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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看著馬戲團中在舞台上雜耍表演，或是動物園裡供人觀賞、餵食的動物，

我們通常會駐足注目、拍手叫好。但是，當站在台上的不再是動物，而是一

個活生生的人，做著和動物們一樣的表演、一樣被鍊子束縛、一樣被打罵，

我們還笑得出來嗎？電影「黑色維納斯」的主角莎提‧巴特曼，她的一生只

能用悲慘來形容。電影其中一幕更是令人印象深刻：當主角演出結束後，坐

在休息室裡邊流淚邊為下一場表演做準備時，她的悲傷、憎恨、痛苦在臉上

一覽無疑。看著影片，我們不禁為她慘澹的人生留下了兩行淚水。對很多人

來說，這是一部關於人權與種族主義的故事，但對我們來說，這部電影更激

起我們對馬戲團的質疑和對動物權利的關注。笑聲和淚水就在一線之隔，同

樣是在人前演出、受到同等的對待，人們的感想卻是天差地遠。不過就是人

和動物的差別，我們卻只看到了人類的可憐，把我們的同情全給了人類，那

還有誰為了這些動物們著想呢？難道「同理心」只適用於真正貪婪無知的人

類嗎？ 

 

二、研究目的 

 

  藉由本研究了解馬戲團的歷史及其發展，探討被利用於商業利益的動物

之權利。並以「換做是人類而言」為出發，反思動物與人類之間權利的差異。 

 

三、研究方法 

 

    利用網路、書籍、報章雜誌等資料蒐集，透過與師長的討論來淺談我們

對於動物權的探悉，並將視野擴至現今社會的議題以思考人類在動物保育方

面的不足並設法提出解決方案，以益我們再度三思關於世界上各物種的平等

與權益。 

 

  

貳●正文 

 

一、馬戲團的歷史 

 

（一） 馬戲團的起源 

 

  第一種說法是馬戲團是源自於古羅馬時代的競技場，第二種說法是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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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馬戲團是 1769 年在英國倫敦創立的「菲利浦‧艾特馬戲團」。「直到菲

利浦‧艾特的出現，才有一個整套而且緊湊的演出，菲利浦也因此被奉為馬

戲團的始祖。」〈張桂圓，2011〉第三種說法是於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鄉鎮

間常以動物的雜技演出來招攬觀眾。直到三零年代，才開始受到法律及保育

人士的約制。但在今日惡性商業化的社會，非少數的動物仍被作為人類的搖

錢樹。      

 

圖一：馬戲團 

〈圖一資料來源：喜悅假期（2007）。馬戲團。2014 年 9 月 15 日，

取自 http://mypaper.pchome.com.tw/championsf/post/1293360324〉 

 

 

二、馬戲團的待「物」之道 

 

（一） 動物來源？ 

 

  人在孩堤時代學習力是最強的，動物也不例外，越年幼的動物就越好馴

養，同時，年幼的野生動物並沒有保護自己的能力，因此常會有不肖的動物

走私販，用極其殘忍的手法去捕捉野生的動物們。他們會先將動物群包圍起

來，然後開槍射殺動物的媽媽或是其他的家族成員，如此，擄獲年幼的動物

便在輕易不過了。之後，他們會將年幼動物們的手腳都綑綁住，然後用貨櫃

運送到世界各地，再轉賣給馬戲團公司。 

  

（二）殘暴凶狠的訓練方式 

 

所有的動物都會有兩種本能：一、在遇到危險時，都會下意識的自我

防衛、或者是盡量遠離危險，讓自己不要深陷麻煩。二、害怕餓的感覺，

動物在餓到受不了的情況，甚至會出現攻擊人類的舉動。這兩個本能對馴

獸師來說，是最好利用來「調教」動物的優勢。動物們被粗重的棍子毆打、

http://mypaper.pchome.com.tw/championsf/post/129336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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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皮鞭抽身體，馴獸師常用尖銳的金屬鉤子，插進動物身上的敏感部位，

