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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 5月 3日，審判開庭日】 

 

 

 

 

【秘書室訊 文/法律一林耿瑩 圖/圖書館、國史館、懷恩數位校史館 03/22/2021】 

「戰爭」，貌似離我們的生活很遙遠，但卻是每個文化中，必然存在的慘痛歷

史教訓。日本無條件投降，二戰結束後，受波及的 11個國家共同組成審判團，欲

制裁日本發動戰爭、殺戮無辜的罪刑，

針對戰爭施暴者進行長達兩年半的

審判。我國派出專業團隊與會，當時

的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程序採用英美

法，而東吳法科即以此著稱，因此，

法律與翻譯專業人員多來自東吳大

學，這場審判的結果至今仍持續影響

著我們，從這場審判會議可看出本校

豐厚法學教育及在歷史所占的重要

地位。 

走入懷恩數位校史館，第一眼便看見一面大大的照片牆，現在展出的正是「東

吳人與『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數位特展」。此展覽原為慶祝本校建校 120年校慶的

系列活動，曾在城中校區游藝廣場展出兩週，觀展人次突破千人，獲多方好評。

本次外雙溪校區的圖片展，除了延續上一次的精采外，更加入了上次展覽因受場

地限制而未被展出的圖片、資料，透過數位互動的方式呈現，以更活潑、直觀的

方式讓更多人了解歷史源流，進而對其銘記感念。 

 

 

 

 

 

攜「懷恩」感念之情  

回望審判之艱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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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共分為三大主題。「東吳精神」以照片投影至牆的方式，展示珍貴的審判

歷史照片及法學研討會與會貴賓合影，民眾可以觸控方式觀看每張照片的圖說，

回顧歷史真相。「歌頌東吳」利用弧形劇場撥放影片，讓民眾得以一窺審判的辯論

片段及東吳校友對審判的貢獻。「源桌手記」則有東京審判的照片及審判團的人物

簡介。 

 

 

 

當時中華民國代表團中，王寵惠先生是東吳法科的創辦者之一，舉薦東吳菁

英參與審判，亦曾協助東吳在台復校；高文彬先生參與證據收集等事項，發現日

方少尉「殺人比賽」的報導後使犯罪之人伏法；前年董保城副校長親赴上海拜會

向哲濬先生之子向隆萬先生，向哲濬先生當時為中國檢察官代表，也曾於東吳法

學院任教，其子向隆萬先生，現為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名譽主任，於

圖片展開幕時，特錄製影片致詞。 

            【王寵惠像 】                     【「遠東審判」法庭中的向哲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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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軍事審判展，校史館內常設展為本校校史，從創始、復校到如今的持續

茁壯，東吳擁有艱辛深厚的歷史，其蛻變如一隻堅韌頑強的蝶，羽化後翩翩展現

獨特的魅力。軍事審判展覽期間為 110 年 3 月 2 日至 3 月 31 日，待展覽結束後，

校史館將陸續推出更多有趣、具意義的展演活動，不論是否為東吳家庭的一份子，

都歡迎來此參觀，而東吳人更要把握機會，認識東吳的燦爛光輝，傳承優良傳統，

在社會上大放異彩！ 

 

 

 

 

 

 

 

 

 

  

 

 

 

【中國檢察官團隊 】 【時任總統陳水扁(中)與台北市長馬英九(左）一同

向他們在台大時的教授桂裕祝賀百歲壽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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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3 月 13日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主席林鴻道先生(左 2)蒞臨參觀 】 

【109年 3月 13日世界大學射擊錦標賽個

人金牌選手余艾玟小姐(左 1)及經濟系 50

級校友陳鴻智學長(左 2)蒞臨參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