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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聽風暴（The Lives of Others） 

影片介紹 

《竊聽風暴》再現了高張的冷戰對立之下，東德秘密情報單位「史塔

西」（Stasi）如何鞏固其極權體制。這部電影專注呈現德國的極權體制如

何將政府力量伸進非政治領域：藝術、文化。撰寫監控檔案的過程中，最

高層藉由這些拼湊而出的資料延續控制；而電影中的上尉則同時肩負了監

聽、撰寫、刑求等工作，親自創作了這場「穩固國家安全」的劇本。 

從此觀點切入，《竊聽風暴》不只完整呈現情治機關樣態，更呈現人

際間的信任感因為利益衝突，立場不同的角色會如何做出選擇。秘密警察

「上尉」衛斯勒（Wiesler）盯上了劇作家吉歐（Georg），和其演員女友

克里斯塔（Christa），開始了一連串的監聽與監視。上尉卻在監聽過程中，

間接認識了劇作家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聆聽了吉歐好友雅斯卡

（Jerska）受國家迫害後留下的樂譜。詩句和樂音逐漸滲透上尉的心，吉

歐的作品追求自由的思想，而這並不符合國家要求。最終，上尉手握權力，

卻不揭穿整場行動。 

上尉藉由監聽，如同日夜和他們生活在一起，進而產生情感。上尉開

始對於情治工作感到動搖，在報告上造假，形同另一層的「創作」。揭示

體制下不同位置、不同立場的個體都擁有複雜性，與結構對抗的方式各不

相同。 

此外，作為電影的線索，布萊希特作為著名的現實主義作家，曾言

「劇作不只是反映現實的鏡子，更是打造現實的錘子。」一如吉歐說好友

雅斯卡自從被列入黑名單後一蹶不振，與現實脫節。對應電影內呈現的反

動——即回到原本的狀態、偵查兩者的對抗關係，並非為反而反，而是期

待打造更好的現實。不論是創作反動戲劇，抑或是竄改檔案紀錄，都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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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結構難以撼動，個人仍有自我意志採取行動。 

背景介紹：東德國家安全部「史塔西」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柏林圍牆將德國一分為二，西德屬於英國、美國、

法國支持的自由陣營，而東德則屬於蘇聯支持的共產陣營。「史塔西」成

立於 1950 年，為東德統一社會黨主政下的國家安全部（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簡稱 MfS）。東德政府為消除異議，布建綿密的民間通報

者、探員情報網，層層滲透、監控人民生活；對外則進行防諜、蒐集情報

等工作，加以威嚇與騷擾。政府令史塔西不合比例地行使權力，侵害人民

隱私權及自由權。 

《竊聽風暴》完整地呈現情治機關如何布下天羅地網，人民的一舉一

動都成為檔案紀錄，上呈長官。在草木皆兵的政治情勢下，反抗政府的聲

音就視為叛亂，加以壓制；或者投入不符成本的大量人物力，監控「疑似」

影響政權穩定性的無辜人民。最終形成互相監控、人人自危的社會，人際

信任蕩然無存。小至字體，大至出入境都能是國家取締的線索。甚至，情

治機關也能作為宣洩個人情緒的政治機器。為了抓人，情治單位永遠都能

製造理由。政府透過不斷製造政治犯、羅織罪名，而取得處置正當性。也

因此，受害者往往被迫承認不曾犯下的罪名。 

直至 1989 年柏林圍牆倒塌、史塔西結束營運之前，共二十七萬人受

雇；總人口一八百萬的東德，超過六百萬人被留下紀錄。柏林圍牆倒後兩

個月，民眾衝進檔案室，阻止檔案局銷毀過去非法調查的證據，也才看到

多到來不及銷毀的機密檔案，看到政府如何監控自己。也因民眾訴求和輿

論壓力，兩德統一後於 1991 年通過《史塔西檔案法》（Stasi-Unterlagen-

Gesetz），設立史塔西檔案局管理、開放調閱檔案。 

作為獨裁政權的見證，史塔西檔案局謹慎地規劃檔案呈現的方式。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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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檔案資料修復，讓當事人得以閱讀自己的檔案，了解自己的生命如何被

他人所轉寫、扭曲。 

依法當事人僅能調閱自己的檔案，除隱去第三人，加害者（如探員或

線民）皆不隱其姓名。直面加害者過去的不義行為，並且釐清相應責任。

受害者也因更加理解加害體系與自身的關係，反倒促成雙方溝通的可能性，

進而共存於民主化後的社會。 

探討議題：威權政府的監聽行動如何破壞人際信任 

監聽系統造成社會上人人對彼此不信任，相互對立。不僅隔絕了所有

解釋的機會，也進行了錯誤引導。全部人成為潛在的罪犯／告密者，時時

刻刻籠罩在被告發的恐懼之中。最親密的人會不會也是線民？人際之間的

情感會不會成為更強力的社會控制？國家情治機關就如導演，操弄著不同

層級、不同權力關係的角色互相牽制，人性成為監控的籌碼。 

政治檔案開放後，遭監控者固然可以重新理解曾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不

義，但也須面對協力者的尷尬處境。如電影中主演情治機關人員的歐路．

奇莫赫（Ulrich Mühe）本身就曾被監控，線民則是自己的太太。遭到信任

的人背叛，歐路也稱太太為「那個愛過我的間諜」。但也因政治檔案開放，

同處社會的被監控者與監控者才有機會對話。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注意到，當時不同的利益考量，也導致監聽檔案