還有電棒、口套、鎖鏈等危險的道具甚至是拳打腳踢。或者是連續好幾天

都不給動物喝水、吃飯，用此方式來脅迫動物們達到馴獸師的要求。「馴獸

師要你做的事，你最好服從；做得好，美食招待，做不好或不認真做，鞭

子伺候。這就是馴獸的邏輯。」〈關懷生命協會，2006〉如此一來，即使動

物們聽不懂人話，也還是可以完成各種高難度的表演。「根據一位已退休的

馴獸師表白，訓練的重點是以暴制伏，目的是要徹底凌辱，解除他們與生

俱來的意志與尊嚴。」（ＴＡＥＡ社團法人台灣動物平權促進會，2014）人

們在學習時，也總是需要有人在旁督促或引導，但鮮少聽說過會用電棒電

或用尖銳物刺等殘忍的方式來懲罰，那為什麼動物就要如此被對待呢？更

何況，我們感覺到痛時，會出聲表明或者是求救，但動物就只能苦苦哀嚎，

也不能用說話的方式制止或嚇阻，這對牠們來說，不是太不公平了嗎？ 

狮子皮包骨，海沧野生

动物园被爆虐待动物 

圖二：母獅瘦成皮包骨，不停舔舐身上傷口 

（圖二資料來源：Amoy 廈門（2012）。獅子皮包骨，海滄野生動物園被爆虐待

動物。2014 年 9 月 15 日，取自

http://amoyxm.com/tag/%E8%99%90%E5%BE%85%E5%8A%A8%E7%89%A9） 

 

 

（三）一輩子的囚禁 

   

  就像是古代的囚犯，幾十年的生命，只能在監獄中度過動物們，在被

捕捉的同時就被交給了馬戲團，一輩子的受苦，無限的循環。大象 24 小時

中有 23 小時被腳鏈銬著，休息時就被關進那狹小、冰冷又擁擠的鐵籠，每

天都過著孤單又寂寞的生活。在 Berolina 馬戲團，就曾經有六隻獅子在零

下 25 度的寒冬，被關在沒有保溫系統的拖車裡，他們的下場當然不好，其

中一頭死在拖車裡，兩頭送到醫院救治後宣告不治，其餘的則是被賣到其

他地方。這些都是實際的例子而且並不是特殊的個案，這是在許多馬戲團

http://amoyxm.com/tag/%E8%99%90%E5%BE%85%E5%8A%A8%E7%89%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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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普遍存在的事實。動物本來就應該自由自在的生活在屬於他們自己的天

下，而不是像監獄般沒有天日的鐵籠，更有許多的動物因為終日被囚禁而

出現心智失常的現象，例如：長期待在孤單又苦悶的牢籠裡，常會使大象

作出左右晃動如鐘擺般的動作，這個「大象運動」的現象一直到那群大象

的生活環境改善後才慢慢停止。假設被關進鐵籠的不是動物而是人好了，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相信到最後，他的心理和精神狀況不會比動物好甚

至更糟也說不定。 

 

 

圖三：動物被關在籠子裡 

（圖三資料來源：房曼琪（1997）。馬戲表演是娛樂？。2014 年 9

月 15 日，取自 http://www.lca.org.tw/avot/06/21.htm） 

 

（四）在拖車裡的旅程 

 

 馬戲團的表演是巡迴演出不會只固定在一個地方，一年四季都在奔走著，

到各個城鎮演出，這對動物來說，是另一種虐待。幾百哩的路程中，動物們

就和演出的道具沒兩樣，被關在那骯髒不已、黑暗車廂中的狹小鐵籠，因為

沒有冷氣或是電扇來輔助空氣調節，天氣炎熱時，氣溫常常會飆高至 30 度

以上。若是經過沙漠地區，其溫度和熱度更容易高到威脅生命的程度。在冬

天時，溫度則常會到零度以下，很容易感染到很多疾病而死亡，即使染了疾

病，牠們仍必須繼續移動。若兩個表演地點距離遙遠的話，路程可能會達到

數千哩，必須花費四、五天以上，管理員為了減少清理工作，也為了節省資

源，會將食物和水分的供應量減到最低，動物往往會因為水分攝取不足脫水

而產生脫水現象。曾經就有一隻大象，在旅途中被關在高溫又悶熱的車廂裡，

當時氣溫高達快 50 度了，受不了天氣的酷熱，牠終於因中暑而暴斃了。這

不過是許多實例中的其中一個，還要很多類似的案子發生在世界各地。或許

當馬戲團到了我們的城市來演出時，路上已經有好幾隻動物因為沒有足夠的

體力、抵抗力去面對艱難的環境變化而死亡了。 

http://www.lca.org.tw/avot/06/21.htm


掌中的悲哀─淺談馬戲團中的動物權 

 

