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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东业的经济开始起飞，这使到有此人顶 II)h] 本中 )iJ1

廿一世绢将是“亚洲的复兴”

上的好转也唤起了叩洲国家的“自 t商识”，月怕叶户i 1, 

国家们”后殖民”提出质疑和展开批判。这个“自 t意识”也忡

到第二世界国家寻得丁信心及胆鼠，和西汀国家大唱）y j凡 人 IUi 《 1
戏。许名人相信在苏联和东欧凡韶怕们怕冷战时期甲'(1，、 \IIJ II勹 111111\

起，将是新兴的一股形朔新世界秩序们

第三世界国家的觉醒和极力摆脱西方宰制们国际趋协，旯勹）＼

欣慰及寄予厚望的，铁而直年来我国尺丁人权运动的发展确 1,甘叫 l

愈来愈令人担忧的情况。国内的经济高嗖成长并废有因中广阶哏们

扩大而带来政治上的民主化，反而杠－片“反西方”\，仅市旧 l

义”的浪潮中，也把民才人权的价值观贴I｀阿方的标签'计廿“ITTi h 
混乱和各种道德沁丧们祸首 I)] ］代」．人权 l令 1勹 j1i．̀ 1 l, P 1 仆1，甘川

卅I 午l ; , 丿人t I俨lIl 门 1今 I厅 ;' Ii 
｝人权分肚扒计，， 人(| ! 

"听洲价值观”的·1{] ]才, \l I尸＇丿

中

然而甚座是“亚洲价值观”？难道作为 个人，他不能亨R 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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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自由等的基本权利吗｝难

而亚洲人不违f
mvers,ll Value丿吗？是否

-Ij I I I } ？难谓 "TIE洲价值观" Jr( 
I 

儿小
I l 人身门川粹权~i/的叫｝， 介 i『II 言伦 r1 1/1] 加用自什＿) 釬it il LI 
入 仆甘I,1 入或业洲人

I1 甩入，什为

人 马来人或原住民
，那管他是高官或贫民

1\ 丿＼， 不管他琵欧洲

＄那骨他是照人 'ti
人权，以“业洲价值观”

，都应享有这些插本权利，那座为什／
团为「言埋化他们违反民i厂）取而代之＇？这是不是亚洲国-

乙郔拒绝

? 
＼权或不赋予人们基本

冢执政集

人权们门力加 /7

入

伟j [, 

片国 rj} 故气同仇，
人权的观念巳

牛头寸贲，，指向西方的浪潮中}

内推动民仁人权矿
开始出现（琵淆的现象
江作枕电加艰巨『

而d这样的氛

团（

/·- --~月列为入权月，
中 顶呫动即为在国 (Tj
，以作力青勺吉论建国的

I八J 心们可由

J、们

：l: 要 l/V户

的系

国1釬

的观贝尸
{1 1坎｛ l'. 青 f.「对~！

义百说 如

~fl]肋处什＇丿 i、1寸 fl寸
见川叮代的文章，青年J感情
的同题看得甲清梦， 电拷归'll

书献给所有执爱口
气四业以及迫 K民1一人权的入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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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权学说印润癹 ／杨培根

选平、入权与民"£ I Sivarasa Ra习，山撰 I
亚洲11 人权观？ －一一个似是而非的概急 / 

/ 对人权们一些错误雹法

不萝肥孩子和肚水-i立发掉一一人权犀不

佣鲁侍“发展＇＇写人权的

谁国入权，回抑

弓华的教吾丁作

传媒削杠衾义务

办则丁，欢迎你咐归来

钥野应有们只识

东帝汶大会被迫而产

国家决策写入民闷参

南人削悲戙

应废除“内归法节”下闭尤审讯抇

个国家，你有没有总朸权？
动写校囥民

被扣留者会见律师闭权利

从今苔＼闷内外观点雹九十年代学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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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学说的演翌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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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世界的人权思想，发展自西方国家Q 随着时间的进展，目

前，似乎出现了几种不同的人权思想。不过，推本 l一）入权
思想有两种：一是西方入权思想；另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

权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权思想和国际人
权思想0

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权思想包容了西方国家人权思想和社会J义
国家的人权思想。

国际人权思想就是国际法下的人权思想，也就是国 1怀茶纠朴1 公
认的国际惯例中所产生的人权思想。它是西方国家、杜会 l－义国
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相互合作、斗争以至妥协的产物。

、 权思想的发展

人权思想的发展，基本上，经历了几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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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古代和中世纪人权思想的萌芽时期。那时候，占人

门确大名数的是奴隶和农民门他们根本没有人权f，当时，并没有人

个词或概念。

第二阶段： 1厂 18 世纪，出现了启蒙思想家的人权思想。这阶

权思想和学说形成的鼎盛时期，人权一词正式出现，它在反

神权和反封建专制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些思想和学说的代表人物是洛克、卢梭等人。当时的有关历

中文献就是他们的著作《独立宣言〉、《人和公民权利宣言〉

第三阶段 19 世纪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权思想进入低

潮时期，哥到一些思想家如葵国的休灌、伯克、法国的孔德、德国
的黑格尔及尼采的反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奇人权祧法西斯主

所践踏，＇

四阶段：世界大战后迄今，人权学说再次兴起，并经历了

这跟当时的世界形势有关。

动「

述人权学说的

代表作。

(3) 当时，西方国

这也波及人权思想，人权

冲击，从而使自己

(4) 战后，人权成为各种学利，

、伦刚学\立学等学科r,h 的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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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人权思想的发展

为什么战后人权思想会有蜇大发展呢？

几个原因：

(1) 首先．应归功千反法西斯主义战争的胜利。大战结束后，

民对法西斯主义深恶痛绝，对民主和世界和平有强烈的要
。这就推动了各派人权思想的兴起。许多国家，在他们的宪法

中，注入厂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内容，联合国宪章把“增进人权”作

为宗旨之下，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 (1948) 。这都体现了世界

人民对民主与和平的罗求。

人权思想在战前，是以“自然法”作
福”为核心；后来又以政府的“福利职能

早期的自然法（有人称它为
所谓的自然法，认为

利，1 ，L昆岈时的

，以“个入

根据洛克等人的学说“人权”就是自然法所唯护的自
是人生而具有的。因此，

到目前为止，仍然有思想家把“自然权利＇
作通用的词语，而认为＂＇人权是＇自然权利

自然法，自古以来是一种绵延不断的思想，以当代人权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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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神学派和非神学派，J

以自然法的

熘随着自然法的

人权学说的演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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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所有，仅仅因为他们是人。＂ （英国

实践〉）

(2)“基千人仅因为作为人这一个事实而被认为当然具有们权

利，就是人权。＂ （日本宫泽俊义： （宪法〉）

兰：《人权的珅伦打1

自

、

" 

心，国尸八六沂夕国家中，已经没有必要

权的根据，而以＇人性＇或＇入的尊

了 0 " 

这种想法披称为“入

" 
人种都排除在“入＂的

入权才是“普遍＂的。

义是相当多的。现举出

(3) 人权是“平等地属千所有人的那种普遍的道德权利。＂ ( 

国温斯顿：《人权的哲学〉）

(4)“人权是一种特殊的权利，一个人之所以拥有这种权利，仅

仅因为他是人。因此，他们是最高级的道德权利u "（美国唐纳利 U

《普遍人权的理论和实践））

义有共同点。最明显的是以下两点：一，大名恃有入

义的思想基础，即：之所以有人权，就因为是人； 二大名HI(

人权是一种道德权利。

人权是道德权利，这种观点，同“人权”一词来源于自然法有

密切联系。英国政论家 M 克兰斯顿指出：“自然权利＇或“人权”

或“入的权利＇，在什么意义上才是权利呢？答案很简单：“自然权

利＇是道德权利，而且仅仅是道德权利，除非它靠法律来保障

施，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权利变成了实在（法）权利臼小阰弛
行实施的自然权利，始终属于道德领域。自然权利只是“应有“ff]
权利而不是“现实”的权利。

定

、
｀

权

人权，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分类。

首先，（世界人权宣言〉把人权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公民杠I

政治权利；第二类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l)” 。匕们之所以为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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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些学者把入权分为四类·

1 公民权利，

2 政治权利，

｀｝经济权利，

4 文化权利，＇

人权学者都接受这种划分法。

“公民权利'(Civil rights) 指的是历史上反封建斗争中肵提出

的那些权利，包括生命、自由、人身安全、言论、出版、集乙、、

自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用来实现这些权利的程序权利

“政冶权利＇包括选举权、参政权等。

”又称为福利权，主理指教育、保健、医疗的个人权

利，或免千贫穷、免千恐惧的自由等。

“文化权利”则包拈思想、通讯自由等。

《世界人权宣言〉中第 21 条以前，是有关公民和政治权利，笔

22 条至第 27 条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1966 年所通过的两项国际人权公约，即《经济、社会与文化权

利国际公约〉与《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上述两大类权
利在国际法上的具体规定。

伯得让意的昆 两项权利，即财产权（宣言第 17 茶）和政和胖

难权（窅言第 14 茶）并未列入两大国际公约中门，那是因为在制

个公约过程中，对这两顶权利有不同意见。

公民、政治权利是历史上反封建斗争的产物。但是，随着人类

杜会经济的发展，就有必要千预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社会福利，因

而导致经济、杜会和文化权利的产生和逐步扩大。

约对两大类权利有所区别 n 对公民、政冶权利，州川 1.I 
白勹牛艾禾ll” 仆勺 l湛昔护r. 协］又t 夕f i齐 .ì i ;\．文 ·f l/，才又杠 I IJ]lj ｛小 Jll I r.j 飞 [ ] 

头！＇仆':J,宁 H甘兮 ，亡 11] 补t j灯

不过，人们普册同意这些人权

作用的保障体系，而不犀人们可以从中

(1 唐纳利 《普遍人权的月］论和立践》 ) 

', 

依行 l I I 1 1 
单＇，

" 

” 代人权”的学说，是巾第 l.ll 界国家和
7(l 什代所惺出怕学说

人权是公尺、政冶权利n

成，其目的在千保护公民自山，
为“消极的权利”,

制。

国肣fl 立外1` ｛,I [ I I I 

革的 Ilj -lUI II 

I心下(I J 沁甘

心如嗖飞lj 阳

第一气代是经济、杜会和文化权利，

到“福利国”概念的膨响 r，由

袚称为“积极的权利'}

第三代人权包括维护和平 保护环墒和促进发展等 仪 lIL，人
肌及人类~I有革门面临各种重人回翱 n I 仆！需时而丿_I一日阮言 f,l 中加

因而称为

| ̂ l l I fi 1 

可以这

展。

上述的人权分类法s

!, 

同

了人权观念们历中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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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入权勹民£ 9 
............................................................................................................... 

? 

; 

权 I1叶1] 题上，

, 

不千涉原则，认为，什人

， j一义勹限制换旬话说，名数国际从
作是内政问题。

出的先例来君，促进尊重人权、自决权、在歧

，王厂一贯的侵犯行为＇时，保护人权，巳

，因而不适宜采取不干沸原则'"

，概括 1沪名数国际 俄当 1个内政间

、
人权

I Si varasa Rasiah 译／

Q 

(+夕 l1又十寸个1] ['，女生HJ 序员｀薛楠森 方人权 与领导社会事务是世界各地公认的基本人权。一般们，口

政是世界人权宣言，国际公民权利及政怕权利公纠

(ICCPR) 所加以保障的。各地人民都热列的杠争取自山

及公平的选举，也就是给人民意愿及声音赋予真正的育义 因此，

人民意愿的表达可以成为政府权威的道德基础。

民主化过程的非常主要的部份 u 但同题是“伙

民主的存在呢？ ”1991 年，联合国柲书长曾

”选举的进行及选举本身并没有民主的汹义。亡并不是－个终极

点，但却是一个社会朝向民主化的主要及重要的梯阶，以及入 I\ －汃

政的实践。非常不幸的，选举常常被误解为一个终点 U 民土不仅 ll

是定期性的选票计算，更包括国民参与该国的政｛自发展过程的骨
令，＇
仁 u

为了能把参与领导社会事务的权利加以实践，最好们方］去就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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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过选举。选举需要有涉及一些国际性保障的基本人权，且中必需

们拈言计及盗讯们门山 和平集会的权利，以及免十恐ll下及威胁们

I I 山 国 1何人权宣言第廿条也阐明所有人民的意愿是，五个政权们

从础，、们应有定期件的直正选举，也须有保障直接参政的权利吨

咐讨门山（门怮举，为出代议士的方式，间接的

在这里所强调的“真正”与“自由＂的原则是坚持选举必须是

“自由”及“平等＂的。究竟什么才是“自由”与“平等＂的选举

茶件呢？

由的选举？

(!\)人民的意愿

选举必须确保人民的意愿要求得以自由的表达。

(B) 自由的保证

首先，大选的参与应免受一切威胁。对千选举的成果，参与选

举的人民必须翍赋予个人安全的保障。第二、广泛的基本权利应受

刊雏护及尊重．这样才能符合这个条件。

从本的权利有

自山
选举与资讯的自由

集会与绪社的自由

独立司法程序的权利

一一－无歧视、一视同仁的保障

政冶宣传资料、选民教育活动、政治集会及群众大会、支持者

仇）广＼ ＼权 I.J [ \ －［勹 l ^1 
-- 一一 -—---— -— 仄一一— - -- - －－一- -~--

组织都是竞选的一股兀贮以些活动都必须
们令才船确保说浒们自山

l, rP l 加 l l / | 

举的

讯，

人民表达他们的政冶新旧 I．如11, 1 1 1h 仇
议 [I1}自山表 1}、 i礼 h编．I, 如叩 (U f-1 } \、 1I } I _1 /1 1 1 1 1）小
人民

当然，以 L所写的自山并小犀尤限制的 例如 且悍倡［目了
种族及宗教偏激思相、含有煽动互相歧视、敌对及犀）厅门言 ll}\\I'; 
到阻止勹这种限制是国际公民权利及政（台权利公妇／Ji}1 允门的

以找国而言，各种法令如叩刷与出版法令］ 1' 恨硐顶
新执照而不时受到一些尤理的限制与卜佣 另 方面，
报也只可以售予该党的党员，使到该党的商见及盗讯九丛／丿大众戍
民分享。广播法令及国家电影法令 (FINAS ACT) 则控制 j)'丿rfl
影视听材料的传播，也代表着 种对言论目由的摧毁。如果心忡「1
由受到尊重及保障的话，那我国应有梦止煽动暴力、敌视及种）j负
教偏激的报导及传播的条令，并给于一个可以制衡政丿fI的权力，口
避免滥权的发生。联合国人权中心表不“唯有所有入民可口 1心｝甘lI,I勹
发言，并且毫无害怕恐惧的感觉干，可以全国，守的散播所有合（）们
政治资讯，才可以确保一个膺楚反映人民商愿的选举，'"

有效的政见、讯息的

可允许的，政府

一个和平集会的进行，或以国

（见 ICCPR 第廿条） n 

马来西亚的 人吊大大的权力芍

n L -I I:II 口 1抖 fj l” 

及仆屈丿丁I 们

怕 I枕

们十又才11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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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使到警方可以在有意的清况下，更能有效的控制任何社会秩

序的问题。所有的和平集会必须得到警方的许可证，否则将被列为

违法的。换言之，这种集会与结社的自由权利反而屈服于一个专制

的法令之下。

人民参与及组织政治团体是人民参政的体现，也是民主化的重

大意义。我国的政治团体基本上可以自由成立，但却不如一般商业

公司注册那样正式化与透明。它往往需涉及社团注册官的一些官僚

条令。

司法的独立

一个健全操作及完全独立的司法才能维护以上所谈及的主要人

权。独立的司法可确保一个和平的改革及避免竞选过程中的偏差及

舞弊的发生。马来西亚司法界的独立性在 1988 年后巳在某种程度上

妥协了 。

(c) 选票的秘密性

在投票的过程中，个人的选票必须是完全属于个人的秘密。

但是在我国，投票的秘密性在两种措施下已受到置疑。第一、

选票的次序号码将袚记录在选民的名册上。第二、大多数军警人员

的邮寄选票无法得到独立机构的审核。在市区内，这类式的投票，

涉及的人数（包括军警人员家属）高达 20 万人。

什么是平等的选举

平等选举的基本条件是

选举＼人权写民王 1j 
...... ..... ......... ........ .... ... .... ........ .... ...... ... ...... ........... ......,..,. 

