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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種族歧視在當今的社會中或許已經不再像幾世紀前那麼嚴重，卻還是沒能完

全消失。雖從歐巴馬這位非裔的美國首位黑人總統當選，我們可以看出美國黑人

的地位和權力已經有了改善，但這更讓我想了解，這些曾經飽受歧視的人們是透

過怎麼樣辛苦的抗爭與努力才逐漸得到這些應有的尊重。而其中，1960 年代的

各種革命風潮和黑人民權運動的相輝映，這樣動盪的時代及人們的革命精神更是

深深的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二、研究目的 

 

  希望能經由此次的研究深入的了解到黑人歷史中最重要的 1960 年代的黑人

民權運動，以及當時的時代背景對其影響。更希望能透過這樣的研究，對種族歧

視和抗爭有更進一步的見解，讓這些民權鬥士的精神和努力能被看見並繼續傳承

下去。 

 

三、研究方法 

 

  透過各式資料的查閱建立對當時時代的感受，再佐以多種書籍、網路資料來

深入進行研究，並多方吸取不同作者不同的角度及看法，對黑人民權運動及 1960

年代有了更多方面的了解和認識。藉由自身的看法和各種資料，提出研究心得及

報告。 

 

貳●正文 

 

一、動盪的一九六○年代 

 

  「火炬已傳到新世代的美國人手中，將帶動美國邁步向前。」美國總統甘迺

迪就職演說的一席話，就如同這個時代開端的寫照。美國史上最年輕的總統就職

點燃了許許多多年輕有理想的政治家的美國夢，帶領美國人邁向他所謂的「新疆

界」，開啟了一九六○年代初期的夢想與希望，使美國驟然進入一個嶄新的年代。

然而甘迺迪總統卻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遇刺身亡。甘迺迪總統的死等同

於日後諸多動亂的導火線，時代開始轉為動盪不安，但也因這些蓬勃發展的社會

運動；學生運動、反戰運動、民權運動，使得一九六○年代充滿著多元的風貌，

成為一個更新、變化的時代。 

 



悸動的一九六○年代與黑人民權運動 

 

2 
 

  而民權運動中最重要的就屬黑人民權運動，其影響力深及全國且大大影響了

黑人往後的地位以及權利。黑人民權運動主要是指一九五○年代中期開始的一連

串非暴力運動，爭取黑人選舉權、受教權、享用公共設施的權利以及經濟平等的

大規模群眾活動。雖然黑人民權運動在其精神領袖馬丁路德．金恩死後便告一段

落，但其影響的不只是黑人本身，更帶領著一九六○年代中後期各種運動的遍地

開花。 

 

二、黑人民權運動的蓬勃發展 

 

（一）一九五○年代的醞釀期 

 

  黑人民權運動的興起和當時得過內外情勢有著絕對的關係。國際上，非

洲殖民地爭取獨立的輝煌成就正激勵了美國黑人的反抗意識。在美國國內，

麥卡錫主義已逐漸失勢，而黑人們也因南部農田的機械化而流動至城市中尋

找機會，進入到城市的大批黑人與白人的矛盾因此變得更加鮮明。 

 

  一九六○年代的黑人民權運動並不是突然爆發的，其中很大的原因是來

自一九五○年代時的醞釀及累積，並在一九五○年代末開始蓬勃發展。 

 

1、 華倫法庭（Warren Court） 

 

  一九五四年美國最高法院通過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判決——布朗控

告堪薩斯州托匹卡市教育局的訴訟案，最高法院以首席大法官華倫為首

的大法官們一致裁定對學童採取種族隔離制度是違憲的。此判決等於是

直接推翻了高院本身在一八九六年普力西控弗格森一案裁定的所謂「隔

離而平等」是合乎美國憲法的，而且並要求許多學校在限期內逐步取消

種族隔離政策。華倫法庭的這項劃時代的判例，「是『美國社會革命運

動的一座里程碑』」（林博文，2010），扭轉了美國公立學校對於黑人學

生的永久種族隔離制度，更是為黑人民權運動點亮了一盞明燈。 

 

