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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引言



一、自由的定義－黃渝恩



自由
人權宣言
(第四條)

自由就是指有權從事一切
無害於他人的行為，因此
人的權利的行使，只以保
證社會上其他成員能享有
同樣權利為限制，此等限
制僅得由法律規定之。

憲法
(第二十二條)

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
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
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
保障。



Freedom V.S Liberty

free的衍生詞彙 與Liberate有關係

具體、基本的自由 抽象、高層次的自由

不受拘束限制
(隨心所欲)

思想、感情、行動、
選擇方面等不受他人
控制。

法律上規定和保護的各種
具體的自由，強調思維的
自由和人格的自主。
政治、經濟和人權方面的
解放而獲致的自由。



東方 V.S 西方
(中國自古)
天高皇帝遠
土地廣闊

(無人干預)
自由

(無自由的概念)
團體主義

(中世紀)
封建制度

(爭取自由)
不自由

個人主義

圖片來源:google

圖片來源:google

圖片來源:google



先賢對自由的定義

圖片來源:google



畢達哥拉斯

前570年－前495年

古希臘哲學家

法律一旦成為人們的需要，人
們就不再配享受自由了。

不能制約自己的人，不能稱之
為自由的人。

圖片來源:google

Πυθαγόρας



蘇格拉底

前470年－前399年

古希臘哲學家

強調人們應該「認識自己」，真正自由的人是明
白自由權利以及自由的人。

人類有理性，因而可以做自己的主人，這是自由
的真諦。

精神上的自由才是最主要的自由。

不分貧富貴賤，能按照自己的意願追求至善，那
就是自由。

圖片來源:google

Σωκράτης



柏拉圖

前427年－前347 年

古希臘哲學家

推崇法律和秩序，主張國家利益高一切,即
使以個人自由為代價也在所不惜,因此他認
為城邦的重要性比個人自由更重要

人只能做他能做的事，而不能做他希望做
的事。

城邦自由>個人自由

圖片來源:google

Πλάτων

蘇格拉底的學生



亞里斯多德

前384年－前322年

古希臘哲學家

柏拉圖的學生

亞歷山大大地的老師

自由是人人均有治理與被治理的機會。

雅典公民在公民大會上能夠不受限制的
發言與投票就是自由。

擁有參政權 擁有自由權

圖片來源:google

Αριστοτέλης



馬庫斯‧圖利烏斯‧西塞羅

前106年－前43年

羅馬共和國晚期哲學家

騎士階級家庭

只有在履行自己的義務中尋求快樂的
人，才是自由地生活的人。

我們是法律的僕人，以便我們可以獲
得自由。

羅馬公民做羅馬法所許可的事就是自
由。

圖片來源:google

Marcus Tullius Cicero



霍布斯

1588年－1679年

英國政治哲學家

自由主義政治哲學體系的奠基者

自然狀態之下，人們為了生存可用盡一切手段保
護自己。

定義：自由人能依自己的能力去做想做的事，
且不受阻礙即是自由的人。

人性本惡

自然狀態下可以不受阻礙地做他所能做的事就
是自由。

為了和平，大家放棄自然權利，簽訂契約交給
利維坦監督。

圖片來源:google

Thomas Hobbes



孟德斯鳩

1689年－1775年

法國啟蒙時期思想家

批評封建統治的思想家

自由不是無限制的自由，自由是一種
能做法律許可的任何事的權力。

成立政府及法律的目的，在保障人民
的自由及權利。

一個公民如違反了法律，他便不再有自
由，不然其他人也會有同樣的權利。

三權分立
圖片來源:google

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洛克

1632年－1704年

英國哲學家

自由主義之父

啟蒙哲學家之一

天賦人權: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

自然狀態:是自由狀態(天堂)

主張每個人都有天賦人權、保護他們
自己的權利、並且尊重其他人的同等
權利。

每個人對自然法的解釋不同 自由就
需找出仲裁者約束大家。

圖片來源:google

John Locke



伏爾泰

1694年－1778年

法國啟蒙時代哲學家

法蘭西思想之父

提倡自然神論，反對君主制度，批判
天主教會，主張言論自由。

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
衛你說話的權利。

圖片來源:google

François-Marie Arouet

I disapprove of what you say, but I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your right to say it.



