檔歷史大戲「台灣百合」總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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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2004 年：文建會主委陳郁秀機要秘書。策畫總統府人權展、總

統府地方文化展等。文建會文宣小組組長 

 1998～1999 年：桃園縣長呂秀蓮新聞及文宣秘書 

 1997 年：台北 228 紀念館企畫組主任。 

 1991 年：自立早、晚資深記者，曾獲 1991 年台灣人權促進會第一屆

台灣人權報導獎。 

 1985～1987 年：黨外雜誌《80 年代》主編 

 1980 台灣時報記者 

 

 

【著作】 

 海外台獨運動 40 年（自立出版社） 

 台灣兵影像故事（前衛出版社） 

 

【講義】 

 

回家的路 
－為 62 年前被槍決的林秋祥找到兒子 

 
文／陳銘城 

 
2013 年 7 月 22 日，因桃園政治受難者呂沙棠寫的文章中，提到他在軍法處

看守所內受死刑犯所託而保存遺書的輾轉過程，直到他出獄前再交給他的家人，

卻被父親燒了。其中和他同案的三位學生地下黨領導者：林秋祥（泰北中學高三

學生，被控是地下黨桃園學生支部書記，領導數十人，從事學運工作）、黃鼎實

（林秋祥泰北中學同學，桃園學生支部組織幹事，吸收並領導 6 人，協同林秋祥

活動）、施教爐（開南商工高一學生，桃園學生支部的宣導幹事，1951 年 2 月 16

日在軍法處看守所獄中，與台南案的政治犯何秀吉聯手拿酒瓶打傷守，.企圖脫

逃未遂）。他們三人被判死刑後，將遺書寫在手帕上，託呂沙棠（台北工業學校

化學科三年級學生，判 12 年）偷藏在林秋祥拿出的肚兜，並細縫在裡面。呂沙

棠帶著難友託付遺書的肚兜，將近 12 年，伴隨他到綠島、到生教所，都沒被發

現。直到出獄前，姐姐來面會時，趁看守不注意，偷偷塞給姐姐帶回家。出獄第

二天，呂沙棠向姐姐要那個肚兜，他的爸爸大聲說：已經被我燒掉了，那裡面藏

的都是比你更嚴重的死刑犯寫的，我不燒毀，會害死別人，讓呂沙棠至今仍愧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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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友所託。 

呂沙棠在文章裡，還回憶起 1951 年，林秋祥即將被宣判死刑前，一天家人

來.但送到他面前的卻不是食物、用品，而是一個放在籃子裡的滿月男嬰，那是

他和未婚女友的愛情結晶，同情他將遭槍決的看守讓他從欄杆那頭伸手撫摸男

嬰，那是唯一的骨肉相會，林秋祥寫信回家，請父母原諒他，希望林家能收容他

無緣的女友和男嬰，並為他取名為「一奇」，也告訴父母不要再被騙錢了，他的

案情是不可能寫信向蔣介石認錯，就可能釋放出來。 

看完文章.我立即想到有位三、四十年沒見面的國小和初中同學，不只名字、

年紀相似，也曾因和我很好，曾聽他說自己可能不是他父親的親生兒子。我很快

查出他的電話，也和他通過電話，相約找時間見面，再跟呂沙棠講電話，他說不

知道這孩子在哪裡？可能要找林秋祥的家人打聽，讓我想到林秋祥有個妹妹，給

遭槍決的簡國賢（也住桃園的劇作家，228 後逃亡 5 年，也判死刑，夫妻一直沒

生子）的妻子簡劉阿里當養女。 

1999 年我曾在桃園縣長呂秀蓮的支持下，舉辦過 228 追思會，也在那年的

端午節在桃園縣文化中心演藝廳，將簡國賢的戲劇名作《壁》首次回到他的桃園

故鄉演出。當時簡國賢夫人和她的養女都來參加，但是簡劉阿里在兩年前已過

世。2010 年底，在景美人權園區的展覽，我曾將簡國賢夫婦的結婚照放大輸出，

那張照片是簡國賢的好友林照相館老闆拍攝的，他自己也因曾拿錢給逃亡中的好

友而被關一年，他看過舞台劇《壁》的演出後，找出這張簡國賢夫妻結婚照的底

片，洗好照片送給簡夫人，我將展出這照片和背後的故事拍照，在 2011 年初送

去給簡劉阿里女士，那時她已 92 歲，無法下床，也無法言語。失智憔悴的模樣.