  該案對於原本黑人就多的南部各州學校尤其有重大影響，各州對於

黑白合校的命令群起抗議，甚至諸多州及市政府都不願完全配合。但這

樣的情勢反而使許多美國黑人的意識覺醒。民權運動開始在一九五○年

代愈演愈烈，美國黑人開始在各方面爭取平等的機會與權力，不再屈居

於二等公民。 

 

2、 蒙哥馬利公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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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日的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一名黑人裁縫師羅

莎．帕克斯（Rosa Parks）在下班的公車上「誤坐」了前排保留給白人

的位置，竟因為拒絕讓坐而遭到逮捕。此事令蒙哥馬利的黑人團體震怒，

黑人領袖們一致決心要發起抵制公車的運動。黑人領袖們組成了「蒙哥

馬利促進協會」，當時年僅二十六歲的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s）牧師便成為了領導者。 

 

  該運動因羅莎一案被判決有罪而持續蔓延，乃至一九五六年上訴到

最高法庭後判決在大眾運輸工具上施行種族隔離制度違憲後才逐漸落

幕。然而這項判決並未對於蒙哥馬利的白人產生很大的影響，但卻改變

了蒙哥馬利甚至是美國各州的黑人，「五萬名黑人公民在用走路去上班

中尋得了自我尊重的意義」（張湘鄉，1992），進而開啟了往後更大規模

的群眾社會運動。 

 

 
 

圖一：蒙哥馬利公車運動中黑人徒步上班情形 

（圖片資料來源：PeoPo 公民新聞（2013）。聯合抵制蒙哥馬利公車運動 

Montgomery Bus Boycott。2014 年 9 月 9 日，取自

http://www.peopo.org/news/225935） 

 

3、小岩城事件 

 

  一九五七年九月阿肯色州小岩城的一所僅供白人就讀的中央高級

中學被美國政府允許九名黑人學生入學。但該州州長卻召集了國民兵以

阻擋黑人入學，艾森豪總統要求州長撤兵，但當地群眾卻聚集並揚言對

黑人學生不利。在此情形下艾森豪總統終於被迫採取行動，派遣傘兵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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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赴小岩城，保護黑人學生能安全入學。但是南方白人對於黑人的種族

歧視卻未有所減少，黑人積極爭取平等待遇的精神卻愈形熾烈。 

 

（二）黑人民權運動的遍地開花 

 

  一九六○年代美國開始走向富裕，社會貧窮、種族不平等等問題便更加

凸顯。由一九五○年代就累積的能量終於爆發，使得黑人民權運動開始遍地

開花。 

 

1、 我有一個夢 

 

  一九五○年代的金恩博士拒乘公車運動點燃了黑人民權運動的火

炬後，各地的黑人民權運動開始蓬勃發展。開始有許多人發起「無隔離

搭乘運動」，他們自稱自由乘客（Freedom riders），搭乘各種交通工具由

北而南的推廣無種族隔離。然而他們的行動仍遭到許多南方白人的威脅

和攻擊，此時總統甘迺迪便派出聯邦警察前往營救。 

 

  然而黑人民權運動欲往北方擴散，所使用的方法和南方不能相同。

北方並未實施直接歧視黑人的地方性法案，但是北方白人對黑人的歧視

卻是一樣強烈的。最後，民權團體想出了舉辦這場和平的示威遊行。一

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八日，林肯解放黑奴百年紀念之際，黑人民權團體發

動了華盛頓遊行，金恩博士於華盛頓林肯紀念碑前公開發表了舉世聞名

的「我有一個夢」（I have a dream）演說。該活動召集了超過二十五萬

名群眾參與這場遊行，是美國歷史上最大型的群眾集會活動。這次遊行

象徵了遊行自由的巔峰，也為之後各種示威活動樹立了良好的典範。「終

於自由了！終於自由了！感謝全能的主，我們終於自由了！」，金恩牧

師於演說最後說到的這番話深深的烙印在美國人民的心中，他發自內心

的演說更是激勵了全美國黑人、支持廢除種族隔離的人們。 

 

