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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 2020 上半年，重新引爆種族歧視議題的佛洛依德事件（George Floyd），於 5 月 25 日

發生在明尼蘇達州的明尼亞波利斯市（Minneapolis），引爆全美大規模示威遊行，再次觸發起

全美及全球的反種族歧視抗爭。在動盪時代中，非裔美國人爭取自由與平等的歷史與他們的

革命精神，皆使研究者想進而了解這段血淚史。 

   

二、研究目的 

   

    研究者希望能了解非裔美國人在這段荊棘路上為自身權益爭取所做的努力，從起初黑人

奴隸制度開始，一直到近代首位的黑人總統所做的改革；了解政府、人民的心態與應對方法，

更設法探討衝突背後各方人士的立場。研究者也想分析 2020 年佛洛伊德事件為何引起如此

大的波瀾和矚目，以及在這段長久的歷史中在人民心中埋下的楔子。 

 

三、研究方法 

      

    透過文獻分析、參考各大媒體評論和觀點匯整多方看法、再以小組討論的方式完成此論

文，統整分析後，整理出研究內容。研究者參考了經濟日報、聯合報、大紀元、自由時報、

新紀元週刊、中央通訊社及《什麼是種族歧視？在日常生活中又如何被複製？》等雜誌、報

刊及書籍來完成此論文。 

 

貳、正文 

 

一、美國種族歧視  

 

    （一）15 世紀─起源與發展  

 

    種族主義是指「凡以種族的身體特徵，特指膚色及身體結構上的差別而定人種智

能上之優劣者」（陳福成，2006）。15 世紀殖民時代初期，英國拓殖移民者將此觀念帶

進美洲，當時被帶入美洲販賣為奴隸的非洲黑人，飽受雇主剝削及歧視，並慘遭毫無

人道的對待，奴隸身分甚至是世襲的，且因棉花工業的蓬勃發展，使得美國南部各州

與奴隸制度彼此相互關聯，進而推動至全美。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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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7 世紀─林肯與南北戰爭  

 

    奴隸制度持續至 17 世紀，美國西北領地於 1787 年率先解放奴隸，成為自由州，

而其他地區則成為蓄奴州（賴家俊，2017），後來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

主張廢除奴隸制，並且解放所有奴隸，更表明反對擴張蓄奴制的立場。由於北方與南

方對於奴隸制的立場大為不同，1861 年 4 月 15 日，南方各州宣布脫離美國聯邦獨立，

而南北戰爭隨即展開序幕。「林肯總統領導美國經歷了其歷史上最為慘烈的戰爭和最

為嚴重的道德、憲政和政治危機——南北戰爭。」（戴爾‧卡耐基，2015）最終北方政

府獲得勝利，林肯廢除了奴隸制，隨後發表的《解放奴隸宣言》宣布南方數個叛亂

州的奴隸得以獲得解放以及自由，但直到 1865 年的憲法修正案才明文規範美國

境內徹底禁止奴隸制度。  

 

（三）18 世紀─隔離但平等觀念開始 

 

    「奴隸制度雖然在世界各地取消，但歧視卻偽裝成各種形式隱藏在人們的認

知裡，未完全從人們的想法中消除」（黃聖閎，2019），奴隸制取消後，非裔美國

人雖擁有了自由與公民權利，但實際上卻仍遭受著歧視以及差別待遇，18 世紀

初期，普萊西訴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發生，一名叫裴西（Plessy）的黑

人拒絕離開白人之車廂而被逮補，但是根據憲法的平等精神而言「黑人與白人

所享的待遇應無分軒輊」（陳靜瑜，1997），但是法官認為黑白兩種車廂的設備皆

相同，所以不構成差別待遇，事實上將黑人與白人分至不同車廂之出發點已不

符平等之原則，此案卻被判不違憲，隔離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的觀念就

此盛行於全美。 

 

（四）1960 民權運動 

   

