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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融合特刊

 

 

2014/08/07 vol.66
編輯手記  

 

 （電子報如無法正常顯示，請點此連結進入閱覽。）
  

  本期電子報之主題為「族群融合特刊」，這期特刊特別邀請到中研院社會所蕭新煌所長替我們撰寫專文；也感
謝香港人權監察副主席莊耀洸律師的投稿，將帶領本報讀者一同來關注並瞭解台灣以及香港所面臨的族群相關之議
題。

  
  為持續深耕校園，人權電子報也常設「校園觀察」專欄，長期連載學生自治、學生運動相關文章，提供給學務
工作者以及莘莘學子們做參考。

  
  此外，教育部人權教育諮詢暨資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亦為各級學校教師或從事人權法治相關教育工作
者，提供人權教育問題之諮詢服務，相關辦法請參閱本中心網站：http://hre.pro.edu.tw/（首頁 → 諮詢服務辦
法）。

  
  人權教育電子報將持續提供訂閱戶更好的服務，誠摯邀請大家閱畢電子報後，撥空填寫「人權教育電子報顧客
滿意度調查表」。您的寶貴意見，是我們進步的最大動力；對於電子報內容有任何想法，都歡迎您回饋給我們。

 

封面故事  

 

從族群關係變遷到族群和諧
 文／蕭新煌（中研院社會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戰後台灣的族群關係探究，依照五大族群組成，可分別就原住民族、福佬、客家、外省和新移民作為核心分析
台灣的族群互動及其蜕變，以展望今後台灣的族群和諧願景，以及政府和公民社會應有的作為。

  
  一、以原住民族為核心的台灣族群關係變遷

  
  戰後解嚴前，國民黨政府沿襲日本殖民政府的治理政策，持續將失去族群主體性的原住民族收編至「山胞」的
污名之中，隨著1970年代台灣經濟發展，原住民族為了生計來到都市，卻承受著歧視、不平等的待遇。解嚴前夕，
一股原住民菁英訴求「正名、平等、自覺」的原住民族運動悄然成形。...（繼續閱讀）

 香港的少數族裔中文教育與人權
 文／莊耀洸（香港教育學院高級專任導師、香港人權監察副主席）

 
  「有書讀 ，有學返」，少數族裔的受教權何來侵害?

  
  《基本法》第39條列明《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而經社文公約
第13條訂明，政府須為境內每個人提供免費的義務初等教育。1

  
  另一方面，香港法例第602章《種族歧視條例》第26(2)條則訂明，學校無須為了遷就某一種族群體的學生而改

http://hre.pro.edu.tw/8-2-1.php?id=81
http://hre.pro.edu.tw/
http://hre.pro.edu.tw/8-3.php?newsid=45
http://hre.pro.edu.tw/article/3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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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有關教學語言的安排。2 教育局在2007年3月還印制一份問答形式的單張: 「教育局重視支援非華語學生的教
育」，箇中第二條問答如下:「《種族歧視條例草案》豁免教學語言的安排，這是否對少數族裔不利?」 「教學語言
與教授中文是兩個不同的議題。我們的教學語言政策是建基於堅實的教學理念，亦配合香港的實際情況。我們的公
營學校不會以少數族裔的語言授課，因為這不利於少數族裔學生學好中、英文及融入學校和社群; 我們亦重視少數族
裔學生學習中文的情況(無論就讀的學校是以中文或英文作為主要授課語言)，並為此加強對學校/學生的支援。」3 ...
（繼續閱讀）

 

時 事 活動預告

 

Currents 人權大小事
 國內新聞 Local News

  

1. 徐世榮爆：誠品白紙黑字限制員工對外發言
 2014/07/02 民報

2. 19K「全職工讀生」：另一類非典型勞動壓榨
 2014/07/07 勞苦網

3. 踐踏移工與愛滋病友 民團轟北市府好大官威
 2014/07/07 風傳媒

4. 譴責帝國秩序下的加薩屠殺 反戰團體赴以色列辦事處抗議
 2014/07/16 苦勞網

5. 北車搭舞台 4萬外勞歡慶開齋
 2014/08/04 中央社

 國際新聞 World News

  

