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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瑞鏘歷年學術著作與研究計畫一覽表(2024.12.05 更新) 

一、專書  
1. 蘇瑞鏘，《石錫勳及其時代──1950、60 年代臺灣反對菁英的選舉批判、民

主參與及政治受難》，新北市：稻鄉出版社，2020。 
2. 蘇瑞鏘，《白色恐怖在臺灣——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之處置》，新北市：稻鄉出

版社，2014。  
3. 蘇瑞鏘，《超越黨籍、省籍與國籍——傅正與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台北市：

前衛出版社，2008。  
4. 蘇瑞鏘，《戰後臺灣組黨運動的濫觴——「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台北縣：

稻鄉出版社，2005。  
【以下為合著】 
5. 任育德、李福鐘、李鎧揚、林孝庭、林果顯、洪紹洋、許瑞浩、連克、陳

世宏、陳進金、廖文碩、鄭睦群、盧啟明、蘇瑞鏘(撰稿)，《李登輝先生大

事長編(1-6)》，臺北：國史館，2024。 
6. 陳君愷(主編)，林瓊華、陳君愷、莊天賜、薛化元、蘇瑞鏘(編撰者)，《迢

迢民主路上的自由呼聲──臺灣民主改革文獻選輯》，臺北：國立中正紀念

堂管理處，2018。 
7. 薛化元，蘇瑞鏘，楊秀菁，《戰後台灣人權發展史(1945-2000)》，新北市：財

團法人自由思想學術基金會，2015。 
8. 張桓忠(主編)，張桓忠、蘇瑞鏘、邱正略、任天豪、白逸琦、郭佳玲、周曉

楓(作者)，《歷史思維與多元文化》，新北市：全華圖書公司，2012。  

二、期刊論文  
1. 蘇瑞鏘，〈黨外省議員與省主席李登輝的民主對話 (1981-1984)〉，《國史館

館刊》，79(2024.03) ，頁 135-184。【THCI期刊論文】 
2. 蘇瑞鏘，〈合作、疑懼與超越──1950 年代臺灣在野民主陣營內部的族群問

題〉，《東海歷史研究集刊》，5(2024.02) ，頁 137-166。 
3. 蘇瑞鏘，〈余登發父子叛亂案的政治救援與民主運動〉，《臺灣文獻》，74：

4(2023.12)，頁 181-220。【THCI期刊論文】 
4. 蘇瑞鏘，〈威權鬆動時期的民主發展——以第六屆臺灣省議會的黨外議員為

中心（1977-1981）〉，《臺灣風物》，73：4 (2023.12)，頁 151-197。【國科

會「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第三級期刊論文】 
5. 蘇瑞鏘、何義麟，〈百年探索：2020-2021 年近代臺灣政治史研究回顧與展

望〉，《臺灣史研究》，30：2（2023.06），頁 215-261。【THCI期刊論文】 
6. 蘇瑞鏘，〈石錫勳與臺灣文化協會─兼論戰後文協精神的延續與斷裂〉，《國

史館館刊》，73(2022.09)，頁 1-32。【THCI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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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蘇瑞鏘，〈美麗島事件前的朝野溝通──以吳三連為中心〉，《台灣史料研究》

56(2020.12)，頁 4-37。 
8. 蘇瑞鏘，〈吳三連對戰後臺灣選制選風的檢討與因應──以(臨時)省議會議員

時期為中心(1954-1960)〉，《台灣史料研究》，55(2020.06)，頁 27-49。 
9. 蘇瑞鏘，〈1950、60 年代臺灣在野菁英對地方選舉弊端的批評與因應〉，

《文史臺灣學報》，13(2019.10)，頁 89-117。 
10. 蘇瑞鏘，〈戰後臺灣白色恐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26：

3(2019.09)，頁 139-180。【THCI期刊論文】 
11. 蘇瑞鏘，〈臺灣省級議會「五龍一鳳」等在野民主菁英的人權主張──以人

身自由為中心(1946-1972)〉，《東亞觀念史集刊》，15(2018.12)，頁 9-44。
【THCI期刊論文】 

12. 蘇瑞鏘，〈「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的再思考──以臺籍民選反對菁英為觀察