    隨著種族問題在新聞廣播中曝光，在 1954 年的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中，最高法院全票通過種族隔離是一種不平等，宣告違

憲。當時「全國有色人種促進協會（NAACP）已經成功贏得法律爭奪，反對歧視黑人

制度」（國家教育研究院，2000）使得黑人的人權意識提升，並讓許多非裔美國人，甚

至是白人都投身民權運動。1960 年代，馬丁路德．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

開始採取溫和抵制行動，成為民權運動的領袖。1963 年，金恩博士在林肯紀念堂前發

表了轟動當時社會的演說——《我有一個夢》（I have a dream），將黑人民權運動推向

最高峰，且當時非洲各國反殖民主義聲浪高漲，紛紛獨立，讓美國聯邦政府更感受到

來自民權運動的壓力。促使政府於隔年直接通過《民權法案》，終於確立種族隔離政

策的違法性，成為南北戰爭後黑人平權的一大里程碑。 

 

（五）1970 至今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9%BB%83%E8%81%96%E9%96%8E/adv_auth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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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美國首位黑人總統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於 2008 年上任，「他在

民主黨全國大會上的演說，強調不分種族、黨派、性向，表示：『我們都是一家人，

一同捍衛美利堅合眾國』」（簡恒宇，2017）可謂美國政治上的一大突破。美國擁有民

族大熔爐的稱號，但種族歧視的事件仍屢次發生，「人無法定義種類，因為人與人是

一樣的」（黃聖閎，2019）從古至今，黑人的民主、人權與自由經前人的犧牲與奉獻

和無數的努力，始得保障；然而，未來的路仍非常漫長，所有的生命皆須被尊重並確

保不被歧視，而這些期望仍需後人的奮鬥與爭取才能夠達成。 

 

二、重大衝突事件 

 

（一）佛洛伊德事件 

 

1、 事件經過 

 

    2020 年 5 月 25 日，在美國明尼亞波利斯（Minneapolis）鮑德霍恩社區，46 歲的

非裔美國人喬治・帕里・佛洛伊德（George Perry Floyd），因涉嫌使用偽鈔被四名警

察逮捕時，佛洛伊德「表達願意配合偵訊」，唯以情緒恐慌與幽閉恐懼症為由拒絕坐

上警車，而遭到白人警察蕭文（Derek Chauvin）以單膝跪在其脖頸處。根據其中兩名

警官隨身攝影機的錄音檔案，佛洛伊德在被押至期間不斷求饒，然而警方卻沒有鬆

手，直到最後佛洛伊德漸漸沒有聲息，送往當地醫療中心後宣告不治。 

 

2、 群眾反應 

 

    佛洛伊德之死引發美國明尼亞波利斯（Minneapolis）的大批民眾走上街頭抗議，

甚至蔓延至全美以及全世界一系列針對警察暴行和種族主義的示威活動。許多抗議

者皆舉著標語，如：在口罩上貼著「我無法呼吸」（I can't breathe），及數百名示威者

躺在華盛頓川普國際酒店（Trump International Hotel Washington, D.C.）前的馬路上，

在 8 分 46 秒內齊聲高喊「我無法呼吸！」、「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

黑人的命很重要）、「No Justice No Peace」（沒有正義，沒有和平）。其中

「#BlackLivesMatter」成為網路串連的社會運動，許多明星藝人們與民眾在臉書

（Facebook）、推特（Twitter）、IG（Instagram）等社群媒體齊聲表達哀悼與譴責。而

近年非裔美國人遭執法人員殺害的案件層出不窮，有示威者透過此次的抗議活動，

將受害者的名字寫在標語上，貼在白宮門前柵欄上，要求政府改革。 

 

（二）亞伯里慢跑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9%BB%83%E8%81%96%E9%96%8E/adv_auth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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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件經過 

 