已認不出誰來看她，但是看到拿給她當年的結婚照，她卻哭起來，失智的老人認

得自己和被槍決 60 年的丈夫。那是我最後一次去看她，2008 年逆風行腳團徒步

走過桃園縣時，我去看簡夫人，那時她因跌倒無法下床，但是神智清楚，她從十

多個紅包袋裡，湊出兩萬元，要拿給逆風行腳團的年輕人，為他們加油！由簡國

賢的學生，也是政治受難者的楊國宇代表捐贈。 

很快從簡家問到林秋祥妹妹－簡國賢夫人養女簡碧雲女士的電話。7 月 22

日晚上我和她通電話，她已不記得我，但是說到桃園縣政府辦的 228 追思會和簡

國賢的舞台劇演出，她都去參加了。漸漸想起我是幕後的策劃人，我跟她提到呂

沙棠，她認識，談到他說林秋祥曾在槍決前看過滿月的兒子也為他取名，簡碧雲

說是她和姐姐報嬰兒去軍法處看守所。因常常去送東西給哥哥和看守比較熟，特

別拜託讓男嬰放在籃子裡，帶去給林秋祥看。哥哥希望林家能認領孩子的事，她

說林家有 3 男（但長子病逝，次子遭槍殺，只剩三子才十歲）卻還有 12 個女兒，

有的送人當養女，當時林家父母已 50 歲，加上為救林秋祥奔走，家裡不但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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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間有店面的房子，連母親的首飾也都被騙光。她自己也被騙稱能讓林秋祥交

