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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片：外籍移工是卡達9成的勞動力來源，也是
打造2022年世界盃足球賽的幕後功臣。然而，自10
年前國際足球總會（FIFA）授予卡達主辦權以來，
上千名移工長期遭到當地制度「卡法拉制」（Kafala 
Sys tem）與 無良 雇主的剝 削、虐 待，甚至 失 去 生
命。© Amnesty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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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報
一 年 三 期 報 導 人 權 現 況 ，
鼓 舞 大 眾 共 同 對 抗 不 公 不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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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國際特赦組織
全球動態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宣判 
 台日首對同性伴侶可結婚 

3
2022年2月，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與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以

及多 個民間團體 召開記者會，聲援 進 入司法訴訟的台日跨國同婚

案，而7月21日迎來了好消息！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宣判兩人勝訴，戶

政事務所應准許兩人結婚，成為跨國同婚勝訴第4例。國際特赦組

織台灣分會秘書長邱伊翎表示，期待行政部門盡速改善行政措施，

立法部門盡速修法，並期待台灣政府可以依照歷來判決盡速落實保

障跨國同婚伴侶的基本權利。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首度完整參與2022年5月9日至13日於台北舉辦

之兩公約第三次國家報告及國際審查，除了先前提交有關台灣當局落實

兩公約（即《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

約》，簡稱公政公約與經社文公約）狀況之影子報告及議題清單平行回

復外，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更在為期3天的審查會議中，針對死刑、

跨國同婚、原住民權利、移工、難民、表達自由、集會自由、人臉辨識及

晶片身分證等多項議題提出建議。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未來也將持

續追蹤、監督台灣當局的落實狀況。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首次完整參與 
 兩公約第三次國家報告及國際審查  2

易卜拉欣是「埃及權利和自由委員會」的人權捍衛者和研究員，在被恣意

拘留了34個月後，他終於在全球持續不懈的倡議行動和國際施壓之下，

於2022年4月26日獲釋。易卜拉欣表示，文字無法表達感激之情，並呼籲

大眾必須繼續為受拘留者發聲，讓他們對於擺脫自身遭遇的不公不義能

繼續抱持希望。

 好消息！ 
 2019寫信馬拉松的良心犯易卜拉欣獲釋 1

6

東南亞國家協會採用五點共識一年後仍未能

停止暴力，但緬甸勇敢的社運人士即使面臨

嚴重危險和眾多挑戰，依然繼續和平示威。

國際特赦組織對17人進行深度訪談，他們來

自各種不同示威團體，包含LGBTQ和女性權

利組織，並在緬甸的5個邦和地區持續參與非

暴力示威。許多人表示他們持續和平示威，為

的是啟發國內更多人採取行動，以及給予人

們希望。國際特赦組織區域研究副秘書長吉爾

（Emerlynne Gil）表示，這些社運人士急需國

際社會以全球武器禁運的方式來支持他們，

以停止緬甸軍方使用戰爭武器

來殺害和平示威者。

6 國際社會必須採取更多行動
來保護緬甸勇敢的示威者 

©
 Anny M

atzir

2022年已經過半，對國際特赦組織而言依然是忙得不可開交的一年。隨

著全球各地不斷面臨艱鉅的人權挑戰，人們很可能因此忽略了過去6個

月世界在人權上獲得的正面改變。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更新了南蘇丹未來

一年的武器禁運令。國際特赦組織對此進行研究並進行目標性的遊說行

動，包含於4月在紐約進行遊說任務時，與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成員進行雙

邊會談，並與重要領導人物積極對話。

5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更新南蘇丹武器禁運令 

5月11日，印度最高法院指示中央和州政府暫停

刑法第124A條，該法條將煽動定義為「引起仇

恨或蔑視，或…激起對政府不滿」的任何行為

或企圖。據媒體報導，自2010年以來已經有1萬

3,000名印度人被提出了超過800起煽動叛亂案

件。國際特赦組織印度分會理事長 Aakar Patel 

表示：「我們歡迎最高法院下令暫停煽動叛亂法

的決定，直到印度政府重新審查這項已有152年

歷史的條款。當局長期濫用煽動法騷擾、恐嚇、

迫害人權捍衛者、社運人士、記者、學生、電影

製作人、歌手、演員和作家，只因他們和平行使

表達自由權。煽動叛亂被歷屆政府用作政治鎮

壓的工具。政府應緊急廢除這項有害的法條，

以符合國際人權義務。」

 印度最高法院暫停 
 152年歷史的煽動叛亂法 7  馬來西亞廢除唯一死刑，

 朝正確方向邁出步伐

馬來西亞首相署部長（國會及法律事務）旺

朱乃迪提交一份報告後，內閣作出決議，宣

布將努力廢除唯一死刑。國際特赦組織馬

來西亞分會秘書長卡特琳娜・喬琳・馬利亞

莫夫表示，讚賞馬來西亞政府取消唯一死

刑並賦予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權的決定，並稱

馬來西亞正朝著正確方向邁出一步，另外也

呼籲政府走得更遠，努力徹底廢除死刑這

類殘酷的懲罰。目前，馬來西亞有11項罪行

可判處唯一死刑，包括毒品相關罪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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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會議於8月11日舉行，國際特赦組織表示，須將保護平

民和追究俄羅斯軍隊屢屢犯下戰爭罪行的責任列為緊急優先事項，並應呼

籲俄羅斯停止對烏克蘭的侵略。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阿格妮斯・卡拉馬爾

（Agnès Callamard）同時呼籲，安理會還須對俄羅斯迄今在衝突中各種令

人震驚的人權侵害究責。自俄羅斯於2022年2月入侵烏克蘭以來，國際特赦

組織已在實地花費數月時間調查並記錄俄羅斯的侵害行為和戰爭罪行，發

布超過12份新聞稿、簡報和報告，譴責俄羅斯的行徑並要求問責。

 聯合國安理會必須將追究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罪行設為優先事項 

© Pr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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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4到6月，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邀請「夾腳拖劇團」，

在台南、台東、台中、台北四地巡演，推出互動式親子光影劇場，

結合我們的「當我長大：羅興亞文化、兒童著色、認識難民教材套

組」，以小朋友容易理解的視角，讓他們認識羅興亞難民的故事。

期間，我們更推出劇場線上播映版，免費提供教育工作者或有興趣

的社會大眾申請觀看，並領取羅興亞難民互動式教材，讓父母可以

在家中和孩子一起認識人權議題。

　　同時，我們也將世界上的人權概況，融入進階志工培訓課

程——5月，在「東協五點共識」1週年之際，我們在中和緬甸街

舉辦「微旅行」，除了看見台灣與緬甸的歷史淵源，也邀請在台緬

人一同分享緬甸人權現況、海外社會運動的體悟；同月，我們在鄰

近同婚合法3周年的日子，在成功大學的粉紅點擺攤，和志工一起

向教職員生介紹跨國同婚的法治困境；6月，「六四天安門事件」

的33週年，我們和志工一同參與6月4日的「六四燭光晚會」，同

時邀請近2,000名民眾，在台灣的自由廣場點起聲援香港的燭光。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一直嘗試結合理論與實務，在實際倡議