  甘迺迪支持民權運動的立場大為促進了黑人民權運動的發展，推動

了種族隔離的廢除。一九六四年，由甘迺迪政府所推動的民權法案正式

通過，金恩博士再次舉行大規模的和平示威活動以爭與黑人的投票權。

金恩博士了解，非暴力的抗爭及不合作運隊僅能阻止現存的不平等法令，

若要得到更多的權利及保障就需要使黑人擁有投票權。隔年，投票權利

法案也被國會批准，這兩項法案是美國邁向平等社會的一大里程碑。然

而法律條文的規定並未讓黑人得到更多的權力，仍有許多白人抱持種族

歧視的態度抵制各地公共設施的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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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數十萬人聚集華盛頓林肯紀念像前聆聽金恩博士演說 

（圖片資料來源：林德貝克的贈言 Patrimoine de Lindbeck（2012）。美國

民權鬥士約翰路易斯 20130828 華盛頓演說全文。2014 年 9 月 10 日，取

自 http://breath35.wordpress.com） 

 

2、 黑人民權運動的分裂 

 

  一九六四年，象徵希望與夢想的甘迺迪總統遇刺而死，一九六○年

代美國轉趨為更動盪不安的社會。越戰的負擔使得美國許多法案都無法

推動，黑人權利的法案更是困難。且民權法案的通過消除的僅是法律上

的種族隔離，事實上的隔離並沒有隨即消除，種族壓迫依舊普遍存在於

社會中。黑人團體中開始出現主張黑權（Ｂlack Power）的派系，傾向

於種族分離。「黑權代表黑人的自傲與自我領導」（林立樹，1999），他

們主張政治行動，排除白人自由主義份子的領導，甚至開始出現黑人至

上的聲音。許多民權主義者發現他們所爭取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不在只是

取消種族界線能解決，黑人民權運動更逐漸開始有了黑人分離主義的傾

向。一九六○年代後期的黑權主義者認為，黑人應該脫離白人的管理，

以黑人自身來教育他們的下一代，建立黑人自己的價值，直到黑人能有

自己的企業與白人相抗衡。黑權也讓非裔美洲人重新審視自身的文化，

對於黑人文化的發掘、表達及保留有著相當大的貢獻。 

 

  而在一九六○年代末期蓬勃發展的黑權中，最突出的或許就是黑豹

黨（Black Panther Party for Self Defense）的誕生。「該黨在＂黑豹黨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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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領＂中要求立即結束警察對黑人的暴行和屠殺，號召所有黑人武裝起

來，進行自衛。」（北京師聯教育科學研究所，2010）黑豹黨採取激進

的方式提倡黑權，他們支持武裝攻擊，並發行刊物，甚至在刊物中鼓勵

黑人採取報復的行動。黑豹黨最後在一九六九年幾乎分崩離析，除了聯

邦政府的突擊外好戰份子內部分裂也是很大的因素。 

 

  黑權所追求的是在制度外實質的平等，黑人雖得到了法律條文的保

障但種族歧視及貧窮的問題卻依舊沒有消失。然而黑權這樣激進的手段

也無法解決這些問題，反而也產生了更多的問題。例如黑權偏向沙文主

義對黑人婦女的影響至今都仍然存在。 

 

  而金恩博士一派的部分民權人士仍主張黑人團體必須與白人團體

相互合作才可能成功，並且在動盪不安的社會氣氛下，始終堅持效法印

度甘地以非暴力模式的「不合作運動」。非暴力的抗爭模式原先讓黑人

在民權運動所引起的大規模抗爭中和手持長槍戒備的警察形成強烈對

比，也因此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和同情。然而非暴力運動的成效有限，

許多較激進的民權人士紛紛轉向提倡黑權。許多白人對於黑人要求更多

權利的行動感到恐慌及憤怒，各地的黑白人衝突時有所聞。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的一聲槍響重重打擊了黑人民權的爭取，黑人

民權運動中最重要的精神領袖馬丁路德．金恩博士被人於田納西州的一

家汽車旅館陽台射殺。此事更引起了全國性的大規模暴動，甚至延燒至

華府，時間長達了一星期之久。黑人民權運動在該年達到高峰，雖因金

恩博士的過世而逐漸落幕，但各地的衝突仍然持續不斷的發生。 

 