盧梭

1712年－1778年

法國啟蒙時期與日內瓦哲學家

每個人同等地放棄全部天然自由，轉讓
給整個團體，人類才能得到平等的契約
自由。

只要符合公益原則，個人可以犧牲一
點「自由」及「平等」以換取全體的
「自由」及「平等」。

圖片來源:google

Jean-Jacques Rousseau



威爾遜

1856年－1924年

美國第28任總統

民族自決來自威爾遜提出的十四點和
平原則。

各民族一律有權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不受外界之
干涉，並追求其經濟、社會及文化之發展，且每一
國均有義務遵照憲章規定尊重此種權利。

個人、國家和民族也同樣需要自由

一戰時期美國總統 圖片來源:google

Thomas Woodrow Wilson



羅斯福

1882年－1945年

第32任美國總統

二戰時期美國總統

1941 年二戰期間
提出四大自由 : 

消極自由

積極自由

言論自由

信仰自由

免於匱乏的自由

免於恐懼的自由

圖片來源:google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孫中山

1866年－1925年

中華民國國父

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

中國國民黨領導人

主張國家要有完全的自由，個人的自
由是有限度的。

國家自由遠比個人自由重要，個人自
由必要時可以犧牲。

學生、在職軍人、公務員、黨員以上
四種人不能享有完全的自由權利。

義務教育 犧牲 為黨奮鬥消防員

圖片來源:google



東方先賢
圖片來源:google



儒家

前5世紀由孔子創立

孔孟思想、孔儒思想

仁、怒、誠、孝

儒家所講的主要是一種實現善的價值
的自由，或即道德的自由。

自由是要自我約束，只有符合禮的限
制、約束才是真正的自由。

大家都懂得自制才能真正擁有自由。

圖片來源:google

非禮勿視

與畢達哥拉思相似



道家

春秋戰國時期

老子、莊子

順其自然

無為與自然都表示人的精神上的自由。

以奉行順其自然，無為而治的價值觀。

自然是表現出真實的本性。

圖片來源:google

莊周夢蝶



二、自由的沿革－黃歆茹



東方 西方

團體主義：
主張個人權利受集體權利限制

個人主義：
主張個人利益應優先於團體

中原領土廣大 小國、莊園分治

天高皇帝遠——未感到被壓迫 曾受到身心自由壓迫

為甚麼古代東方不爭取自由？

感到不自由➝爭取自由



西方自由思想由古希臘至今的演變

從希臘羅馬古典自由時代，

到日耳曼入侵歐陸，中世

紀時跌入低谷。再以十字

軍東征為契機，歷經文藝

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

動，自由意識逐漸抬頭，

實現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

一直到當代社會的自由開

放與過分自由



古希臘自由觀念

● 民主 (Democracy)，源於希臘文的人民 (demos)與治理 (kratein)