場域向一般民眾宣傳人權的理念。6月25日，我們在全台行動者聚

會中，匯聚各地不同世代的人權工作者與行動者，分享自身倡議經

驗，在世代交流中傳承人權的信念。6月27日，我們邀請了台東原

住民青年團體「Taloan no faloco 心的工寮」至台北辦公室分享，

以種族身分認同的角度出發，辨識日常生活裡的刻板印象與歧視，

幕 後 觀 察

在6月28日，透過與台灣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交流中理解新生代

青少年的世界觀，一同思考人權教育的未來發展，此外更在7月20

日，與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進行跨性別社群文化敏感度的培訓，

藉此深入認識住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各種族群，同理台灣社會的多

元樣貌。

　　7、8月下旬，我們接連舉辦了兩次暑期營隊：「人權Juice果

汁機—2022高中生暑期人權營」與「青年人權行動者共識營」，

讓年輕學子認識不同種類的社會議題，並以不同面向的觀點互相討

論、碰撞；營隊學員除了參與一系列培訓課程、小組討論、實地走

訪之外，同時也學習以平等、尊重多元的方式，來面對和自己不一

樣的學員。在「青年人權行動者共識營」中，除了上述課程之外，

我們更注重參與社會運動後可能面臨的自我修復議題，邀請了眾多

團體的社會運動者分享生命歷程，讓參與營隊的青年們，在未來進

行倡議時，可以擁有自我保護的能力。

　　最後，今年的會員大會迎來新一輪的改選，新任理監事成員將

和持續茁壯的台灣分會，一同在更多人權議題現場，為人權迫害發

聲。另外，我們也正如火如荼地籌備將於台北、台中、台南、台東

舉辦的「寫信馬拉松」，今年的所有場次都將以兩天的形式進行，

結合樂團表演、短講、展覽等多種形式，屆時誠摯邀請大家一同振

筆寫信、捍衛人權！

今年六四33週年，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邀請近2,000名民眾，
在自由廣場點起聲援的燭光。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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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報編輯團隊

六月

26
支持酷刑受害者日

　　時序來到秋天，國際特赦組織剛舉辦完全球會員大會、通過了幾

項重大決議，包括未來對於全球稅制的立場、確立女性主義的領導模

式⋯⋯等幾項準則。7月底，也是自2020年疫情以來，東亞與亞太區域

的秘書長們第一次聚集在泰國實體開會，我們一同交流各國分會的

運作情況、分享各自的成功經驗。

　　針對烏俄戰爭，國際特赦組織自2月以來便展開了無數的實地調

查，與烏克蘭分會和在地夥伴合作、發表報告，呼籲國際社會及聯合

國持續採取行動。然而，我們也在近期的一次調查報告中，受到無數

的國際媒體批評及攻擊，這對於國際特赦組織是很大的打擊，各國分

會也已經展開內部檢討，希望未來不會重蹈覆轍。

　　今年的六四，台灣分會的台北與台南辦公室各自舉辦了盛大的

集會活動，並放映《5月35日》這部香港家喻戶曉的舞台劇，希望台灣

民眾與在台港人共同思考如何看待、應對「後國安法」的香港情勢。期

間，我們更與台南的「香港關注組」合作，舉辦了《香港時光屋》展覽，

希望讓南部民眾對於香港現況有更多反思，並邀請大家加入聲援香

港鄒幸彤律師的連署和寫信活動。

　　而這段期間，最令人開心的消息，就是我們救援已久的個案李明

哲順利歸台。李明哲完成防疫隔離之後，也參加了國際特赦組織台灣

分會的會員大會、32小組的聚會，親自到辦公室與秘書處夥伴交流、

與救援大會夥伴分享他在中國的經歷；見到他這麼積極參與各種活

動，似乎希望彌補他過去5年沒有參加到的一切，我們替他感到開心，

也期待不要再有下一名個案。遺憾的是，在裴洛西訪台之後，我們從

媒體上得知，又有一名台灣人遭中國任意逮捕、關押，我們也會持續

關注這類案件。

　　此外，我們參加了台灣政府舉辦的「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

公約」國家報告的所有民間諮詢會議，並提供關於難民、無國籍人、流

亡藏人、跨國同婚等議題的發展方向建議。

　　最後，2022世界盃足球賽即將在卡達開賽，我們與台灣的國家代

表隊男女足球隊長合作，展開了一連串呼籲大家關注卡達移工的倡

議行動，也期待大家接下來在觀賽的同時，可以跟我們一起共同關注

這些人權議題。

五月

1
國際勞動節

六月

12
世界無童工日

六月

20
世界難民日

六月

5
世界環境日

秘書長的話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秘書長 

八月

9
世界原住民族日

七月

14
國際非二元性別日

七月

1
香港國安法兩週年

七月

30
世界打擊販運人口日

八月

30
強迫失蹤日



示威權利在全球所有區域都面臨前所未有且不斷上升的威脅，

因此國際特赦組織在2022年7月發起新的全球倡議行動，來對

抗國家不斷擴大且加劇侵犯此基本權利的力道。從俄羅斯、斯

里蘭卡、法國、塞內加爾、伊朗到尼加拉瓜，國家當局正在實

施各式各樣的措施，來壓制有組織的異議聲音。世界各地的示

威者面臨各種反制手段，限制示威自由的法條和其他措施愈來

愈多、不當使用武力、非法的大規模針對性監控不斷擴大，手

段包含切斷網路、網路審查以及侵權和污名化。與此同時，

邊緣化和受歧視的族群面臨更多阻礙。國際特赦組織的「捍衛

示威」（Protect the Protest）倡議行動將挑戰對和平示威的攻

擊，與受到針對的人們站在一起，並支持推動人權改革的社會

運動。

限制性立法、全面禁令、緊急權力

　　環境危機、不平等情形惡化、生計威脅、系統性種族歧視

和性別暴力等種種議題，讓集體行動變得加倍重要。然而政府

的回應是：訂定法律來對示威權利施加非法的限制。例如，希

臘和賽普勒斯在Covid-19疫情期間全面禁止示威；在英國，一

項新法內含賦予警察多種權力的條款，包含可禁止「吵雜的示

威」；塞內加爾自2011年起便禁止在達卡市中心舉行政治示

近幾年，我們見證了幾個數十年來規模最大的示威行動：「黑
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MeToo運動、各種氣
候變遷運動，啟發了全世界數百萬人走上街頭，並在網路上
爭取種族與氣候正義、平等、生計，希望終結性別暴力和歧
視。在其他地方，成千上萬民眾站起來反抗警察暴力、非法殺
害、國家鎮壓和壓迫。

——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阿格妮斯・卡拉馬爾

2021年6月25日，一名男子在示威期間奔離石塊和催淚瓦
斯。這場示威因一項新反恐法案的投票在達卡爆發，反對派
認為新法可能被用來阻止街頭的反政府示威。

威，完全杜絕在政府大樓附近的示威。各國政府也愈來愈常將

緊急權力當作打壓異議的藉口。Covid-19疫情高峰期間即在多

國發生類似情況，包含泰國；而在剛果民主共和國，2021年5

月起政府實施「戒嚴令」賦予軍方和警察廣泛的權力，得以限

制伊圖利省和北基伍省的示威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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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超過 100 萬香港民眾走上街頭，反對香港政府的引渡條例。  © Jimmy Lam @everydayaphoto



