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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陽花學運為契機發展而來的「法律白話文運動」，是由一群致力於法

治教育科普的法律人成立的新媒體。他們先於網路發表文章，以一般人可以理

解的白話文，評論法律與時事，並釐清法律爭點及相關法律適用，帶領讀者跨

越艱澀文字，從直觀感受到法律思維來討論案例。近年來更將網路文章匯集

成專書，陸續推出《江湖在走，法律要懂：法律白話文小學堂》及《What the 
法：法律誰說了算？若你是法官，你會怎麼判？》等，從書籍命名就可看出他

們拉近大眾與法律距離的用心。而本書《公民不盲從》則進一步挑戰大眾更陌

生更遙遠的《世界人權宣言》，以所有條文為範疇，逐條說明背景與奧義，並

連結現今相關重要議題（衝突難題），讓讀者也能重新認識並思索這份重要人

權文獻的當代意義。

這本書由三個部分組成：「序論」一開頭便明白指出本書將分別用不同的

故事，來討論《世界人權宣言》三十條規定。作者群回朔二戰後人權崛起的歷

史背景，宣言制定與通過可說是集結了防止戰爭殘酷與國家暴力再度發生的抵

抗力量，在詭譎多變的國際政治現實中突破重圍，達成此一重大的歷史成就。

同時說明公約內容歷久彌新，將會透過解釋與判例擴充長大，因此宣言能夠依

著時代變遷與時代需求與時俱進。接著在第二部分「第一章至第三十章」逐條

臚列宣言文字內容，搭配國內外的案例時事、判決思維與發展趨勢，來探討該

項權利的核心價值與可能衝突。最後一部分是「後記」，記錄了六位國內人權

組織成員的工作經驗分享，我們可以看到投身人權工作者令人動容的甘苦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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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為什麼要再認識《世界人權宣言》？

在民間積極串連推動下，近年來國際人權公約開始受到我國官方重視，除

了通過具有國內法效力的施行法外，也逐步建立起落實與監督機制。而此刻，

為什麼我們還需要再認識這份僅具宣示性的歷史文件？

首先，重新回顧《世界人權宣言》制定歷程，就足以令我們感受到很大的

鼓舞力量。人權是與生俱有的、普遍的且不容剝奪的。這樣的基本概念早已廣

為人知，其意味著人權的存在與保障，是先於國家，同時也跨越國家，並且賦

予國家落實的義務。然而在宣言制定當時，欲將每個人視為國際法律主體加以

保障的作法，立即遭受到不少主權國家的強烈反對，他們宣稱要怎麼對待其本

國的人民完全是他們自己的事，任何外來的干涉不能插手國內事務。人權普世

性與主權國家國內事務之間的拉扯衝突，最終有所突破。在紐倫堡審判中被揭

發的惡行，迫使國際社會再也無法容許泯滅人性行為拿國家主權來當藉口的事

情再度發生；意外地，也進一步影響到許多國家國內的法制變革，或引用聯合

國憲章的人權條款作為判決的依據，或將權利納入本國憲法條文之中。因此人

權保障有了突破性的改變，人權不再是主權國家（可以跨越民族國家的界線）

的內政事務。

其次，細讀宣言內容，此文件共有三十條各自獨立卻又相關的條款，其目

的在於建立放諸四海皆可行的「人權共同標準」。許多條文都以「每個人」或

「任何人」開頭，宣示適用於每個人。沒有任何形式的歧視，也包括沒有正式

加入聯合國的人民的權利。

最後，從人權發展的現狀來看，《世界人權宣言》的再認識，亦有其必要

性。不僅僅在 1948 年宣言通過之時，就算是 2022 年的現在，無論其政府體

制、發展水平或文化為何，能達到此宣言所載人權標準的國家仍屬少數，人人

生而自由且平等的理想，還很遙遠。我們不妨套用各式各樣身分或特質的個人

或群體（例如種族、語言、國籍、性別、宗教、階級、健康狀況、政治主張、

文化、年齡等），具體想像之，各種歧視與權利剝奪事例，俯拾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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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世界人權宣言》與時俱進的時代意義