    發生在美國東南方的喬治亞州，2020 年 2 月 23 日下午，美國非裔男子亞伯里

（Ahmaud Arbery）在喬治亞州布朗斯威克鎮（Brunswick）慢跑時遭白人父子格雷戈

里（Gregory McMichael）與崔維斯（Travis McMichael）槍殺，根據警方查案說明，事

發當時父子倆懷疑亞伯里是社區多起闖空門案的嫌犯，進而追趕、爭執，在雙方對

峙之下陷入混戰，手無寸鐵的亞伯里被白人父子開槍數次而致死。 

 

  這起槍殺案當時以「正當防衛」結案，白人父子宣判不起訴。但是根據曝

光的工地監視器畫面，清楚顯示亞伯里兩手空空，看一看就離開，而曾經是運動好

手的亞伯里，本來就有在這條路線上慢跑的習慣，也不是第一次跑進這個工地，屋

主事後檢查，沒有任何東西遭竊，監視器還拍到，這個開放的工地原本就有不少居

民進進出出，包括孩童和白人情侶，顯示這對父子的說法毫無說服力，卻被判不起

訴。 

 

2、群眾反應 

 

 當時因為新冠肺炎的蔓延，這個事件並沒有受到太大的關注。直到兩個月

後，拍下行兇過程的布萊恩（William Bryan Jr）用手機拍攝的側錄影片流出，清楚呈

現亞伯里與兩名嫌犯打鬥過程。這個關鍵證據的出現，再次引起全美關注，民眾在

各地發起示威活動，要幫亞伯里討回公道，亞伯里高中時期的美式足球教練也發起

「陪亞伯里一起慢跑」的網路串連活動——#IRunWithAhmaud，號召民眾出門慢跑

2.23 英里，以紀念亞伯里身亡的日期。而兩名嫌犯逍遙兩個多月後，終於遭警方羈

押逮捕。 

 

（三）非裔男子布雷克遭警方連開 7 槍 

 

1、 事件經過 

 

    2020 年 8 月 23 日，在美國的威斯康辛州基諾沙（Kenosha），美國非裔男子布雷

克（Jacob Blake Jr）在調停兩名女子紛爭過程中，遭到趕赴現場的白人警察謝斯基

（Rusten Sheskey）從背後連開 7 槍，且車上的三名孩童接親眼目睹自己的父親遭警

方槍擊。布雷克送醫後，雖然撿回一命，但腰部以下已經癱瘓。 

 

2、群眾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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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事發影片在網路上曝光，數百名民眾發動大規模示威抗議，縱火、向警察

砸水瓶等等，使威斯康辛州陷入混亂，州長宣布進入緊急狀況，實施宵禁。 

 

    而美國職籃 NBA 許多球隊為表達抗議，由公鹿隊率先表態罷賽，隨後 NBA 官

方宣布 8 月 27 日公鹿對魔術、雷霆對火箭、拓荒者對湖人三場比賽全部延賽。向來

關注黑人議題的詹皇 LeBron James 也在 Instagram 限時動態中嚴詞修正：「我們是罷

賽，不是延遲比賽。（Boycotted Not Postponed.）」而球星戴維斯（Anthony Davis）也表

示希望能為布雷克伸張正義，因為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是無法被接受的。 

 

三、佛洛伊德事件示威浪潮蔓延原因 

 

（一）川普的白人至上主義 

 

川普（Donald John Trump）在 2016 年上任後，多次向外表明他白人至上的意識，

執政中也把白人身分當成力量的核心。2017 年 1 月 27 日頒布穆斯林禁令、宣布在美

墨邊界建牆隔絕移民，更替警察濫權暴力作辯護等行為，皆顯示白人至上主義的心態。

在佛洛伊德事件發生後，人民抗議訴求執法機關與警察的種族主義必須大幅改善與檢

討，然而川普卻與警察站在同一陣線，而非下令改善。由於其立場一直與人民期望相

互牴觸，而促使了大規模的抗議遊行。 

 

（二）疫情之下社會壓抑情緒  

 