警 方 在 關 閉 香 港 人 民 每 年 聚 集 悼 念
1989天安門事件受害者的場地後，於
2021年6月4日驅 散聚集在香港銅 鑼
灣區域的人。當局以Covid-19疫情為
由禁止這場集會，並誓言掃蕩任何天
安門週年紀念的相關示威。

妖魔化示威者

　　各國政府試圖透過辯稱示威構成公共秩序威脅和污名化示威

者，將他們抹黑成「麻煩製造者」、「暴徒」，甚至「恐怖份子」，藉

此合理化對示威施加的限制。透過將示威者套上這樣的濾鏡，當

局合理化零容忍措施：訂定並濫用模糊且嚴厲的安全法、警方嚴厲

執勤，以及採用先發制人的震懾措施。我們可以在香港看到這種手

段。香港的《國家安全法》及其對「國家安全」的廣泛定義，時常被

用來恣意限制示威。

警務軍事化

　　政府長期依賴激進的手段管理示威，安全部隊更在近年加強他

們使用的武力。安全部隊經常不當使用所謂的「低致命性武器」，

包含警棍、胡椒噴霧、催淚彈、閃光彈、水砲和橡膠子彈。自2000年

代初期，國際特赦組織已經開始記錄到國家應對示威手段有軍事化

2021年2月15日，緬甸仰光，
示威者手持布條高喊口號，而
夜間抵達中央銀行守衛的緬甸
士兵則設置帶刺鐵絲網路障。
美國駐緬甸大使館在軍事行動
和報導指出電訊可能在夜晚中
斷之後，發布公告要求在緬甸
的 美 國 人「就 地 避 難 」。緬 甸
首都的街上可見 裝甲車，但即
使軍方在場，依然有大批示威
者上街。

的趨勢，包含使用武裝部隊和軍事設備。在智利和法國等國家，全

副武裝的安全部隊經常有裝甲車、軍機、無人偵察機、槍枝和攻擊

性武器、閃光彈和聲波砲的支援。2021年緬甸政變後的大規模起義

期間，軍方使用非法的致命武力對付和平示威者。監察員表示自軍

方掌權以來，有超過2,000人身亡、超過1萬3,000人被捕。

不平等及歧視 

　　面臨歧視和不平等的人，無論是基於種族、性別、性傾向、

性別認同、宗教、年齡、身心障礙、職業、社會經濟地位或移民

身份，限制示威權對他們的影響更深，他們也面臨更嚴厲的打

壓。例如，女性、LGBTI族群和非常規性別的人，都面臨不同類

型的性別暴力、邊緣化、社會規範和立法。在蘇丹、哥倫比亞和

白俄羅斯等國，女性因參與示威而遭性侵，而土耳其已經禁止同

志驕傲遊行多年。

2021年5月25日是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逝世週年，「黑人的命也是命」示威者
在紐約布魯克林一場遊行中高舉標語牌呼喊
口號。這名非裔美籍男子遭白人 員警謀 殺一
週年的這天，家屬於白宮會見拜登總統時，呼
籲對警察進行全面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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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 ⚠