視角〉，《台灣風物》，68：2(2018.06)，頁 21-60。 
13. 蘇瑞鏘，〈石錫勳政治案件初探──兼論轉型正義〉，《台灣史學雜誌》，

23(2017.12)，頁 116-147。 
14. 蘇瑞鏘，〈石錫勳與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台灣史料研究》，50(2017.12)，

頁 58-82。 
15. 蘇瑞鏘，〈二二八及白色恐怖轉型正義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以《記憶與遺

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為中心〉，《國史研究通訊》，

11(2016.12)，頁 10-22。  
16. 蘇瑞鏘，〈解除言論自由的枷鎖——「100 行動聯盟」廢除「刑法第 100 條」

的抗爭〉，《檔案半年刊》，15：1(2016.07)，頁 32-45。  
17. 蘇瑞鏘，〈國家檔案與口述訪談的結合運用——以戰後臺灣白色恐怖案件的

研究為中心〉，《臺灣口述歷史學會會刊》，6(2015.08)，頁 11-19。  
18. 蘇瑞鏘，〈論馬英九對戰後台灣白色恐怖的認知與反省〉，《台灣風物》，

65：2(2015.06)，頁 131-168。  
19. 蘇瑞鏘，〈強人威權黨國體制與戰後臺灣政治案件〉，《輔仁歷史學報》，

30(2013.03)，頁 167-213。 
20. 蘇瑞鏘，〈臺灣戒嚴時期政治案件不當核覆初探——以蔣介石為中心的討

論〉，《臺灣文獻》，63：4(2012.12)，頁 209-240。  
21. 蘇瑞鏘，〈戰後臺灣白色恐怖時期政治案件相關史料的採集與運用〉，《台

灣史料研究》，39(2012.06)，頁 2-20。  
22. 蘇瑞鏘，〈政治犯的歸宿——戰後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的刑場、監獄和「獄外

獄」〉，《傳記文學》，100：1(2012.01)，頁 113-124。  
23. 蘇瑞鏘，〈戰後台灣政治案件的平反與救濟──轉型正義的觀點〉，《人本

教育札記》，267(2011.09)，頁 87-89。  
24. 蘇瑞鏘，〈戰後台灣政治案件審判過程中的不法與不當〉，《台灣風物》，

61：3(2011.09)，頁 3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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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蘇瑞鏘，〈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之審判──主要罪名與處分型態〉，《中華人

文社會學報》，14(2011.03)，頁 134-161。  
26. 蘇瑞鏘，〈戰後臺灣政治案件的偵辦──以情治單位的不法與不當偵辦為中

心〉，《中華人文社會學報》，14(2011.03)，頁 134-161。  
27. 蘇瑞鏘，〈《民主評論》的新儒家與《自由中國》的自由主義者關係變化初

探──以徐復觀與殷海光為中心的討論〉，《思與言》，49：1(2011.03)，頁

7-44。【THCI期刊論文】 
28. 蘇瑞鏘，〈戰後臺灣處置政治案件的相關法制〉，《台灣史學雜誌》，

9(2010.12)，頁 155-205。  
29. 蘇瑞鏘，〈從雷震案看戒嚴時期政治案件的法律處置對人權的侵害〉，《國

史館學術集刊》，15(2008.03)，頁 113-158。 
30. 蘇瑞鏘，〈1950 年前後的蔣經國──傅正史料所呈現的歷史面向〉，《傳記

文學》，92：1(2008.01)，頁 15-21。  
31. 蘇瑞鏘，〈民主與傳統的辯證──1950 年代後期臺港自由主義者與新儒家的

論戰以及研究方向初探〉，《彰中學報》，24(2007.01)，頁 109-124。  
32. 蘇瑞鏘，〈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戰後臺灣政治人權侵害案件的研究意義

與相關資料介紹〉，《彰中學報》，24(2007.01)，頁 125-152。  
33. 蘇瑞鏘，〈傅正傳〉，《國史館館刊》，39(2005 年 12 月)，頁 257-286。  
34. 闞正宗，蘇瑞鏘，〈臺南開元寺僧證光(高執德)的「白色恐怖」公案再探〉，

《中華人文社會學報》，2(2005.03)，頁 252-288。  
35. 蘇瑞鏘，〈戰後臺灣歷史發展「動因」與「脈絡」的再思考——以「中國民

主黨」組黨運動為中心〉，《現代學術研究》，13(2004.12)，頁 89-111。  
36. 蘇瑞鏘，〈評介陳君愷著《臺灣「民主文化」發展史研究》〉，《臺灣風物》，