「防疫期間減少出門，在家吸收爆炸的資訊反而變焦慮。這些無意識產生的情緒，

實際上卻強烈影響我們的思考方式」（陳郁雁，2020） 由於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民

眾只好待在家中以免增加傳染風險，長時間的壓抑、因疫情而失業或失去親人的失落

感，以及長期負面新聞的抑鬱，導致事件爆發後民眾的敏感情緒爆發大規模衝突。 

 

（三）警察長期濫用職權 

 

近年來有許多執法人員殺害非裔美國人的案例，佛洛伊德事件也是其中之一，在

先前的事件中，警察皆獲得無罪判決，「華盛頓特區一名抗議者說：『我已經疲於聽到

黑人死亡的消息。』」（愛麗絲·庫迪，2020）在法律與秩序方面，黑人與白人仍有不公

平的對待：由圖一可知，非裔美國人在美國總人口中只占 14%，但卻在 1000 宗以上

的警察殺人事件中占有 23%的比例。在這麼多起殺害非裔美國人的事件下，佛洛伊的

事件終於讓美國人民再也忍無可忍，進而起身上街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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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一 資 料 來 源 ： BBC NEWS 中 文 網 。 2020 年 9 月 20 日 ， 取 自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2903837） 

 

四、美國總統對美國黑人種族問題的態度與應對 

 

（一）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 

 

    長期站在反對蓄奴之立場，後來引發南北內戰，最後成功解除南方蓄奴問題。

意外的是，林肯曾在給《紐約論壇報》編輯格瑞萊的信中寫道，「他的最終目標是拯

救美國聯邦，既不是保存奴隸制度，亦非摧毀奴隸制度，解放奴隸是為了挽救聯邦。」

（塗柏鏗，2020）這讓人不禁懷疑，受世人推崇的林肯總統心中是否也存在著種族歧

視的心態，根據許多史學家的研究發現，林肯在 1858 年的競選辯論會上，曾承認黑

人白人之間的差異，並表明不認同支持黑人擁有選舉權。由此可知，白人至上主義將

是影響非裔美國人爭取平等的一大難關，即使黑人成為美國公民的一分子，在當時人

民的價值觀與政府政策下，仍與實際的平等有一段距離。 

 

（二）哈利．杜魯門（Harry Shipp Truman） 

 

是為總統小羅斯福的繼任者，於二戰後要求國會創建永久性公平就業委員會，

此委員會也在 1947 年發佈了旨為保障美國人民公民權的報告書，主張「無論種族、

膚色或國籍，每個人都應有平等機會獲得教育、適合的房屋與工作之保障」（美國民

主基本文獻，2017)，接著哈利．杜魯門於 1948 年發佈 9981 號行政命令，「無論種族、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2903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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膚色、宗教或國籍，軍隊中所有人必須獲得平等待遇與機會」（美國民主基本文獻，

2017），廢除部隊中差別待遇的病態情況。 

 

（三）約翰．F．甘迺迪（John F. Kennedy） 

  

     是支持民權運動最為出名的總統。在 50 年前種族問題尚未平息的時代，甘迺迪

總統曾親自致電表揚一位黑人運動家厄尼・戴維斯（Ernest R. Davis），當時的黑人運

動家總承受很多羞辱和歧視，總統的這段話鼓舞著戴維斯（王薀，2018）。另外，甘迺

迪於 1963 年提起的民權法案雖未通過，但在他不幸遇刺後「林登·詹森總統(Lyndon 

Johnson)將其推進成為法律，成就了美國重要的立法之一。」（Nancy Wartik，2018） 

 

（四）唐納·川普（Donald John Trump） 

 

美國前第一夫人蜜雪兒·歐巴馬（Michelle LaVaughn Robinson Obam）曾在自傳中

提到川普總統一再揶揄她先生的生長背景，抨擊歐巴馬並非出生於美國一事，顯示出

川普種族歧視的心態（邱智淵，2018）。另外，在 2016 年的選舉中以「種族牌就是致

勝牌」（黃維德，2019)贏得總統大選，將種族議題作為選舉墊腳石；「而在他眼中，美

國基本上是個白人國家，是那些看似不負責任、來自非白人國家的逃離者，在擾亂這

個國家。」（黃維德，2019) 