● 公民大會：雅典的公民可參加公民大會，能在集會中表達個人意

見，有定期投票的權利

自由 ≈ 參政權

⚠ 公民為20歲且定居於城中的成年男子，婦女、奴隸、外邦人

不擁有參政權



古羅馬自由觀念

𓁌 古羅馬——法制下的行為自由

● 十二銅表法：羅馬時代出現法治、契約、義務思想，為成文法始祖

● 羅馬法：指公元前6世紀末至公元7世紀古代，羅馬制定和實施的全

部羅馬法律

⚠ 羅馬法只保障羅馬公民，奴隸、外邦人仍不受法律保障。體

現了某種程度上的奴隸制民主



中世紀 ( 西元５C至１５C) ——沒有自由

西元三世紀到五世紀，日耳曼民族入主歐洲大陸，羅馬帝國分裂衰弱。由

於日耳曼民族不如羅馬人，並無法治、義務與公民等概念，更缺乏系統性

法律制度，因此國王沒有能力管理大片土地，故分封親戚、功臣，給予地

方領主土地、居民、自然資源的所有權，導致貴族階層在領地內實施專制，

剝削居民權利。

圖片來源: 維基



封建制度

國王：分封土地、提供保護

領主：提供軍隊

騎士：效忠領主、實質武力

農民：農奴、自由農民

契約式的主從關係。領主有
保護附庸的義務，賞賜土地

封建制度的根本在於土地，有土地才有
封建制度，否則無法行使統治的基礎。



人身與心靈自由剝奪

● 無人身自由、居住遷徙自由

● 農奴有義務為提供土地的領主工

作，若無領主同意不得離開莊園

● 沒有領主同意不得結婚，農奴死

亡或繼承時需要繳納一筆贖金

● 莊園內最好的、第一手作物收成

等都要獻給領主，例：初夜權

人身自由：被領主奴役 心靈自由：被教會鉗制

● 君權神授：教會與世俗領主狼狽

為奸，為鞏固威權限制個人信仰

● 原罪：農民不可私讀聖經，只能

由聖職者親自授經，判斷是否需

要以購買贖罪券的方式洗滌原罪

● 新編聖經：教會新編、修改聖經

內容。禁止將拉丁原文聖經翻譯

成各地方言

不自由而不自覺



十字軍東征與拜占庭滅亡
● 到東方高文明伊斯蘭世界

的武裝朝聖，帶回古希臘

羅馬典籍

● 拜占庭版本聖經與中世紀

新編版有內容上的差異，

故引起思考討論

● 東羅馬帝國覆滅後，當地

學者遷居西歐

圖片來源: google



文藝復興 ( 西１４C至１７C) ——思想解放

● 始於義大利的一場有關文化、歷史、藝術等方面的思想與運動

● 西元一四五三年東羅馬帝國滅亡後，希臘學者多避難義大利，講授古典文化，

文藝復興運動由此發展

● 思想核心：人本思想取代中世紀黑暗時代盛行的神本思想，肯定人才是

社會的創造者。理性的氛圍開始覺醒，影響啟蒙運動

圖片來源: 維基



宗教改革——爭取宗教信仰（精神）自由

1517年，馬丁路德發起宗教改革，反對贖罪券

● 十字軍東征帶回聖經、古書典籍，

發現閱讀聖經非教會特權

● 以聖經為準，不需要透過教士傳授

的新興基督教，統稱為新教

● 因信稱義：人原本在上帝面前是罪

人，與上帝的恩典與祝福遠離；但

是當我們信靠祂時，我們的罪就能

被上帝赦免，在上帝面前成為一位

無罪的義人，得上天堂

圖片來源: 維基



● 以契約論攻擊君權神授

● 啟迪百姓，為大革命時代提供理論依據，向君王奪回權利

● 霍布斯：將以往的「君權神授」轉變為「君權民授」的契約論

● 洛克：天賦人權，奠定西方自由主義、私有產權的基礎

● 孟德斯鳩：提出三權分立學說，認為權力均衡才能維護人民的政治自由

● 盧梭：放棄天然自由得到契約自由

啟蒙運動——使人身自由觀念甦醒



革命時代——奪回消極自由

● 指１７８９年開始，由法國大革命所引起的

革命風潮。如美國獨立戰爭、俄國二月革命、

十月革命等

● 以啟蒙思想為依據，訴求不被干涉的自由

● 人民欲收回君主權力，君主拒絕，導致革命

藉由推翻世俗君主，奪回包括言論

自由、思想自由、宗教自由、遷徙

自由、集會自由在內的消極自由

圖片來源: 維基



兩次世界大戰——民族自決&積極自由

● 一次世界大戰，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十四點和
平原則，主張民族自決

● 在沒有外部壓迫或干擾的情況下，人民可以自
由決定他們的政治地位

民族自決

● 二戰時，美國總統羅斯福發表四大自由演說，

主張世界各地的人們應該享有的四項基本自由

● 四項基本自由分別為言論自由、宗教自由（消

極）、免於匱乏自由與免於恐懼自由（積極）

積極自由

圖片來源:google



羅斯福的四大自由

● 言論自由：指公民可以按照個人

的意願表達意見和想法的法定政