「星期六母親」

在土耳其，自1995年5月起，在警方拘留

期間「消失」的人的親屬長期在伊斯坦堡

市中心每週舉辦晚會，要求當局說明親人

的下落。他們每週六中午聚集在獨立大街

的加拉塔薩雷高中前，手持「消失的」兒

子、女兒、丈夫、妻子、父親、兄弟的照

片，因此得到「星期六母親」的稱號。在

此期間，許多參與者面臨恐嚇、騷擾、過

度武力、恣意拘留和不公正起訴。當他們

在2018年8月25日進行第700次晚會時，警

方與主辦方聯絡，告訴他們必須離開，因

為內政部長管轄的區長已經禁止該集會。

參與者拒絕離開，警察便使用催淚彈、水

砲和橡膠子彈強行驅散人群。包括失蹤者

親屬在內共有46人因參加晚會而受到審

判。2022年6月，鎮暴警察透過逮捕參與

者，包括著名的人權捍衛者和失蹤者的親

屬，阻止他們舉辦第900次和平晚會活動。

⚠ 香港 ⚠

鄒幸彤

人權律師兼勞權倡議者鄒幸彤目前遭受監

禁，2021年9月，她被控《國家安全法》下

的「煽動顛覆罪」，面臨高達10年有期徒

刑。她和其他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

聯合會（支聯會）的核心成員，僅因和平

紀念1989天安門事件就遭受針對。自1990

年6月4日起，香港支聯會每年規劃全球最

大的天安門事件紀念活動，數以萬計的人

們參加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晚會，紀

念那些遭到殺害的人們。活動已經持續30

年，參加人數有時高達數十萬人。2021年9

月8日，鄒幸彤與梁錦威、鄧岳君和陳多偉

等3名前支聯會領袖不願配合當局的要求，

他們在拒絕提交支聯會成員、員工和合作

組織的相關資料後被捕。另一名前領袖徐

漢光在兩天後被捕。由於核心成員遭到起

訴，加上政府施壓日益加劇，香港支聯會

隨後於2021年9月25日解散。

⚠ 伊朗 ⚠

瓦希德・阿夫卡里

在伊朗，2017年至2018年之間，數十萬

人走上街頭，抗議貧窮、腐敗、鎮壓和威

權主義。大約5,000名示威者在1月的示威

活動中被恣意拘留、25人被殺；超過100

人在7月、8月的示威活動中被捕、至少

1人被殺。瓦希德在和平參與這些示威活

動後被恣意拘留。他遭受多次身體與心理

折磨，包括毆打、言語侮辱和對家人的威

脅，而在經過嚴重不公平的審判後，瓦

希德被判處33年9個月的監禁以及74下鞭

刑，他現在正在服刑中。瓦希德的兩個兄

弟：納維德・阿夫卡里和哈比卜・阿夫卡

里也因參與示威活動而被捕。2020年，納

維德被秘密處決；哈比卜在他的家人、國

際特赦組織和世界各地的社運人士持續進

行倡議後，於2022年獲釋。

⚠ 智利 ⚠
 

古斯塔沃．加蒂卡

2019年，智利發生大規模示威，人們要

求促進平等和人權。當局以暴力鎮壓和定

罪、過度使用武力，以及以歧視性且不符

合比例原則的方式使用審前拘留作為回

應。當局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並將軍隊

和「卡賓槍騎兵」憲兵隊一起部署在街

頭；3人因此死亡、數百人重傷，其中347

人眼部受傷，多數是遭裝填了高動能衝擊

彈藥的鎮暴散彈槍射出的子彈擊中而受

傷，這種彈藥被軍警以幾乎不受控制且無

差別的方式使用。其中一位受害者是21歲

的心理系學生古斯塔沃．加蒂卡。在2019

年11月8日聖地牙哥的一場示威中，卡賓

槍騎兵朝一群示威者開槍，擊中古斯塔沃

的雙眼，導致他永久失明。

⚠ 辛巴威 ⚠

瑟希莉亞・欽比里
喬安娜・馬蒙貝

內賽・馬洛瓦

2020年5月13日，政治社運人士瑟希莉

亞、喬安娜和內賽，因為領導一場抗議當

局的Covid-19疫情措施以及國內大規模飢

荒的反政府示威，在辛巴威首都哈拉雷一

處警察路障被捕。這3名女性都是反對派

「民主變革運動聯盟」（MDC-Alliance）

的青年領袖，她們被帶到哈拉雷中央警察

局，在那裡又以要帶她們前往另一處警

局為藉口，要求她們搭上另一台車。這3

名社運人士表示，她們被戴上頭套後載往

不明地點，並在那裡遭受酷刑，包含性暴

力。2天後，這3名社運人士被發現遭遺棄

在距離哈拉雷87公里遠的地方，且需要住

院治療。她們在住院期間被控「發表或傳

播對國家有害的謊言」以及「有意推廣公

共暴力而聚會」，目前正在進行審判。她

們遭遇的強迫失蹤和酷刑並沒有開啟任何

調查。

  身陷危險的示威者

國際特赦組織的倡議行
動在這樣的關鍵時刻啟
動。珍貴的示威權遭到
侵蝕的速度相當可怕，
我們必須竭盡所能的抵
抗。縱觀歷史，示威一
直是促成變革的有力工
具。但世界各國的政府
都在鎮壓示威活動，我
們必須起身捍衛示威的
權利。

現在就加入全球呼籲，
保護示威權利並加入
我們的倡議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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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志工身份參與戰爭。亞塞拜然部隊攻進亞美尼民族的村莊和城

鎮時，常常只剩年長者留下來，尤其是年長男性。

　　許多年長者在試圖離開時遭遇阻礙，行動不便和健康問題造

成他們難以逃難。在其他案例中，有些患有社會心理疾病或失智

症的年長者，難以理解離開當地的必要性或急迫性。其他人決定

不離開的原因，有些是出於他們對家園的強烈情感，或是不願意

拋棄土地或牲畜。 

　　其他逃離家園的人此後多年都在流離失所中飽受煎熬。他們

表示無法取得適當的住房而且失去生計，進一步加深無助和孤立

無緣的感受。他們也因為心理健康和社會心理支持服務嚴重不足

而受盡折磨。

　　在亞美尼亞民族的區域，死亡的平民人口中有超過一半是年

長者。許多受訪者告訴國際特赦組織亞塞拜然部隊法外處決的行

為。他們描述被處決的受害者遭到斬首或極近距離的射擊，已構

成戰爭罪的蓄意殺人。有些人在死前可能曾遭受酷刑，有些遺體

在事後遭到肢解。

　　國際特赦組織於2022年5月發布兩份新報告，指出亞美尼亞

與亞塞拜然對於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地區（Nagorno-Karabakh，

簡稱納卡地區）的領土衝突，已經對年長者造成數十年的痛苦。

這場衝突第一次發生於1988年至1994年，並且在2020年末再次加

劇——人們遭受非法殺害、酷刑，也被迫流離失所，從那時起他

們的生活就不斷遭受侵犯。其中一份報告《最後逃離的人：納戈

爾諾-卡拉巴赫衝突中年長者的戰爭罪和流離失所經驗》，記錄了

年長的亞美尼亞人在近期的衝突中更容易遭受暴力，包含在受亞

塞拜然拘留時遭遇法外處決、酷刑和其他不當對待等戰爭罪行。

另一份報告《「盒子裡的生活」：年長者的流離失所經驗和回到

亞塞拜然的前景》詳述年長的亞塞拜然人在第一次衝突中，被迫

離開納卡地區和周邊7個地區家園的痛苦經歷。

最後逃離的人

　　2020年9月，納卡地區爆發激烈戰鬥時，亞美尼亞民族社群

的年長者幾乎都是最後逃離家園的人，因此相對更容易被暴力所

影響。

　　在衝突前期，18歲至55歲的男性通常必須被動員上戰場，或

　　國際特赦組織得以透過目擊者和親屬的證詞、檢視和驗證死

亡證明、亞美尼亞當局執行的正式法醫檢驗，以及發布在社群媒

體的影片證實許多類似案例。

　　68歲的史拉維克・加斯蒂安（Slavik Galstyan）與家人同住於 

Mets Tagher 村莊，患有社會心理疾病。2020年10月，他不想離開

家。超過兩個月後，他的遺體被發現。亞美尼亞當局的死亡證明指

出，他的死因是胸部、腹部和其他內臟的槍傷造成嚴重失血。

　　他的兒子阿夏特（Ashot）在往生室指認父親的遺體，並表示

遺體似乎遭受肢解。阿夏特向國際特赦組織表示：「他的頭被壓

碎，好像全身的骨頭都斷了。他看起來像一塊肉。」

　　90歲的賽德拉克・彼得羅賢（Sedrak Petrosyan）在囚禁期間

遭受殘酷的拳打腳踢，他56歲的兒子被亞塞拜然拘留後失蹤。他

表示：「我想死。我想死在監獄裡，卻不知為何活了下來。」

　　其他受訪者回報受到毆打、其他形式的肢體暴力和其他不

當對待，其中一個案例是模擬處決。年長男性似乎遭受針對，因

為亞塞拜然士兵認為他們曾參與1990年代亞美尼亞的戰爭。

這張地圖 顯示了2020年9月至 2020年11月，亞 美 尼亞和亞塞
拜然在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的4 4天衝突裡，導致平民死亡的地
點。©OCHA/ROCCA/ESRI/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14 May– Aug 2022 15PETER PETER May– Aug 2022

人 權 焦 點 ： 武 裝 衝 突 、 流 離 失 所 者

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的衝突：
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
年長者數十年的痛苦

© Areg Balayan / Amnesty International © Areg Balayan / Amnesty International



附近有強烈的安全疑慮。我們兩國之間有非常多的創傷，我認識的

很多人都被殺害。」

　　即便近幾年有明顯進展，估計仍有高達10萬名流離失所者住

在亞塞拜然非正式住房的嚴苛條件之中。這些住所過度擁擠且年

長者因身體狀況時常難以進入，代表他們只要出門就被迫依賴親

戚或其他人的協助。

　　81歲的流離失所女子曼扎兒住在宿舍，她向國際特赦組織表

示：「這裡就像監獄，沒有空氣⋯⋯我不能下樓買食物。我不能

出門。如果我真的需要，其他人就必須幫我。」

　　國際特赦組織也和年長者談話，他們表示自己幾乎沒有就業

機會，或感覺自己被排除在重新安置的討論之外。

　　71歲的法米爾表示：「我現在只能等待⋯⋯70歲根本不算什麼，

我不覺得自己很老，我也很健康。但每間公司都說我太老了。」

　　67歲的馬利克表示：「我覺得自己的意見沒有被聽到，因為

我現在都無法參與討論。身為退休人士，我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

庭院裡。沒有人比我更了解 [我家鄉的村莊]，但相關策略是來自

巴庫的人制定的。」

國際特赦組織呼籲亞塞拜然政府確保返家的所有程序都完全尊重

不同年長者的權利和需求，包含年長女性和行動不便的年長者，

且所有年長者都能有意義地參與返家的相關決策，政府提供資訊

時也必須力求透明且容易取得，他們才能在知情、自願的情況下

做決定。

在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年長者在流離失所期間難以重建生

活——但他們失去獨立和尊嚴的情形被視為無可避免或無關緊

要。在情勢緊張、可能發生進一步衝突之際，亞美尼亞和亞塞拜

然雙方當局都應做出明確且堅定的承諾來優先保護年長者，並確

保他們的人權都能得到保障，包含住房和健康等權利。

人 權 焦 點 ： 氣 候 變 遷

極端氣候在巴基斯坦
形成的人權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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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組織呼籲，亞塞拜然政府必須確保其武裝部隊中任何犯

