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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炎憲
（1947-2014）

圖26　張炎憲

照片提供／台灣史料中心

張炎憲，男，1947年3月10日生於嘉義

縣中埔鄉湖仔厝，2014年赴美進行口述訪談

工作途中，因心肌梗塞緊急送醫，於美國時

間10月3日清晨逝世，享壽67歲。1984年於

日本東京大學歷史所畢業後，進入中央研究

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86年參與中

研院台灣史田野調查研究計畫，並推動台灣

史研究所的成立。1991年吳三連史料基金會

成立，張炎憲開始投入民間二二八事件、白

色恐怖與海外台灣人運動的口述訪談與史料

蒐集工作，並長期擔任《台灣史料研究雜

誌》、《台灣風物》的編務工作，並在各大

專院校開設台灣史課程與研習營，推廣台灣

史研究。擔任國史館館長期間，強調以台

灣為主體的歷史研究，推動戰後二二八事

件、雷震案、白色恐怖、台灣民主運動等官

方檔案史料的整理、公開與出版。除出版

《二二八事件辭典》外，更擔任「二二八事

件紀念基金會真相研究小組」召集人，出版

《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致力

於戰後台灣史的轉型正義。2008年卸任公職

後，以吳三連基金會台灣史料中心為基點，

持續口述歷史的調查的同時，也積極參與

社會運動。先後擔任過二二八關懷總會理

事長、台灣教授協會會長、台灣歷史學會會

長、台灣社社長等職。

二二八事件那年出生，牽引了其日後

一生對於二二八的真相追求與責任歸屬的學

術使命。張炎憲是學者、是歷史教育家，也

是社會運動者，跨足體制內外，其一生是

行動與實踐史學的貫徹。著有《悲情車站

二二八》、《嘉義驛前二二八》、《基隆雨

港二二八》、《寒村的哭泣：鹿窟事件》、

《青春‧逐夢‧台灣國》等，是台灣近現

代史的珍貴史料。2011年，以《花蓮鳳林

二二八》獲得巫永福文學獎。

一生致力於口述歷史的訪談紀錄，對於

張炎憲而言，口述歷史是不同於官方檔案的

另一條史料路線，是台灣人生命史的重建，

也蘊含過往歷史教育缺少的兩個重要元素，

「一是對土地的感情，一是對真實人性的了

解」，他希望從民間的角度，找回那個世代

台灣人的歷史感情。2015年，吳三連台灣史

料基金會出版《治史起造台灣國—張炎憲

紀念文集》，紀念這位始終以土地以人為歷

史主體的史家，張炎憲曾自許「抱著前瞻的

寬厚，書寫土地與人民的感情，留下真情動

人的紀錄，期望生命爆出火花，燃起熱情的

理想，穿越歷史的長河，傳誦我們努力的事

蹟」。他始終燃燒生命的火花，為台灣歷史

研究的道路點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