(A) 平等、一致及不偏袒的投票权

一个政府只可以以最低年龄、公民权及思想健全为理由来限制
一个人的投票权。这些条件在我国普遍上受到尊重。 然而尚有大部
份的原住民因没有身份证而被排除在选民的行列外，＇

(B) 一人一票

公平选举最基本的条件是每人的选票价值是相等。因 此企图
＂溶化”某人、一群人或地区上的选票价值是无理的、不能被接受
的。也就是说，每张选票都必须拥有同样的价值、或相等的影响
力 。

我国在独立时，宪法也给予一人一票的保障，并声明“每个选
区的选民人数，不得与选举特定额（联邦选民总数除以选区的总
额）相差十五百分比＂ （第 113 及 117 条），这个保障性的法令于联
盟政府的宪法修正案中被删除了。 1969 年的大选， 一些选区的差异
竟有超过选举特定额的六倍之高！乡村与城市的席位的选民数额差
距于 1993 年的修正中更变本加厉的扩大了。 1990 年的选举中，它们
的差距达到四至五倍。

(C) 选举的竞选期及竞选的时间表

公平选举必须是定期性的。竞选期必须确保讯息传达，竟选工
作及所有的行政安排、训练工作能有效的进行。

(D) 讯息传达的方式

选民必须对候选人、政党及选举方式有所了解方能做出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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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 n ，，令，＇，＇｀ `','',''`'',' ,.. 上。 , ,', . ' `' ｀－广了＿＿－：一-,了…一一一--` 垒—--- --~ ~ ~ ------__ 

I 们尸而 1I I.1叮I罚了 1) 

决定。因此， 一个良好策划、无党性选民的讯息传达，及无阻碍的
政冶窅传都是真正选举的关键所在。

杠公平的选举中，大众传播媒介应给予每个政党及候选人公平
1们竞选机会，，丿t，且是打一个政府控制绝大多数媒体的情况下，传媒
飞，应保障湟有任何政治目的的删减、对政府的特别待谓及竞选期

叮们·1、公平怕巾什发生，

平们勹选民接触的机会并不只限千时间与空间上的公平分
配呾包括广播时间的注意力（如在深夜时间广播，披听到的机卒
就低了）和印刷媒体的版位安排（对封面或内页的分配）。除此之
外，传媒法令贾应有控制不正确、企图破坏个人名普、种族极端或
埠动暴力等内容的能力。

在竞选期内，一个独立自主的过渡时期组织，一个获特别授权
独立行政的媒体组织方能在选民教育训练节目、各政党的时间分配
I给予公平及仇责任的竞选广播。它也将对任何不公平及不负责的
悦诉采取叮动，以确保一个仇责任的广播的运作。

观察团

联合国选举手册指出，选举观察家可以促成一个有效的选举，

甘对盎选结果给予见证。除此之外，观察家也将减少威胁及舞弊的

叽象。没什克性的观察家应披授予自由行动及对每顶竞选事

伽植的权力。他们的任务必须确保没有任何的干扰及危害。只
够人数的观察团才附确保他们的任务受到人民的肯定与承认r,

（木艾什者曾在马来亚大学修责传学， 目前力执业律师）

] [ 

、

O! 

着冷战的结束和中国市场的经济改革开放，可勹州国家们吵
治外交论坛纷纷竖立起标志鲜明的＇亚州胃兴” \n勹什Il 
体性”、“东方主义”、“太平洋时代”、“亚洲价值观”

意识形态的论说，以对抗殖民主义的帝国思想－－西方，以乃 川
来自西方的所谓“价值观”。哈佛大学亨廷顿 (Samm\ Hun,ing 
ton) 的“文明冲突论”巳遭而皿坚立立

廷顿“西方中广”

的“对心，＇

值而，＇

说，＇



16 入

\ 

＼”中国最大的问题

胞是如何使 ll

，说什么“入

, 1 ` 11日又以又仁，刀的

目的除了笼络中国市场，

将步入 21 世纪，而我们还

题侃侃而淡的确是一件很伤感的事，

”就是“行政t二预司法” “ 

! "，大谈汤恩比

世纪”之大预言

巳来临＂。这些津

拢的利益薰心，强

，古代文明的独裁

民

中国共产党打

大大方方的

\ 

? 

自 门加，加t经济改革开放们，共产t 义那套僵化们

官方教条再也不能说服老百姓了，几近思想破产边缘之 I；小，内什十
则又开始转而强化的儒家思想，就这样在有愈尤常们情况l, J`' 悍
和官方都对儒家思想大表赞扬。在我看来，那不真的是有心l{i1卢
的复兴，恰恰相反的是，以儒家作为一套权威l 义的导识兀！｛巾
，以作为替代马列共产教条的控制工具。勒加槐以门已＇小国

民”的成功为范例，认为他们的成功因素归功卜业洲价值观或家妇
伦理，并且宣称那是“资本主义”的另外一条道路，不同1西方岍
造成的传统崩溃和社会失序，“亚洲入“独特的“管理模式”以粘加
坡最为见称，因此，他们的领袖自然率先谈论“亚洲人 ”么乙
的。副首相安华的“文化之旅”一方面高唱对儒家文化的敬仰勹执
，另一方面则认为伊斯兰与儒家文化是可以融通的，两人文叫们
宝贵价值遗产将有助于本地区文化的振兴，叫然呾小如们见h
“我们是一家人”的生死与共和命运相系，以扩人内人文叫们丿

作前景。

找们无论我们如何高扬文化的现实面，也不管儒家思杻究览如
何促进本地区的繁荣，到目前为止，我们至少要承认飞，任何们
“文化”都背袱了意识型态的印记，“文化”是历史发展的成果，内
了不起，还是得分辨出什么是＂值得保留＂的，什么又是＂垃圾糟
粕＂。当我们得意洋洋的叫自己不要妄自菲薄时，切莫过份九知奾
一厢情愿，可是我们觉得很遗憾的是，连一些学者也都加入
识型态对立的行列中，压根儿就是丧失了“学术中立“们知识份1
的＂良知”。

我们不能把西方传统崩溃与社会失序视为“人权”、 I门1L"
的结果。“民主化”或“人权”并不“必然”的带来种种补左1沁杠
混乱，只借助西方的“黑暗面”来宣导西式价值观不可取的做从炉
片面之词，是有意图的丑化西方，为的是坚固某种商识型吞们说
词。今天，我们一方面大量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消
观，一方面却引以为傲的宣称“现代化不同千西化”，可炉同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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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来到，“家庭解体”、“无声文化”、“游荡文化”、“青少年吸

肖'' “性滥空”、“爱溃病蔓延＂，这难道是西方传过来的吗？就

算那是西方的恶习好了，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又在哪里呢？为何这
「不起的价值观无法抵抗西方文化的＂毒蛇猛兽”呢？难道我们的

失败和传统的无力艾萝找西方来顶罪吗？“亚洲文化”的“优越论”

究竟在哪一点上称得上“优越”，我们津津乐道的“亚洲价值观”

难道可以掩饰我们“贪污"、“舞弊＂、＂欺诈＂的事实吗？“资本主

,J” 所造就的“物欲横流”难道不是那些高喊经济成就、物质富裕

的人该伯责的吗？总之，间题是复杂的，在点名大骂西方人权时，
难谓 “\W洲人权观”就无检讨的必要吗？

、 的新霸权
? 

“人权”是植根千生活之中、人格中的，那就是个人有尊严，而

且尊重别人的尊严，如同吃饭睡觉一样，没有国家之分、族群之
别。“亚洲价值观”的吹捧无疑是权威主义的自我辩护，同时也是合

法自身统治利益的托词，为达到有效的控制和本区域经济成长的骈

力，不得不应用权威手段，以求释放出更大的生产力。这意味对

人的尊严的维护是可以轻忽的。有人以为，强调“人权”或“民

化”即是“崇洋媚外”、“西方帝国主义的传播者”，甚至抹黑为
“收了向方人的好处＂。这种“喊抓贼＂的伎俩谁都可以玩弄，在

忡种对自身利益的保护f性中，这是一种最廉价的做法，而且还可
口神芷化自己"我不是贼＂的同语反覆。任何人对千“人权”

“民主”的高扬，都一概视为西方的走狗、意图不轨及居心不肛

他们披说成是社会混乱的制造者。基千西方种种“失败的经验”,

我们还是不走回这样的老路比较恰当。这样的逻辑等千宣布“因为

吃饭会晴食所以不理吃饭＂的荒唐推论。我的意思很简单，支恃
“人权”或“民主”不是在吹捧西方那套价值理念，人权或民主也

不“必然”会产生像西方那样籵

也曾经是西方的产物权威主义

溃，况且所谓的“亚洲价值观”艾极其模糊，也
问题的解决也求助尤门，所谓“亚洲价值观”
“免瘦

价值崩溃的情况。权威绩m

于人干lI f介（自打什

同杆叶ii: 1JJ; 

再者，杜会失秩和价值崩溃不是人权或民王的“本质＇， l] 如
同＂跌倒并不是人行走的本质'”是相同的道理。“人民＇或＇凡
＂的理念并没有过时或落伍，我反而觉得种种“业洲价值观”们
吹捧才是文明倒退之举。东方世界开始接受人权或代r-炸不是 1月）寸
”被西方所册＂，或因为杠经济 L无能为丿］，口奸屈从潮沛 口此
．在我们略有进儿或未来欣欣向荣：：：际，也个因此自 l'I,｝_1 \III 

洲价值观”是如何如何的今人骄傲 诸然对十“人权”和 'h'i
化”的间题我们还是应当严肃的思考，而不是先假庄两雇飞I\/_
的价值观，一昧的专挑“人权”与“民1化”的弊，这种做从UW, 1 
公允也欠诚实，根本就不是 个“进儿“国家应有的

我始终认为，“人权”或“民主化”的回题是开放的 是可口
详尽探索一番的。人的基本生存权如里掺杂了现实利益（国际外交
的经贸手段），披作为支配弱小国家的筹码的话，那无疑是文明的
倒退不足为取。如果－切但求温饱，那么是非善恶的标准社会
然尤存，磋是错误的拙劣观念同样是对人类文明的威胁 门川

门的国家， 只罗她的人民呫得沿有尊严、死得汾什
~1月任由他人贱踏、剞削，

流的胤氓集团户
。也许利益冲突是叫显的，
门骗术用“上瘾＂『，也难保不背着良
就在千“人权”和“民主化”的发展，

良性的制衡作用，一方面约束当权者的

人民的自主性和判断能力。

4
,
1

、

5
上

1
,

令
J
}
＿
于
广
）
r
i
r
1
1

丿L I J 3 l ,'̀  , J J / J ) 
号



20 人权
--:-:-~.-~:-:-:~了 二、 o t 请 0 0 夕诵、 L J ，｀了了＿＿＿， 仑 j , `' 1 》』 ` '` ' ` ' ` '` 

、

? 

突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o /口，丫心小卢门的“新型对立“将日

合作与抗衡都无法避免又得诉诸意识型态，以“文

“亚洲价值观”旗号，无非就是催化利益的疑聚。

或“例外”的发生在西方却

臼热化时，成了商识型态卜争的

明

权思

］都尤权宣布“两套标

根本的是无权质疑
，布心l,IJ 1心 J古观“云云

时候

,“亚洲

心」仆-」，心＇

人
错

21 

/ 

几年来，随着我国在经济及社会建设上的卓越表现， (.l 1 
少人开始对人权观念有所保留与置疑。

尤其我国首相马哈迪医生屡次强调“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不心合
我国”、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多次坚持“好政府比入权重要＇，这儿
形中使到本来在我国巳相当薄驹的人权概念，在一定桯周l受刊
解与削弱。

做为负责任的马来西亚公民，我们认为有必堐针对人权 I们从本
义加以厘清，因为这对地球全体人类的和平共处，以及首相肋棍

倡的 2020 年宏愿的“爱心社会”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的立场是 人权，是一种道德价值 (Moral Value) 
人的道德权利。

在这个命题下，我们有必要举出几个跟人权概仓有关的谬误谓
行检视和驳斥。

人们常听到的说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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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提倡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是人权思想，否则，国家发

这种观点并不太难处理，只要“发展论”支持者认同“人权就

徇＂之说相信会较为容易接受一个事实，即“发展和道德是

、相辅相成“，而不是互相排斥的门

既是如化，“人权会拖垮发展”就不是一个正确 (Valid) 的见

解，＇

乍光耀资政应该是从未否定过人权概念。他只不过是在一些他

认为小人:l1 的政治场合重巾他那“各国民主人权观有差异＂的

怅门

资政在这方面的看法，也代表了不少亚洲国家领衪的观点。

1月纳而言，他们的论证是一一

“人权并无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也就是说 “道德价值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这个间题，必须从几方面来探讨。

设有入会幼稚地否认“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不同国情，会产

1』同道德观”的

叽栨胪" ih 咑＂，那岂不认同了“各国人权观有差异＂的观

？即道德观是分歧的，相对的，因此，人权是因时而异，因地而
，只咱用千』，个恃定、有限的社会文化袍围的概念？

呾切理探讨剖析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先谈“人权是一种道德价值”的理据 (justification) 何在。

人，无论身在何处，都有道德观，都会自觉地要求自己遵循道

德n

德哲学家认为那是因为
“侧

“本件”；道德的根溃正出自

间题是人权、

在纷繁杂陈的多样化社

价值背后，找到一个普遍适用、

我们的答覆是 “可以！”

种们四 lII I 

“ 佛家则描计门

但是以堕胎来说在不同国家以
道德判断（＇

有

J 1  ̀上

'I 

入有权 1tr支｛ [ 

同（分歧、目休） I厂J

其实，双方并和道德上的分裂，同题
有生命”这问题无法达致妥协。对很

在出生以后，才能获得生存权，他们
须遵守的普通道德。

中国是公开承认“人工流产”的国家 同即，
分析其国情之后，发觉在道俜价值矛盾的
调性的道德标准一－－－“人主流产＂，是为 'l确

他们生

1 用“
的论点，并以：二

同题（一） 马来西亚

前题（二） 不提倡人权会助长杜经发展，
绪论 马来西亚人不应该提倡人权，＇

u胎 JL /1叮！．l j 才

人｀ I- ·1 行

人人心

i

奇

l 

\ 
／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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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九 11,J,

停1 1介 1fl 
l f,l rl I[l, j 

他认为

I,., ＼赞成“马来四厂 人权”这道德判

“发展论”们大叫人们道

｝，Jl, 且 1司 争父廿l］有什勹

"'II) 什1i l片;'[f丿 '.V:1) ［打［，

羊

I门，

例（ 叭有们

1 M 
, II I ~ ;', ～j飞 i I, 

, lf」 l人权已们成为国际道德语言 胆清人

＼认同“入权即是道德”、，道德且们罚叫

人

vJ.·l们 晋叶］，也门最阰显突人权概3的精髓

人当作目们，们不是千段来对侍，因为，旬个人都有

川咱IJI 丿］：在1介1直Q ” 

放之四向而皆甩们普册道德价值＇埋兀

东南亚，及希特勒毒死五百名厅犹大人们

非善恶标准来谴责心侵犯人

、

脏＿

－－－人权

'̀ 

孩

；发

是舶来显？

/ 

“情结下谈论人权

九片这，气忱值得母个人去尊重和肯汇他Q

在一片“反西方”的绝对呼声中，倡导人权的山代和处加
越形尬尴，轻之就被视作崇洋媚外，重之苦与国家行1本急
识有冲突时则可被冠以“卖国贼”之嫌们看来，随着介

亚自主意识的抬头后，再也不能一厢情愿的诙论人权厂哎者说，
在反西方中心的后殖民心结下，人权的珅论显得格外住 I勹十II 丿L』

的处境中，人权的出路在哪？是1~是人权芍 IIIl l IlI,I 束
晶，入权的思考巳成禁忌？就因为亡伴随着以芙国为日矿片节 1l,l I \I 

，人权的价值因而被勾消？如何走出“四方中 ILlf'111 丿Ii 夕[II
民论述“间的两难 (Dilemma) ，这是本文尝试韶决们

我们大致上要清理以下的几个问题

—一如何看待所谓的“人权外交”?