保，帶那人回家，父母給錢給金飾讓那人去活動疏通，結果和他去台北市中山堂

的那位騙子說他上去辦手續，叫他們在外面等候.1-2 小時，卻不見人影，上去問

才知被騙，那人早就揚長而去，簡碧雲為此自責很久。 

說到無緣的嫂子和那男嬰，因林家無力扶養，只能讓他們母子在 2 年後嫁

給一位在從事豬肉買賣的生意人。林家母親和姐姐常借著買豬肉，去偷偷看那男

孩到他十幾歲。後來肉舖的生意結束，搬家後就很少在見到，她的說法，讓我幾

乎可以確認那男孩就是我的同學。 

我列印好呂沙棠的文章，以及林秋祥的判決書，也請台灣游藝的林芳微列

印林秋祥槍決前的照片，但不是很清楚，決定還是請簡碧雲女士找出哥哥的照

片，她自己沒有，就請弟弟林秋連的兒子（因林秋連夫婦都已過世）找，終於找

到一張照片。這時，我已和多年未見面的同學約好 7 月 27 日禮拜六，他休假時

去他家找他。 

簡碧雲女士多年來一直不敢打攪林家無緣的骨肉只能偷偷地關心，打聽的

過程中，她還告訴我第一次和老同學見面，最好先不提他生父的事，以後慢慢再

說，讓我更是小心謹慎。 

我帶著兩本去年編寫的 228 與白色恐怖的書，於 7 月 27 日在妻子、女兒、

女婿的陪同下，到老同學家。先介紹彼此家人，我們談到近況。最後只有我們兩

人去吃午餐，聊到多位同學已先過世，很是感傷，其中一位是後來的有名編曲家

陳志遠，初中時就玩樂團，後來是知名電影主題曲如：《搭錯車》、《金大班的最

後一夜》等，他後來到美國，不幸過世了。談話氣氛很好，雖然 40 多年不在一

起，個性相近，連抽的煙都同一牌子，走到門外抽煙時，他卻先開口說：「你是

228 和白色恐怖的研究者，我想請你幫我查一個名字，他可能是我的生父，只知

姓林，不知名字，應該是 228 或白色恐怖時被槍殺，他是桃園人。」聽完後，我

知道找到林秋祥的兒子了，立即拿出呂沙棠的文章讓他看：為男嬰取名「一奇」

的段落，我還帶判決書給他。 

看過文章後，我們彼此的話題轉到同學的身世上，他因母親不願告訴他生

父的事，他是自己想解開這謎，我也以「林一奇」的名字稱呼他，兩位老人家都

已八十四、五歲，不跟兒女住。但一奇尋找生父的事，不讓他的媽媽知道就好，

我決定安排他去見姑媽簡碧雲。 

回到林一奇家，我打電話給簡碧雲說：「我找到你哥哥林秋祥的兒子！」然

後將電話交給一奇，他很激動地說：「阿姑！妳為什麼不來認我，我為自己的身

世問題困擾 50 多年，還曾自暴自棄過，沒人告訴過我是誰…」。他的聲音是哭喊

的，猜想電話那頭的簡碧雲也是在哭泣，「我今天就要見到妳啦！」阿姑說她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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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一下，「還是晚上再讓陳銘城跟我約，明天再見面。」結束通話後，我告訴

情緒仍激動的一奇說：「簡女士已經去送洗哥哥林秋祥的照片，明天見面時，應

該可以看到你生父的照片。」 

林一奇說他在讀中學時，曾有一位媽媽好友愛子女士，叫他送豬肉去某個

家，然後還要他叫一位瘦小的老婆婆：阿嬤！還有阿叔和嬸嬸，但也沒跟他說為

什麼要這樣叫，後來他也沒再見到他們，自己也不敢問爸媽，心理的疑問只能擱

著，有時常問自己：「到底我是誰？這個謎終於要解開了！」 

離開同學家，那晚 8 點半後，我和簡女士通電話，約好次日 10 點去她家，

再到她弟弟家。林一奇夫婦開車來載我，再到簡碧雲阿姑家，進門後，一奇初見

親姑媽，又是激動擁抱，握著她的手不放！一陣子過後，阿姑先拿出林秋祥約

18 歲時的照片，一奇夫婦看了後，認為真的像自己學生時的樣子，這時，阿姑

也打電話給她弟弟的兒子，說堂哥要去拜爸爸和阿公、阿嬤的靈堂。 

到弟弟林秋連家的路上，簡碧雲在一奇的牽扶下，她說在大哥病逝，二哥

遭槍決後，林家只剩林秋連一個男孩。家道中落，林秋連 16 歲開始去當人家店

裡的夥計，從來沒親手拿過薪水，都是由父親去拿回當家用。後來，林家才搬到

現在的蓮社旁賣佛俱用品。 

我們進入林家，先到四樓的公嬤廳，看到牆上的林秋祥年輕俊逸的照片，

接著是較胖的林父與瘦小的林母照片。林一奇夫妻說：「年輕時像爸爸林秋祥，

現在已 63 歲變胖了，比較像阿公」，接著就是焚香向林家祖先靈堂祭拜。 

完成林一奇尋找生父和認祖歸宗的旅程，那天下午我帶著一奇他們去見呂

沙棠前輩，他很高興自己的文章，能讓難友林秋祥的兒子找到回林家的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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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受難者簡介 

 

 
照片：陳景通 提供 

陳景通 1925 年生 臺灣苗栗後龍人 

日治時代自公學校畢業到臺北，考上鐵路部擔任火車

司機，曾經載過日本皇族。戰後熱烈學習國語，結交朋友，

加入地下組織，暗中協助祕密連絡任務。1950 年 8 月「鐵

路局案」，判刑 15 年；曾關押保密局南北所、軍法處、安

坑軍人監獄，兩度到綠島新生訓導處，從臺東泰源監獄釋

放；獄中受罰多次，幾乎喪命。現定居桃園蘆竹鄉已經 17

年，三代同堂。 

 

〈運轉手的人生〉 受訪者 陳景通 

〈藏在衣櫃照片的祕密〉受訪者 陳泰源（陳景通的兒子）

 
來源：取自「綠島人權

園區」新生訓導處展示

區「青春．歲月」展區 

衛德全 1930 年生 臺灣桃園楊梅人 

出生後過繼給平埔族後代衛姓人家，就讀楊梅公學

校、桃園農校、臺北師範。在楊梅國校任教時，莫名被捕。

1950 年 9 月「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宋孟韶等案」（楊梅案，

因中壢義民中學案牽連），判刑 10 年；長期關押綠島新生

訓導處，編在第五中隊，擔任樂隊公差。出獄後自認變了

一個人，不再熱愛音樂；燦爛人生，變得灰色，幸賴太太

辛苦持家，晚年吐露受難真相。現住中壢。 

 