6 

 

 
圖四：馬戲團遷徙 

（圖四資料來源：馬戲團表演動物的奴隸生涯（2014）。馬戲團表

演動物的奴隸生涯 。2014 年 9 月 15 日，取自

http://taeanimal.org.tw/action-and-sound/animals-are-not-entertain

ment/257-%E9%A6%AC%E6%88%B2%E5%9C%98%E8%A1%A8%E6%B

C%94%E5%8B%95%E7%89%A9%E7%9A%84%E5%A5%B4%E9%9A%B8

%E7%94%9F%E6%B6%AF.html） 

 

 

（五）被利用後的拋棄 

 

在馬戲團總是會遇到現實的問題，表演受不受歡迎攸關著馬戲團的收入。

票房好時，動物們可能會被安排更多的表演，沒有充分的休息，帶著疲憊上

場，表現不佳，受懲罰，這就像是一種循環；票房不佳時，動物們則要面臨

過度飢餓而死或者是遭到惡意的棄養，當馬戲團的收入不足以支付照顧動物

的費用時，動物就會是被拋棄的第一選擇，與其讓動物們生病不治療然後傳

染給其他動物，不如直接棄養，從此被棄養的 

動物便不再是一個負擔了。常常會發現馬戲團的大型動物被惡意遺棄的例子，

例如：在 2006 年台中大坑，發現了四隻獅子和兩隻老虎，這很顯然的是某

馬戲團仲介業者的惡意棄養。不只是台灣，在國外也有許多惡意遺棄的例子。

雖然說動物被遺棄之後，感覺有一種脫離了、自由了的感覺，但是，他們之

後該何去何從？回去大草原？他們的生活本能早就在馬戲團一點一滴的馴

化中，所剩無幾了。最常看見的處已方式就是將動物送醫，照顧到康復之後，

再交給動物園，從此就在另一個牢籠過生活。 

 

三、動物的反撲 

 

  西元 1994 年 8 月 20 日，馬戲團表演大象泰克完成了生命中的最後一場

表演，那時她已經經歷了長期的虐待。在夏威夷檀香山的演出中，泰克失控

地將兩名手裡拿著鞭子馴獸師撞倒在地並反覆地攻擊、踩踏，接著她衝出了

http://taeanimal.org.tw/action-and-sound/animals-are-not-entertainment/257-%E9%A6%AC%E6%88%B2%E5%9C%98%E8%A1%A8%E6%BC%94%E5%8B%95%E7%89%A9%E7%9A%84%E5%A5%B4%E9%9A%B8%E7%94%9F%E6%B6%AF.html
http://taeanimal.org.tw/action-and-sound/animals-are-not-entertainment/257-%E9%A6%AC%E6%88%B2%E5%9C%98%E8%A1%A8%E6%BC%94%E5%8B%95%E7%89%A9%E7%9A%84%E5%A5%B4%E9%9A%B8%E7%94%9F%E6%B6%AF.html
http://taeanimal.org.tw/action-and-sound/animals-are-not-entertainment/257-%E9%A6%AC%E6%88%B2%E5%9C%98%E8%A1%A8%E6%BC%94%E5%8B%95%E7%89%A9%E7%9A%84%E5%A5%B4%E9%9A%B8%E7%94%9F%E6%B6%AF.html
http://taeanimal.org.tw/action-and-sound/animals-are-not-entertainment/257-%E9%A6%AC%E6%88%B2%E5%9C%98%E8%A1%A8%E6%BC%94%E5%8B%95%E7%89%A9%E7%9A%84%E5%A5%B4%E9%9A%B8%E7%94%9F%E6%B6%A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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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戲團會場又連續撞倒了幾名觀眾及管理員。最後，泰克在大馬路上被數十