54：4(2004.12)，頁 173-191。  
37. 蘇瑞鏘，〈評介王奇生著《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 年中國國民黨

的組織形態》〉，《近代中國》，157(2004.06)，頁 191-207。  
38. 蘇瑞鏘，〈救亡與啟蒙的辯證──1950 年代雷震與國民黨當局分合關係之探

討〉，《彰中學報》，23(2002.04)，頁 198-218。  
39. 蘇瑞鏘，〈評介任育德，《雷震與臺灣民主憲政的發展》〉，《近代中國史

研究通訊》，33(2002.03)，頁 172-180。  
40. 蘇瑞鏘，〈高職課程標準暨設備標準「社會科學概論」本國歷史部分之檢討

──配合「臺北市公立高職歷史科教學情況之問卷調查」的考察〉，《人文

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4：5(1994.02)，頁 6-29。  

三、專書論文  
1. 蘇瑞鏘，〈黨外省議員與省主席李登輝的民主對話(1981-1984)〉，收入何鳳

嬌、林本原、薛月順(執行編輯)，《民主與民主之外：李登輝百年誕辰紀念

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台北：國史館，2024)，頁 3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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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蘇瑞鏘，〈余登發父子叛亂案的政治救援與民主運動〉，收入何鳳嬌、林本

原、薛月順(執行編輯)，《解讀檔案．書寫歷史：國史館 2022 年學術討論

會論文集》 (台北：國史館，2024)，頁 395-425。 
3. 蘇瑞鏘，〈石錫勳與臺灣文化協會─兼論戰後文協精神的延續與斷裂〉，收

入：陳俊強、洪健榮、林佩欣(主編)，《文協百年：近代東亞跨域比較的觀

點》(新北：國立臺北大學海山學研究中心、新北市立圖書館，2022)，頁

203-229。 
4. 蘇瑞鏘，〈吳三連與美麗島事件前的朝野溝通〉，收入：歐素瑛、黃翔瑜、

吳俊瑩 (執行編輯)，《威權鬆動：解嚴前台灣重大政治件與政治變遷

（1977-1987）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21)，頁 313-344。 
5. 蘇瑞鏘，〈2020 年臺灣總統大選後的人權回顧與展望──以轉型正義與國家

安全為中心〉，收入：蔡長廷(主編)，《現代論壇時論集：2020 大選後的台

灣走向與民主人權之發展》(台北：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2020)，
頁 161-173。 

6. 蘇瑞鏘，〈吳三連對戰後臺灣選制選風的檢討與因應──以(臨時)省議會議員

時期為中心(1954-1960)〉，收入：吳淑鳳等(執行編輯)，《臺灣歷史上的選

舉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20)，頁 171-188。 
7. 蘇瑞鏘，〈1950、60 年代臺灣在野菁英對地方選舉弊端的批評與因應〉，

收入：鄭政誠(主編)，《秉筆治史：賴澤涵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臺北：秀

威資訊科技，2020)，頁 158-188。 
8. 蘇瑞鏘，〈強人威權黨國體制與戰後臺灣政治案件〉，收入：陳鴻圖(編)，

《課綱中的臺灣史：跟著專家學者探索歷史新視野》(臺北：臺灣商務印書

館，2020) ，頁 497-538。 
9. 蘇瑞鏘，〈「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的再思考──以臺籍民選反對菁英為觀察

視角〉，收入：翁聖峰、蘇瑞鏘(主編)，《民主、文化與認同：李筱峰教授

榮退學術論文集》(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2018)，頁

180-229。 
10. 蘇瑞鏘，〈二七部隊人物初探──以二二八事件後的政治抉擇及其命運為中

心〉，收入：楊翠(主編)，《青春二二八：二七部隊的抵抗、挫折與流轉》(台
北市：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17)，頁 103-151。 