下戰爭罪的成員，包含蓄意殺害、酷刑、不人道對待或強迫失

蹤，都在公平審判中被起訴；亞美尼亞政府和納卡地區的實質當

局必須採取更多措施，確保年長者能在與他人相同的基礎上重建

生活。他們也必須改革人道回應的方式，確保提供年長者他們極

為需要的支持。

「盒子裡的生活」

　　在1988年至1994年第一次納卡地區衝突期間，該區域和周邊

7個地區內超過50萬亞塞拜然民族的平民被迫流離失所，包含年長

者在內的許多平民遭受非法殺害和其他暴力。流離失所的人們從

那時起一直住在亞塞拜然的其他地區。

　　數十年來，許多人住在過度擁擠的帳棚營地、宿舍、學校，

或廢棄的火車車廂、小木屋或建築。他們和數十人共用廁所和浴

室，有時在沒有電、沒有暖氣或自來水的情況下生活。他們難以

滿足基本需求或支付食物和藥物的費用。

　　2020年，亞塞拜然奪回大部分在第一次衝突中丟失的領土，

也計劃安置可能高達數十萬的流離失所者。然而，這有著非常大

的阻礙：亞美尼亞部隊大規模設置反步兵地雷，也犯下大規模的

破壞和財產掠奪。

　　許多年長者提出對於永遠回到家鄉的擔憂。72歲的梅利班・M 

( Mehriban M ）向國際特赦組織表示：「我對於居住在亞美尼亞人

「流離失所對所有人都具有毀滅性，但對年長者造成的挑

戰更為艱難。」——國際特赦組織危機應對小組年長者研

究員蘿拉・米爾斯

「亞美尼亞部隊破壞民用物體並掠奪平民財產，加上他

們大規模使用地雷，已經違反國際人道法。這些違法行

為不僅持續侵犯流離失所者返家的權利，也對亞塞拜然

重新安置衝突地區的流離失所人口造成嚴重阻礙。年長

者在武裝衝突中時常是最後逃離的人，也需連續數十年

承受戰爭的後果。」——國際特赦組織危機應對小組年

長者研究員蘿拉・米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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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4月至6月期間，有上千名巴基斯坦人在部分地區經歷

超過攝氏50度（華氏122度）的強勁熱浪，科學家將此歸咎於氣候

危機，而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更提出警告，巴基斯坦的炙烈熱浪因為氣候

變遷的緣故，在未來只會愈來愈頻繁。巴基斯坦在2022年3月至5

月就已經出現過去60年來未曾出現的最高溫紀錄。

　　目前預估巴基斯坦有65人的死因與熱浪有關，其中包含3名

孩童，但實際數量可能更多。極端高溫對於兒童、年長者、身心

障礙人士和慢性疾病患者都足以致命。熱浪對健康的衝擊包含：

影響人體調節體溫的能力造成中暑、抽筋、加重原有的健康問題

等，可能導致像糖尿病這類的慢性疾病，最終造成死亡或加重病

情等結果。

　　3月至6月中旬的熱浪結束後，緊接著在國內部分地區又迎來

雨季，突發性洪水與滂沱大雨造成死傷和私人財產受損。在開伯

爾－普什圖省（Khyber Pakhtunkhwa）的拉什普爾（Laspur）村莊

內，冰川湖更因為高溫和降雨而暴洪，將道路全數堵塞。2022年5

月，氣候變遷導致冰川融化，突發性洪水造成巴基斯坦北部的吉爾

吉特－巴提斯坦省（Gilgit Balkhistan）橋墩、住家和商家都遭到毀

壞。先前在2020年，融化的冰川也造成同省的罕薩區（Hunza）果

園、社區都受到損傷。

　　巴基斯坦像是信德省（Sindh）和彭加省（Punjab）等部分

地區，雨季降雨也在2022年6月出現異常。根據非政府組織德國看

守協會（Germanwatch）的全球氣候風險指標（Global Climate 

Risk Index）指出，巴基斯坦在全球受氣候變遷的影響國家中名列

前茅。

邊緣化族群最受衝擊

　　根據報告指出，邊緣化族群，例如巴基斯坦身陷貧窮的平民，

是最受此次危機影響的族群，而要評估他們面臨的實質影響可能得

花上數個月的時間。在氣候變遷帶來的惡劣天氣之下，最高風險群

包含身心障礙人士、婦女與孩童、農民，以及都市區域貧窮人口和

移民等。

　　7月的季節性滂沱大雨造成洪災，奎達（Quetta）的房屋和臨

時收容所全數沖毀，報告更指出截至7月4日為止，已有6人因洪災

死亡，死亡人數不斷上升。在6月14日至7月3日短短三週內，已有

38人因雨季帶來的洪災和降雨死亡。根據預估，光6月的全國降雨

量就已經超出正常值68％。

　　包括國際特赦組織在內的許多調查報告都指出，雅各布阿巴德

城的邊緣化族群在2021年是最受惡劣氣候條件衝擊的族群。

 
乾旱與公共衛生隱憂

　　水資源管道也因為熱浪造成旱災而面臨威脅，信德省與巴羅

契斯坦省（Balochistan）5月時的降雨量都低於正常水平，造成

輕微和中度乾旱。根據國際實務政策研究所（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指出，巴基斯坦的乾旱程度在過去一世

紀以來有明顯上升趨勢。2022年3月是巴基斯坦自1961年以來最乾

的9個月之一。

　　巴基斯坦部分地區在2022年4月及5月出現乾旱情形，而5月更

伴隨著霍亂和水資源稀缺情形，加重許多健康衛生隱憂。霍亂的爆

發與安全用水管道不足有關，像喀拉蚩（Karachi）這類資源不足

的城市，安全用水管道受到壅塞而不良的衛生環境影響，加上氣候

引發像是乾旱等災害衝擊，居住在此的居民被認定是暴露於疾病

等狀況的高風險族群。2022年1月15日至5月27日間，光信德省就

出現234起回報案例，彭加省和巴羅契斯坦則分別出現25及31件報

案。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資料內容，受影響對象中有49％為低於9歲

的兒童。

　　此外，惡劣氣候事件衍生或引發的公共衛生議題上，居住在難

以取得醫療設施的地區居民也列為高風險族群。

高度能源需求 

　　熱浪也阻擋了巴基斯坦人民使用公共空間，因為最受影響地區

的民眾白天幾乎都待在室內躲避高溫，例如喀拉蚩或信德等省份。

在喀拉蚩等區域，讓住家和辦公室降溫的高電量需求，也造成能源

單位約束資源，實施限電措施（為因應上升的需求而定期切斷能源

供給），進一步加重熱相關的健康狀況，身陷貧窮的人民尤其受到

衝擊。

　　愈發頻繁的熱浪讓住家和工作場所為了降溫而過度提高了對煤

的需求，進一步加重煤能源的相關汙染。巴基斯坦在COP26氣候大

會上做出承諾，將在2030年前將60％的能源轉為再生能源，但國

家自訂預期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的內容

卻指出，巴基斯坦將持續發展地方煤碳生產，占了能源總體15％。

2019年，國際特赦組織成員參與巴基斯坦的氣候變遷罷工抗議行動。 © ALHAN FAKHR FOR AMNESTY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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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民調強烈要求：
國際足球總會應賠償世足賽移工