發子彈擊倒在地。影音網站瘋狂地轉載這段影片，然而，世界上因娛樂工業

而被利用的動物仍不計少數。 

   

  小時後家庭及教育告訴我們大象是「聰明、溫馴、善良」的動物，長大

後的社會現實則讓我們不得不面對大象其實是「人性、隱忍、悲傷」的。這

讓我想起今年 7 月英國保護動物組織於印度解救了一隻受虐長達 50 年的大

象拉祖，在解開大象身上的重重枷鎖時，大象二度流淚，讓所有人都為之動

容。 

    

  西元 2013 年 2 月 2 日晚間墨西哥馬戲團驚傳一起老虎咬死馴獸師的意

外案件。一名三十五歲的馴獸師名亞歷山大，2 日晚間在墨西哥西北部的索

諾拉州(Sonora)巡演時，不幸遭到獸性大發的老虎攻擊，當場被咬死，現場

觀眾驚悚目睹整個過程。這件攻擊事件，也被現場觀眾全程拍攝下來，上傳

至網路，大部分認為不應該再這樣利用動物，來換取人類的娛樂，動物與人

類生存的道德問題又再度引起討論。根據影像內容顯示，意外發生前訓練師

正要求兩隻老虎以後腳站立的姿勢繞圈行走。 

    

  老虎站起來了，我們無法想像牠要承受多少次的鞭打、忍受多少天的飢

餓，才能得到些許人道的對待。老虎與獅子齊居萬獸之王，但為了生存牠不

得不放下驕傲的本性，聽命於貪婪的人類。 

 

 

圖五：老虎的反撲 

（圖五資料來源：三立新聞網（2013）。馬戲團老虎獸性大發 發飆攻擊馴

獸師 觀眾還以為表演！。2014 年 9 月 15 日， 

取自 http://www.setnews.net/news.aspx?pagegroupid=5&newsid=6742） 

 

 

http://www.setnews.net/news.aspx?pagegroupid=5&newsid=6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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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國關於馬戲團動物權相關之政策 

 

（一）國際 

 

１、玻利維亞：世上第一個禁止馬戲團進行動物表演的國家。 

 

２、英國：劍橋、牛津等 220 个城市或城市司法管轄區，禁止有野生

動物的馬戲團，2011 年英國議會表決通過禁止馬戲團進行野生動

物表演的禁令，預計在 2015 年實施，同時將執行一條更嚴格的

馬戲團動物福利標準。 

 

 

３、美國：華盛頓州、纽约州、加州等 16 個州有 28 個城市禁止野生

動物表演，10 個城市限制動物表演，4 個城市（好萊塢、聖約翰、

斯坦福、塔克馬公園市）禁止一切馬戲團表演或動物演出，夏威

夷禁止海豚和鲸表演。此外，全國流動雜技團不能以旅行 15 天

以上的野生動物表演節目，阻止雜技團留存表演动物。 

 

４、中國：2010 年國家林業局下令「關於對野生動物觀賞展演單位野

生動物馴養繁殖活動進行清理整頓和監督檢查的通知」，要求禁止

虐待性動物表演。同年，住建部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動物園管

理的意見」要求城市動物園及公園停止動物表演。 

 

 （二）國內 

 

  雖然台灣除了規定馬戲團禁止進、出口受保護的野生動植物外，目前

尚未制定和馬戲團相關的法律，但在動物保護的方面已經有很多條法律在

約束著，像是動物保護法，除此之外，也有越來越多的動物保護團體出現。

當然不只是上面幾個提到的國家，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國家立法規定禁止馬

戲團的動物演出，或者是制定更多能夠使動物權利受到維護的法律。 

 

五、我們應該怎麼做？ 

 

    「做為一種大眾表演事業，沒有觀眾的鼓掌叫好，戲碼也無法延續；馬

戲團藝人不過是替觀戲的千萬大眾擔負了罪名」（生命親譜系 1999）我們

要做的事很簡單，就是拒絕去看有動物表演的馬戲團，越來越少人觀賞，

馬戲團就會越變越少，到最後或許就可以變成歷史，因此在你了解了馬戲

團的真相後，也要記得去提醒身邊的好友，讓大家一起來拒看馬戲團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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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參●結論 