11. 蘇瑞鏘，〈從黨歌到國歌──中華民國國歌的歷史形成及其爭議〉，收入：

陳君愷(主編)，《殖民‧再殖民‧獨立自主──臺灣歷史學會創立 20 週年研討會

論文集》(台北市：臺灣歷史學會，2016)，頁 73-106。 
12. 蘇瑞鏘，〈雷震與蔣介石當局關係演變之研究〉，收入：潘光哲(主編)，《自

由的探尋——陳宏正先生七十壽慶論文集》(台北市：《陳宏正先生七十壽

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2012)，頁 243-272。 
13. 蘇瑞鏘，〈戰後臺灣國民黨當局對異己的整肅──以白色恐怖的結構因素、

處置手法與人權侵害為中心〉，收入：張清榮(主編)，《簡吉與臺灣農民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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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市：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

2012)，頁 269-296。 
14. 蘇瑞鏘，〈戰後臺灣「外省」籍自由主義者國家定位的轉折──傅正個案研

究〉，收入：黃翔瑜(執行編輯)，《戰後檔案與歷史研究：第九屆中華民國

史專題論文集》(台北縣：國史館，2008)，頁 907-941。  
15. 蘇瑞鏘，〈戒嚴時期政治案件的法律處置對人權的侵害——以 1960 年的雷

震案為中心〉，收入：薛月順(執行主編)，《臺灣 1950-1960 年代的歷史省思：

第八屆中華民國史論文集》(台北縣：國史館，2007)，頁 243-271。 
按：之後又修改為〈從雷震案看戰後台灣政治案件的法律處置對人權的侵

害〉，收入：薛化元(編)，《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發展(台灣史論叢戰後政治篇)》
(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1)，頁 177-212。 

16. 陳君愷，蘇瑞鏘，〈威權統治時期校園政治案件中的人權侵害初探〉，收

入：陳志龍、邱榮舉、倪子修(總編輯)，《台灣人權與政治事件學術討論會》

(台北市：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2006)，
頁 301-321。  

17. 蘇瑞鏘，〈傅正與 1950 年代臺灣民主運動──以「《自由中國》半月刊」和

「『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為中心〉，收入：胡健國(主編)，《20 世紀臺灣

民主發展：第 7 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台北縣：國史館，2004)，頁

263-317。 
18. 蘇瑞鏘，〈臺灣(臨時)省議會「五龍一鳳」對結社權的態度──以「中國地方

自治研究會」為中心〉，收入：臺灣省諮議會(編輯)，《深化臺灣民主、促

進地方建設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台中縣：臺灣省諮議會，2004)，頁

51-58。 

四、學位論文  
1. 蘇瑞鏘，〈臺灣政治案件之處置(1949-1992)〉，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歷史

學系博士論文，2010。 
2. 蘇瑞鏘，〈「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之研究〉，台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五、研討會論文  
1. 王麒銘、蘇瑞鏘，〈2022-2023 年近現代臺灣政治史研究回顧與展望〉，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

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合辦，「2022-2023 臺灣史研究的回顧

與展望」學術研討會（2024 年 12 月 5 日）。 
2. 蘇瑞鏘，〈來自民間社會的二二八平反運動——以鄭南榕為中心的考察〉，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近代東亞社會改革思潮與歷史變遷」學術

研討會（2024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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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蘇瑞鏘，〈李登輝與 1990 年國是會議初探〉，國史館、財團法人李登輝基

金會(合辦)，「虎口的難題──李登輝的抉擇」學術討論會(2024 年 7 月 28
日)。 

4. 蘇瑞鏘，〈威權鬆動時期的民主發展——以第六屆臺灣省議會的黨外議員為

中心〉，國史館 (主辦)，「多元史料的交光互影—戰後臺灣史研究新階段」

學術研討會(2023 年 12 月 17 日)。 
5. 蘇瑞鏘，〈黨外省議員與省主席李登輝的民主對話(1981-1984)〉，國史館、

財團法人李登輝基金會(合辦)，「民主與民主之外──李登輝百年誕辰紀念新

書發表暨學術討論會」(2023 年 7 月 29 日)。 
6. 蘇瑞鏘，〈余登發父子叛亂案的政治救援與民主運動〉，國史館(主辦)，「解

讀檔案．書寫歷史——國史館 2022 年學術討論會」（2022 年 12 月 11 日）。 
7. 何義麟、蘇瑞鏘，〈近代臺灣政治史研究回顧與展望（2020-2021）〉，國立

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

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合辦)，「2020-2021 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