▶在15個國家進行的民調顯示，將近四分之三（73%）的人支持

國際足總使用世界盃足球賽收益來賠償在籌辦過程中受傷害的工

人

▶超過三分之二（67%）的人希望自己國家的足球協會，公開替

2022卡達世界盃足球賽的人權議題發聲

▶國際足總應在世界盃足球賽於2022年11月20日開始前制定補償

方案

 

　　國際特赦組織委託進行的一項全球民意調查顯示，民調的國

家中有將近三分之二（73%）的成人，支持國際足球總會（FIFA，

簡稱國際足總）賠償在2022卡達世界盃足球賽籌辦過程中受傷害

的移工。表示可能會觀看至少一場比賽的族群中，支持的比例更

高（84%）。

　　這項由YouGov所負責進行的調查，針對15個國家超過1萬

7,000名成人訪調，結果顯示絕大多數人（67%）都希望自己國家

的足球協會公開替2022卡達世界盃足球賽的人權議題發聲，包含

支持移工賠償。

   73%
接受調查的人當中，73％支持

國際足總使用部分2022世界盃

足球賽的收益來賠償移工的這

個提案。

   67%
接受調查的人當中，有67%希

望自己國家的足球協會公開替

2022卡達世界盃足球賽的人權

議題發聲，包含支持移工賠償。

人 權 焦 點 ： 強 迫 勞 動

2022世足賽不告訴你的秘密：
移工遭到剝削與強迫勞動

　　國際特赦組織社會與經濟正義主任 Steve Cockburn 表示：「民

調結果向足球界的領導者傳遞了一個明確的訊息——世界各地的

人們團結一致，希望看到國際足總挺身而出，彌補卡達移工所遭

遇的傷害。他們也希望自己國家的協會採取更堅定的立場。」

　　「11月世足賽就要開幕，時間緊迫，但國際足總仍有時間做

出對的事情。球迷們不會想要一個被人權侵害嚴重玷污的世界盃

足球賽。雖然過去無法被改變，但補償方案是一個明確又簡單的

方式，讓國際足總和卡達至少能為成千上萬名籌辦這屆比賽的移

工提供一些補償。」 　　

　　民調結果能為2022年5月由國際特赦組織在內的許多人權組

織、球迷團體和工會組成的聯盟所發起的#PayUpFIFA倡議背書，

此倡議呼籲國際足總設置基金來賠償工人，以及避免未來類似的

人權侵害再度發生。此聯盟要求國際足總為該基金至少撥出4億

4,000萬美金——相當於世界盃足球賽所頒發的獎金。國際足總預

估將能從比賽中獲利60億元。

　　在#PayUpFIFA倡議行動開始之後，國際足總向國際特赦組織

表示，他們正在考慮此補償提案，但至今仍未發表公開回覆。

　　#PayUpFIFA倡議也特別指出，根據國際人權標準，各國足球

協會有義務支持補償參與籌辦世界盃足球賽的移工。然而，雖然

比利時、丹麥、荷蘭、英格蘭、德國和挪威足球協會，在媒體詢

問時都已經表態支持賠償的原則，卻沒有任何足球協會發表官方

聲明，特別呼籲國際足總制定補償方案。

 

國際的支持 
 

　　YouGov在阿根廷、比利時、丹麥、芬蘭、法國、德國、肯

亞、墨西哥、摩洛哥、荷蘭、挪威、西班牙、瑞士、英國和美國

一共調查了1萬7,477名成人，其中54%的人表示他們可能會觀看

至少一場世界盃足球賽。

　　接受調查的人中，接近四分之三（73%）的人表示支持國際

足總使用2022世界盃足球賽賺取的部分金額，賠償那些在籌辦過

程中受傷害的移工的提案。在可能觀看至少一場比賽的人中，支

持賠償的比例則高達84%。支持比例最高的國家是肯亞，有93%

的人支持賠償。國際特赦組織在卡達記錄到多起侵犯人權事件，

包含對肯亞籍警衛、建築工人和家務工作者強迫勞動，而目前有

成千上萬名肯亞人在卡達工作。

　　在2026世界盃足球賽的主辦國墨西哥，支持賠償方案的人超過

三分之二（86%），西班牙（83%）、阿根廷（82%）、瑞士（81%）、芬蘭

（79%）和比利時（77%）等國的支持率也超過三分之二，在可能觀

看世界盃足球賽的族群中支持率更高，在15個調查國家中有11國
卡達的 Al Janoub 體育場，是2022世足賽的主辦場地之一。 
10年來，數百萬來自亞洲與非洲的移工來到卡達，建設世足賽相關工程，卻長期遭受虐待、剝削，甚至身亡。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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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率超過80%。接受調查的人中，只有10%的人表示反對國際

足總提供賠償，而剩下17%的人則表示不知道。

　　在接受調查的人中，超過三分之二（67%）的人認為自己的

國家足球協會，應公開替2022卡達世界盃足球賽的人權議題發

聲，包含支持賠償移工。支持率最高的是肯亞（93%），而支持

率超過70%的國家則有西班牙（74%）、芬蘭（71%）、墨西哥

（71%）、法國（70%）、挪威（70%）、瑞士（70%）和英國

（70%），在可能觀看至少一場世界盃足球賽的族群中，支持賠

償的比例依然比較高（71%）。

#PayUpFIFA 

　　自從2010年，國際足總授予卡達2022世界盃主辦權時就沒有

 

沒有移工，就不可能有光鮮亮麗的世足賽。但是，卡達的移工制度「卡法拉制」一直惡名昭彰，
移工能否入境、出境、換工作，都需要雇主同意。 © ALHAN FAKHR FOR AMNESTY INTERNATIONAL

立即加入全球連署
要求卡達改善移工政策
並合理賠償移工與家屬

要求卡達要改善任何勞工保障措施，因此在建造場館、飯店、交

通和其他舉辦比賽的必要建設與提供服務的過程中，成千上萬名

移工長期遭受人權侵害。 

　　國際特赦組織呼籲國際足總和卡達，在工人、工會、國際勞

工組織和公民社會可以完全參與的條件下制定賠償方案。賠償方

案的制定應在2022年11月20日比賽開始前完成，並與主要利害關

係人進行初步會議。 

　　除了支付各種賠償金，包含補償工資欠款、成千上萬名工人

所支付的高額招聘費用，以及傷亡賠償之外，此方案也應該要支

持保障未來工人權利的新措施。

 相關背景 
 

　　2022年5月國際足總針對國際特赦組織報告的回覆內容，也收

錄在這份報告的附錄。報告內也附有國際特赦組織及人權組織、

工會和球迷團體組成的聯盟，共同寫給國際足總主席詹尼・英凡

提諾（Gianni Infantino） 的公開信。

　　自2018年起，卡達採用一系列重要的勞動改革措施，目的是

為了改善工人權利，但這些措施缺乏強制性，這表示嚴重侵犯人

權的事件依然存在。2014年，卡達最高委員會的工人福利標準加

入了針對國際足總官方地點工人的改善措施，但這些標準並沒有

普遍被遵守，而且只涵蓋少部分世界盃相關工程的工人。

　　2018年，負責籌辦世界盃的機構卡達「最高委員會」實施新

措施，包含與世界盃足球賽官方地點的承辦人達成協議，賠償4萬

8,000名工人的招聘費用。然而，這項協議不包含其他建設工程的

成千上萬名工人，包含世界盃足球賽需要的交通建設、公共設施

和飯店。

　　若無特別說明，所有數據皆來自YouGov Plc。樣本總數為1萬

7,477名成人，實地考察於2022年8月16日至9月6日間進行，民意

調查則透過網路進行。數據已經加權，代表所有調查國家中的成

人（18歲以上）。

 