—一文化差异是否足以推翻人权的实质？

－亚太自主意识觉醒后，如可清楚反西方中心的情绪，计为



2() 人权概念儒
,'̀  

展出旧殖民论述的理论自主？而且开展出本地区优越丁的

人权月娥'I 户换言之，摆脱酉方中心论的人权如何可什贮羊

件又在哪里'I

简言Z ，什么琵脏水，什么又是小孩？在倒悼脏水之际，如何
哺）个将小陔给泼掉？这是问题的核心。

__ \ 国或西方划清界

自引人由病怕，是芙国在经贸的态度上援用了“入权外交”

i/l 力对咐入国家们月心 势国自居正义的化身，振振有词佯］以“人

权”或“环保＂力由作为对东亚市场的交换。长久以来，这套帝国

］又八的强制促销策略，竟成了维护本身经济利益的托词，殴露出

忡伪哿勹强权政治的本质。

随着中国市场的开放，东亚各国的经贸力量也趋千整合，亚大
旧家们自下意识讨比成熟，形成一股“反西方中心”的启殖民心

:-a l 叩）飞 1「 3 月份的＂辱谷宣言＇，四 I·个国家·-致的签署指控人
权外交 III}}帝国］一义勒权，尤其反对将经济、贸易、投资甚至安令回
胚勹人权同题抖勾， 一方面他们暴露＇＇人权外交”的利益交换手段

旧独断勹不合 I用， 方面则理西方承认文化差异与亚洲价值存在
们）：， ＇人权外交“只不过是冷战期的一种文化或精神殖民（，掀
令 Ji IU 行 种以势国力｀「导下的全球性人权标准，所以＼W入国

(1叩山 1．卜确 l'丿“人权 ”1个为交换的经贸关系，进一彤指控势国充当

川界臂察们独裁帝国八控制 n

代国首相马哈呾医生在立方面尤其热中千对美国的反击，直接
归飞国们“假道学”，特别是针对1应斯尼亚内战间题的缄默， f
偈音「差国“人权外交＂的偏袒和软荫。换言之，美国的人权外立
吨粹）丿扩合国人籽相，他们想诱过“道德的“理由来压制叩大区经贸

—--.,........, 
菩肥仅十术[] /111 爪－－ il:_r,;发 l卓 入权 Jf2_ f 俨 hII_1 }一出 r-1 2I 

｀＇俨'..... c;:-:-;-:-; 今．．．．．，．．．．，．，．．．．． C ` ` 全｀矗．．．．．．．｀．．．．．．一—－-,---------- --- ------------------＿、一、＿＿ _ _ 俨．，｀矗.................令

对他们的威胁，好湛绩保护自身的巾场而不月放给叶大礼］}'{ I九）．I
强占。 1t样，差国就有「“神了 '(1!]即山来掩饰且对忭111小 11f)fII II l 
:｛寸

兄庸詈疑的，美国“人权外守 ”[f]确昭J用包扎厂 1) 改 l lI\' 
借人权之名合法化目身刊益们幸制 1宵 l 丿， 人权 'l）)仪 j 节 11 1 夕r,1｝ i, II I 

“十段”，自然也就招来唾育 甘 t' ，代们有充足们即 1-h I1判汒 III
的做法，作为后殖民期[l『IV /'}|，1 人节代们是有权奴忧姜旧 I』i'.J, I q :1J I~ 
们不容人权披鄙视成 种包裴 T们千段或］一具，仪们叩c 1 J$-i ，有 l)rl 四
方中心论的霸道，外考绩纵容他们对川胃休系们如 1.l了制 简川j t l 

国犯J二） ”\W 人威胁伲＇们仅1且盾＇面误将人权片丿/,l.I,1 而牉
人权＂览曹本名褂的[

二 ', " " " 一＼

我们固然尤法搓受入权外交的利益勹览们加也清酣们门忤）＼
国外交不箭划l气等号，仅对姜国扩］ 人权外守，甘个音昧首

“人权”，这是再清楚个过的逻辑 C，我的意思县遐叭I 个 'J!, I I 
分简单的、权威式的选抒＂晴成”或“仅对“人权患炉， 1月 h H |11l 

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关系。扎们必须（青楚奴西方中心们后殖忏1, i1 计中
的情绪性因菜为免我们人tt“反人权即拉西方＇们片面 惜1'r!o/仆
理的危险）

们方中小叶

live) 卜独有的产物，换自¥, U的合

在这方面走得比我们快吐（，所以节代们
然”的逻辑， 人权不界舶来品，在

Narrative) 下同样可以自觉地产牛人

的合法性来自千人的主体意识(

f飞尺 1 尸 t

:| ~l~- l”: I 方， 星妙

l方勹人权有着

开”(P产1 (() 1( ) ll 1 cl I 

哼人权阳

I叮!.on；；门 O ＼l rmss) 



28 
｀扁， 4, u. ．．．．．．．．．匕· · · · · · · · · · ·...．．．』... ｀.．.．·仑．．＾＇·．．．．.．．．．..．．..．.．.．了勹-厂．么· · ·................... “ 

中心

忱悼

态倾向；换言之';代们

S. A 的均视为＂坏的”们

了批判能力，一味的情绪性，麾无考虑的一并拒绝所

妇，飞昆舶来品 亡不是西方文化独有的 9 虽

s 但在东方古老的文叫

上早就自觉到入权的

巳 a 把人权问腥令盘化约

入的 ijfh和尊严的尤

人的

消入权之必要和

已到忧心，因为我看到某种“反西

意识型态幽灵。

\ 

开展的。人的主体意识就是入的主体意

民，．．人，是本质性的存在，不是

! '; ／戊一忡召自代反省的批

入权观”Q 仆自主性的前提［，加

“主体性”(Subjectivity) 的

的“主体性”，是“经贸的主体

在扩门体性”1 严格来说，后殖民论述在反西

方中心的纠结下，往往只注意到“经贸主体”而拘泥千对“人权外
交＂的批评，并没有反复自问“人性存在的主体”所形成“自
霄＼“自主”的人权观，才是我们的核心问题， 昧的相责西方的

" 丑十古子负责地面对我们自身的“人 f'l什0” 的同
题，J

我们同样的反对西方中心论，但我们没有因此而取消从人1什
在主体的优位性来开发、提升我们的人权观。”后殖民卢本”［门人权
观是一种自觉下形成的人权观，以人作为人的本质性思考I ，入权
存在着某种“半先验”(quasi - transendental) 的事实因为人权
是扣紧着对个体生命价值和存在的尊重和维护上，其合队1生当硃就
来自人本身，不管他是臼种人、黑种人；作为入，对生而个体
的尊重是一种本能的，其开发和产生的自觉是可能的，，L的合队门
是来自其自身的 Q

向现代化的全面发展途中，入存什的i1本门成 Ji! 41 f化圆！ \ 
的，我们不能片面的将入看为是“经贸的，［体”，本国人 1吁 I}1\ ） (l 

盾殖民时期中寻获“经贸主体”的自主性外，且心坝留符刊，权 J丿
" 0 一方面，我们挣脱西方在贸易上对找们的宰制刊橾纵， 另

－方面，我们也要反抗任何对于个体生命的鄙视和摧残之华，加古
往往来自他人不自觉的禁铜约束和威胁，它往往是一种权力们介
入。总之，在主体的自觉下，亚洲人民一方面以权力的口本杭仆四
方对我们的挑战，另外则严防在我们之间存在着权门杻曲们汒气
性。

、 tj \ 

尤论是“西方中心论”或“后殖民论述＂，都心叩同样们放门
批判的秤盘上来看待，而不是各弹各的调，尤限制扩大攸此间「们



气｝（） 人权概念隔

冒，们这两对立的情结不能束缚本国人民的自觉意识，因为丧失 r

I`I I尸代意识的批判，也就落入主从关系和偏狭的排他1生，这些都

书甘碍我们的自我了解。换言之，人权思想获得认可或拒绝，是以亚

太为自主性的整体思考逻辑下产生的，是经由我们自身反省和批判

们呫果，而不是一味地挪用西方式的论据，也不盲目的否决西方历

屯经验的参考价值。

总之，如何协调其中的冲突，疏理出一条”后殖民论述干的人

观”，将是代们共同努力的目标。人权是自觉的、自发的，确不

犀强制们泄输，那吐未经消化的思想观念尽一是危险的、教茶的，，曲

代相信'1丁开“归殖民”的反西方心绪是必理的，如此我们才仙鹉

甲哩性的提升我们自觉的人权思想，以甲稳健、成熟、适切的庄

代，展开出呾人性的人权理论。一句话，人权是一顶“未完成的方

" (unfinished project) ，这胥视我们如何努力将呈现。

气正确对恃＇，方厄＂ r-) S人权 l八）丁《(r ; 
::冒， , '` ' ，言勹勹勹亡勹：，言：-:-:;--,,,

`” , , 

90 年大选之后，找国执政党改变策略，转而推出＇为严 '(11) ）悝
子，强调”发展”的默理性，其他的重大同阴，如－代国人权 仆
义、丑闻则以低调处理。 谈起“发展”，且他回题们］7 1J 肋 1 巾

要了，或成了次罗的同题 C -－些人，确实因此模糊 l 视，线，口）丿
“发展”和“人权＇，个是相辅相成的，而是几相灯V们

何谓“发展”? “发展”?

人，把 “'I-'I石尸叩切止，＇

”“上国，， 曰丁－ - `, 

止

巳

权兀义飞

只强调”

义、民主、司

曲或曲解了“

为“经济发展

司法独立的

/\ I];1 

i:f,J ｛丿
包呫 1'r

-~,,- l l 

|\ f1? 

葡矿

什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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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形发展，即国家经济发展了，但是入权 、 民主 、 正 义、 司法独立

等都倒退了 U

究其实，“发展”是一顷权利。人民享有发展的权利。享有发展

的权利也是 一顶人权，这是 ~-• 向来 1廿界所公认的原则 9 联合国

( l969 年社会进展和发展立百〉指出 ， “社会进展和发展应以眸屈

人类的价值和尊严为基础，应确保促进人权和社会正义”Q （见赵 合

里等编 （在国际法中的发展权利〉 第 9 页）

当我们强调发展权利的重要性时，那并不意味着，只有在实践

发展权利的基础上，才能谈政治自由权利，社会和文化权利 。 换旬

话说，发展权利和人权、民主、正义等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对立

的，也没有什么先后之分，应该同时进行发展。

《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第一段文字， 就开宗明义地说明了发展

权利是“一项不可分割的人权，由于这项人权的存在，人类的每－－

分子和各国人民， 有权参与、贡献于和享导经济、社会、文化及政

治等的发展，在这过程中， 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得以实现L, " 

显而易见， 一 切人权和基本自由权利都包含于发展的权利中

或者说，发展本身就包括 f 人权和基本自由权利的发展 L，不能只谈

经济等发展， 而不顾人权和基本自由权利的发展。

“发展的真谛在于一个国家内或国际间创造一个公平民王的秩

序， 而这公平民主的秩序是建立在国家、人民、个人的权利和义务

的基础上，而发展并不意味着可让第三世界政府利用发展来当作他

们施政失败或采取高压手段的政权的 ”代罪 恙羊”, （同」二，第

18页）

这就是说，发展的最主要目的是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和增强生沽
杂质，败重要的就是在削减贫穷的基础上来进行其他层次的发展，

不然， 那就是本未倒置的作法 。

正确对待“发展与人权闵矢米 JJ 
· ···· ························•·· ··············· ··· ··· ··• ·· •····· 

“以发展权利来说，发展是一项全面的经济、社会、文化利政冶
进展过程，其目的是在积极、自由和具有意义的参与和社会止义 的
基础上（公平分配权益），长期逐步改善所有人 l干 ，f11 个人们侃
札＂（同上 、 21 页）

在（发展权利的商义〉一文中，赵合里在其结语中 -·+!仇，血地
指出 “享有一切人权是 实践发展权利的目的木II 必须具（门1勹 丫：
件 。 任何无视或干预人权的发展策略，就是否定发展的 ，芭义， 闪
此，民主与众人的参与是真正的发展的必备条件 L 任何国家 都
不能把发展权利当作是他们所赐予的另一类新的人权，而川 rL 米俺
盖自己，逃避责任，不履行其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的义务 '( I司
上、第 22 页）

这就是说，当政者不能以“经济发展”作为借口 ，来卅肋促UI
民主、入权、正义、司法独立和改善民生等的责任U

“发展”的同形现象

自从我国政府提出 “2020 宏愿＂的口号后，就仵人一窝峰地，，]桢
调发展经济，而较少关注民主人权的问题。 这就导致了我国杜 会们
发展出现了一些畸形现象。

举例说，在强调经济发展之际，当权者却忽略了（或不重视）
中下层人民的住的权利，而产生了怪现象。

中下层人民迫切需要解决住的问题，当权者理应效仿 些囚
家实现“居者有其屋”的计划，大掀兴建一般人民有能力拥有的
中价屋和廉价屋，以解决绝大多数国民的＂住“ 这个民生问题

然而，我国常发生的现象是 如果有一二百间廉价屋出伲川
有几干人申请。排长龙，争先恐后的事件频频发生。各个城镇 、 t-」



门 人权概念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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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I 间们廉价屋出售，就有数百人申请；而直正需理廉价
们1层人民，加不一定能申请到。

目前屋价昂贵，奸些地方如新山等城镇，私入发展商所兴建的

房犀，犀价巳匹远超过了中下层人民的能力水平。他们只有L 叫
乍l“ 兴叹，不能解决“住＂的问题。

行高喊“为展”的呼声中，当权者为什么不大兴上木，大最兴

中价犀和廉价屋来宽践＇＇居者有其屋”的计划， 劳永愧地韶决
l [ jI I旬怕民牛 1叫题昵'?

