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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09  記者 秦洛芸 文

二○一四年的「三○八廢核大遊行」，雖然當天陰雨綿綿，但仍有大批的民眾，為了喊出自己的

理念，走上街頭。在台灣史上，這不是唯一一次的人民集合，所謂的「社會運動」，如今在台灣

發展日益蓬勃。

「三○八廢核大遊行」吸引全台各地反核團體與民眾參與，為自己的理念發聲。

（照片來源／秦洛芸攝）

社會運動　非暴力行動社會運動　非暴力行動

以學術定義來說，社會運動與抗議、示威、暴動和革命等有所區別，每個社會運動的背後都隱含

著某種社會價值，他們的目標針對某一社會問題，因此，社會運動往往會和宗教、政治、經濟、

種族等有關聯，如這次的反核運動，即是聚焦於環境問題。

社會運動算是一種群聚運動，透過集體行動來達成目標。有學者認為，社會運動的興起與客觀環

境擴大人們不滿情緒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有的學者則近一步主張「資源動員理論」，不僅是大

眾心理因素，社會運動與外在資源環境有關包括大眾媒體、政治等等。社會運動是有組織規範的

行動，而非鬆散無結構，重點是能持續的促進社會變遷。

台灣的社會運動，雖然以定義來說不甚完美，或許有人仍跟抗議、示威分不清，但也逐漸朝著「

有組織結構」的目標邁進。

 

台灣社運　日治時期萌芽台灣社運　日治時期萌芽

台灣的社會運動，早在日治時期就可窺其蹤影。一九二一年台灣文化協會創立後，隨著文化的啟

蒙，社會運動也逐漸興起。其中，較為眾人所知的可算是「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此外，還

有農民運動，主要對抗官員及地主的不合理待遇，雖然最後受警方的壓制而沒落。

婦女運動與勞工運動在日治時期也有所聞，前者更被歸於殖民地三大解放運動，與種族、階級並

列。台灣受中國傳統禮教影響甚深，日治初期女性仍深受道德規範束縛，直到後期，投身社運女

性才較為增加。而最明顯的變革「解纏」讓台灣女性擺脫「三寸金蓮」問題，最初是由民間開始

發起，而後日本政府將之納入規約裡，將此風潮刪除。

勞工運動在日治時期主要以「台灣文化協會」跟「台灣民眾黨」兩大組織為首，前者積極從事勞

工運動，且支援各地罷工行動，後者則協助各地工友會之成立。只可惜這兩大組織並未相輔相成

，反而互相爭奪主導權，最終兩者並未統合。

國民政府來台後，實行戒嚴，社會運動因而被打壓。一九七○年代，「保衛釣魚台運動」為一契

機，台灣的社會運動有復甦的跡象。之後，更因台灣退出聯合國、台美斷交等緣由，讓大眾更加

重視「台灣」，自己的故鄉，因而有民歌運動、台灣工人運動等的興起。

八○年代解嚴後，社會運動如雨後春筍般興起。近年來，台灣的社會運動不再侷限政治領域，而

跨足至公共事務。有學者將台灣的社會運動分為八種：消費者運動、環境運動、勞工運動、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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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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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校園民主運動、原住民人權運動、老兵返鄉運動及反核運動。此外，還有未被提及、群眾

動員力量最大的「黨外運動」。

三月八　全台廢核大遊行三月八　全台廢核大遊行

在日本福島三一一核災三周年前夕舉行「三○八廢核大遊行」，目的為「全面廢核、終結核電、

非核家園」。北部新聞聯絡人劉慧敏表示：「在台灣全面廢核之前，我的行動，不會停止。」

來自汐止的林先生帶著一家四口共襄盛舉。他說：「台灣不需要核電。」台灣的核能發電量僅佔

全部的百分之十六，「真的有必要再建一座發電廠嗎？」他認為台灣有許多綠色資源，與其將錢

花費在核電廠的興建，不如投資研發再生能源。

此次活動在台灣北、中、南三區同時展開。北部規劃三條遊行路線，最終至凱道集合。主辦單位

也用心的將三條路線集合團體稍微做了些分類，各自取名為「全面廢核大隊」、「非核家園大隊

」及「終結核電大隊」。就算天候不佳，細雨綿綿，但仍舊人潮踴躍。主辦單位事後估計，全台

總人數達八萬人，警方則估算凱道集結約有二點二萬人。

不只是年輕人，許多小孩也跟著父母一同加入這次的遊行。（照片來源／秦洛芸攝）

遊行迷思政治　三者調和遊行迷思政治　三者調和

或許有人會認為這樣的社會運動只是一群烏合之眾，或只是未經深思而反對的抗議。算障團成員

李易靜表示，他們成員都各自有自己的看法，他們研讀過與核能相關的法條和資料之後，經過討

論，才決定走上街頭。

算障團是由一群身體障礙者及其家屬所組成的團體，他們乘著電動輪椅，穿著雨衣，在雨天中一

同遊行，雖然外在條件不利，但他們以行動證明自己不是隨波逐流，而是以此支持自己的理念。

算障團是由一群身體不便者及其家屬所組成的團隊，雖然不便，

他們仍以行動支持反核。（照片來源／秦洛芸攝）

不可否認，遊行會場中，候選人的旗幟、背心充斥，在選舉即將到來的時刻，此活動不失為曝光

的好機會。工作人員說到：「大家都是支持反核的，請遵守規定。」在遊行隊伍行走時，要求政

黨走在後面。主辦單位不是沒有注意到這類問題，且已盡力去避免眾人模糊了反核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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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繪畫攝影　布列松之眼文字繪畫攝影　布列松之眼

紀載布列松一生精華文字，扼要道出布列松於
新聞攝影的價值觀與性格。

不僅僅是人群中有穿著繡政治人物名字背心的人員，連高台上

都插著政治人物的旗子。（照片來源／秦洛芸攝）

 

社運　改變未來的力量社運　改變未來的力量

來自浙江湖州的蔡博藝，二○一一年來台唸書，他出版一本名為《我在台灣，我正青春》的書，

被改拍為紀錄片。蔡博藝是如何在台灣展現與中國其他學生不一樣的青春？答案是社會運動。

或許從媒體、網路、歷史中對於社會運動有著不好的印象，認為是種偏激的象徵。但時代正在改

變，如今暴力的抗議手段已日漸減少，取而代之的是遊行、音樂會等。此次的反核運動更在三月

底將舉辦反核大路跑，「路跑是一群人一起做一件有益健康的事，是對的事。」比起高喊「政府

官員下台」等情緒性的口號，台灣社會運動有顯著的進步，朝「對事不對人」、理想中的「社會

運動」邁進。

台灣的社會運動或許還有不足之處，但不可否認，現今，台灣的社會運動正在改變著未來。

 

參考資料：台灣大百科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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