展望」學術研討會（2022 年 12 月 1 日）。 
8. 蘇瑞鏘，〈1950 年代台灣反對陣營當中的族群問題──以雷震日記所呈現的

人際網絡為中心〉，東海大學歷史學系、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主
辦)，「第四屆歷史上的民眾與社會：臺灣史與社會網絡國際學術研討會」 
(2021 年 11 月 27 日)。 

9. 蘇瑞鏘，〈石錫勳的文協年代──兼論文協精神的延續與斷裂〉，國立臺北

大學海山學研究中心、新北市立圖書館、臺北市大同社區大學、財團法人

蔣渭水文化基金會(主辦)，「臺灣文化協會百週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

(2021 年 10 月 2 日)。 
10. 蘇瑞鏘，〈美麗島事件前的朝野溝通──以吳三連為中心〉，國史館(主辦)，

「威權鬆動─解嚴前臺灣重大政治案件與政治變遷(1977-1987)」國際學術討

論會(2020 年 12 月 12 日)。 
11. 蘇瑞鏘，〈2020 臺灣總統大選後的人權發展〉，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主

辦)，「2020 年大選後的臺灣走向與自由民主人權之發展」國際研討會（2020
年 8 月 29 日）。 

12. 蘇瑞鏘，〈吳三連與戰後臺灣選舉──以(臨時)省議會時期為中心

(1954-1960)〉，國史館(主辦)，「台灣歷史上的選舉」學術討論會(2019 年

12 月 21 日)。 
13. 蘇瑞鏘，〈雷震と台籍在野民主エリートの相互作用──1950 年代を中心

に〉，日本愛知県立大学雷震研究会(主辦)，「紀念雷震日本留學(一高 1
年・八高 3 年・京都帝大 3 年半)一百年暨逝世四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從臺灣角度看東亞的民主主義」學術研討會(2019 年 11 月 10 日)。  
14. 蘇瑞鏘，〈吳三連對戰後臺灣地方選舉的觀察與反應：以省議會言論為中

心〉，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主辦)，「吳三連先生 120 年紀念」學術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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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2019 年 11 月 9 日)。  
15. 蘇瑞鏘，〈戰後臺灣在野菁英對選舉弊端的指控與因應(1954-1960)〉，國立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主辦)，「秉筆治史：歷史研究的傳承與創新」學術研

討會(2019 年 6 月 14 日)。  
16. 蘇瑞鏘，〈1950、60 年代臺灣在野派政治菁英對地方選舉弊端的批評與反

應〉，台灣歷史學會、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主辦)，「歷史教

學與地方研究」學術研討會(2019 年 5 月 18 日)。  
17. 蘇瑞鏘，〈戰後臺灣白色恐怖研究回顧與展望〉，國家人權博物館、中央研

究院台灣史研究所(主辦)，「白色恐怖個案、資料分析與事典編纂計畫工作

坊」(2018 年 11 月 17 日)。  
18. 蘇瑞鏘，〈臺灣省級議會「五龍一鳳」等在野民主菁英對人身自由的主張

(1946-197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近代東亞的人權概念與

實際」學術研討會(2018 年 11 月 15 日)。  
19. 蘇瑞鏘，〈台湾省議会の「五龍一鳳」など在野民主エリートの人権主張――

人身の自由を中心に(1945～1972)〉，日本台湾史研究会、台灣歴史學會(合
辦)，「東アジアの中の台湾――過去・現在・未来を考える」學術研討會

(2018 年 9 月 1 日)。. 
20. 蘇瑞鏘，〈台籍民選反對菁英視角下的「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以省議

會「五龍一鳳」為中心〉，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主辦)，「『民

主、文化與認同』暨李筱峰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2018 年 5 月 4 日)。  
21. 蘇瑞鏘，〈石錫勳與戰後臺灣民主運動〉，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主辦)，

「走在歷史的關鍵上」學術研討會(2017 年 5 月 21 日)。  
22. 蘇瑞鏘，〈二七部隊人物初探──以二二八事件後的政治抉擇及其命運為中

心〉，台中市新文化協會、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主辦)，「2016
年二七部隊」學術研討會(2016 年 12 月 11 日)。  