或许叫权者会提出“缺乏土地”作为理由。但是，当局杻陆陆

｀j守相， 1仆「，许名高尔人球场的建立。而高尔夫球场所占据的土地面

口，小则 60 伦 80 公顷，大则超过一百公顷（即由百多二百依格尘

四百依格）。屯一大片一大片的土地，通常都是适合推行建屋计划

们良好十地。

有人怕出 以目前发展的情况来君，我国可能出现 200 个大大

小小r:，向科尔夫球场，所沛及的上地面积不会少过一万公顷。

如1]计不反对棍高生沽素质，和提供休闲场地，但是，找们认

勾，发展肋分（青t次，，国家应把解决民生间腥的发展摆在第 位，

I,I^1] 休旧沾动的为屉摆仵第2位．只有这样才能符合上述的发展原

叫（即满足人娄的基本需求，削减贫穷是发展的先决条件）。

普政者在发展回题上，主次不分的另一个实例，就是 1993 年发

平佛新山的 Bukit Chagar 政府组屋大水槽破裂的二死＋L，伤的

怡剧。桐（新海峡时报》报导（ 2611 93) ，政府“没钱”甲换四

冲政府组屋只需花 16 万的大水槽，但是，反而有钱来兴建将耗盗 8

门万的新山升格为市的纪念碑”。这篇文章的结论是 这不是“

贞”而是“人类的愚蠢"。

个，门列清埜说明，当权者对“发展”的看法，值得商榷。他

们应分清主次的进们代国的发展计划 r，个处，代国堕缩小咄叶 fl 倡
同的鸿沟的计划，将犀＂纸上诙丘＂ 仪肛＇为屈', l1 葡

及｀一部分的“精葵＂，斗「下层人民将佴不刊应有们＇昭）而＇， 且仆

店素质的提升极为缓慢厂可有h杠中下层人民中产仆 种 '202(l
愿“不属千他们的感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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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那套价值观小酣算作是普册的，古飞个对
业洲入民而言却见有害们 U 西方－再们犯」这奥错误，硬

是要将那一套西方的惫识形态给晋及化，勉强非西方国

搓旁她们那套标准，这在国 1怀政治的竞争来看却是对发展中国家开
）1)］），，民「人权议婴西方们

j \ll洲国家掖如，小的l

(., l 入权埋臼～卜的公 f·f\l 自山，

从木（止向得业什1·11们

的权利 Q 再者，四方施门民 l 人

西方计会价值的混乱和犯罪卒们
`广.,-, ·•-· 民 1人权本身即是代大

她仅仅仁l能代表西方flf-J

价值腮既然文化有其相对性，同样的民主入权也仅仅是某种“

价值观而巳，亚洲有自己的权利选择找们认为适合代们的价值观，
犯

___ _-心__ _' —-- - ~_ ~＿＿一一－- - J _＾＿＿俨｀一一 一·心,,......,,.,.,,,,,.,,,,,.,,,..,,.,..,.,,,.,.,..,.,,,..,....,, 

谓叩人权臼叫桏 ＼），丿')
! L) / 

山 1旧，］山 代L 入权小咱合订A \il1 /,lI;1 , 有

符的掩盖亚洲实践民主有成的日本、韩国、台禹等地之成果，中卢
有说清楚在什么条件下我们是不适合西方式民工人权们， 戊占 1\I I 
人权一定有身份归属的认定吗？为什么不是人权＼ l ／l_，旧忙 四

人权、“西方“民主？马哈迪从来就未正视这些 Il1] 题， 且 IJ 1'11) 们
清楚：在谈论着西方民主人权不适合亚洲之时， L 甘月 1J』 (l lIIi,llJJ 

某种知识，而是去建构行使某种支配性权力的合法性｀ l ＇1 辩护 l丿7 f,l 
殖民的合理性。

马哈迪总是攻击西方对待人权的态质上恃两种怀准，（II-J飞仆1 月 1
见他提出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地方。如果有业洲入权这忤的概

那什么又是亚洲人权？凭那一点我们可以义正严词的佑山别人丿l小／
7::.）而我们对人权所表现的差强人意？攻击西方对侍人权们回隍j 1 

去标准，并不因此而可以合理化妄顾改善人权的态度， 1仇言：：：：， I / I 

哈迪＂声东击西”的作法正好是一种障眼法，－是说叫西方 1处 (1 小
格谈论人权民主，一是合理化辩护自己国内人权代－［不即杠咱勹人
现，巩固父权制的威权式统治。

我们发现一顶事实是，马哈迪对自己的民－l一人权圳／i 1』Ul 丿I[
肃的阐释清楚，只是一味的以西方作为反面教材， L丿，此叶川四J丿伬
人权不适合於业洲，总是恶意的举证西方甘会有过的缺山斗勹[IIl|

仁追随西方标准的理由 Q 马哈迪认为自己对民上们埋斛叭止权 II贞）
民的普遍利益相形之下，西方的民主人权却是扭山的估们， i'I 111 
竞争的真正获利者即是少类；而且，还因为自由的晶用而悄术(1
动荡和不安。所以为防止这种种弊端的出现，拒绝认同四方仆勹 I\\ I 
人权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进而强化领袖威权统冶的合理I牛们中山
集权的正当性。

马哈迪从来就未真正正视过西方民主人权的优点和威权政价们
，他的分析往往是来自於可怕的简化所形成的 心是 日喟川

／权力的言说， 目的不在於把握知识，而是以立即狄唱权丿J r,J,丿寸收



趴 入权脰念薰
^ ～，一－，＇｀＇，，．合，．，冒，．-:,,,,冒，令',,．.，'

历肛伈，马哈1世的成讲惯常性的以修辞和雄辩术的应用见称，意思

们说，＂个存在着事实，一切仅是解释的结果”（尼采的话），）

估JlI势化和神话化 1飞来西亚的民主现况，以歌颂其英明领导，验训

仇们都服从阶权力牛产直理，并且，我们除非牛产直则，否则

r使权厅＇（叫柯语），1

巾 ：i f ，向订对人权同题态度的双重标准是应该给於批判的，

1% 表·／1·，、入权并不是西方独占的，他们做不好应该是我们大家一同

捡iA. 代们应该是做得比他们呾好才对，而不是藉此合理自己不施

门厅干的菇口 在我看来，俊殖民政府并没走出殖民论述的宰制巢

I I 和岈年草国殖民％局用以统冶本地人民的手段是相同的。换言

＼-'叩哈叫政府同样钗制一套暴力的控制，经由利诱和恐吓的方法

口达到对僮冶者的效患和服从，殖民地的权力如今成了国家机器的

权月） ＼）： t, 仅殖民且实并不完全是在对杭（西方）殖民者、而是

取而代亨＂，采用回帝国殖民的（内在）殖民手段，却艾是比殖

们帝国商叫，假借杭罪之名以便自然化内部的（软性）控制，

早佽性吨硬性，暴力就是暴力。

马哈呾在仅击西方时所采取的哲学预设是一种相对主义的立

场，而且是一种最坏的相对主义，因为它把这种态度建立在一种未

;,严格批判或检讨过的立场上，甚至还预设了某种规范－ －东方父

权律制们合押针和伊勘兰文明未经实验的自明性（天启宗教的特

111) 叫哈曲批评叮订民丁人权的相对t：义立场会因为自我招肋

（只f,lf rcff`nn口＇）旧导致自相矛盾，或自我否姐（乓elf " de 
III,11) 半个简单的例了说叫：马哈迪在国际社会披形容为＂敢怒散

1斗”们笚 旧界国家代言人，被喻为“正义”的表笔试间如果没

f'－l 目由和权利， 山哈迪会有如此痛快批判西方的机会吗？再者，如
用“敢符敢言”是“正义”的表征，为何对待国内的媒体和言论

酣给干＇敢怨敢言”的空间？说西方双重标准，找们不也照抖无

门！［I们向管是放大西方民主人权是如何的带来家庭绪构崩韶 忙

由人权？回仰民主？ i (.) 
亡．．．，．．，．．．？，．．．，．．．．，．，＇，．．，．．．．．，．．．．了．．，．，，．． ．，．，，．．．，＿．了了：＿＿气，＇｀＇，＇， ,.. ,', ' '̀, .·---—-_____- -— -·_＿一一－·

理价值模糊、毒品枪械色情犯罪等副面的成效，几只
良性的一面，而目威权体制的倡化官僚体制飞帛
，行政效卒低落等同脰却未见，八五I'Kµ j 

相对_J 义

质疑的对象 C' 肵以，
比西方来得优越＇？

接受相对｝气的“亚

们预设了某个立场作心 IJ I 旧邓汜，利汇
果照前所述，民主人权是相对的，也
在，则业洲价值的论述也就哩所当然
昢，这也就说明所谓的亚洲价值也同样
义终将陷入自我否定们吊诡这也就笥昧胃芍哈呾对西方t\！4 1．人权
的批判也是不能成立的 n

如果马哈迪预设了某种价值规尨但又．f\目有普册件，且目仆
认同也就是相对的，因此他同样不能以目已肵预设们规尨什丿IJ-J
的理由。一种既是相对又不且有自我确证的价值规范，邯就只行七打
一种独断论的主张，相对矿西方殖民才叉们是独断 马哈呾 ~,1叫］介
殖民也同样是独断的。

换言之，马哈迪的自
旨在建立权力的实效，，马哈呾

的）
以为

国家机器与公

解除内杠殖民 n

, 而



，但不因此而强化

了某个中心主义，

对客体的支配。我

和滥用 Q 在“基本

们说，

是把同

从中解

给我们

， I'I,A ，找们的
成有助於政市实效的

身他者之同＇，

的批判，也同时批判

自己陷入成为支配他者的内在殖民。

们，

合法性，造就权力压迫机制的扩张。拥

则拥有了霸权论述的支配位置。显然

在殖民的合理性u



华文教育筹募发展基金，
浮罗交怡计划、

部分人士的非议？我想间
马华所采取的支持方式和筹款对象。

众所周知，向

由董教总处理及发动m
格向华社筹款的单位，况

错。如今马华也来大事向华社筹募款项，
若是换成其他民间社团，那倒无可厚非，
成员之－，这方面的丁作不只
本身份内责任之嫌。

勺

I

勺

/
H

、
f
1
1

他政党组成国阵？
而又继续呆在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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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 l川教育 '1门［是政们心叩小

育们盗助 华杜不仅希呾有 人一，［｀

旧甲期阶政旧行名力旧liJ:.. l仇 Î i 

,ti 

; , _ 1 A 1 (1勹 l，唐甘i

冷身为 1~1, 政，.'t,1r丿 I I) 

旧 ll [ 1扣甫吵及艾键［门 1 i1 
I , 八 l仅 f~l一日国矿忙（丿丿lJ I II \r\ I 
（门为丿代十又 从 1义／i f门丿甘＼＼｛分 1丿 l }l | ; ／芒屈汃－ 1／l/·丿－马 1卜 I'J勹 l i1 肯

向 1Prl筹佽 们应们斛冲－，华小帅吤回题韶央独中绩考文

丿Fl一小从 1IIl 隍 'r旰决为 111f 1悯－l．ll; （什俚：］中名华小打l 利j r_＿卜等 诸如此峦

I I, 1 1 1 1 1 片1}]，

i l\ .lII, l什儿勋籽 It 向

I l攸得成山们（古？那险且对
.il [ I l门倍

11 I J/1 四 he·艾丿＼ l'{ (1 / ij i 1l」 12fI I h 
/中门＇们自廿什 1

们如果凸华靴

1比 1叶．l羊 I「J 们］仆4 t-l 

传媒与 义

/ 

规或遵循正道的传媒其实应该好好的抓住 些现成们 fl ; 
课颖或教材，以扮演净化社会的功能。当市面上充片人七
的杂志、小报、周刊之类的读物藉著光怪陆离或晔众取）L

以饱私囊的时候，那些抱着崇高精神办报或出版书刊的人，
主动戳破一些牛鬼蛇神所散布的迷雾。

眢；方 1门 1 首 l伴| 3 }I.I-l ，式＇IN |h 1i.l 

媒体调

或许华社资料研究中心或其他相关团体可以进们－加重的们恰
料调查与分析，收集在马来西亚出版的刊物，从报纸、杂－［丛 书 1仆
进行分类、分析，以实际了解我国华社的所谓精神粮食是礼自仆
到补充思想或精神层面的营养水平，或只是食物中的糟粕 (IUN1\
FOOD) ，或更甚可能让普遍华社的思想层面引起“食物中主

这个调查除了进行内容如政经文教的探讨分析，也别厢j
读者人数，才可以较准确的判断出，到底填满代们肋伈化］ 仆

，除了充饥，在消化之俊是否转化成营养呢＇？或残悄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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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勹教育膊普及的今天，如果说来自政府的调查揭霹马来西亚人平门

只改一可书的数据是一种悲哀，我想 lUL这悲哀更县的是在心

巾 1们，；甩可能有四份之三页充满着毒素。一些书展，书商或租书茼

们］起建＼「「书香杜会的旗帜，但内里塑造的确是道地的“书寄什

“ 华杜对此奸像显得并兄自知m

体的净化角

正规的报章或刊物应该重积极扮演净化与教育读者的角色，而

目应该甲陷力打击补会中的牛鬼蛇神。举个非常实际的例子：在欣

Il塌楼事件中，数家报章都同时刊登某风水大师说该楼犯什陵

IItJ ，言之凿凿，断定其他两座在一个月内必倒塌。然而，，打过数月

楼既不倒，心仆好是给予报章扫惕这些没有科学根据的异端邪说．

川登大幅新闻教育群众以正视听的大好时机，可惜至今还没有报

忤出如犀叮面的报道 n 如果说政治迷信、经济迷雾还有首太名雷（肛

尸叮个人叶渝膛，们米似的妖言惑众，报章却可以轻易的一举将之

是们，电子媒体取代印刷媒体的时代肯定将会到来。而在印刷

媒休泛滥怕难以控制的年代里，我们是否也需理想想在未来电了媒
休普及化的时候，找们理的是怎样的一个面貌的电子媒体？在资讯

伈｝弟、输说、获取、施予和拷贝可方便快捷与全球化的 illi ll八

I，二，如们因嘟聚不能清除而加速了人娄的堕落？奸的将来有帅千视

们们创悄，正规的媒体是不能只顾盈利而忘记亡的社会义芳的门

坚持理想，
见。

/ 

的中的无私、怜悯

同样的，在

组织中则甲少

”在生沽里，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选择权利，“他曾这样
”选择去明了某些事情或蒙昧过去，发表意见或保恃沉默皿L旷
听或装聋；存活着或死亡。＂

1950 年态肾就愤千显赫的汀汁

自己的选择的人，

, 

/ 

厂

I
~

出来 l-r门人

门而

I A -\ `` 

1971 年，他考进了

动并当选为马大学生会的

人
上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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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名学寸袖仙）他对1 W丿 甘f，人 i'VJ 从上 l兑:ell

贫们平民在柔佛州打昔乌他拉地方开始兴

，他们便收到了执怯当局的搬迁令 希吵姆｛「

, 卒领了 群学小赶到当地去支极他们

们向执队当局请愿让居民能够保留他们的房屋

地居招 0 i．叮昔在执庄当局坚恃拆除7勹整座门兀礼是钺

叩门的

们的支持Q 他们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小单口是旧店）仙／ik
失业及挨俄等表面因素。他们更意识到严重的贪／引叩仙及窜人剥削
穷人的现象才是必须尽速处理的核心问题。

赛胡先阿里为正义而坐

IÌ  

厂如果换1个

I fT-i L, ［们希吵姆（「不同}他从

当上『主席一职。

，政府以

门政权为理山而宣布韶散及

个咯强

们

，另－顶危机也在酝酿着。那就是大马的经济正

，特别是－此

格

大的

，心［人们开始组织群众示威。而其中一次最

1974 年 11 月 21 日。来自 10 个乡村们

(20 公里长的华玲＂饥饿行“Q

生还是听到了有关示威的消

之前集会请愿， V丿

在面对集合在一起的学生时，镇暴警察动用「催泪弹以册散仆
威的群众， 1130 名学生因而被捕。当时支持这顶7J；；威们回
动主席安华依布拉欣还到警局把被捕的学牛保释出来

不久，安华也在内安法令的条款1、被捕 L 此外，对这次早仆
动表示同情的马大社会系副教授赛胡先阿里也遭遇同一命卢

两年后，安华获释，而赛胡先阿里则一自在狱甲侍j
后，他们二位继续在我国坚待他们的斗争。今天，郝胡先阿甩巳足
入民党主席；而安华则在巫统平步青云，成为大马现任第二号最打
权力的人物。

妞 正义而流亡国外

时的希沙姆汀也遭受同等的挫折。叫他晓得肾 h仆）ll」介甘仙
时，便躲了起来。几个月后 (1974 年间），他越界进钊车囚， 月如
了他的流亡生涯。

在亚洲的学生组织帮助下，希沙姆汀由一个国度逃到另 个杠l
度。起先是到伊朗，过后再转到澳洲。

在 1976 年，澳洲的学生发起号召以促使他获得政冶庇护权 (H 

这项行动最终还是功亏一赞。为此，他被迫离开澳洲。作巴勒斯扣
解放组织驻巴基斯坦大使的邀请下，他抵达了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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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了几年，比利时政府赋予他政治难民的身份，、因此，他得