邀請你加入
台灣男女足隊長的行列
一起聲援卡達移工！



人 權 手 記

台灣與韓國攜手行走人權之路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與韓國分會的小組交流

　　小組是國際特赦組織的基本單位，許多重要的任務都是由小組

來承擔，更是國際特赦組織的草根力量來源。國際特赦組織的眾多

小組會定期聚會（通常每月一次），討論或執行自身所選擇的工作

項目。在小組會議中，組員除了撰寫救援信件，還會討論議題、演

講、播放影片、與重獲自由的良心犯見面，或舉辦其他相關活動。

我們十分歡迎關注人權的朋友一起參與、加入，甚至創建小組。

　　今年2月，在台灣與韓國分會理事長的牽線下，兩地的秘書

處、小組、青年代表、倡議專員在線上展開交流。這場難得的跨海

行動者經驗聚會，除了理解兩地如何展開倡議行動，更希望將來人

權行動在世界遍地開花。 

人權讓我們超越國界在一起 

　　台灣分會理事長林綉娟分享，這場線上活動是台灣分會跟韓國

分會第一次的小組交流活動，兩地共約30人出席，認識非常多新

朋友。由於這場活動是專門為小組交流舉辦的，全場都很有共鳴、

很有「在一起」的感覺。韓國夥伴坦誠分享了經營小組遇到的各種

困難，既誠懇又熱切，兩地夥伴也認真的互相提問，甚至超過活動

預期的時間，十分感謝理監事跟秘書處夥伴用心舉辦這次交流。

　　這場交流是如何促成的呢？平常，台灣分會的理監事和小組成

員都各自在不同的職場或校園場域，2021年11月，在和韓國分會

理事長的線上討論中，發現兩地都很重視小組發展，因此想有一些

互相學習的機會，便決定合辦交流會。不過，因為需要跨國語言介

面、協調不同團隊，整整花了3個月時間籌備，包括12月、1月、2

月的三次籌備會，並對小組展開意見諮詢、訊息對焦。幸好，在籌

備期，理監事夥伴Andy、Luna、至柔、芃萱就細細商量，因為擔

心討論分會的治理、財務、倡議幾個層面會太複雜，無法達成牽線

認識彼此的目的，因此一開始就定調要盡量讓活動氣氛輕鬆，也準

備了破冰Q&A的議程。另外，秘書處在瘋狂忙完「寫信馬拉松」後，

就馬不停蹄加入籌備，負責小組業務的倡議專員們密集協調翻譯老

師與出席小組，大家也將不同屬性的學生小組和非學生小組分開交

流，讓活動更聚焦。 

逐步累積行動經驗，由下塑造網絡 

　　會議當天，一共有6個小組展開交流。出席的韓國小組夥伴

為：持續30年歷久不衰的22小組、位於韓國民主運動發源地的光

州60小組、關心南美洲原住民族與障礙者議題的55蒲公英小組。

　　韓國的小組夥伴在活動當天頻頻道歉，因為沒有準備漂亮的簡

報，但其實他們長久的投入，完全不需要簡報就可以精彩分享。在

韓國，每兩步就能看見的咖啡廳，是小組超方便的聚會地點；有時

候，他們也會尋找免費地點舉辦活動與聚會，例如：國際特赦組織

韓國分會的辦公室、校園、其他NGO團體等。其中一位在大學教

書的成員表示，這是第一次有機會參與跨國小組交流，心情頗為激

動。今年，他們計畫以小組名義在民主化運動的論壇發表論文，也

有人開始倡議自身感興趣的人權議題。近期在疫情影響下，韓國小

組都相當苦惱如何繼續活動與聚會，也非常羨慕台灣可以持續相對

安全與自在的實體聚會。另外，由於疫情的關係，關於募款、韓國

分會與小組的連結方式，都是小組的挑戰，

　　台灣方面，當天出席的小組夥伴是台北的32小組、關心死刑

議題的34小組、台南的39小組，大家透過紮實的簡報，系統性地

展現過往累積的成果。同時，秘書處夥伴說明了台灣分會秘書處與

小組的連結方式，讓韓國分會的夥伴大為驚艷，頻頻針對台灣小組

的經營方向、時間人力、經費支持等方面發問。

　　台灣分會的倡議專員Ool分享，台灣分會秘書處與小組是平等

的合作關係，並具備相關的規劃與發展計畫，加上法規的關係，小

改 寫 自 國 際 特 赦 組 織 台 灣 分 會 理 事 長 林 綉 娟 之 紀 錄

組不能自行募款，因此都會編列小組與行動者的業務經費。台灣分

會秘書長邱伊翎則補充相關脈絡，她表示，秘書處現在之所以能夠

支持小組的運作，是來自台灣分會由下而上各層面努力好幾年的成

果；秘書處跟小組的關係也會隨時間雙向變動，不是一朝一夕可以

馬上達到這樣的成果與關係。過去，秘書處與小組也曾有過關係緊

張的時期，但她加入台灣分會後，便與不同層面的夥伴開會、訂定

方向，並明確對此方向編列預算和專責人力。 

　　韓國分會理事長Sylvia表示，台灣的夥伴可以自由碰面、保障

所有人的言論自由，在交流中學到很多東西，也得到很多力量。她

提到，身為理監事，必須重新思考小組需要面對與處理的問題，這

次交流猶如創建了一個新的小組，希望未來有機會可以面對面交

流，並且跟台灣保持長久的聯繫。

　　台灣分會32小組的詩菱表示，對於兩地提到的共同挑戰很有

共鳴，亦在思考秘書處如何與小組的節奏同步。34小組的斯閔認

為，韓國小組成員很有活力，自帶強大能量。台灣分會秘書長伊翎

總結，小組的草根力量很重要，尤其在秘書處能量有限的時候，小

組常常已經超越秘書處所能做到的。

　　最後，台灣分會理事長林綉娟表示，經營小組相當不容易，這

次交流讓她更加佩服帶領小組的夥伴，也看到許多樣貌多元的小

組。每個支持者都各有所長，讓全世界的小組都能不一樣。小組若

能遍地開花、長久經營，就宛如分會多了辦公室，在各個角落都有

強而有力的支持。

　　她也很感謝這幾年來，理監事夥伴有志一同——自前理事長林

淑雅起草小組運作的制度，到現任秘書長伊翎加入秘書處，整頓人

力跟經費資源，並以理監事的小組策略引導長期方向，非常期待小

組可以培養出更多理監事。　　今年5月29日，國際特赦組織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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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長的和解之路：
台灣轉型正義的
艱難、啟示與未竟之業