治權利，這些意見表達不受任何

事前的審查及限制，也無需擔心

受到政府或他人報復

● 宗教自由：指一個人可以自由選

擇其宗教信仰和公開參加宗教信

仰儀式，或者選擇不信仰任何宗

教，不必擔心受迫害或歧視

消極自由：不被政府限制 積極自由：要求政府作為

● 免於匱乏自由：政府須確立一項

勉強維持生活標準，保障吃食、

穿衣與居住的最低限度權利

● 免於恐懼自由：政府須以法律條

例及實際作為，保障國家安全丶

維護社會治安及公共安全



● 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學生運動

● 中國作爲一戰戰勝國，本期望能收回戰敗國德國在山東權益，但參會國決定把權益轉讓日本，
中國民衆長期積蓄的民族情緒爆發。

● 促進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德先生(Democracy )與賽先生(Science )

● 促成結社講學風氣：成立各種團體、組織，許多知識界的名人訪華，

到各地訪問演講

● 推進婦女運動：婦女運動進一步發展，1920年初，北京大學、南京

高等師範、嶺南大學開放女禁，開始招收女生。女性就業機會增加，

自由婚姻更加普遍，節育的思想傳入中國等等

近代中國——五四運動



當代——福利國家

６０年代起，開發國家紛紛立法建立較完善的社

會保障制度，人民可向政府要求福利、保障、權

力

●開辦健保、國民年金、設立就學貸款、失業救

濟金等措施，更好地保障人民福利

●因採民主政治，政府積極滿足人民導致國家破

產、債台高築情況頻發，如希臘、冰島、義大利、

西班牙

自由是否該被限制？

圖片來源: google



２１世紀
是不是有點太自由了？



三、主要內容介紹 -楊愉禛



目錄
● 重要書籍介紹 :

《論自由》

《自由四論》

● 重要法典介紹 : 

世界人權宣言

經濟社會文化權力國際公約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中華民國憲法



《論自由》

約翰 • 史都華 • 彌爾
( 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AD)

圖片來源 : 維基百科



生平背景
● 英國著名政治經濟學家、
效益主義和自由主義哲學

家、英國國會議員
● 19世紀重要且著名的古典

自由思想家
● 其著作《論自由》被譽為

自由主義的集大成之作

圖片來源 : 維基百科



寫作動機
● 當時身為東印度公司的總督約翰 • 

彌爾在一場聖誕晚會上遇到了被外

派到印度的下屬的夫人 - 約翰•泰勒

•哈麗特，自此他們每晚都會相約促

膝長談，維持了長達二十多年的

「純友誼」

● 多年後，他們在泰勒先生戰死後一

個月就結婚了，這一場婚姻引起了

社會上極大的輿論譴責

● 這段經歷影響了約翰 • 彌爾對於自

由的看法
圖片來源 : 維基百科



約翰•彌爾認為的自由定義

涉及他人的事，不妨害他人
關乎自身的事自負後果，做自己想做的事

e.g. 作者和泰勒夫人的婚姻



自由的定義



一、發表意見的自由

包括科學、道德、神學 ... 等

e.g. 牛頓發表萬有引力、柯爾伯格發表道德發展階段、馬

丁•路德發表九十五條論綱

圖片來源 : 維基百科



二、嗜好行事的自由

做自己喜歡的事，並對自己負

責，即使錯誤、愚蠢或乖張也

無所謂

e.g. Cosplay、變裝皇后

圖片來源 : alamy



三、個人互相結合的自由
必須是成年人，且未受強迫或欺
騙。

在不妨礙別人，或企圖剝奪別人
的自由的前提下，以我們自己的
方式，去追求我們自己幸福的自
由。

e.g. 同性婚姻

圖片來源:台灣英文新聞



自由的真諦

容忍異己的主張



思想言論的自由
出版自由 : 是一種防止腐敗或專制政府的一種保障。

●強迫人民聽甚麼或控制言論，不論是否為立憲政府，都

是錯誤的

●假定自己的意見是正確的，就要容許別人有反駁和否定

它的完全自由。

自由的討論(辯論)，讓反對者提出最有力的辯護，是維護

「真理」的最佳方法



個性的自由發展
自由地選擇天賦個性的發展，做
自己的主人。

即使有特殊的趣味、怪僻的行為，
只要不妨礙到他人，都是應該被
允許的。

e.g. 變裝皇后在不妨礙他人的情
況下，進行表演

圖片來源:Time out



社會對自由的限度

自由的紅線在哪裡?