以在当地修读法文。之后匣到英国威斯敏特大学完成他的电的及手

｛、久前，副内政部长拿督美格朱聂宣布，希沙姆汀巳不再是对

国京安令且有威胁的人。所以，他能自由归来而无需担心会受到对

（寸，l

虽巳获准归国，他也付出了重大代价！

显然的，这是个逾期巳久的决定。根据英国方面的报导，当希

叶姆门听到这消息时，简直兴奋得不得了。理知道人生没有名少个

加们， 九其是对一位对祖国满怀着理想的年轻人来说，这代价直是
人入「

如们如何，这是希沙姆汀在他的生命中所做的抉择。他认为

I古不应肾口是一呼一吸的器官活动而巳，除了我们眼睛所看到，订

肵听到的之外，亡还应当具备观察、聆听等隅思考层次的沽动
否则，我们尤异干只是拥有感觉器官的行尸走肉而巳 6

遗憾的是，在 11 月 19 日，希沙姆汀终千回到一个他所不熟悉

的乡十。在属千他的年代里，年轻人都满怀理想、勇千承担社会责

i气仁他们充满的是干劲、热忱及把理想实现的雄心，呾是贫苦人民
怕代言人。

的 应 我检

而今天，年轻人的理想火焰巳暗溃了下来，还失去对生命意义

诅书的意识。他们不像他们的长辈们，他们对社会没什么贡献，

乐主义、物质主义、游荡文化及无声文化。

希吵姆汀的归来，正是对新时代青年们提出的一个挑战。”在生

命中，我们有许多的选择，
道。

（本艾作者为马大

动协调员 0)

会及人类学学十窍

自己
" 

。
样说

曾在“大马人民了声”扣 (14



I 

们人都知道，反对克是 个硉

-.。但不知道是大选开始升温

”们关系，扛来频肺有人

的门格文人们，平说“两同杂

人们｛言， ) ̀` 

囚廿t,,（皿

口f丿，'""儿）七

旨

都会滥用权力及1＼可信仆 " 

国的建国者千张分散及分享权力，以钝－个麟得入多

会控制肵有的政府权力，并在政府内建立叫确的权力

以权制权，以野IL制野！L（）他们认为政府固衭有权统市

入民肵控制）

` 说怕"

TEM。西方民主的＂监督与制衡＂，最清楚地体现在司从－ ｛丁lN及
立法三权分立的体系中，但在民主政治中，反对党是制衡及监督执
政党最主要的势力。从英国工党及保守党的角力战中，就可见奴 XI
党制冲力之一斑。我们常可看到，当英国选民调查屈示[觉饰先们
时候，保守党就会小心翼翼地调整步伐，尝试检门本身们政笚 (1 

英国 1990 年大选前，假如保守党没有在最悛关头撤销铁娘臼门人 J
税，今天执政的恐怕是工党呢。

我国目前虽然还没有一个像工党那样具强大制衡力们权对克
但我国现有的民主，基本上是札根於这样的－种“监督与制向们
制度。这个制质一旦失控，也就没有民主可言，更不可他出现如政
府。而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没有人可以担保自己小滥权，更小可川
有一个政府能在不需要其他势力的监督与制衡之下继绪是好政府吹
成为好政府。

这应该是朝野的共识、而假如朝野都有这样的一种共识' [}付 1i7j
杂货店不如一间超级市场”的论调就不屑一驳了。

雪华青供稿／雷呫青旧卡内1 h f l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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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帝汶大会

被追流产

/ 

二届亚太东帝度大会被迫流产，“破门而入＂的执政党青年

团成员翍报章形容为“暴徒＂ ；副内长梅格说理提控他们，

因为这方式错误；副首相安华马上澄清此事与政府无关，并

甫申民主法治的基本国策。民间团体雪华青发表文告，指出一些国

阶青年团的母休竟然支持破门行为，令人遗憾。

大会流产后，破门而入者自辩“大会千冼印尼内政，有辱国

休， 《新湘峓时报〉集团总编辑卡迪雅欣给予严厉驳斥，谓一小撮

人不理我国提倡的容忍精神，还滥用政府，国家与人民的名义去

忳暴力并加以合理化。他形容示威者”行为粗野、乱掷椅子和卓千

及市碎玻璃＂门卡迪雅欣说政府巳劝请主办当局取消会议，但也段

有重进一和的十陟行动，而警方也承认会议是在闭门方式下进行，

办者并不需申请准证，没有违法。

一名外国的与会者惊讶地面对这批破门而入的青年，同谓

忡官在肃国是司窄见惯的吗？“显然指责此事”有辱国体”，再对

昭副首相左华的澄清，年轻一辈是否会动摇我国国体 ，』』当他们

机会掌权一一值得关注。

印尼在 1976 年介入葡属殖民地东帝度的内战，甘列东帝汶力且
属地。 1991 年发生屠杀事件，却阻止不了东帝汶人民咯恃奋f求取
独立，争取联合国的承认，争取国际上承认东帝汶自决权的浪潮
我国非政府组织主办这项国际大会是在追求国际公平 l［又 f|
如我国政府也关注波斯尼亚人民的命

内政。

东合或马印

, 1994 

某些新闻评论曾认为 3
艾何从破坏关系呢？

曾
大

国际社会承认东帝汶入民的独立匹动不会因
大扣留中，名名外国记者也牵连在内，国
门而入“，同清东帝汶争取独立的声音大增

大会流产，

牛_,,,,°"-.11,,J 仁，

制而宣告流

网新闻。

、｛寅讲的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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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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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大选胜利过径加入国阵成为执政党；近例则以沙巴团咭党之“跳

蛋＂议员为最具代表性。两者不仅是违背当初人民选他们的符愿，

甚至大有欺骗选民之嫌。

一个没有基层组织监督的代议制，

心态肵产生的问题，

把全部的希望都押注在代议士身上，

议士随时有“变节”的危险性。

和华杜盼望政泊救犀出现们

卧基层群众不甘L，也 1 、

因为在现实的政治圈子里，代

,
1
;
1
l
,
I
I
_
~
~

，
I
f

扩
晶
霄
，
惯
胃

' 

' 

自

咖
｀

其所有们公民在国家的决策过捍
也因为当叮其合格扮：如门公民口

”才有可阰进行

入口的激增“全民议会”已是

主代议制的出现。所谓们 R 主代议，

出他心目中理想的入物，并把他身为公民肵
，让他在议会尺力为他们争取权

/ 

衡植标准，是胥视人民在决

入民il论议题的困难，但

口入，致使基层群众的爵见不能被传

监督力量伐国的政／台让

远例有护六十年代身为反对贲们民政

被动为 动

基层群众组织自己的监督团体或压力集团，是一种寄叩自己 Y

代议士的体现。它所发挥的监督力植，不单只牵制代议 1做

出违逆群众之举动，它另一个重要意义是使到基层群众仆这样的1\

议制度中，易客为主，化被动为主动，它将肯定和强化群众叮国
决策过程中的参与权和影响力。

欧美的先进民主国家中，活跃而且庞大数筐的非政府组织，让

民捍卫自己在国家决策过程中参与的重要据点 u 这些仆政们组

织不只被动的做监督工作而巳，它们甚至对反对他们者及中业者1月

行有力的游说 (Lobbying) 。人民正是通过这样的管道，纭与并肚

响国家的决策。

国的民主代议制若要匣完善，人民对国家决策的纽与权中(]

保障，那座基层群众的监督或压力集团就必须好好的组织扎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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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的基本权利

来西亚非政府组织人权宪章的第 16 章对原住民应有的权利

有着明确的声明：

l6 1 原住民应有自主自决的权利，这包括他们保留及控制自己
们j地及包含忤领土中的所有资源等不可披剥夺的权利。他们也有

自己的生沽方式的权利。

16 2 原住民有应用及发展他们的文化及宗教和保留他们的文化
忤怔怕权利．，他们也应获得有关物质方面的改进的充分机会。

这样的基本权利，对于也是砂劳越原住民一族的普南人来说，
阱星－种奢侈的期盼，又是他们长期奋斗的目标。

俗权 (Native Customary R 

招过半数的砂州人口是由 37 个原住民族群所组成的，普南人则

占了总人口的 0. 5% ( 

域实践传统的原住民习

(Menoa) （普南人称 Tanah Pengurip), Menoa 的上地包栝 同吨

多间的长屋、原始森林、再生森林（休耕林地）、种植地，用口怕
鱼及其他活动的河溪。

由於原住民应用传统耕种法，

恢复其肥沃，＇）这些十地是他们的

有强烈口 J I 口 1中勹人 1-U闾～＇

森
的食

及“百以中勿 , 

聚会。

可被清除或休耕，以让－l
同时对他们业说，勺山，目

编
．

, 

i

入

他们和大自然是互相协调的，森林与l地就好比他们的1 伽

而他们的俗作也都有一个杜群的共同约定，即原住民习俗（去（八cl ii t 

Asal) 。

lj 
i 

I 针

然而，曾几何时，

冲击，他们的牛沽环境

商业性伐木在 1970 年中期开始进军砂劳越内陆的热带用林
，伐木业钜商都是通过州政府发出的伐木恃许权或伐木执

行他们的伐木沽动。这些珍贵的热带树木为少数的伐木业巨

极其可观的利润。

与此同时，伐木业

以来，超过 30％的砂州的

切免加因伐木业的伸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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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的园 l0% （砂州森林卧面积的五分

也已发出也

|
I
L
,
.
_
l
4

，
认
栩
噶

3
`
I
I

以继夜的进/

桐每年

年的产

吓'))

出

篮
膺

砂州杠 30 ％的森林巳玻砍

二-)的

的季节尤甚Q 199( ) 

00, 000 立方公尺，

, :JUU, dOO 立方公尺这 It

材产量，即～年 9,200, 

同题，也严重们冲击［原住

沽 Q 晋南人便是其中最大的受妀及者

地法令 (Sarawak Land Code of 1958) 

J![ 1953 年森林怯令 (Furest Ordinance of 1953) 都有茶文赋予原甘

尺汇践他11] 的汀俗权们权利，然而，有关当局加丿汃木真正的

住民们习俗权，囚们原住民勹伐木公司的冲突事件－冉专牛

L j 

消失；森林里的珍贵植物如药草、野果树等也遭受破坏Q

生活在森林里的原住民失去了他们的食物、水礼旷恓所 芍物

收入来源。伐木业也使他们的健康受到影响， I 户1'－艾小传喝
了受污染的河水而生病，贾有报告具体的指出仵伐才忆们忖附小

良的比例远远的高过非伐木区的小孩。 (1987 年马人 l伏学院
Paul Chen 的伐木对原住民的影响报告书）

面对着这种种问题，在缺乏外援及被滇视的悄（兄卜，晋阳，人
（尤其是咨南上游的一些村庄）不得不自行保卫自己的习俗权皿
自 1987 年以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都多次参与封锁伐木之路 1们
动，这种和平的行动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的最后，尝试

然而，他们的抗议及心声却未得到有关方面合理的考虑。

议的 发展

民族群便开始为现他们们习尸森林

司作

响了森林的自然生

，选成水土流

土地侵蚀和土地失肥Q

及原住民

致水

普南人首先向各有关方面提出了他们的回题并呐卞曲议 1川叮
他们寄出信件给州政府、地方政府部门＼联邦政府及伐本公司，他
们也会见这些部门的代表。这些努力都未曾带来满常的节出，代 ，1
公司仍旧继续在他们的习俗地上伐木，千是从 1987 斗开始，加什/\!
开始在他们的习俗地设下路障以便阻止伐木沽动堪绪进们

＇，小下 1 日 1队见底利佣有

几平绝进，河水也不再咱胪佽

『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动物的数量减少升开始

1987 年 3 月：各地的原住民开始在他们受伐木怕响们打旧lh 闪

下路障，在咨南及林梦伐木沽动最肺吨的划l
大约有 25 个路障被设立起来Q

6 月： 12 名原住民代表干里诏迫的到吉降1JU 川联 J书攸

府领袖，他们会见了几名部长，旧吐出他们们巾
求。

1987 年 8 月： 7 名普南人被捕，包括一名 11 岁们小引核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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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87 年 10 月 42 名加央人被捕，一名马来四亚自饮

（勺AM) 职员， Hnrrison Ngm1, 因提倛协奾

而在内安法令下被捕，许多路障衱拆6

口87 年 11 月 砂州政府通过州议会修改州森林法令，在新的
法令下，在任何伐木公司的伐木道路上设路障

的人们将披监禁两年并罚款 6 千元。
口87 年 l3 月 从 1987 年以来，总共有 600 名原住民（名数为

普南人）因阻止伐木而披捕C)
网H 年 5 月 C 原住民设起新的路障。

网8 年 11 个 l2 月 23 名普南人及加拉帛人翍捕，

l（如礼 1 个 2 月 罚外的 105 名普南人披捕。

口89 年 9 月 117 名普南人及加拉帛人被捕。

l 叩0 年 7 月 8 名拉让河上游的肯雅人披捕。

1990 年 8 月 24 名原住民，包括 5 名妇女及 9 名小孩在林梦翍

捕。

1叩 1 年 2 月 10 名在杏南区的原住民袚控。

叩1 年 3 月： 9 名在民都鲁区的原住民被捕。

叩1 年 8 月: 10 名达雅人因反对伐木而被判坐牢。一名普南男

名妇人被谋杀，村民向警方报示·
今未有下文。

l叩2 年 2 月．超过 1000 名配备机枪及催泪弹的镇暴警察翍派

住普南人的路障处。

1992 年 3 月，政府宣布成立管制反伐木运动的小组，由马来西

亚伐木业组织资助。

1993 年 9 月大约 300 名警察、军队、森林官员及伐木公司人

员抵达普南 Sg. Sebatu 的路障处，并向普南人

（包括妇女、小孩、老人）抛催泪 9肌
1995 年 4 月，普南代表前住古晋请愿，并会见州教育部、卫4

部以及警方的仇责人。

1996 

这些事情的真相一向鲜为公众所知
公司的矛盾还未解决，他们向政府作出
学校、医疗所）

今天，前南人勹仆

申请（例如－lflh,

因此我们呼旰

(l) 中央政府及砂劳越州政府承认

包括习俗土地权 (Temuda) 和杜区界限权 (Meno,1)
(2) 全面划定原住民习俗地界限，并立即将之记录在档
(2) 停止在具争论性的森林地上进行伐木沽动

在过种习
(4) 

(S) 撤销

(6) 政府应密切关注原住民的

及基本设施的权利6
(7) 制庄--个包含非习

能持续的翍应用。
(8) 

务口确保

, 
IL -J 

俨

。 1 人口1 人民．7, 声：犀鸟的 l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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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废除 《内安法令》
的无审讯扣留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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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无
审讯扣留的法律是违反法治的。因此，只有在非常时期，即
战争时期，才可使用，但是，在马来西亚，目前，仍然存在
着三项关于无审讯扣留的法令：

(1) (1960 年内部治安法令〉（简称（内安法令〉 ISA)
(2) (1969 年紧急（公共秩序和防止犯罪）法令〉 EPOPCO
(3) (1985 年危险药品（特别防范措施）法令〉 (DD(SPM)A)

在实施方面，这三项法令有类似之处：任何被怀疑触犯法令的
入可以被扣留达 60 天之久，然后，在部长的授权下，可以再继续被
扣留 2 年两年的扣留令可以一直更新下去。

在（内安法令〉下，只要某人被怀疑危害国家安全；在（紧急
（公共秩序和防止犯罪）法令〉下，某嫌犯的刑事罪无法在一般法
庭上得以证明，在（危险药品（特别防范措施）法令〉下，如果赘
方怀疑某人和危险药物罪行有关连，那么，警方就可根据上述法令

扣留有关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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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类扣留行动，是否合理或合法，有关人士不能向法庭要

求审查。司法审查的程序已荡然无存；有关的被扣留人士只能在技

术问题上要求法庭作一番审查。

除了上述三项关于无审讯扣留的法令，还有 11 顶法令或条例，

对我国人民的基本入权等民主权利有莫大冲击。这些法令足＇

1. (1933 年限制居留法令〉

2. (1948 年煽动法令〉

3. (1958 年公共秩序（维持）法令〉

4. (1959 年防止犯罪法令〉

5 《 1959 年职工会法令〉

6. (1966 年社团法令〉

7. (1971 年大学与大专学院法令〉

8. (1972 年官方机密法令）

9. (1975 年保安案件必需条例）

10. (1984 年印刷与出版法令）

11. (1985 年危险药物（特别预防措施）法令｝

这些法令（或条例）足以影响或冲击任何人的基本人权L

根据官方统计，自 1960 年（内安法令〉取代{ 1948 年紧色条

例〉以后，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的人数达 2 万人 。 心是内政

部，官方所估计的入数。外人无法确定这个人数是否如此。

在（内安法令〉下，有关当局拥有不受约束的扣留任何人的权

力，而影响他人的基本人权。

二、我国无审讯扣留的由来

我国无审讯扣留，也称为＂预防性扣留＂。它原本是一种政治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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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同时又是行政措施。英殖民统治者最早使用的无审讯扣留法