23. 蘇瑞鏘，〈石錫勳政治案件初探──兼論轉型正義〉，台灣歷史學會、彭明

敏文教基金會、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主辦)，「歷史‧轉型‧正義」學術研討

會(2016 年 5 月 14 日)。  
24. 蘇瑞鏘，〈從黨歌到國歌──中華民國國歌的歷史形成及其爭議〉，台灣歷

史學會、台灣教授協會、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主辦)，「殖民‧再殖民‧獨立

自主」學術研討會(2015 年 10 月 24 日)。  
25. 蘇瑞鏘，〈國家檔案與口述訪談的結合運用——以戰後臺灣白色恐怖案件的

研究為中心〉，臺灣口述歷史學會、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及中央研究院臺

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室(主辦)，「臺灣白色恐怖口述歷史訪談的過去、現在

與未來」學術研討會(2015 年 7 月 18 日)。  
26. 蘇瑞鏘，〈論馬英九對戰後臺灣白色恐怖的認知與反省〉，台灣歷史學會、

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主辦)，「二十世紀人物評價與歷史研究」學術

研討會(2014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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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蘇瑞鏘，〈抗爭 100——「100 行動聯盟」廢除「刑法第 100 條」的抗爭〉，

財團法人自由思想學術基金會(主辦)，「自由與獨立：紀念張忠棟教授八十

冥誕」學術研討會(2013 年 12 月 22 日)。  
28. 蘇瑞鏘，〈戰後臺灣政治案件相關史料的採集與運用〉，中央研究院社會學

研究所(主辦)，「歷史記憶的保存與再現──威權時期口述歷史的實務與生產」

學術研討會(2012 年 3 月 16 日)。  
29. 曾建元，蘇瑞鏘，〈戒嚴時期叛亂與匪諜案件之賠償與補償〉，國立臺灣大

學國家發展研究所(主辦)，「司法改革與人權保障」學術研討會(2011 年 12
月 17 日)。  

30. 蘇瑞鏘，〈1950 年代臺灣國民黨當局對異己的整肅──以整肅政治犯為中心

的討論〉，國立臺南大學、財團法人大眾教育基金會、景美人權文化園區、

國立臺灣文學館(主辦)，「簡吉與臺灣農民運動」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 年 11
月 13 日)。  

31. 蘇瑞鏘，〈強人眼中的敵人──蔣介石、蔣經國與戰後臺灣的政治犯〉，國

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日本一橋大學

大學院言語社會研究科、澳洲墨爾本蒙納士大學語言、文化、語言學分學

院中文系(主辦)，「第四屆台灣史青年學者」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 年 3 月 26
日)。  

32. 蘇瑞鏘，〈《自由中國》與《民主評論》關係變化之分析──兼論 1950 年代

後期民主與傳統之論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胡適研究

群(主辦)，「自由主義與儒學的當代對話」學術研討會(2010 年 11 月 19 日)。  
33. 蘇瑞鏘，〈戰後臺灣政治案件核覆機制之研究——以蔣介石為中心〉，財團

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

會(主辦)， 「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衝擊與回顧」學術研討會(2010 年 11 月 13
日)。  

34. 陳佳宏，蘇瑞鏘，〈2008 年臺灣政治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三)：反抗史與臺

灣認同〉，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主辦)，「2008 台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

討會(2009 年 12 月 18 日)。  
35. 蘇瑞鏘，〈擺盪在「啟蒙」與「救亡」之間──雷震與蔣介石當局關係演變

的思想史考察〉，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

科、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言語社會研究科(主辦)，「2009 台灣史青年學者」

國際學術研討會(2009 年 3 月 21 日)。  
36. 蘇瑞鏘，〈傅正參與戰後臺灣反對黨運動的角色與貢獻──以「中國民主黨」

與「民主進步黨」為中心〉，公益信託雷震民主人權基金(主辦)，「紀念雷

震逝世 30 週年暨『雷震、反對黨與社會運動』」學術研討會(2009 年 3 月 7
日)。  

37. 蘇瑞鏘，〈戰後臺灣政治案件與人權侵害——以軍事審判為中心〉，「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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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會第 9 次研究例會」(2008 年 6 月 27 日)。 
38. 蘇瑞鏘，〈雷震案與人權侵害——以人身自由與言論自由為中心〉，國史

館、公益信託雷震民主人權基金、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

案件補償基金會(主辦)，「雷震與自由人權」學術研討會(2007 年 12 月 9 日)。  
39. 蘇瑞鏘，〈戰後臺灣「外省」籍自由主義者國家定位的轉折──傅正個案研