〈黑夜漫漫無時盡〉受訪者 衛德全 

〈撐過磨難考驗〉 受訪者 鄒秀連（衛德全的妻子） 

 
來源：取自「綠島人權

園區」新生訓導處展示

邱景耀 1926 年生 臺灣桃園八德人 

邱家世居八德超過兩百年，邱景耀有八兄姊，兄弟四

人都去當日本兵，他在新幾內亞戰地求生 3 年；戰後滯留

俘虜營半年，回到臺灣，難以適應。之後到八德鄉公所上

班，常與朋友相聚批評時政，被牽連。1951 年 6 月「省工

委桃園徐木火等案」（八德鄉公所案）判刑 7 年，關押軍

監、綠島。釋放後，於桃園市茄苳溪附近開設米店，養育

三名子女長大後，搬回八德老家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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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青春．歲月」展區 〈戰地歸來 七年牢災〉受訪者 邱景耀 

〈八塊文史另一章〉 受訪者 邱文華（邱景耀的兒子） 

 
照片：劉志清 提供 

劉鎮國 1926-1951 年 臺灣桃園八德人 

1950 年 11 月 24 日被捕，以「省工委桃園徐木火等案」

1951 年 8 月 28 日被槍決，同案有：徐木火、鍾水寶，同

日遭槍決。另有鍾桃、邱景耀等八德人被判徒刑。判決理

由：參加匪黨地下組織與集會。劉鎮國在軍法處看守所時，

與家人通信，才得知妻子在 1951 年 5 月 18 日生下一個兒

子。劉鎮國在獄中家書中為兒子取名為「志清」，似乎也表

白自己：「心志清白」。 

 

〈取名志清的血淚故事〉受訪者 劉登科（劉鎮國的三弟）

〈不畏艱困 逆游而上〉 受訪者 劉志清（劉鎮國的兒子）

 
照片：取自「綠島人權

園區」新生訓導處展示

區「青春．歲月」展區 

陳顯宗 1928 年生 臺灣桃園觀音人 

16 歲那年，去日本當少年工。日本戰敗後，回到臺灣，

考取臺北市開南商工土木科，1950 年 7 月畢業，8 月間進

入桃園大圳水利委員會工務課擔任設計股臨時雇員。1951

年 7 月「臺灣省工委桃園街頭林秋祥案」，在桃園水利會辦

公廳被捕，後經判刑 12 年，送至綠島，於 1962 年出獄已

35 歲。釋放後，娶難友楊國宇妹妹為妻，夫妻扶持，育有

兩子，定居桃園市。 

 

〈銘心的記憶〉受訪者 陳顯宗 

 
照片：陳惠珠 提供 

陳振奇 1927-1952 年 臺灣桃園市人 

畢業於臺北市開南商工，係桃園縣政府員工福利社雇

員。1952 年 6 月「省工委海山地區圳子頭支部呂華璋等

案」，其中陳振奇、陳清順、黃國和、劉明錦等 15 人，被

控於 1949 至 1950 年間，先後參加匪幫組織，參與叛亂會

議、顛覆政府，陳振奇於 1952 年 12 月 9 日被槍決。女兒

陳惠珠為追尋父親真相，持續努力，父親留下宗教經文，

仿如前世今生的交會。 

 

〈為父親討回名譽與公道〉受訪者 陳惠珠（陳振奇的女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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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曹欽榮 攝影 

徐文贊 1929 年生 臺灣桃園市人 

戰前考入電信局，被派到桃園的埔仔收報臺，後來到

大湳仔發報臺工作；喜愛閱讀思想書籍，關心時局。戰後，

主動尋找加入地下組織機會。1952 年 12 月「省工委桃園

無線電林清良等案」，判無期徒刑；曾關押軍法處、新店安

坑軍監、綠島新生訓導處、泰源監獄、綠島綠洲山莊，坐

牢長達 32 年 3 個多月。59 歲再婚，夫妻互相照顧，定居

桃園市國際路。 

 