一、關乎自己 如果一個人的行為，既未違反任何對大眾的特定義務，除自己

外，又未對任何人有顯著的傷害，卻對社會發生偶然，或可稱為推斷性的危害時，社會

為了人類自由的更大利益，也盡可忍受這種不便。

須合乎比例原則!!!  e.g. 青山宮過度吵鬧，政府仍可依法開罰

e.g. 容忍合法示威遊行所帶來的噪音與交通不便

二、關乎他人 一個人的行為違反了他對別人明顯和指定的義務時。

e.g. 闖紅燈或是逃漏稅

1.個人對自己的傷害，影響了別人或社會義務的執行時。

e.g. 沒有人應為喝醉酒而受罰，但酒後開車、喧鬧影響安寧，則應受罰；因賭博而未盡

照顧妻兒的義務而導致挨餓(道德譴責)或死亡(法律處罰)。



一、個人不可干預不關個人利益之事 認為自己是對的而去干

涉別人，這樣是不對的!!!

e.g. 

1.因宗教的理由去干涉其教徒之行為(指責回教不吃豬肉或摩門教一夫多妻)

2.指責有錢人炫富、買名牌

不可以擴張解釋「社會權利」 不可以認為別人的行為或習慣影響

了生活品質

e.g.  

1.因二手煙，而要求全面禁止吸菸

2.因貧窮容易造成髒亂、流行病，要求全面掃蕩貧民窟



自由原則的應用
1. 損害他人的利益，必須在社會規範不允許或違法時，才應被譴責

或處罰

e.g. 因考試成功、就業競爭成功、貿易成功，令他人利益受損不在

此限。

1. 個人的自由與多數無關。政府只有在「明顯且立即的危險下」才

能侵犯個人自由

e.g. 不能因吸菸、喝酒有違反「公共利益」而禁止，只能取締違法

吸菸或酒駕



3.  個人的特殊嗜好或娛樂選擇，在他盡到對國家和個人的

法律與道德義務後，不應受到限制，但要自負其責任

e.g. 飼養貓狗或唱歌跳舞，只要符合法令規範，不應受到限

制。

4.  個人自由不應出賣(自賣為奴)，或損害自己的利益(自殘或

自殺)

5.  政府干預越少，社會及個人的自由度越高，國家就越進

步。

個人價值的總和就是國家的價值



《自由四論》

以賽亞 • 柏林
(Isaiah Berlin 1909~1997)

圖片來源 : Amazon



生平背景
英國哲學家和政治思想史家，被譽為二十

世紀最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之一。出

生於俄國拉脫維亞的一個猶太人家庭，

1920年隨父母前往英國。1928年進入牛

津大學攻讀文學和哲學，1932年獲選全齡

學院研究員，並任哲學講師，期間與艾耶

爾、奧斯丁等參與了語言哲學的運動。二

戰期間，先後在紐約、華盛頓和莫斯科擔

任外交職務。1946年重回牛津大學教授則

學課程，並轉向思想史的研究。1957年成

為牛津大學社會與政治理論教授。1957年

至1966年擔任沃爾夫森學院院長。
圖片來源: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自由權區分為兩個層次
1. 消極自由權(去除障礙) 「免於...的自由」不可剝奪任何人最低限度自由。