21歲，本該是青春盪漾的年華，

卻一夕之間墜入地牢，死刑的夢魘伴隨一生。

70餘載，人稱「生哥」的政治受難者陳欽生歷經大風大浪，

才能走到現在。

故事中我聽不出生哥對這個國家的恨，

只看見他為人權奉獻的毅力。

我很感謝前輩願意繼續待在這一片土地上，

為了年輕人掏心掏肺地述說這段故事；

何況這不僅僅是歷史，而是他的真實人生。

——戴宥羚

　　今年（2022年）年8月30日，政治受難者陳欽生偕妻子一同來

訪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藉由此次交流，向台灣分會的工作人員

與實習生口述白色恐怖的歷史，並分享自身與死神擦身而過的政治

受難經驗。現場的實習生大多年僅20歲出頭，難以想像陳欽生在

同樣的年紀，便承受莫大的苦難，也因此對台灣的轉型正義產生了

不同以往的看法。

轉型正義不只是一個議題，
而是受難者真實的人生 

　　聽到陳欽生分享親身經歷，實習生宥羚很感謝生哥，為了年輕

人揭開這段不堪的回憶，並認為轉型正義不僅得處理加害者與受難

者之間的關係，更應顧及受難者遭擾亂後的人生境況。「一段歷史

的組成不該只有簡單的數字——幾位受難者、幾位加害者、幾年徒

刑、幾位遭判死刑。」

　　同為實習生的玟蓉則分享，自己參與了無數次轉型正義的討

論、工作坊、座談及課程，但在為台灣的轉型正義付出心力與行動的

過程中，轉型正義似乎漸漸變成了一件討論標的、一個「議題」，人

們遺忘了在此背後，是「人」真真切切的經歷。生哥的來訪，更加確

認了這個事實。「我覺得這就是語言與文字的力量，讓生命的故事

變得更加豐滿與真實，也讓我們在倡議的過程中，能時時刻刻謹記

自己行動的意義與初衷。」

　　實習生亭妤則談到，自己先前參訪綠島國家人權博物館時，

花了數小時閱讀 所有白色恐怖政治犯的大 展板介 紹。雖然人 數

太多，無法記得所有人的受難經歷，但由於能同理他們遭受的不

合理對待、與親人分離的情感，所以以當時的感受仍長存心裡。

「我們年輕人和未 來的世代不可能親身經驗歷史，因此能透 過

受難者的生命故事去體會是很重要的。這次 透 過生哥直接口述

的方式，比起文字，更令人感動和震撼，能直接感受到生哥的表

情、語氣、信念和能量。」

　　白色恐怖時期對人民的迫害與壓制，後輩不可能親身體會，但

透過閱讀與聆聽受難者的口述歷史與生命故事，我們能勾勒出這段

沈重歷史的雛形，並以「不再重蹈覆轍」為台灣轉型正義的目標。

我們正在與時間賽跑

　　針 對 轉 型 正 義 的 未 來 與 行 動，玟 蓉 深 感 我 們 的 時 間 不 夠

了！「生哥今 天 還 能 坐在我 們面前 訴 說他 的 故事，但再過 10 年

呢？20年呢？雖然生哥笑說自己還很年輕，但我已感受到時光流

文 — S a w a  W u ／ 實 習 生 林 亭 妤 、 陳 玟 蓉 、 戴 宥 羚 、 張 博 丞

逝的危機。」因此，亭妤與宥羚都表示我們必須抓緊時

間，將受難者的聲音傳遞出去。亭妤更表示政府應有更

多的制度協助受難者心理創傷的復原，給予他們心靈上

的支持。

　　身為人權行動者，我們除了思考受難者離世後，轉

型正義行動該何去何從，也需勇於承擔責任，成為他們的

話筒，為他們發聲。畢竟，時間不多了。希望在不久的將

來，台灣社會能將正義還給受難者，能來得及聽見一句：

「謝謝你，對不起。」也願有朝一日台灣可以正視所有受

難者，且所有年輕人能好好傾聽他們難忘的生命故事。

希望故事不只長存，也要常傳，

成為人權教育的基礎！

——林亭妤

文 — 國 際 特 赦 組 織 台 灣 分 會 理 事 劉 璐 娜

 

　　今年5月29日，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舉行了會員大會（AGM），至今已

有一段時日，但仍值得一書。原因為何？是改選理監事，抑或不畏疫情，做好

充足準備，舉辦實體場？我認為大體上有幾點觀察——

　　①會員大會籌備和執行：分工和模式持續建置、優化、傳承，例如前一天的

線上工作坊、第二天實體場的會員大會和理監事改選。

　　②參考其他國家作法，為增加會員、社會青年、關注者參與的機會，安排

工作坊，邀請理監事、秘書處、國際夥伴分享，說明台灣分會和國際特赦組織

整體策略，並了解其他國家局勢。

　　③不同時期加入的會員與青年代表，參選理監事。

　　④適度邀請組織的利害關係人，規劃、準備、分工，透過參與，讓各個角

色適得其所。

　　⑤台灣人權工作者李明哲與妻子李凈瑜親赴現場分享，也加入台灣分會的

小組，持續為大家宣講自身經驗和觀察。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的成立，是台灣過去受到國際特赦組織各國分會救

援的「良心犯」結合社會力量組成，早在1994年正式立案前即開始運作。掌

握國際的趨勢、具有台灣脈絡，才能更具體讓支持者有感，拉出台灣分會能扮

演的關鍵角色，並擴大影響力，這些都會是老牌的國際組織在台灣深化和多方

連結的實踐。

　　國際特赦組織的台灣路，不會是最順坦的，一定挑戰不斷，但也幸有勤奮

用心的理監事和工作團隊一起努力，拉出藍圖和策略地圖，讓乘載歷史和眾人

意志的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一步步走得更踏實、更堅定。

　　在此借用台灣金曲歌王謝銘佑的作品《路》共勉：

 「有路，咱沿路唱歌；無路，咱蹽溪過嶺

　 時間伊從來毋捌回頭行，毋敢向前莫來講輸贏

　 無光，愛心內有數；有光，伊必有緣故

　 未來即張無記號的地圖，親像咧叫我兮，親像咧叫我兮

　 愛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咱e國際特赦組織
台灣路

陳欽生夫婦（中、右）一同來訪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並
與秘書長邱伊翎合影留念。 © Amnesty International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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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詳情
立即報名

除了寫信活動，
今年也真的要跑馬拉松啦！

 4 4大大插畫家插畫家

44大議題大議題跑衣跑衣

 4大插畫家

4大議題跑衣
Ｘ

黑啤 BEERU 氣候變遷      小學課本的逆襲 表達與言論自由         Dyin Li 反酷刑              Johnnp 平等與反歧視

更多詳情與報名

12.24 (六) 06:30-11:00 
大臺北都會公園幸福水漾園區

漁夫帽與
刺青貼紙

運動
毛巾

運動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