今，叫《 1930 年紧急法令〉。

其实，早在 1914 年，马来亚英国最高专员巳开始引用当时的

《紧急法令〉来扣留在战争中的嫌犯。

当时，粗殖民统治者吸取了在印度所实施的无审讯扣留惜施的

，把亡应用到马来亚本土。

独立怕，殖民统冶者退出我国政治舞台，把政权转移给本地的

仇政当局 6 本 L的政权继承者也继续采用无审讯扣留的法律。

20 世纪初，我国的政治发展促使《内安法令》的产生。

当时的马来亚包括马来半岛和新加坡。 1928 年，剪殖民统治者

倡面对刚在新加炖成立的“南洋共产党”。

1930 年，“马来亚共产党”在马来亚成立。因此， 30 年代，迅

哨民统治者又面对丁“马来亚共产党”的活动。

原本用来对付马来亚私会党活动的《限制居留法令》，也用来

对付马其成员。

l948 平为了应付马共的武装斗争，英国驻马最高专员肯特爵

_:L, 宣布紧急状态。从此，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

1948 年的《紧急条例法令〉 (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 

nance 1948) 牛效后，早些时候的紧急法令被废除。 1948 年 8 月 12

I』最高旮员憬引刚生效的《紧急条例法令〉宣布在全马实施

且中一j；而茶文（第 17 条）授权当局无审讯扣留任何

年之久，＇

因此，我国引进防范性扣留法律，目的就是为了对付
产党的武特斗争，

来亚共

根据政府印刷馆所出版的《马来亚联合邦常年报告》，
1948年秒，披扣留的人数是 5, 110 人。到了 1949 年，人数增
500 人。

1950 年，袚驱逐出境的非公民达 J773 人。

（第 17C 条），政府有权把非公民驱逐出
3, 324 人披遣回中国 73 人则桃遣回

年报告）

\ " ', 

“防范性扣留＂的字眼，源自

性扣留＂的字眼来形容他们在第

留行动。

的是这是在战争时期所采用

何人和敌人互通讯息，或为了防止任何

防范性扣留不是为了惩罚，

犯罪行为（，也就是说，

危害社会，1 防范性扣留不是为了

止（或防止）他去做他还没做的
犯罪。

而是为了防止或阻止任何人做

， l)s/，月t',

为了阳

明他巳

非官方组织惯用“严峻的"、“

来形容无审讯扣留的
讯扣留

目的

8 , 

《紧

，心他们回国。

f, （叭 1950

例） l 
另－人什1J

I卜什

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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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_ 

1960 年的《内部安全法令》 (ISA)

《内部安全法令〉 是为了对付马来亚共产党武装斗争而通过的法
今巳它 的前身是 1948 年的 （ 紧急条例〉 (Emergency Regula -

1100s) u 1960 年？月 30 日，我国结束了紧急状态U 《 ],948 年紧急条
例｝ 算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而被废除。 但是，当局随即又通
心 了 1960 年的 （内部安全法令〉｀， 旧有的关于无审讯扣留的条文
（第 17 条 ）便转化为 （内部安全法令〉 的第二章的条文之一。 因
此，这导致当时有人提出“换汤不换药”的评语。

尤论如何，当时的法令起草人希克林教授曾在 1962 年指出，这

项法令只是临时的措施。 他说

“我希望在 1960 年法令下的无审讯扣留，指控或判刑等措施，
不会被当作是马来亚的法律及政治领域的水久特色 .." " 

1960 年 6 月 21 日 ， 当时的副首相兼内政部长巳故敦拉萨，在国
会发吉时透媒； 在泰马边境，吉兰丹西部，玻璃市北部，吉打， IItt
叨州等地 ， 仍有 583 名马共武装部队成员在活动。国会，因此有必
要通过这项法令来应付他们，不过，他保证会谨慎行使这顶法律，
尽量避免滥用这项“威力无穷＂的法令。

显然，这项法令是为了应付有组织的暴力而通过的，原本目的

不是要把它当作一种政冶工具来对付非暴力的、合法的政治活动。
然而，自 “1989 年曼谷和谈“过后，马共的武装斗争巳完全停止
了 。 在这种情况下，让《内安法令〉继续存在的根据巳荡然无存

厂 这项法令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内安法令〉含有三个部分， 86 项条文及三个列表。 针对法令的
内容，国际律师委员会概括地把它形容为 ＂执政集团的一顶最完整

的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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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去世的令人尊敬的“反对党先生“陈志勤医生，在 1966 年 3

月 27 日的国会辩论中指出：”在紧急状态刚结束的时刻，联盟政府

通过了这项坏透的极为凶残的法令。它纳入了《紧急条例） 所有的

条文。本来，（紧急条例〉是必须在每年交回国会去通过，而现在它

将无限期地存在於立法册子中。＂

即使现今的首相马哈迪医生也说过：“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喜

欢（内安法令〉。它实际上否定了一切民主原则 。 “当时，他还是

执政党的一名役座议员。（见 1966 年 3 月 22 日《国 会辩论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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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内安法令》具争论性的内容

（内安法令〉中，有几项条文具有争论性的内容。

其中一项条文规定，只要内政部长认为有必要扣留某人以防 I I: 
他危害国家安全、重要的服务设施及经济生活等，部长就有权尤审

讯扣留某人。（第 8 条）扣留期限可达两年之久。

原有第 8 条文，授权元首（而不是部长）这么做。 1966 年，这

项权力被转移到内政部长手里。到了今天，新加坡都还不敢通过这

种转移权力的法令。

令人费解的是，这项权力转移，在法律上是不必要的，因为即

使元首掌握这项权力，他也得根据内阁部长的＂劝谏”来行事 L、 元

首所签署的扣留令，实际上，就是部长的行政命令。

在另一项条文（第 73 条）下，只要警官有理由相信某人的行动

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等，警官就有广泛的权力，在没有逮捕状的悄
况下，扣留任何人。

部长有权禁止印刷和传阅任何出版刊物，只要他认为这些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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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闺兀市）什们军 （旧

可衪危害公安等（第 22 条）。

在保安区内，拥有枪械、火药及炸药等的任何人士，都可钺判

凡刑 (57 条） 且实，在 1960 年的《枪火法令》下，有关罪犯不

面对死刑，、然而，总检察长有绝对的权力，选择采用哪一顶从

岱1窄告嫌犯。有人认为，这是抵触《联邦宪法》中的“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

自从 1960 年《内安法令〉实施至今，巳经历了 19 顶的忧 il 、
11fi i社，叫复～ i1气，都昆作加强部长和警方的权力。在这些修仆法令中，

们扔从吓月加强代国的法阶，而是在使行政机构的权力呾加脏胀

他们的活动局限在泰马边境。

1989 年 12 月 24 日，

署了和平条约，

马共成员巳自由回返马来西亚杜

1992 年 8 月，我国副警察总长

从泰马边境回返家园。在这种情况

合

叶们j

220 名前勹共党员尸

《内

（四） （内

因他们的

的原有目的的。

这项法令袚用来威吓异议分子，使他们敢怒而不敢言，、从

这些年来袚扣留的反对党领袖、学术入吊和且他店跃份

尤其是在“茅草行动”下披扣留的

种说法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I I 

\《内安法令》有必要存在吗？

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根据莱士，耶丁的说丛，《内安

法令》应废除的原因如下：

（一）自 1969 年五一三事件过梭宣布紧急状态以来，根本就不

存在什磨武装叛乱活动。即使有叛乱活动的话，《联邦宪
法〉第 150 茶巳足以用来应付这种局面，因为这顶茶文授

权政府颁布紧急状态。

（一）当政者巳有足够的法律来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故，包括
的紧急状态。其实，有许多法令含有和《内

令》粪似的条文。举例说：《紧急（公共秩序和防止犯
罪）法令》就有许多类似《内部安全法令〉的茶文（）这些
重叠的条文旨在授权当局逮捕和扣留任何人士

（三2) 应该强调的是，《内部安全法令〉是战争状态下的产物书
为了应付共产党武装斗争。这类战争状态巳

。 1989 年，马来半岛的数百名马共武装部队成吊把

（五）战争时期的＼［从不应在日常行政事务中使用

, ＂尤审讯扣留＂的法律，只用在紧急状态行杠 II、I

期。但是，在乃来西亚，《内安法令》所赋予执政当局们

权力，却在日

政府埋应放弃行使《内

由
自的政（行动机。

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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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信仰和沽动距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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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

刊司

捕和扣留们动的强仇丿丿 I,l1] I 

限制 L

个止常的民．t国家，是不应乖离根据庄／台精呻肵律丿起来们

用叫们 儿申讯扣留肯年个符合公平审讯程序的准则

》扣留入时，在许多方面是以政｛行动打［为

仆门叶们但是这」比行动都是在＇国家利益，国内安令哎公且怢

＂们幌f卜诽11 WJ 

a(l上们用

, 
,/ 、

j
i

三且，个ll

i | 

I] 1\ 

II-.l勹占 'J 极 l-－l_ l 

已成（当权者散完憋们叮政］目 们仲

钊（去庭们审查。心顼法令轴用来管制传媒

同叮也膨响了公民们杏质和思相叹l~芢

衱米用 3 维护基本入权的（去市准叫将殷望彖

}也就谈个上唯护人权了

尤利们
<It):-l

申

(11 古拉 ，这篇又草妀丐门莱十心｝III I I虾勹」的博｀l． 1俨仑又 11-' 的- 1 孕

节。这篇博十论叉已借队一本庄律著作，取名力《，门政，威

］的自由－－~政权至上的研究》）

T尔 有良私

, 

/ 

我们这个腐於法治的国家，假如你的屯估翍窃叭，邮（牛队
检查，或私生活被大众媒介公开，你是石阰够口隐私权

(Right of Privacy) 被侵犯的理由起诉对方i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二条说： ＂任何人的私 /l飞扩

庭、住宅及通信不得任意被干涉，他的名誉和荣酱不得被加以攻

击。人人须受法律保护，以免遭受此方面的干涉或攻击。＇

於 1976 年生效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International Con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w) 1'1勹笥＼…I l、

也作出了同样的声明 Q

世界性的宣言及公约虽然为人们提供了隐私权的保陌 j {Il L l|1 
际上只是一纸人权准则，其中“公民权利和政巾权刊囚 I）/f＼尸

约”对签署国虽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 (legal binding) 月签署

国的国民提供了起诉权，但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其效力是差强入

的，其中对於判决的执行贾是一个棘手的大问题。再说，马来四W

也不是此公约的签署国。

因此，隐私权及其他人权在我国是否获得保障，取决旷本国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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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丛及法令规定，）而众所周知，本国的法律是英国制的｀所以有必

灼＇凡认识隐私权在剪国的地位。

私 国的地

扭国虽然是世界上议会民主的先驱，但令人惊奇的是，在心个

国飞 I隐私权并未获得应有的保障。换旬话说，剪国人还没有隐私

在这方面，最权威的法律根据，是发生在 1979 年的－个判例

在卤－们，有一个叫梅仑的英国人，被控以偷窃罪。主控官呈堂们
11l I，居久厂中， 行电估窃听的节音，梅仑俊来通过民事屯伦，以隐私权
钺侵犯r'l1]叩巾起贞臂j]，认为警方在未徵求他的同意的情况l、窃盺

他 1'1"] 电卢旯 种对其隐私权的侵犯，理求法庭对其隐私权给于认
叶，及赔 1尝 盺审此案的大法官罗袚梅格里 (Sir Robert Meggerv) 

1位回「徇仑们中请，其理由之一，就是范格兰法律根本没有给于一

劂1] 隐私权，甲没有特别的隐私权保护私人电话交谈。因此窃盺电

呫并个他构成所谓的违反隐私法或侵犯隐私权。

梅仑传来向欧洲共同体的人权审查团 (EEC Commission of 

Human Right) 起诉英国政府得直，审查团认为葵国政府违历了
lq50 们“欧洲人权及基本自由保护条约”(The European Conven 

110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 

(l1)ml(l50) ?E 8 茶有关隐私权的保障，）但梅仑只获得一纸叭由面
i',, l情［叶队）江扑］确州 1眉及执行欧洲共同体人权审查团的判决 3 甘邯
山忙飞＼洲人权及从本自由保护茶约“只是－忡国际

国丛律的部份。

所以，在英国，假如你的私生活被干扰或被侵犯，你只能以隐
队权以外的理由采取起诉行动，如诽谤、环境干扰、侵犯、恶意中
伤等侵权 (Tort) 民事案由。但这是假设你私生活袚干扰的清况，

也同时包涵了上述侵权行动的案由，

允许采取有关的侵权行动，也失去］r

因为这巳经是另外的一回事了。以电话翍窃盺或私人艳照披六

例子来说，通常都很涉及侵权案由，这大概是剪国皇妃韩姬及

娜在最近的艳照风坡及电话披窃听事件中最大的困们

隐私权之所以不受英国立法者的重视，其主萝的原因

为了赋予行政机关甲大的权力，这儿且表现在警方们

一路来司法界都

令的情况下搜
_ `_，卜的事物，

I I I 

囥早仲

可侵犯的，但任何人们家，都不衪骰用来什为贼叭们收载

所。＇因此，没收未祯搜查令指明的物件是非法怕，但若警方丿＼ fi,1 

合理的根据，如相信该物件是某罪案的凶胖等等，伸可加 l'丿

收。这种例外的权力，纵然是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丁”也同甘有

效。

情

来四业们宪法，并没有明确的忤别争叉保护！｀人的

甘 h面，假如：：f头招料对有销悍怕估，叫目前为 ll· 雨
吨粹讨论个人附私权的判例，为附私权们地位作出们ji-[

不过，值得一谈的是，我国宪法第 5 茶（］）而说， “除非根据

律，任何人的生命及个人自由都不他祧剥夺[) "议 羊款中们

“个人自由“图是否包括了个人隐私权呢？我国著名人法官敦外

-} 

i 



74 社会琶论藕
』．．．．．．．．．．．．．．．矗．．．．．．．．．..蠡·蠡 ． ．

安曾在一个关於护照权 (Rights to a passport) 的联邦法院判例中

诠译宪法第五条 (1) 项。他认为，第五条 (1) 顶本身不是一个独

立的条款，它必须连同同条中的其他条款一起来袚诠译。 基於第五

，节中的其他条款都是关於一个人在被逮捕中所应享有的权利如人身
自由权 、 寻求律师援助权等等，所以第五条 (1) 顶的“个人自由“

应是指与“身体”(person or uoJy) 有关的权利 C, 故此，敦苏菲安

认为第五条 (1) 项不包括护照权。 这个判例所谈的虽然不是隐私

权，但从敦苏菲安的诠译来看，宪法第 5 条 (1) 项似乎不大可能包

泊个人隐私权。

有关第 5 条（ 1) 项是否保护个人隐私权的问题，其实并非空穴

来风。 早在敦苏菲安的判决之前，联邦法院在 1970 年的一个判例

中，曾经触及有关问题。 在此案中，被告被控以谋杀罪，在高庭的

审讯中，法官允许副主控官盘问作为被告证人的一名精神科医生有

关他与被告之间的一些专业性谈话。 当祯告上诉至联邦法院时，联

邦法院曾讨论主控官盘问医生有关他与袚告之间的谈话是否侵犯了
隐私权，违反宪法第 5 条 (1) 项，但可惜的是， IK院税来只集中讨
论该专业性交谈作为呈堂证据之合法性，并没有对隐私权的问题作

出深入的讨论。 . 