〈回家的路等三十三個年頭〉受訪者 徐文贊 

〈不懂政治事 老來相伴〉 受訪者 李麗月（徐文贊的妻子）

 
來源：取自「綠島人權

園區」新生訓導處展示

區「青春．歲月」展區 

謝義雄 1930 年生 臺灣桃園市人 

1950 年畢業於桃園農校，奉派新店鎮公所。1952 年

因自首的桃園農校同學供稱在校實習分組討論時，曾批評

時政，謝義雄和同學也是同事的溫春鄢都被捕。1952 年 12

月「溫春鄢等案」判決，謝義雄判 8 年，溫春鄢判 15 年。

謝義雄二哥謝傅卿於 1949 年另案被捕，判刑 12 年。兄弟

在綠島相遇。謝義雄於 1960 年 8 月 27 日出獄，二哥還在

綠島。二哥釋放後，兩人擇期於同一天舉行婚禮與婚宴。

其兄謝傅卿已病故。 

 

〈兩兄弟受害〉受訪者 謝義雄 

 
照片：鄭勳哲 提供 

鄭再添 1911-1953 年 臺灣苗栗苑裡人 

日治時期和戰後，奉派在桃園分駐所擔任刑警。二二

八事件時，曾勸阻青年，不可放火燒縣政府；二二八後，

他因和保安警員衝突，遭分局長關禁閉，被撤職。因支持

無黨籍的簡如淡當選桃園鎮長，並擔任鎮公所總務課長，

三個月後遭逮捕。原判刑 12 年，因他不願答應官方去抓逃

亡中的林元枝，竟在 1953 年 1 月 21 日（鄭再添等案）被

改判死刑。1953 年 1 月 24 日遭槍決。 

 

〈寡母攜十子 走過荊棘路〉受訪者 鄭勳哲（鄭再添的四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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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邱明昌 提供 

邱桶 1913-1953 年 臺灣桃園觀音人 

關懷弱勢、充滿理想，是街坊鄰里口中的孝子。案發

當時是中國國民黨黨員、桃園縣議員。1953 年因「張旺等

案」被以「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行叛亂」

起訴，與同案被告張旺、溫勝萬、梁標、陳阿呆、廖奕富、

梁維潘、陳金成等被判處死刑，1953 年 5 月 14 日槍決，

褫奪公權終身，全部財產除酌留其家屬所需生活費用外均

遭沒收。 

 

〈佃農代言人邱桶〉受訪者 邱明昌（邱桶的兒子）、邱桶

的親友 

 
照片：向整坤 提供 

向紅為 1901-1953 年 臺灣桃園觀音人 

1953 年因「張旺等案」和同村的黃二郎、唐春爐、李

新泉等人被判死刑，理由是參加匪幹葉深領導之應變會，

並多次留宿葉深、林希鵬等人，於 1953 年 5 月 16 日遭槍

決。他過世後，家庭生計陷入困境，妻子向姜篆妹靠著祭

祀公業的一甲多土地，養育六個兒女長大成人，備極艱辛。

 

〈記憶中的父親〉受訪者 向整坤（向紅為的兒子） 

 
照片：林茂成 提供 

林瑞昌 1899-1954 年 臺灣桃園角板山人 

泰雅族名樂信．瓦旦，漢名林瑞昌，原居住三峽鎮大

豹社部落，後被日人強占三峽土地，被迫遷移到角板山（桃

園復興鄉）。戰前經歷日本殖民統治，受現代醫學教育，在

中北部部落從事醫療工作，為原住民爭取權益，戰後擔任

省參議員，向政府爭取「土地返還」原住民。1952 年 2 月

「原住民湯守仁等案」，原判 15 年，後改判死刑；1954 年

4 月 17 日，林瑞昌與阿里山鄒族湯守仁、高一生、汪清山、

方義仲及復興鄉警察高澤照等 6 人被槍決。 

 

〈原住民菁英政治受難回顧〉作者 林昌運（林瑞昌小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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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林秀峰 提供 