 

五、近況 

 

（一）所得較低 

 

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在 2016 年 9 月的調查報告提

到截至 2015 年的不平等情況「相對於受過相同教育，經驗、居住地區的白人男性的

平均小時工資，黑人男性減少了 22.0％，黑人女性減少了 34.2％。」（Valerie Wilson＆

William M. Rodgers III，2016）非裔黑人與白人的所得差距逐年擴大，重要的原因並不

是因為黑人受教育程度低於白人，而是源於美國種族歧視問題。 

 

（二）遭警方不合理對待 

 

「卡達半島電視台網站據警察暴力地圖公布的數據，2013 年至 2019 年之間，

美國員警因執法過當，已造成 7666 人死亡。」（江愷庭，2020）近年常發生白人警察

隊黑人執法過當情形，「雖然非裔美國只佔美國人口的 14%，他們在超過 1000 宗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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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槍打死人的事件中佔了超過 23%。」（BBC 新聞室實核查團隊，2020） 

 

（三）我族中心 

 

讓美國人引以為傲的立國精神其實建立在奴隸制之上，在外界眼裡，白人至上

主義正是這個國家長久無法解決種族問題的本質（閻紀宇，2019）。但是許多白人否

認自己是因優越感而歧視黑人，隨著近年民權意識高漲，加上今年 5 月爆發佛洛伊德

（George Perry Floyd）事件，愈來愈多白人支持黑人平權，一同高喊 Black Lives Matter

的口號。 

 

參、結論 

 

    種族歧視至今仍為美國社會上一大問題，非裔美國人依然飽受歧視，即使種族隔離政策

結束了，但因為白人至上的態度，黑人依然時常需要面對不合理的差別待遇。我們從佛洛依

德事件為討論點，探討美國種族歧視的長遠歷史。自非裔黑人遍佈全美成為奴隸，各種隔離

政策接二連三出現；現今雖然結束了隔離制度，但歧視的心態仍深植美國人民的心裡，導致

非裔黑人所受的不平等對待依舊無法結束。 

 

    綜合以上，研究者認為只要一個國家內有一個以上的種族，種族問題是無可避免的。美

國早期移入的非裔黑人皆是來自發展較落後的國家，因此造成美國白人合理化地將人與人之

間的「好壞」用種族區分，視所有黑人皆為低劣，白人皆為優秀，即白人至上。然而，「世

上只有一個種族，就是人。人身體裡的血管，無論膚色是白、棕、黃或黑，每個人身體裡都

一樣流著紅色的血。」（黃聖閎，2019） 

  

    雖然無法立即消除根深蒂固的想法與觀念，但是我們能夠用法律保障遭歧視之族群，用

實際規定逐漸消除種族歧視所產生的不合理規定。例如，政府須加強訓練執法機關，包括武

器配戴裝置，以及對待嫌疑犯的態度、掏槍的原則等，不該含有歧視的眼光。檢警機關、政

策指定機關、政府等都該重新檢討當局的種族歧視心態，作為民族大熔爐，應該要接納各個

族群的差異性，而非以自我為中心。另外，研究者認為政府也不應該把種族議題當作選舉手

段，拉攏特定族群的選票。 

 

  佛洛伊德的事件發生，種族問題再次引起討論，研究者以第三者角度旁觀美國，認為白

人應該屏除心中那份優越感，即使早期移入的非裔黑人來自發展較落後的國家，屬於被殖民

者，也應接受多元種族的社會；即使彼此膚色不同，每個人都是值得被尊重的個體。美國作

為民族大熔爐，應該要接納各個族群的差異性，且不能以種族或膚色來斷定人的好壞。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9%BB%83%E8%81%96%E9%96%8E/adv_auth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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