因此，第 5 条 (1) 顶是否包括隐私权的问题，还不明朗 。 不

心 ， 可以肯定的是，英国法律中关於搜查权的部份，晋诩上被认为

应用於我国 。 而且，相当多的判例显示，我国的法庭一般上接受在

非法搜查中所获得的物件为呈堂证据。 在非法搜查的例子当中，很

名时候都涉及违反隐私权的问题。但我国的法官们普遍遵循英国法

则，认为非法搜查虽然非法，但假设由搜查中所获得的物件与案件

有关，其非法性就不是重要的了。

另 一方面，我国的一些法令如《 1952 年危险毒品法令〉 、

《 1961 年绑票法令〉及《 1975 年基本（内安案件） （修正）条例〉

在这个国家，你有没有隐私权？ 75 

都赋予有关方面莫大的权力进行电话窃听及其他电讯检查，使违反

隐私权的搜查合法化，受害者也因此无从向法庭提出申诉或抗议。

美国有比较明确的保隋

在标榜民主自由的美国，其个人隐私权则有比较明确的保陷，

在这个国家，隐私权是宪法赋予之权利。美国立法者一般上相信，

“每个人都有一个私人的圈子；而这圈子，是政府所不能跨越的 。 ＂
因此，其宪法的第一修正案肯定个人在信仰、言论及结社方面之 自

由，保护人格隐私权；第三修正案禁止军人在和平时期驻扎民产 ，

以保护家庭隐私权；第四修正案反对不合理的搜查与没收，保护个

人居住空间；第五修正案反对强迫性自我揭露 (forced 、elf di 、

crimination) ，保证个人讯息私有权。

这些宪法修正案所赋予的隐私权，并不是一纸承诺而已 (·， ,L(1

一九六五年的一个判例中，被美国最高法院第-｀次接受为个独订

的宪赋权力。在这个有关立法禁止售卖绝育用品的判例中，最高性、

院认为有关法令干涉及侵犯了个人的婚姻隐私权，因为任何人都自
权利决定自己要不要生育，而这权利是不能袚政府抹煞的 。 随仗，

美国法庭也以隐私权为由，废除堕胎法u 法官们说，隐私仅包括了

妇女决定是否要生育的权利。不过，有趣的是，最高法院曾在 197(,

年否决了两个同性恋者的请求，认为禁止同性恋并尤违反个人隐札

权！综合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发觉，在我们这个以英国普通法作为

样版的国家，个人隐私权并不受到重视。在隐私权与行政伸利 '

间，我们的立法者往往选择了悛者。个入与国家，入权与使利在现
实中固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给予行政机关太大的权力而忽略 I

发展人权，久而久之便会造成民主制度的变质。立法者应该坚待，

任何拥有权力的人都有滥用权力的倾向，而绝对的权力会造成绝对
的舞弊与腐化，继而导致人权遭受践踏。



兀杠会言记隔

有鉴十此，如何叫行政权让一让步，使人们活得吏有尊严，

代国民主的严峻考验。

（作者谢春荣律师，力雪华青团长。）

运叫）勹校园民/[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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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罪求也将日益提高。但什么是民主？
大、更多校园的自由权利，是否也能充份的了解义

的分野？回答这些问题，不能不牵沛到究竞我们该如何贯彻尺
冶教育这一课题。

校

想不同

法院），

法修正案》规定校长遴选｀设置军训，巳
权，也导致学术不能正常发展而且缺乏自主性孚
化；然而执政的国民党则认为军训有助国防，

谁要教官退出校园，谁就是害国、

今年初

呫动而和院方产生冲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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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i - ( 

生绝食伉议，校方开除扛光耀

对方Q 耳汇昂好的民

日｝极端的民］ ( An ex 

）认为任何极端的尺「

佣一1平t

］：哩表现在学生什杻忙l

表示蔥见而有叮也可

。其霄朽园民十们产

归们肪射，或i午也是学生对甘会艾心们一种

八， ＇）社会大环境的在化，学生基千芙心与理相，也

向，例如芙国早期较大的学牛（古动；，于牛提出
I&LI” 六尸一一号都与美国和整个国际书济方屉有

，入郘份是 I月为

满肌 j)·1i课程的月，义，

们甘宿管埋伙目

仆上羊校行政人吊又

意见， 仁丿，致
独立思 J \ 

牛自我们
－尸 1}几l立．叫欲言的表达自

系讲师蔡明发博十指出，＇＇ l $/,'\ j 1勹
，而尤谓地害怕发言抇心自己的言忙会导

学生远劝与校园民1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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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被逮捕＂的下场。他认为，很多时候，其实是大家过顶自们勹

束，导致不敢发言。当然这也反映学生面对法律盯所承受们什力

在全球学生运动都巳退潮之际，韩国学生运动仍叭佷什叶1 」儿

民主发展息息相关也它长期以来反对作人政府，也门加们II l 
预内政，对于南北韩分裂的局面感到小而l，要k国家绩 韩 Ii11 

生的示威运动，从 60 年代的反日， 70 年代的反军入统治， i、 8(）什

代的追求更多民主，都是一脉相承。这些学生的走」：（打失， j+小忙
单纯的激进反政府行动，而是被视为一个社会现象，有独拧们川

色、起源、传统与演变，在过去 30 多年军入统市期间， L也是门
的良心。

湾 40 多年来的学生运动，也是一，皮三折。他们曲～d出）怓 冲

谈会，陈情等方式去表达。在 1971 年底，台人校园们一次大叩冲队
，分别针对改选民意代表，社会服务团及民族［义等课题行jjj1甸

腌，激奋许多青年学生原本麻木的心灵，迕带地冲山」丁口;"J 1~- l 人
（而台湾历史上第一宗大学生控告校方的案件是什 lq87 tr lI缘
湾大学六名学生，由千在校园内示威受到校方处罚j ，过透过 l\ lI 

诉讼形式控告大学当局。

学生对本身的权益的重视，勇千开放自己去表达意见是应该
依循民主、自由＼法治的观念来行使其行动的，）民-i～不外寸打

。没有民主的法治容易造成极权专制 ;IQ有从 1f咱甘＼／「仙j
违成混乱灾祸 两者须相辅相成，以确保什会的稳凡 (HK i^ 1,I勹杻
及建构则是互动的。

教音 动的

校园中的民主教育，除了通过课程的设计、传授之外，罕札钓
师的行为及态度也直接会影响学生的认知。传统中国人们rI格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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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人格，若领导方式处处表现为权威行为，不知尊重学生人

不知重视学生感受不能忍受学生提出不同意见；若训导人吊

叩对学仆亦诉诸权威，不说明事物的道理，而以权威处罚，使学1l

畏惧，这都会对民主教育产生不良影响。

另外 学校理求学生守法，学校本身用来约束学生的规范必须

礼合理规范一旦制订便理遵守，不宜破例；其次学校行政人吊

灼教师本身亦罗维护与遵守既定规范，不宜将人情面子置千规范

皿树立不良例子，否则有法等千无法，法冶教育将难落实。

学生会与学牛自治活动最能体会民主的实际经验。透过班会的

半 11' 、 i-I I才］ f部的选举及担任职作一方面对民主程序他「韶与

瑁冈 方面也知道服从多数、尊重少数的实质意义，贯从社团 I/-l

怕巾伲担任中学得确导统御艺术，培养妥协、肉通及表达等他丿丿

风｝『教育毕靴罪陷实在生活中实际体验，而不只是认知而已

当前民主法治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师生关系，校方与学

团体的角色、定位都应以互相尊重来对待，以一定的规范来界

叶 过席压制的权威、反民主的法律，只会造成甲大的冲突、对立

勹杭争 用压制得来的今天表面的平和，并不易用来估计内在的群

情不满会成为明天怎样动荡的源头。我们岂能忽视社会转型中的

国民卞趋耕勹怯冶罪求？

见律师队｝权利 8J 

国好莱坞的警匪片中，常常会出现 个这样的镜大 崎
人横警方人员扣留俊，马上理直气壮地理求萝会叫他

的律师，或者对警官说，在征求他的律师的商见之前，伽
什么都不要说。香港的电影也常常有同样的画面，惟且律师们开兔
常常是有占翍卫化了的 r,

一个人在披警方扣留时会见律师们权利，在我国是一种号弈（丿＿

保护的基本人权，但这种权利?在实践中常披警官们否冲『
方是否有权力否决你在披扣留时会见律师的权利呢？

叫

言 个人彼扣留时§

须翍允许会见律师及请律师

这个条款有两段，其后

问，有会见律师的权利。

明令

留的理由

人在披扣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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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们的诠释法

如1的法官们，又是怎样诠释我们宪法第 5(3)章彶半段所赋予的

肉种权利呢？

在过去的一些判例中，我国的法官们基本上都同意 ：一个人在
披警方扣留的时候，有会见律师的权利。我在这里不想详尽地分析
这些判例，只想简要地引述一些大法官的话，供大家参考。

黄忠进大法官 (C. J . WEE CHONG JIN) 说： ＂毫无疑问

的，一个被扣留的人，必须在合理的时间内，让他行使宪法所赋予

的这种会见律师的权利 。 ＂

赛．阿基咨拉咨大法官说：“一个袚扣留的人，在他祯扣留的那

一刻开始，就可以行使宪法第 5(3)章中所欴予的会见律师的权利，尽

管岱方的调查尚未完成。 ＂

前联邦法院院长敦苏菲安 (TUN SUFIAN) 说 ”被扣留者在

玻扣留的那一刻开始，就有权要求会见律师 。 但这个权利的行伸，

不能损害到警方的调查工作。＂

我们的前元首拉惹阿兹兰莎 (RAJA AZLAN SHAH) 也曾在

一个判例中说 ： ＂一个披扣留的人，不是要在警方完成调查工作彶才
能行使他会见律师的权利 。 他在被扣留的那一刻开始 ， 就有权要求
会见律师 。 惟这权利可能不能马上被行使，假如它会影响警方调查
工作之进行。＂

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孰重？

从上述大法官们的判词，可以知道，虽然他们认同宪法第 5(3)章

后半段的会见律师的权利，但他们也普遍的认为，这个权利的行使

被扣留者会见律师的权利 83 

不能损害到警方的调查工作，或违反正义的执行。否则，这种权利

就不能马上被行使。

这里边关系到一个重大的课题：公共利益 (Public interest) 打

个人利益孰重？法官们通常是倾向于保守地笆公共利益於个人利益

之上，而不是在两者间平衡两者的轻重。人权的斗争其实就是国豕

机关与个人之间的一场战争，两者若不能势均力敌，就会造成某一

方势力的膨胀。

法官们保守的诠释法，间接地为警方提供了否决被扣留者会 见

律师的权利，让警方能以损害警方调查工作的理由，拒绝让被扣留

者在扣留期间会见律师，尤其是在警方的调查工作还未完成的时

候。

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警方作为国家机关的重要成分，其职帘

当然是打击罪犯，维持公共秩序。能不能有效地打击罪犯，当然是

一个关乎公共利益的正义问题。但是个人权利的行使，难道不是 夕

个关乎公共利益的问题？不是一个关乎正义的问题？

假如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宪法第 5(3)章所赋予的权利，

应该是一种无上的权利（正如宪法第 5 章所赋予的其他权利），而

不是一种由警官们的意愿所决定的权利。而我们更不能够先入为主

的假设，一个被扣留的人被允许会见律师后，就会对晋方的调查］

作造成破坏。律师的行为是受法律约束的，他必须劝告被扣留者溥

循法律。 警方的工作是为了打击罪犯以让正义得以伸张，但律师们
工作也是为了正义得以依法被执行，确保被扣留者的权利不会玻剥

夺。因为一般的扣留犯都对法律无知，他必须获得律师的协助， 才

能知道他作为扣留者所应有的权利。正如英国大法官 HUDSON.I
所说的：”对千一个被警方扣留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权利也就是获得
律师帮助的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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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放的态度诠释宪法条

举个例说，我们的刑事程序第 112 条文中说，一个人有权利不

回答警方的任何问题，假如这些回答会使他被控以某项罪名或披处

罚的话。像这种“无须作答＂的权利，假如没有熟悉法律的人的引

导，一般的扣留犯怎么会明白？而警方又怎能乘人之危，抹煞扣留

犯在宪法下的这种保障呢？

个人们在发展声中渐渐忽略入权的时刻，我们实在有必理

以甲开放的态刚去诠释宪法第 5(3)章所赋予的权利。

l （假如个是绝对）的权利，而不是警官老爷们权力底下的一种施
',、才能符合并体现我国宪法第 5 章保护个人自由的崇高精神（勹

而假如我们认为个人的权利行使不应损害公共利益，那警官们们权

月行使，就必须给予明确及严格的限制，并随时可以披法庭检查，

以确保警官们的职权不会被滥用。

（一）

谓学运就是

意识的社会IJ 勺Jo

府时，肵椎动的就

16 年前 12 月 3 日大批

带来的“人祸”时，所

但是当几

么庆典时，那椎动

r动的学 lJ

i 可言的）

变色，一定萝把它连根袚起'

考、行动时，什么权钥也不卖账，

部份的人民运动是当今震憾“东西方＇

他人民一起站起来叮所产仆怕， 白

入民一起拉倒全1．焕独裁政

。当马大及且他，大飞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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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为何在大马谈学运？

当 1978 年末，百名社会工作者无喘端受内安法令拘捕时 、当升
旗山披划定要被“毁容”时、当我国最高法官祯弃职时、当人民在
土著金融丑闻中无端每人各损二百马币 、 当建过俄城斜塔的巫统公

司大马联合工程公司被送上建筑南北大道的红包时、当失信人民的

马华政要从新加坡监房放出来，还被英雄式的欢迎时、当坚持大专

法令的安华教育部长到大学受欢迎时，这些算不完的大马“难念的

经”一发生时，人民，包括学生都会愤愤不平。但因为我国政权的

垄断及人民力量的溃散、薄弱，大多数入民只能忍耐着。当然也有

学生巳太过失望而装着不闻不问。这个时候就是谈学生及其他人民

运动的时候。全世界的学生运动都是因为这种忍无可忍 、 强权紧逼

的时机造就的。在社会水深火热时，既使往日“双眼只看文凭书，
不闻窗外事”的学生也不会袖手旁观！

现在我国的清形就是这样。不平、无理 、 县J.FV°

化 。 问题：我们要如何有效的反应呢？ 1 

,
'
,
_
，

一

＿
＿

贪污等巳普邀

（三）真的这么糟吗？

我国没有入饿死或袚枪杀－ － 像南美、非洲或菲律宾那样， 经

济又巳 回复，人民怎么会反叛呢？这是一个妥协的说法 L） 我们发

言行动、结社的自由或称为基本人权，在独立了四十年后还不能

得到保证。大专法令是特别针对大学生而拟的。经济上虽有高度发

展，但人民并没有普遍受益。少数的人 － － 所谓“精英＂份子，用

我国有限的资源 － － 石油、木材等大发横财，破坏了环境，也不许

应该作主的人民共享。 假如人民真正的作主了，入民会允许这些事

发生吗？我们须要等到民不聊生、战火连天时才行动吗？

另外一点就是因为人民还没有行动、作反应、当政者还可通过

法律途迳以压制勇于反对的人民。当人民行动时一一看肴现在韩

国 、 缅甸的例子，当政者是会毫不迟疑的用更强硬的手段来压制人

民的。在第三世界国家里，这种所谓“自由经济、铁腕政治”的
“发展主义”已被识穿，它只不过是强权政治、反民主的延续而

己！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大马还是同受此命运！

（四）大马学生向来这么不济吗？

自殖民地时代，大马学生已为国家前途开始奋斗 。 现 今的领

袖，不管是在朝在野的，很多当时都是学运份千U 但当然也有许 名

是受英国殖民地主的偏爱，被选择接管政权，使到我国社会的莲竹

形式还盖着“在英国制造＂的盖章：即经济上还大批靠原产品出

口；政治上还是强权一党坐大；文化上还是崇洋得很 1 学生不断的

为这些事提出反对。这反的浪潮对也随着学生人口及识宇率提高而

增加、扩大。到 1969 年时，大马的大学已增到 5 间之多。

由于我国的教育制度也是英国殖民地时代的产品，缺陷很 多。

不但教育教材有偏向英国或西方的倾向－一－比如只提 Franc伈匕ghL

开发殡城而不说当地居民的贡献，学习制度也特别严格，规矩繁 名

及受政治干扰。大学生曾为了入学必须向经警方申请 Suirnb如 y

Certificate 而示威抗议。但这类校内行动到 1967 年已扩大成全国性

政治运动。 1969 年大选时大学生虽没有参加竞选，却到全国各地为

人民讲解人民的选择，揭开一直执政的联盟政府的尤能腐败u 结织

联盟政府虽未被击败，却惨遭历来最大的打击。五．一三骚乱后 ，

第一个大专法令则在 1971 年通过，希望能从此压制学生运动。 在这

一年，警方也开大学历史先例，进入校园捉入，使到大学生为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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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们自冶权力而杭议。

