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婦女節的特殊意義：致敬歷史與女性

力量

此次新書發表會特於國際婦女節假阿嬤家

和平與女性人權館舉行。這座場館不僅是慰安

婦歷史的見證地，更是臺灣女性人權運動的重

要據點。阿嬤家象徵著歷史記憶與人道關懷，

提醒我們不應遺忘過去的苦痛，而須將其轉化

為和平與正義的推動力量。透過展覽與教育活

動，阿嬤家致力於傳承歷史記憶，推動女性權

益，並喚起社會對戰時性暴力的關注。

新書主題核心價值：歷史正義與責任追究

《超越國境—永不放棄追究日本帝國對

慰安婦的責任》一書，是臺灣第一本國際慰安

婦專書，內容包括了日本帝國統治侵略下，東

南亞及東北亞地區等地的資料。該書聚焦於歷

史正義與責任追究，強調慰安婦問題不僅是臺

灣、韓國或中國的問題，更是全球性的人權議

題。書中透過大量史料與案例，深入探討慰安

婦制度的歷史根源，並促使社會思考如何將歷

史責任與現代公義相結合，以進一步推動對歷

史的正確認識。

總策劃及主編楊孟哲老師表示，隨著轉型

正義在全球的興起，婦女權益運動逐漸成為社

會關注的焦點，這正是重新檢視慰安婦問題的

契機。他強調，慰安婦議題並非單一國家的問

題，而是涉及東亞多國的歷史創傷。這些女

性，不論當時是否出於自願，最終都是戰爭下

的受害者。

跨國視角下的歷史對話

此次新書發表會集結來自中國、日本、臺

灣、韓國等地的專家學者，突顯跨國對話對於

釐清歷史真相的重要性。在不同的歷史敘事與

文化背景下，達成共識並不容易，然而透過學

術研究與討論，各國學者得以提供多層面的視

角，共同促進歷史正義。

沖繩大學洪沇伸副教授提到，在沖繩的研

究中發現至少有 147處慰安所遺跡，其中包括

許多來自臺灣的女性。他強調，這些歷史證據

不容忽視，應當讓世人正視慰安婦問題的全球

性。

日本帝國對慰安婦的責任日本帝國對慰安婦的責任

超越國境超越國境——永不放棄追究永不放棄追究
校園記者

陳姿君

楊孟哲老師與新書合影楊孟哲老師與新書合影

婦女節啟新書　正義呼聲 婦女節啟新書　正義呼聲 ──

3月 8日國際婦女節，對於所有關注女性權益
和社會正義的人來說，這一天不僅是全球女性

團結的象徵，更是我們反思歷史、追求正義的

契機。在這個特殊時刻，新書《超越國境—

永不放棄追究日本帝國對慰安婦的責任》正式

發表，吸引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與支持者，共

同呼籲社會對歷史進行深刻反思，並持續推動

歷史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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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藤井志津枝教授則表示，日本政

府至今仍未全面承認慰安婦制度的罪行，這對

倖存者及其家屬來說是無法抹滅的傷害，社會

應當透過學術研究與教育，確保歷史不被遺

忘。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前校長莊淇銘教授則強

調，過去曾有人試圖美化慰安婦制度，甚至聲

稱部分慰安婦是自願的，這種說法嚴重扭曲歷

史。他讚揚本書的出版，提供了大量詳實的資

料，有助於揭露慰安婦問題的真相，讓歷史得

到公正的評價。

從歷史記憶中學習，轉化為行動

歷史傷痕不僅提醒我們過去的錯誤，更應

成為現代社會反思與行動的動力。教育與媒體

在傳承這段歷史記憶上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

色，透過知識的傳播，社會可以更加清晰地認

識到歷史的真相，並積極參與推動社會公義。

婦女救援基金會執行長杜瑛秋強調，婦女

節不僅是慶祝當前的進步，更是回望歷史、喚

醒社會關注歷史正義的時刻。她呼籲社會各界

持續推動慰安婦問題的歷史責任追究，並確保

未來不再發生類似的悲劇。

展望未來與行動呼籲

跨國合作是促進國

際間和平與正義行動的

關鍵。在多元文化與不

同歷史敘事中，達成共

識並非易事，但這種對

話能夠促進國際間的理

解與協作。透過這樣的

合作，我們能夠更加清

晰地認識到慰安婦問題

的全球性，也能為未來

推動更多的和平與正義

行動奠定基礎。

楊孟哲老師在發表

會上提到，隨著轉型正義在全球的興起，婦女

權益運動逐漸成為社會討論的焦點，並認為這

正是重新檢視慰安婦問題的時機。楊老師指

出，慰安婦問題不僅僅是台灣的議題，東亞

各地都曾遭受過這段歷史的折磨。慰安婦的存

在，不論她們是否自願，都是為了服務男性的

受苦女性。

楊老師也進一步提到，慰安婦問題在台灣

的討論長期受到政治影響，真相未能得到應有

的揭示。因此，著作本書的目的之一，便是藉

由跨國學者的對話，促進對慰安婦問題的國際

認識與共識，並推動日本政府正視過去的罪

行，尋求和解的可能性。

透過這場新書發表會，社會對於歷史正義

與女性權益的關注再次被激發。未來，婦女救

援基金會與相關學術單位將持續努力，推動歷

史教育、參與國際對話，並促進跨國合作，共

同向日本政府施壓，要求正式承認慰安婦制度

的歷史責任。

最後，與會學者與嘉賓共同呼籲社會大

眾，不論是透過閱讀、參與討論或行動支持，

都應積極投入推動歷史正義與女性權益的運

動。隨著更多人關注並參與其中，我們相信，

歷史正義終將會得以實現。

新書發表會場人山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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