公民自由的保障 : 由憲法或法律去除「干涉人民的自由」，已成共識。

e.g. 立法保障人身自由、言論自由、財產自由、遷移自由、宗教自由...等自由不被

干預

1. 積極自由權(爭取福利)  「去做...的自由」個人基於理性，依自己的意志選擇

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就是做自己的主人。

公民權利的爭取 : 由人民根據自己的意願，向政府要求各樣福利，來改善生活的自

由。

e.g. 義務教育、助學貸款、國民年金、勞工保障、失業救濟...等



以賽亞 • 柏林的觀點
作者認為在「積極自由」中，個人自由容易過度膨脹，影響他人的自由。

形成不公平的現象。(排擠效應)

e.g. 農民要求提高「老農年金」的金額，則會擠壓到嬰幼兒照護、農業

改良和水力維修的預算和進度。

會吵的孩子有糖吃!! e.g.印度農民絕食抗議，政府停止農改新法

是乎「消極自由」更能公平對待每一個人，保障每一個人為人的最低限

度的自由。

以賽亞 • 柏林較為認同「消極自由」



補充參考 : 湯瑪士 • 柏林(Thomas Hill Green 1836~1882 AD)的主張

如果某些條件或能力是實踐自由之所需，那麼政府就設法保障人
民擁有這些基本的條件或能力。否則將只是「形式的自由」
e.g. 
一個三餐不繼的人，要如何擁有遷徙與旅行的自由?
文盲或未受完整教育的人，他要如何保障自己的自由不受侵犯?



國際上有關人權的法案

● 世界人權宣言

●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 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 中華民國憲法



世界人權宣言
第一條

人皆生而自由；在尊嚴及權力上均各平等。人各賦有理性良知，誠應和睦
相處，情同手足。

第四條

任何人不容使為奴役、奴隸制及奴隸販賣，不論出於何種方式，悉應予以
禁止。

第十三條

1.人人在國境有自由遷徙及擇居之權。
2.人人有權離去任何國家，連其本國在內，並有權歸返其本國。



世界人權宣言
第十八條

人人有思想、良心與宗教自由之權；此項權利包括改變宗教或信仰之自由，

及其單獨或集體、公開或私自以教義、躬形、禮拜及戒律表示其宗教或信

仰之自由。

第十九條

人人主張或發表自由之權；此項權利包括保持主張、而不受干涉之自由、

即經由任何方式不分國際以尋求、接收並傳播消息意見之自由。

第二十一條

人人有權直接或由自由選舉之代表參加其本國政府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第一條

所有民族均享有自決權，根據此種權利，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及自由從事其經

濟、社會與文化之發展。

第六條

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工作之權利，包括人人應有機會憑本人自由選擇或接

受之工作謀生之權利，並將採處適當步驟保障之。



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六條

人人皆有天賦之生存權。此種權利應受法律保障。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

第十條

自由被剝奪之人，應受合於人道及尊重其天賦人格尊嚴之處遇

第十七條

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其名譽及信用，

亦不得非法破壞。



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十八條

人人有思想、信念及宗教自由。此種權利包括保有或採奉自擇之宗教或信仰之自

由，及單獨或集體、公開或私有以禮拜、戒律、躬行及講授其宗教或信仰之自由。

第十九條

1.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

2.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出版物、藝術或自己選

擇之其他方式，不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



中華民國憲法

消極自由 : 

第十條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

第十一條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

第十二條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

第十三條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

第十四條人民有集會結社之自由。



中華民國憲法
積極自由 : 

十五條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以保障。

第十六條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

第十七條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之權。

第十八條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

第二十一條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及義務。



中華民國憲法積極自由 : 

第二十二條

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

e.g. 在賽車場上盡情飆速、在射擊場使用實彈射擊

第二十三條

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 : 

1.妨害他人自由 e.g. 高雄少女監禁案

2.避免緊急危難 e.g. 颱風天警察限制民眾觀潮

3.維持社會秩序 e.g. 遊行時場面失控，得以驅散人民

4.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 e.g. 徵收都改規畫區的土地

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四、現況探討－陳家權



澳門逐漸被打壓的自由

•遊行自由：澳門享有遊行自由，但2019年，香港反《逃犯條例》修訂事件
風波不斷燃燒，澳門有網民在社交平台上在議事亭前地發起《反對香港警察
使用過份武力對付香港市民噴水池原地靜止行動》，透過發起「噴水池原地
默站行動」，以對香港警察自「反修例」運動以來使用暴力對待市民。集會
活動海報強調「合法、理性、和平」、「不分黃藍、只分黑白」。