1. 德國通過最低工資 時薪約台幣345元
 2014/07/04 新頭殼newtalk

2. 梅克爾訪陸壓軸 清華談人權
 2014/07/08 中央社

3. 以軍空襲加薩走廊 5天共157名巴人喪生
 2014/07/13新頭殼newtalk

4. UN批政府大規模數位監控：危險的習慣！
 2014/07/17新頭殼newtalk

5. 挑戰靠最低工資為生 3政治人物「過不下去」
 2014/07/29 聯合晚報

 

 

 

1. 遲來的愛－人權與藝術教育
推廣活動

 主辦單位：國家人權博物館
 活動地點：國家人權博物館

籌備處、蔡瑞月舞蹈社
 活動日期：2014/8/23、8/24

 詳細資訊：（見網站）
2. 熱線青少年同志雙聚會－溫
羅汀彩虹小壯遊

 主辦單位：台灣同志諮詢熱
線協會-性權小組

 活動地點：同志諮詢熱線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二
段70號12樓）

 活動日期：2014/08/10
13:00-17:00

 詳細資訊：（見網站）

 

四方觀點 知 識
 View

 

學生自治 Student Government
 原來，我們是這樣 | 

 文/周子琳（成大原交社、成大外文系四年級）
 
  最初，創立社團只不過是想要把分散在成大的原住民學生聚在一
起，真的沒有想很多，就是希望我們這群來自不同地方的原住民學
生，能在成大校園裡找到彼此，分享有部落味道的歡樂、一起實踐我
們想望的事。從一份熟悉的歸屬感為起點，原交社的旅程開始了，在
這短短的三年內可以說是橫衝直撞，嘗試了各種活動、各種可能，只
為思索一個原住民族學生社團到底能做些什麼？...（繼續閱讀）
 
 
 
 
 
 
 

 

 Knowledge 人權小常識
  

 人權字典 Dictionary

  

消除所有形式種族歧視公
約

 Racial Discrimination,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種族歧視
 Racial discrimination

  

 

http://hre.pro.edu.tw/article/3872
http://www.peoplenews.tw/news/55b23687-6336-4033-ad57-88477258be27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9290
http://www.stormmediagroup.com/opencms/news/detail/d0699702-059e-11e4-8645-ef2804cba5a1?uuid=d0699702-059e-11e4-8645-ef2804cba5a1&fb_locale=zh_TW&fb_action_ids=10203380667510016&fb_action_types=og.likes5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9350
http://www.udn.com/2014/8/4/NEWS/NATIONAL/NAT5/8847754.shtml?ch=fb_share
http://newtalk.tw/news/2014/07/04/48882.html
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1407080190-1.aspx
http://newtalk.tw/news/2014/07/13/49143.html
http://newtalk.tw/news/2014/07/17/49287.html
http://udn.com/NEWS/WORLD/WOR6/8835419.shtml
http://event.culture.tw/NHRM/portal/Registration/C0103MAction?actId=40007
http://hotline.org.tw/event/468
http://hre.pro.edu.tw/campus/4906
http://hre.pro.edu.tw/core/4578
http://hre.pro.edu.tw/core/4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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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本圖片

 

 

評 論  

 
Comment 人權藝文

人權書房 Book Review
 

  

族群融合：誰是族群、誰融合誰？從《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思考原住民族 | 
 

文／陳以箴（成大原交社、成大工業設計系五年級）
 

 

       《書籍簡介》

  在今天台灣社會中，對於社會科學研究者或是一般人來說，「族群」是一個耳熟能詳、也似乎對社會生活

有重大影響的事物。

  雖然一般人對於「族群」所指涉的意義並沒有共識，也對於自己被

歸類到那一個特定族群或甚至台灣到底有沒有族群，有哪些 族群，可

能都沒有一致的看法。但是，不可否認的，每隔一段時間，特別是在選

舉期間，由於不斷的討論與爭議，族群似乎又 會對於一般人的生活、

甚至對於人們之間彼此的觀感，產生重大影響。除了選舉之外，在關於

國家認同（統獨議題）或是歷史 詮釋問題（歷史教科書）的爭議，人

們也經常自覺或者是不自覺將族群做為理解這些事務的一個重要參考架

構。
 

 

  到底「族群」是什麼？我們應該如何去理解這個現象以及它對於當

代台灣社會的影響？這是本書希望能夠回答的問題。 (摘自本書前言)