＼五）大专法令是紧钗咒吗？

假如政府这么想，那么则大错特错了！学生的力量会随着各学

If团体的扩大而增强，写在纸上的条文并不能阻止学生每年都举办

1'1/^ ］沾动 包括不威等政治活动。 1971 年的大专法令是第一个证明
从律虽可有约束性，但当人民主动的行动起来时，他们是有方法不

且完伞牵制们 这对於今天学运的“低潮”可作一个很好的

怕叭叩 I:！学仆令而导层与学生及人民失去联系，既使没有法 4,

也无所仵为'

（穴）

1974 年有两件事使到大学生再度与校外人民有并肩杭拒当权瓜

1［世的机会 C) 这时机是当年世界不景气冲击马来西亚最严重的时
钊 原产品价格猛跌，使到本来巳在贫穷线下争扎的人民颜临饥

饿，怨声载道。

普年 q 月，在 Tasik Utara 的非法居民突然收到政府理拆屋的
曲悍，心JI\，居民原先得到政府的答应，可在大选时支恃政府的请况
I 仆那甲什 l、人，，他们甚至把村名叫 Knmpung B,1risfln N11tio1wL 

到经济不恨气打击的城市居民向各方求助，绪果醒觉性
已高们各大专学府学生即刻从各校赶到声援。虽然学生本身有
廿1权力自由受庄的问题，但为了人民，他们不惜把问题搁下以支树
人 f飞，，十名名学生领衪也因此而披拘留。

11 月中，发4华坅事件。不景气所引起的通货膨涨，加［原产
品价格猛肌，肥原来已是最贫穷的华玲农人 K 名数为橡胶 I

从三邑＼闷内外观点霍九十叶代气'm路庐瞿
＿勹勹丁一言．．争庐·个｀．争，争一可言下言言了勹仗 '`'r 一俨一－ `'- ` ．．｀令，．一气，一．，一气·才哺．扁，．｀＇上，了一了了－ - ~．一一、一

人句迫到走投无路。他们成十 求政府支甘丿， 小

延到华玲以外，1 1 名各伈各肋＇之r1 
在吉隆坡示威支恃挨饿的 ／钉 l'J, s俄 h肛－faf梦飞 1 f j 
人民一－拘捕了成千名

（七）

令 (f、 I 單沪们

的弱点很多，从回顾的观，占来看好几件事应成为几 1 叶
代学运的前车之鉴。首先是既使学生巳勹人民站杠 起，们最
是不足千互相照应，以成为

时事式的的行动上。学生并没有长远目标或1「动方针 0 j邓言二, i'I 

多学生的反应、行动迁处於道德性质 (Moralistic) 阶段，没有足陷

的政治策略及分析('

另外一个致命伤就是种族关系。，许名课题当时，还可把学叶i1/ fr 
一起比如大专的自治权，反对美国帝国］：义 Tasik Utara 2t1•,, 勺

华玲事件等。但学生的斗争目标在最后阶段却尤疑的翍改穹成种旌

性的抗衡n 理怎么把这回胚解决，就是几十年代学牛示动们首西门

务。因为在L十年代怕

的户从｝气报童也绍］他 (1,I 额外 1们也，l＇}, I 1 11 }凯叶

在种族或且他同肪l～严重分剔 II寸，邯么伺机怕打权 ill
就有机会突击，为自己韶圃

（八）

l j 1个｝廿扒甘t., 从汇阮 /JV, 久勺 1!

、文化等 111l 



止义奋 I

＼反对种族主义、霸权主义等

＼力钱东而不顾－切的形象很大们

生昆独立悛新们叶从他们的 1了动

们 个最大相青 u i因种独立思考 ［丁动

的。几制他们是当权者首婓仕务丿那么L |俨

留矿当时繁名们

L I 、' t1「同 !Ti] 从 ll叮切几义 1砰叨闱展不品呢？

,, ~1;" I 

（九）海外

~J I 

的“新生力”!

儿个郘份 L丿

且 本来作为顺民们 代学牛，翌 f了学正（先礼之加，门名什
廿／f复哎就业时，继续为理相奋l C ~午多非政府组织 职」－ - 
日保 妇运团体都有相当多当时学4的代表） 学们们讲师＼民情
1才--I1本店队入物 文艺界等都因门学：］会而名／I改观 叮j广忤权者愚伬

且他仆j的批判 除l了牛沽赚钱之外，

们打大到为甘会着想，找出路， tl刊女忤
3 他们 前学m份f是叫束西册的中
的贡献 他们思想 1丁动门山们曲，l~

;~ 寸
t
[

上
t

＇人民政 1行“给政市月 j 个勒的灯义

口什肮脏的“政各政冶＂既刻被揭开了底牌（．虽砍在国内飞忡政冶
衱政府钳制 ,'"ij：们这种政（台的人被当作眼中钉受到拘捕 f枕，·（H
（［向外用引动了另－个社们阵线！

［的

内团份

易谢f几虽然时协不

，们他们全I的历中却不甘七水匹玻（水

“前辈＂们耀焊历中 “人代政怕＇

大马的教育系统不健全的最大证据就是海外诏学生衫，年来都 ll

本地留学生多，约有三万多名。一方面是政府对教育们笆略 IJ 

面也是当权者对本地教育的不信任。马哈迪及其他当权叭们核［郬
被送到海外＂渡金”，而那些飞不掉的才留在本地大于·-j\

L丿这样的政策也是英联邦所鼓励的。他们甚至还提恲忙督；L 忡

穷的成绩优良的学生出国，意义就是要诰就 代 V I\II勹
入''既外黄中自。这对他们政治、经济大有帮助 外I,lIIJ 

大批外流也使第三世界的马来西亚经济受损。这损害就有如凹I丿 {1

三世界的种种剥削，产生日益严重的依赖性。肋谓国 11小
(International A凶），事实上就是西方世界左手给－儿，行j 月1

四十元的伎俩，使到所谓独立的国家在政、经上永远什小 r 1':1 l1 
的主人翁 u

在这样的前提下，留学生的形象巳＂划定“ 经济上成为专什

人材，大多数为跨国公司服务；政治上因为是经济上的肌得利小唬

为反叛份了／反对派。简要的说，他们都西飞、如炉II！郬拉炒

化＇ 成为倾西方的精英份子 Q 这样的份子女.且竖肋代国们政

盾动也名反映这个现实，｝许多出国们富家［弟 II,1 j L, Ii} 
人生，把西方的生活方式当作是享受的最高1们什 仆l

多甚至太过西化以至不能也不肯回国。

“人民政治”在马来西亚掀起时，一些有良知的留学仆吮｝｝八

年代开始响应，为海外学生运动带来新生 l

（十）摆脱 由的摆布！

十年代，涌外留学生毕业归国，都能找刊收入4捍们高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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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1,(． JIL, ＼召早， I／I- f扁偏不茸屯“自由世界”的摆布n 姜、加、加、

IlII勹人，1,'!N"r1i纷纷）、．］家乡的1皮动所吸引及从而开岈tfT动 吊

！口 1 束邵们）贞谓阳相 II 山，但学生的大批反应也是在马来西寸V为八叶I

\11 1 1 月 hfi1/II-l 1`1“ 人隔杀虽然打国内登封锁，

仆rl 人｝芍＃l\ 汹｛动I Ill1丿队）［冲巾 为什么“独立＇＇怎

旧！叫 ll成 1片场 1 ! 1/l．名大宁牛开始对国内政治关庄，

山口 1月，旮诏早，I 及川界对大马的暴政的揭霹、谴咐 间外R1:I 一［而

也吩心飞色' L丿、，1]是联娱性的学会，在各国份吩山＼勹[ f } 
旧袖开 凡如陨洲大勹留学生学生 (MUSA) 本来是山大门政廿I

叫叫h (I1 刊「八 t- {ul一代初期就穸成了大马政府们眼中 1下诏

ii<I II，气仲刊本11们，_1，I］贫 I十及政界哗然，“极端份子”们凡栠从此

11 H I首什11攸拉祜及辛h加炖兽郖李光耀访燠时 (1975 1f) , 了一 1-l 门

I 鼎巾 j，I-Il口1一、威，仲刊大叶政府的暴政暴露尤妇吊夕k 儿 {M 『V

i I I 从 1I I 门京仆－1 个 1井' (11 由 J十七"唤醒＇＇的学牛｝，甘 {\ { ＼们把什I l |1 
I I I 旧＼I] 川 ln.I I J;1 ,i 1几忤国门精的份子的俊备勺 I 八国外 I`II、I If-{J -f 1 

! iii本山 l.', 成 1/l勹编1 1) 1 (1 1}?i Il_－1 ｝个倡的入民及其学生的扬声器 I

-) 由造就海外学运吗？

凡擂琶叩骨说，把学生 （J展到海外的一个目们就，是为本仙

! l r !11l,｛II.I 甘 II间（(!们极份千学牛＂冼脑＂，伸他｛ll 亨尺 1开JI `-1 I I' ，I'l、

即 1 ！肛仆 I古 II I , 个书！ { t （也 0们收中{j程 Jjv』成）协 东国 1 1] I＇炒甘仙 lJ| 

I | 1 f1 rl1”1l1\.l M 1，分「 1问邯 .iI| ，外寸司 I） 勹 ＇ f专绕“ ! 

队 1 1 ̀I 肯启束有，西门的自巾未必造就府外学亿 1甘）又~叮） 1 1 1 
lll1)iFil'l 炒且）v 压月］＂胪向外学卢的一大鼓推动力！

l、 I rll }J,1 丸月］夕 1 `I飞｝］也星在实 1-r时才出现且珍串之处 匠I 1J,11们例 I

1寸 I I Il 向外f一 I.t一为观， 日他们也争取如此的自由 H[，既伸外忏I II 勹

I I I h l U立一 µ1片有·1眼杜甘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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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其他大多数的民族受苦口根本上权力结构上有很大的问题 既权
力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权力结构形式是上小广大的三角形 。 既使
涣 ．r 人，假如形式不变，那么只是涣汤不换药已 实际的例子 也 多得
哏 既使当今所渭社令仁义国家的动乱也是由于执政党的权力坒
廿丿r |丿 n /)的”代 N. l \.｝厂）iJ•1 带来的妇l] Il 仆而方木月炉付甘平， I; .
南学生也在噢洲创立新的组织 h 式 一 既平行的结合体
(Collecttve) ，以参与民上取代代表民主！人民只有自己为自己作

'l1 时才能自决，所有代表都要尽量削减！ 组织里没有权力分工或职
位，只有工作分 r. ，心些分上 也要轮流｛吏到每个人都不能稳私 。 在
心些方面留学生的战友都是对西方（七会批判尖锐的环保份子 、 妇迄
闵卜 反种族七义份臼卒

1 十四）八十年代学运低潮？

四片 i L 云 仆八 I 叮［灼甘向 1I屯陌低叩!; 宇仆：压 在 1·1, 什的小动）女 1儿
I i!f l)Ih i l! \1 的缮构及 h1 础丿 1,l('1'I I I i人 1 1 11 叽况 n/丿 't!r· rI 取 1 飞 的记的饥 111111
l I L IJ ，到 孕'rl 政 li; ，庄成 “1 1 !111!1 I i·J ". - JI 如为 I'肖才的政尔 fl ~ （仆佣I
路 ，J

但第三世界的学生运动却如火如荼不曾 中肋，味而因为西方学
牛设有参与其中，防到传媒并不感兴趣u 但既使如此，菲律宾 韩
国 尼旧尔 、 缅甸 、 中国 ，台湾 香港学牛不时给当权者挑战 丿打
门第 三 川界的现实情况，是不容否认的、，人目股名川卓用最心的财
点帘听 心就是第叽界的一个简单强烈的写照 ， 勾 I，心不公 1'
们万寸非，第二世界的信 I-还是会继续 1飞左

（十五）八十年代的经济不景是理由／祸首吗？

西方世界学运低潮在某方面是一些不赞同学运者的歪曲 ，．， 学生

会的低潮却不能阻止许多学生参加妇运，环保、及种族王义、反佑

国主义、反核、反战等活动。这些前所未有的所谓 净I［社 会心 动＇

是新的学运形式，活动也因要下放权力结构而变得表面上的松散

另外经济飞跃的韩国及经济肃条的菲律宾也是学，帮h如张的国
克这说叭这世界性的反叛，是针对整个 1且界结构们讲 1J I1 | ,1 、月 1

是短暂的经济起落决定。

（十六）私有化下的学运有前进吗？

八十年代初西方社会开始英美首创的私有化。 教育也1 甘炉压 I

其私有化的阔斧！学费在私人或公费的学府都猛涨53全费 i' 丿， ll打印

费教育下的勤工留学生开始受打击，由比较富裕的学生代件 ， II,J_7

受惠国家也改变口在商业化的学府里，理想的学生咑成「1 4 小 I,
国 阿拉伯国家的学生。 许多留学生对这改变展开抗拒 l丁六）J 、 I l11:1 

有成另 一回合的超强及西方国家对第三批界国农化）刹削 ， l ？＇{I, w 
反映出西方的权力 资源垄断以使它信心十足的控制旮第二tII胃

比如通过第三世界的债务等。现在不怕学生不来，也不须特意心忱

第三世界悛备军了。资讯及工艺的重要使到第三世界现在小恃不 tll
队以高价购买这些物品。在这样的环境下，既使比较富俗的诏学勹

也会反感。 比如许多冒牌学府如雨后春笋地冒现，使到交钱的学 1

受到欺骗。 （在澳洲悉尼，平常政治不活跃的印尼、台济、香港，胪
门等学生也群起为他们的合法权力争取，起诉学府。）

（十七）种族主义把头

西方在经济不景的周期下时时有种族主义者沽U从 他们 趴放 j\＇

对亚洲及其他非白入的移民，也同样的反对海外生到喂卅仪卒 1:!i-l l 
学 。 这使到第三世界国家学生大大反感，也举行了 一些抗议呫动

，
心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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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小动的重要性在千褐开西方种族政治的底牌。 比如西方社会久久

勹』取行动对付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于那些

士洋者 ， 这些种族份子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留学生在燠洲也大力

't: I寺｛媳州士著的自冶罗求，站在同样是西方侵略牺牲者的立场而升
I I-, 1 f,l~ r1 I V, 

i 十八 ） 本地学生有救吗？

Il lI I 界各地学潮胧涨时 ， 大马的学生看来是相当平定怕 脊布

1 1『如H H崎 ， 知裴学生肯妥协呢？其实把学生当仵祸首的看从是
I，但极怕 ，、 就如此希望从社会问题牺牲者身上寻找答案一册 大马

剖但， I，音是有甘 定的历史及政、 经因 素，也不是 “无芍可救

III 些叨生们探讨就是 ： 种族主义成功分隔学生 ， 学生与上代早

1 1分下 ilh,1， 节 ， 羊生对外国学运的不了解甚至误解（我们的传媒要行1

h l} \ 肌本权月 门动、结社、言论等约束，都是理 由二

I, II (1 1，叶早产生对[.I- ，去的「解深期。 一个全面的探讨是很难由单方面

I I{ .( I I I'! 希山（f,两陌l.］仑 下能够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0 ( 值得提醒的剧

川 W I“I 'II l见、）－!，女甘 t、 内部的权力集中间题，使到要求独立思号 、

I I \h 怕阶层丁容易出现） ，， 这所谓的民主空间也只有归通过奋t而取

I I ! 1 ＼ 代 ［：1勹甘［．I, 合也是一个重理的因 素 。 一旦同题看清· ,羊运赶

I 仆l才吊女们政权也抖丁了 。 外国的例子比比皆是 1

（ 十九 ） 还翌作什么？

叶1甘 ，~ 九址且: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