公約文本之闕漏，至多只能說是暫時缺乏條約法源，但無法詮釋成公約否

定某種特定權利之存在，或否認特定人群所承受之傷害（引自《公民不盲

從》 ）。

《世界人權宣言》制定後，具體的權利內涵或國家義務，則陸續規範在兩

公約及後續的各項人權公約。本書選擇重新回到原點，爬梳這三十條宣言內容

的精義，並以近年來真實發生案例為例，使抽象法律規範與新興衝突議題產生

連結，論述可能的解方與未來趨勢。這不僅體現《世界人權宣言》與時俱進的

時代意義，也能提升人權知能層面的基本認識與再連結，對於欲積極接軌國際

人權體制的台灣社會而言，是一本適切好讀的國際人權入門書。

筆者挑選性質上屬於實質權利的章節為例。本書第十二章〈隱私的權

利〉，宣言條文為：「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

的榮譽和名譽不得加以攻擊。人人有權享受法律保護，以免受這種干涉與攻

擊」。該條是保障個人在私領域，享有屬於「自己的，隱私的，不被任何人打

擾」的權利。然而情勢隨監視科技進步普及有了變化，監視器早已佈滿我們的

生活周遭，現實上確保個人隱私受到很大的挑戰。本書從我國的民法人格權以

及刑法妨害秘密等相關規範談起，並釐清當侵害隱私行為是來自於國家，便與

人權保障息息相關；因此帶著讀者重回我國憲法（大法官釋憲）中的人權條

款，進一步帶出隱私權的具體內涵，包括「私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

料自主控制」等。另一方面，與此相關的發展是，隨著網際網路的發達，文章

邀請讀者思考：我們有沒有選擇被遺忘的權利？以及如何權衡被遺忘權與其他

權利之間的衝突，例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民眾知的權利等。此外，第二十

章〈公眾集會的權利〉，探討上街抗議時，政府能不能禁止示威者蒙面？第

二十四章〈休息與休閒的權利〉，探討家庭最陌生的熟悉人――外籍家庭看護

工――為什麼至今仍全年無休？

除了實質權利之外，本書針對程序權利（如公平審判、無罪推定等）和貫

穿性權利（如不受歧視、平等尊嚴等），也都能連結到當代重要議題，對於長

期關注人權發展的讀者而言，是一本值得收藏的工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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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對高中人權教育的經驗與觀察

在本文的結尾，筆者想分享自己在高中從事人權教育的經驗與觀察。一零

八課綱的人權教育，有部定學習主題，高中階段多以國際人權公約為學習內

容。而方法上，不另設專門學科教授，以融入式教學，提升學生在情意與技能

面的學習表現。幾年實施下來，在教學現場觀察到的現象是，教學者偏好情意

上的同理，而非知識的理解，況且多數老師認為人權基礎知識，屬於特定學科

的任務。因此教學者採取的教學活動會是，透過文學作品、繪本、故事、影像

等素材作為文本；方法上也會偏好討論、體驗、創作或參與等方式。

然而從情意感受出發的教學設計，後續能否回到人權的概念釐清，則是值

得我們加以關注。舉例來說，學生在情意上感受了戰爭的殘酷，也能同理個人

的不幸遭遇，但課程歸結學生習得的若是「我們是如此幸運，所以要好好保握

當下珍惜所有」，偏向回到個人生命的詠嘆或歸因於生不逢時等，則與人權教

育所期待的學習目標，相去甚遠。而回頭看《世界人權宣言》制定初衷，它宣

告了權利來自於「生而為人」，而非由政府恩惠授與；甚且，大規模的人權傷

害往往來自於國家的作為或不作為。因此，人權教育的教學設計，仍需扣緊國

家負有人權保護、尊重及滿足三項義務來思考，焦點不僅在同理受苦受害人們

或不利處境群體的身上，且需進一步思考造成傷害的主因，由此才能生出人權

改善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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