 

  在馬戲團，台下的掌聲、笑聲、呼聲，對台上的動物們來說，是多麼的諷刺

啊！有多少人會懂？懂那從舊被迫和母親、家人分離的哀傷、無助、徬徨；懂那

被皮鞭抽、棍棒打的皮肉傷害；懂那終日被囚禁著，每天從鐵籠嚮往著大自然的

自由的心理之痛。或許，動物真的是有情緒的，誰又知道牠們真的沒有苦要訴說

呢？既然有苦說不出，就用激烈一點的方式讓人類了解，得到的結果卻是被判刑，

被迫用更殘忍、痛苦的方式，面對自己生命的終點。其實不只是馬戲團，動物園

也是一樣的，在動物園的生活比馬戲團好一些、空間寬敞一些、對待溫和一些，

但一樣是被關著一樣是被觀賞，必要時一樣是要訓練和表演的。動物們的基本權

利到底被我們當成甚麼了？  

 

  所幸的是，終於有人、有團體注意到了。越來越多關於保護動物的協會建立，

並致力於動物權利的爭取，也著手關於動物的照顧和保護，更有團體是為了馬戲 

團裡的動物們而出現的。他們揭發了馬戲團種種不為人知的醜陋秘辛，各種不人

道的訓練方法、糟糕的環境等，他們為了動物生存的基本權利還有自由和快樂發

聲。也有越來越多關於動物保護的法律出現，提倡動物權利的遊行隊伍也逐漸地

走上街頭，希望能盡一份力、希望能用自己的聲音和行動，為動物找到一個立足

點，讓他們減少一些傷害。 

 

  記得公民課曾提過動物權利的爭議問題，反對方持的論點是笛卡爾的「動物

利用論」，主張動物只會有感覺，沒有思想。但馴獸師卻利用了動物的痛覺而去

訓練牠們，讓動物們站上馴獸師自以為光鮮亮麗的舞台上表演，這豈不是人們冷

酷和殘忍的展現嗎？對我們來說，我們支持彼得‧辛格提出的「動物權利論」，

他說：「每一個具有利益的個體都具有相同的道德地位。」〈彼得‧辛格，動物解

放〉雖然人類吃肉無法避免，但如果我們能使用溫和的、讓動物不要受苦太久的

方法讓動物死去，是否也是對動物的一種體貼和尊重？ 

 

  Albert Schweitzer (史懷哲，1952諾貝爾獎得主)說：「造就了一個真正完人的，

是人對於所有受造物的同情心。」（資本主義與動物權－動物權台灣，台灣大學

獸醫學院，費昌勇教授）因為人會思考，所以贏了動物。真的是這樣嗎？就像史

懷哲說的，上帝當初在創造人類的時候，一定也希望人們和動物是和平共處的！

動物當初會被創造出來也不是為了要給人類利用的！在這個地球上的萬物都應

該是平等受到相同對待的，不能說因為人類有思考的能力就可以駕馭整個世界。 

 

  我們希望藉由這份報告能讓更多人注意到動物的權利，也能更加地去認識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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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團背後的悲傷故事。「不論從任何角度來看，都找不到任何可以支持強迫動物

表演以娛樂人類的藉口！」（撒姆爾紀事 2006）因此希望更多的人能夠站出來，

為動物的權利跨出一步，每個人的一小步集結起來便會是動物們的一大步，也希

望在未來的社會，每個人都能再多些同理心。記住，沒有任何一個生命應該受到

不平等的對待，無論是我們身邊的朋友、同學、師長、家人，或是分布在世界各

地各種不同種族的人們，更是馬戲團裡的動物們和生活在這個美麗星球的萬物。 

 

 
圖六：舊金山模特兒彩繪成野生動物為動物發聲 

（圖六資料來源：追憶（2009）。2014 年 9 月 15 日，取自

http://winterlight001.blogspot.tw/2009_05_01_archiv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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