 

 

 

 

 

 

 

- 書籍簡介和作者介紹請參考博客來網路書店 -

《書評》
 

 

  「你們、我們、他們」
 

 

  至古自今，在不同的歷史時間點、在世界的不同角落，都有非常多種將人群分類的方式。可能以家

族、階級、或是職業、族群，來判定一個人、或個體自己認同－的歸屬，然而，「族群」這樣的一種分

類方式，可能是所有分類方式中，對成員的凝聚力要求最高、也對成員的行為影響最大的一種。
 

 

  那麼，究竟什麼是「族群」？王甫昌在這本易讀的小書中，暢快地以社會學分析的角度，釐清「族

群」的性質、提出「族群想像」的解釋角度、並以台灣的當代社會為例，就「四大族群」這種分類方式

的成因、和族群其間互動的歷史過程，來說明一件事：「族群」從來就不是一套嚴謹的分類方式，族群

的邊界也從來不是固定的；與其說「族群」是一種傳統的、歷史悠久的、依據血統、膚色、語言這樣本

質性的差異來區辨人群的方法，倒不如說「族群」是一套在特定時空底下、在社會和政治的角力中形成

的、有目的的分類方式，會是更貼切的觀察。...（繼續閱讀）

 

 人權電影院 Film Review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597204
http://hre.pro.edu.tw/bedu/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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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圖片

  從《台北星期天》看外籍勞工及族群融合 | 文／ 王子誠（成功大學醫學系108級）

 

 

 

 

 

 

 

《影片資料》
 

片名：台北星期天

影片年份：2010

導演：《夏午》何蔚庭
 

片長：85分鐘
 

出品國：臺灣
 

發行商：穀得電影

 

《劇情介紹》

 

  就像是勞台與哈台、王哥與柳哥的組合，喜劇裡的一個胖

子搭配一個瘦子那種。身為近萬在台菲勞大軍的其中兩人，馬

諾奧，年輕單身、自命風流，一心肖想能和雇主有一腿的美麗

菲傭賽西麗拍拖。而在同一工廠上班的老鄉迪艾斯，篤實憨

厚、內斂寡言，一方面時刻掛念遠在家鄉的妻小，卻又和同在

台灣工作的安娜勾勾纏纏，搞七捻三。每到星期天，兩人總是

懷抱不同的期待，用力把工廠、門禁拋諸九霄雲外，直奔台北

市中心。
 

 

  但這個星期天，馬諾奧和迪艾斯的美夢卻一個一個破碎。

一張被遺棄在路邊的火紅沙發，勾起了兩人的目光。閉目想像這樣一張沙發放在宿舍的天台上，喝著冰

涼的啤酒、看著天上的星星，這大概就是天堂了吧。就這樣，馬諾奧與迪艾斯這兩位天兵，一前一後，

在這尋常的週日午後，扛起沙發，上山下海，一起穿過台北城市的大街小巷，展開一段爆笑連連，卻又

萬般滋味的奇幻旅程。
 

 

《影評》
 

 

  隨著經濟發展，許多人遠渡重洋來到台灣尋找生存的機會。根據勞動部的統計，有超過50萬的外籍

勞工遍布全台進行粗重的工作只為了養家餬口，這些人和外籍配偶成為了一個新興族群，有些人稱他們

為新住民。
 

 

  何蔚庭導演2007年的作品「台北星期天」(Pinoy Sunday)正反映了這些外籍勞工/看護/配偶的生

活。然而不只是在銀幕上，銀幕外這部電影本身的背景和所引發的討論，也都呈現了這個新興族群要融

入台灣時所面臨的荒謬狀況。
 

 

  《台北星期天》的主角是兩位來台工作的菲律賓勞工：瘦瘦的Manuel和胖胖的Dado。Manuel想追

漂亮的菲傭賽西麗；Dado則顧念在家鄉的妻小，在台灣卻忍不住和另一個看護安娜曖昧。在電影中呈

現的這一個星期天，Manuel發現賽西麗和她的雇主有一腿、Dado和安娜分手了，兩個人在路邊惆悵的

時候突然發現一床紅色的沙發，於是便展開了一段搬運沙發的奇幻旅程。...（繼續閱讀）
 

 

 

http://hre.pro.edu.tw/vedu/4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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