三、黑人民權運動的影響 

 

  黑人民權運動教導了那些被壓迫及被排除於政治參與的美國人，去追求自己

應有的權利。它也使得社會抗爭更獲得尊重，更證明經由非暴力的抗爭也能促成

有意義的改革。黑人民權運動的大規模示威方式成為一九六○年代中許多學生運

動及反戰運動的仿效對象，如加利福尼亞州柏克萊大學的學生示威，反對大學體

制官僚化而欠缺人性。 

 

  黑人民權運動更刺激了許多社會正義及公民權利的爭取運動。當時在美國並

不只有黑人受到歧視，而黑人民權運動正鼓舞了許多受壓迫的群體諸如婦女、同

性戀者、身障者、印地安人及西班牙裔美國人。黑人民權運動的爭取成為他們最

好的範本，引發了後續更多的民權運動。這些精神甚至擴及全世界，世界各地許

多民運人士顯然是受到美國民權運動所影響。時至今日，一九六○年代的黑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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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運動依舊深深影響的各種社會運動，作為一個相當成功的例子引領更多的人們

追求應有的自由及平等。 

 

參●結論 

 

  一九六○年代的黑人民權運動並不是黑人爭取權利的開端，更不是這場革命

的結束，卻是在歷史中相當重要的里程碑。然而黑人並仍未能在社會中取得完全

平等的地位，在今日社會中也是如此。 

 

  從二○一四年八月一起發生於密蘇里州佛格森（Ferguson）黑人學生遭警方

槍殺的事件中，我們就可看出現在仍舊再出現的種族歧視與不平等。該案件是一

名十八歲的黑人大學生布朗在手無寸鐵的情況下，被白人警員開槍射殺。警方表

示當時是懷疑布朗涉及某間超商的竊案，但警方卻在短短三分鐘的交涉時就射殺

了布朗。該事件後警方的的處理態度更是引起當地民眾的不滿，甚至引發了一九

七○年代就鮮少發生的大規模警民對峙。佛格森事件所引發關注的還有當地的貧

窮問題，金恩博士在一九六○年代除為了爭取黑人的基本權利外，也相當重視於

改善黑人的生活環境，希望讓黑人能脫離社會底層的「貧窮線」。然而這樣的期

許至今仍難以完全被實現。五、六十年來，黑人的經濟狀況普遍仍還未有顯著改

善。許多美國白人都認為，這次事件的發生是源於貧窮問題，對於當地民眾以種

族歧視所發起的示威遊行看作是「play the race card」（以種族歧視作藉口）。但他

們卻忽略了當地的貧窮問題正是由於種族歧視和不平等所影響的結果。在美國這

個看似民主自由開放的社會中，其實「還在繼續孤立經濟凋敝社區的黑人，而警

方所使用的過度暴力，亦在加深種族之間的不信任和敵意。」（陳婉容，2014） 

 

  雖然美國在二○○八年選出了歷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但這並不代表美國黑

人的地位和經濟能力已擁有了平等。歐巴馬僅僅是那些少數黑人中能爬上種族歧

視的階級階梯的人，大多數的黑人仍處於許多的不平等甚至是暴力之下。佛格森

一案「並不是一個貧窮小郡的問題，而是美國本土種種備受忽略的種族﹑經濟﹑

警政問題交織而成的計時炸彈」（陳婉容，2014）。美國黑人演員瓊斯(Orlando Jones)

便以淋整桶水桶彈頭的方式希望能喚醒這個社會的集體冷漠。他強調，每一粒彈

頭都象徵著黑人所受到的不公平對待，更代表著當年每一名捐驅的民權鬥士。人

們應該謹記一九六○年代黑人民權鬥士的精神，不再漠視這些尚未完全被去除的

種族藩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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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美國警方在佛格森事件後派駐大批警力防止暴動 

（圖片資料來源：關於費格森事件的幾點觀察 | The Age of Exile（2014）。2014

年 9 月 15 日，取自 http://www.sherrychan.net/2014/08/fergus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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