究〉，國史館(主辦)，「中華民國史專題第 9 屆討論會：戰後檔案與歷史研

究」學術研討會(2007 年 11 月 29-30 日)。  
40. 蘇瑞鏘，〈超越黨籍、省籍與國籍——傅正參與戰後臺灣民主運動的三個超

越〉，東吳大學政治學系(主辦)，「自由、民主與認同——傅正老師逝世 15
週年」學術研討會(2006 年 5 月 10 日)。  

41. 陳君愷，蘇瑞鏘，〈威權統治時期校園政治案件中的人權侵害初探〉，國立

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

金會(主辦)，「臺灣人權與政治事件」學術討論會(2005 年 12 月 8 日)。  
42. 蘇瑞鏘，〈戒嚴時期政治案件的法律處置對人權的侵害——以 1960 年的雷

震案為中心〉，國史館(主辦)，「中華民國史專題第 8 屆討論會：臺灣

1950-1960 年代的歷史省思」學術研討會(2005 年 11 月 25 日)。  
43. 蘇瑞鏘，〈臺灣戒嚴時期政治案件中「非軍人交付軍事審判」之爭議——以

雷震案為例〉，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

系、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中國近代史研究中

心、國立國父紀念館(主辦)，「第二屆近代中國思想與制度」學術討論會(2005
年 10 月 22 日)。  

44. 蘇瑞鏘，〈戰後臺灣歷史發展「動因」與「脈絡」的再思考——以「中國民

主黨」組黨運動為中心〉，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主辦)，「戰後臺灣歷史省

思」學術研討會(2004 年 12 月 25 日)。  
45. 蘇瑞鏘，〈臺灣(臨時)省議會「五龍一鳳」對結社權的態度──以「中國地方

自治研究會」為中心〉，臺灣省諮議會(主辦)，「深化臺灣民主、促進地方

建設」學術研討會(2004 年 10 月 3 日)。  
46. 闞正宗，蘇瑞鏘，〈臺南開元寺僧證光(高執德)的「白色恐怖」公案再探〉，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兩岸發展研究群(主辦)，「冷戰初期的海峽兩岸」

學術研討會(2004 年 9 月 10 日)。  
47. 蘇瑞鏘，〈傅正與 1950 年代臺灣民主運動──以「《自由中國》半月刊」和

「『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為中心〉，國史館(主辦)，「中華民國史專題第

7 屆討論會：20 世紀臺灣民主發展」學術研討會(2003 年 9 月 24-26 日)。  

六、學術計畫(擔任主持人) 

1. 蘇瑞鏘(主持人)，〈威權鬆動時期的民意展現：1970、80 年代省議會與台灣

政治發展〉，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2024。【兩年期計畫-2】 
2. 蘇瑞鏘(主持人)，〈威權鬆動時期的民意展現：1970、80 年代省議會與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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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發展〉，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2023。【兩年期計畫-1】 
3. 蘇瑞鏘(主持人)，〈政治溝通與民主化：1970、80 年代臺灣朝野溝通之研

究〉，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2022。【兩年期計畫-2】 
4. 蘇瑞鏘(主持人)，〈政治溝通與民主化：1970、80 年代臺灣朝野溝通之研

究〉，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2021。【兩年期計畫-1】 
5. 蘇瑞鏘(主持人)，〈從雷震案到美麗島事件：兩個時代民主運動之比較〉，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2020。 
6. 蘇瑞鏘(主持人)，〈戰後臺籍在野民選菁英的民主追求及其困境：以省議會

「五龍一鳳」為中心〉，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專題研究計畫，2020。 
7. 蘇瑞鏘(主持人)，〈威權統治時期軍事審判體制之研究〉，促進轉型正義委

員會計畫，2019。 
8. 蘇瑞鏘(主持人)，〈戰後臺籍民選菁英的政治反對與民主實踐：以省議會「五

龍一鳳」為中心（1945-1975）〉，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2018。 
9. 蘇瑞鏘(主持人)，〈《石錫勳研究──以戰後民主參與及政治受難為中心》撰

寫計畫〉，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計畫，2017。 
10. 蘇瑞鏘(主持人)，〈《白色恐怖在臺灣──戰後臺灣政治案件之處置》出版計

畫〉，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計畫，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