林元枝 1910-1982 年 臺灣桃園蘆竹人 

蘆竹鄉戰後第一任鄉長，二二八事件時，因鄉長的使

命感，以及被地方上青年要求出面領導，維持治安。他率

隊去大園軍用機場接收國軍武器，後來國軍展開鎮壓，他

開始逃亡 5 年多，直到 1952 年夏天才出來自新。因政治考

量，當局將未經判決的他，調去綠島新生訓導處，名義上

是少校教官，在綠島服刑 17 年。直到 1970 年才由三子林

秀峰寫信給警總，要求讓已超過 60 歲的父親林元枝保釋回

家。 

 

〈苦難折磨教會我的事〉受訪者 林秀峰（林元枝的三子）

〈政治犯之子的脫困人生〉受訪者 林森岷（林元枝的長子）

 
照片：吳泰宏 提供 

吳敦仁 1923-1999 年 臺灣桃園蘆竹人 

吳敦仁因姐夫王傳培是林元枝的四弟，在二二八事件

中，他曾跟隨林元枝率領的青年，到大園埔心軍用機場「接

收」武器；後來又在簡吉的影響下，加入地下組織。逃亡

五年多的吳敦仁，曾在蘆竹鄉山洞裡油印過地下刊物「黎

明報」，曾逃到通霄、苑裡火炎山一帶，當過香茅園工人、

燒炭工人，直到上級領導紛紛被捕自新，他和林元枝等人

出來自首。晚年成為虔誠的基督徒。 

 

〈二二八改變父親的一生〉受訪者 吳泰宏（吳敦仁的兒子）

〈清鄉逃亡的黑暗日子〉 受訪者 吳敦仁 

 
照片：取自「綠島人權

園區」新生訓導處展示

區「青春．歲月」展區 

李永壽 1926-2008 年 臺灣桃園蘆竹人 

戰後任職蘆竹鄉農會。因二二八事件後，軍隊開始鎮

壓，林元枝逃亡。李永壽和父親李萬福，都因熟識林元枝

而於 1950 年遭逮捕，李父因自首被關兩個多月。李永壽則

在 1953 年 4 月以「王石頭等案」，判刑 10 年。先後關押於

保密局南所、北所，軍法處看守所、新店軍人監獄、綠島

新生訓導處。出獄後，因被刑求致傷影響，身體不好；生

活困頓，從事農產種植及雜工，晚年因腦瘤開刀，臥病十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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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命運都是在拖磨〉受訪者 李守信（李永壽的兒子）

〈一張合照 打入黑牢〉 受訪者 李永壽 

 
照片：黃玉麟 提供 

黃玉枝 1927-1953 年 臺灣桃園蘆竹人 

戰後畢業於省立桃園農校，進入蘆竹鄉公所擔任幹

事。1946 年底辭去鄉公所職務，在二二八事件時，參加林

元枝等人到鄰近的大園軍用機場，接收國軍武器。事件後，

取得教師資格，先後到蘆竹鄉大竹國校、南崁國校教書。

1950 年 10 月 28 日黃玉枝被逮捕，家人將近兩年沒有他的

消息，直到林元枝自新後，才獲准和家人通信，家屬保存

他在軍法處看守所寄回的獄中家書和絕筆信數十封。1953

年 9 月 8 日「王石頭等案」遭到槍決。 

 

〈為冤死的大哥哭泣〉受訪者 黃玉麟（黃玉枝的弟弟） 

 
照片：戴文子 提供 

戴連福 1915-2001 年 臺灣桃園蘆竹人 

是蘆竹鄉前鄉長林元枝的好友，二二八事件後林元枝

逃亡，戴連福因此在 1950 年被捕，判刑 13 年半。約有 12

年在綠島新生訓導處服刑，擔任廚房工作。大女兒戴文子

曾在 1963 年左右，帶著她的大弟去綠島和父親面會。戴連

福在 1964 年出獄。出獄後，戴連福在蘆竹鄉山腳村山上種

菜、養鹿、養雞，常和釋放後的老友林元枝見面聊天。 

 

〈山仔腳的白色恐怖〉受訪者 戴文子（戴連福的女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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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