但澳門治安警察局表示：不容許舉行是次集會示威活動，認為是次集會旨在
表達認同及支持香港事件中的違法示威者，鼓勵違法行為，所以禁止舉行集
會。強調如未經批准舉行或集會，將有機會被處以加重違令罪。



根據澳門《基本法》第27條，澳門居民被賦予集會及
遊行自由的權利；遊行集會前無須向警方申請，只須
按法律規定，提前向治安警察局遞交「集會權及示威

權書面預告」表格。



市民剛發起集會默站噴水池即有改善工程

圖片來源：論盡媒體臉書



澳門的六四

•澳門的六四每年都會舉行一場燭光晚會以悼念
天安門事件，但這兩年的六四和以往不同，去年
以疫情為理由，拒絕了六四集會，當晚更有大批
警員驅趕及截查當天在集會地邊靜靜悼念的人，
以及在第二天在新聞上說出一個人可以是示威，
兩個人可以是集會等這種荒謬的話。



疫情六四驅趕的解釋

圖片來源：澳門日報臉書



2021被禁止的六四

圖片來源：澳門
日報臉書



民主派參選人全部被DQ



在澳門，悼念六四=不維護基本法？試圖顛覆政權？不愛國愛澳甚至成
為反共分子，為何持續了三十年合法的活動在沒有修改基本法的情況
下突然變成了違法活動，一向以自由平等為榮的特別行政區在一步步
的收窄了很多自由言論，五十年不變的自治模式正逐步改變。



被DQ民主派成員之一蘇嘉豪

圖片來源：蘇嘉豪
臉書



蘇嘉豪在六四悼念事件質疑一
國兩制是否五十年不變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334370144211489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334370144211489


香港、澳門，一國兩制的先河



五、台灣現況探討－鄭藤澤



民主歷程

二二八事件 四六事件 戒嚴 白色恐怖

美麗島事件解嚴野百合學運總統直選

政黨輪替 太陽花學運 八百壯士衝突

中天關台降低罷免門檻四大公投

立院豬內臟事件



爭取自由

●美麗島事件

●野百合事件

限制自由
(不自由)

●二二八事件

●白色恐怖

●四六事件

●戒嚴

擁有自由

●解嚴

●總統直選

過度自由

●太陽花學運

●開放美豬

●八百壯士衝突案

濫用權力控制自由

●關閉中天

●降低罷免門檻



二二八事件

時間:1947年2月27日至5月16日

1947年2月27日發生在臺北市的一件私

菸查緝血案,因專賣局不當使用公權力

而造成民眾傷亡。2月28日發生臺北市

民的請願、示威、罷工。同日，市民

聚集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抗議，竟遭

公署衛兵開槍掃射，從此該事件由向

公署的請願活動驟變成對抗政府的行

動，國民政府由中國大陸增援軍隊抵

臺鎮壓屠殺與實施清鄉。
圖片來源:GOOGL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5%8C%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7%9C%81%E8%A1%8C%E6%94%BF%E9%95%B7%E5%AE%98%E5%85%AC%E7%BD%B2


四六事件

時間:1949年4月6日

一名臺大生和一名師大生共乘一輛腳踏車，被

一名員警以違反交通規則攔下，雙方發生衝突，

兩名學生被毒打一頓，並押往臺北市警察局拘

押。

之後臺大與師大數百名學生知道此事，次日包

圍臺北市警察局第四分局聲援同學，致使警方

在群眾壓力下被迫道歉。

圖片來源:GOOGLE



過程:1949年4月6日，軍警便包圍臺灣大學宿舍

與師範學院宿舍進行逮捕行動，台大校長傅斯年，

親自找國民黨最高當局交涉，要求逮捕臺大師生

必須經過校長批准，他甚至警告彭孟緝：「若有

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師範學院院長謝

東閔，則高度配合政府，結果大部分被槍決的學

生來自於師大。

幾天後警方分批釋放遭逮捕的學生，但是最後仍有

19人遭到羈押審判。
圖片來源:GOOGLE



戒嚴
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於1949年5月 19日頒布的戒嚴令，至1987年7月15日由