上出現不少不實或誇大的記載。這樣的錯置，以後見之明來看，可能如同

電影最後演到檔案開放後，吉歐驚訝於自己的紀錄居然這麼多，卻也不全

為真。當受害者讀到自己在檔案裡的樣子，可能感到陌生，因為每個遭監

控的個體都被迫成為當時公權力所想要的樣子。然而，監控檔案涉及個人

隱私、樣態複雜，全然公開可能衝擊當事人，或傳遞錯誤資訊給社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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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政府於2019年頒布《政治檔案條例》，雖規定檔案不得因掩

蓋不法事實、特定不名譽行為而推遲開放，但徵集檔案過程中將細緻區分

檔案類型，涉及國家安全者可以推遲至五十年後開放；當事人或其繼承人

不願公開者則最晚於屆滿七十年時開放。藉由彈性的開放進程，嘗試平衡

個人隱私和公眾知情權。 

對於當事人來說，檔案不再是蓋棺論定的僵化文件。《政治檔案條例》

第 8 條明定，當事人或其檔案繼承者具有附卷權，得以檢附相關證明及補

註意見，重新擁有描述自己的權力。也鼓勵當事人及其繼承人授權公開私

人文書，協助研究推進。 

在國家暴力侵害個人權益的事實下，政府也以私人文書返還申請、申

請程序簡化、費用減免等措施彌補。面對寫定的監控檔案，當代人有更為

積極、批判的閱讀視角：錯置也有其價值。口述歷史固然依憑個人記憶，

帶有情緒及模糊地帶；實際握有權力的政府則可能在官方紀錄中略去侵害

人權的事實。當讀者意識到不同生成脈絡的文件可以相互補足，不斷反思，

才可能做出適當評價，還原歷史真相。 

聚焦臺灣：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的情治單位與監控 

國安情治系統向來是威權／極權體制穩固自身權力的重要支柱，臺灣

在威權統治時期的監控、偵防、反情報工作與史塔西相似，同樣侵害著人

民的隱私權等基本人權。在動員戡亂時期，中華民國政府底下，國家安全

局（簡稱國安局）為最高治安決策單位，下轄警備總司令部、國防部保密

局、內政部調查局等機關執行特務工作，定期召開「金湯會報」進行討論。

情報傳遞流程大致如下：線民網深入民間，獲得情資後上報情治人員。情

治機關統整為報告後橫向傳遞給其他情治機關，再上報給國安局，最終呈

給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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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針對人的監控，情治機關也進行物件檢查的情資調查。根據促轉

會《促轉會任務總結報告》調查，至解嚴前夕，監控郵件的特檢組多達三

十四個，檢查電信的電監組則有十一組。 

根據《政治檔案條例》，應由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進行政治檔

案的徵集、整理、保存與應用。除特定情形外，須公開政治檔案並供調閱，

且不得因掩飾特定人士不法行為而遮隱姓名。當前開放調閱的監控類檔案

大多來自調查局第三處，屬於情報蒐集內容。透過親自接觸、跟蹤、監聽，

國家無所不在地侵犯人民隱私，留下大量監控報告，卻大多並無掌握所謂

叛亂證據。 

根據《總結報告》，調查局內外部大致雇用九萬人，範圍擴及校園、

社運人士。情治機關為了監控當事人的一舉一動，從公領域到私生活都可

能安插人員。人民受到情治人員長時間的騷擾，可能因不勝其擾或生活所

需而接受獎金，答應傳遞情報。情治人員往往雇用當事人身旁的同事、親

人、鄰居等進行記錄，甚至親自接觸當事人。 

促轉會根據 2017 年頒布的《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於 2019 年啟動

「監控類檔案開放閱覽之當事人意見調查計畫」，開放線民在內的當事人

（受監控人）申請閱覽，並進行訪談，以求還原歷史真相。 

許多受訪者閱讀前也感到猶豫，擔心失去對於人性的信心。當事人往

往要遲至閱讀檔案才驚訝於國家監控有多嚴密，更難以想像自身隱私成為

國家公文的一部分。就算當今檔案開放，大多數社會監控檔案的情治人員、

線民使用化名，在未有量能深入研究，找出化名後面的真名的情形下，威

權統治時期的監控侵害常是有受害者而無加害者的情況，有賴未來國家及

學術機構投入研究量能，梳理真相，平反受害者的歷史境遇，也讓大眾更

加深入理解威權統治時期造成的歷史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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