總統蔣經國宣布解嚴戒嚴法第十一條:得停止集會結社及遊行請願，並取締言論、

講學、新聞雜誌、圖畫、告白標語暨其他出版物之認為與軍事有妨害者。上述

集會結社及遊行請願，必要時並得解散之。

影響：

剝奪人民自由與基本人權，包括集會、結社、言論、出版、旅遊等權利，即所

謂黨禁、報禁、海禁、出口旅遊禁等。

在此段時期言論自由受到普遍限制，政府運用相關法令條文對政治上持異議人

士、左派人士及許多無辜者進行逮捕、軍法審判、關押或處決。



白色恐怖
時間:1949年5月20日至1992年5月18日

台灣省政府主席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發布《臺灣省戒嚴令》，宣告自1949

年5月20日起在臺灣省全境實施戒嚴。

三大法: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懲治叛亂條例》
《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

圖片來源:GOOGLE



美麗島事件

時間:1979年12月10日

在中國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歷史統治時期，台灣社會沒有組黨的自由。所謂的「黨

外」，指的就是一群非屬國民黨、進行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爭取民主、自由運動

的政治組織或個人。在早期，黨外人士主要是通過創辦雜誌來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

影響:美麗島事件是台灣社會從封閉走向開放的一次歷史事件，此事使得台灣社

會在政治、文化上都產生劇烈影響。首先在政治上的改變最為明顯，蔣經國結

束獨裁統治，台灣擺脫國民黨一黨獨大，解除黨禁、解嚴、言論自由、開放媒

體以及國會全面改選。



解嚴

1987年7月14日，蔣經國總統批准頒布

總統令，宣告自同年7月 15日解嚴

圖片來源:GOOGLE



野百合學運
時間:1990年3月16至3月22日

該次運動中，人數最多時曾經有將近6000名來自台灣各地的大學生，集結在中正

紀念堂廣場靜坐，他們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

議」、以及「政經改革時間表」等四大訴求。這是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以來所發生的

第一次大規模學生抗議行動，這場活動對中華民國的民主政治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

與質變。在學生運動後，時任中華民國總統兼中國國民黨主席李登輝依照其對學生

的承諾，在不久後召開國是會議，隨後於 1991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並結束「萬年國會」的運作，使台灣的民主化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



總統直選

1996年3月23日，中華民國第一次公民直選。

總統、副總統選舉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針對

時任總統李登輝，在台灣海峽進行飛彈試射

演習，企圖影響中華民國選舉，結果不少選

民轉而支持李登輝，使李登輝和連戰成功當

選正、副總統。是中華民國台灣主權獨立自

主、政治自由民主、社會開放進步、政府依

法行政、全民監督政府施政與公僕表現的重

要象徵與方式。

圖片來源:GOOGLE



政黨輪替
第一次:2000年，第二次民選正、副總統。當時台灣社會瀰漫政治改革的氣氛，最

後由民進黨陳水扁、呂秀蓮當選正、副總統，達成台灣政治史上第一次政黨輪替，

結束國民黨在台灣五十五年的執政。呂秀蓮也成為台灣首位女性副總統，是女性在

政治上的大發展。

第二次:2008年國民黨提名的馬英九、蕭萬長擊敗民進黨提名的謝長廷、蘇貞昌，

當選總統、副總統，臺灣出現第二次政黨輪替，國民黨掌握大部分國會席次。

第三次:時間:2016年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擊敗了朱立倫和宋楚瑜之後，成為台灣第

一位女總統，民進黨在立委方面也超過國會半數，這也讓民進黨變成一黨獨大，民

進黨也首度完全執政。



太陽花學運
時間：2014年3月18日至4月10日

2014年3月18日至4月10日，《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被強

行通過，此協議被反對者認為將損害自身經濟。太陽花學運

是從1980年以來最大規模的「公民不服從」運動，也是立法

院首次遭到民眾佔領。太陽花學運影響著國民黨之後選舉的

落敗、及「第三勢力」政黨的形成。

影響:這是中華民國歷史上首次台灣議會遭到佔領的情況，點

燃了原本對政治冷感的年輕世代，使其積極參與國家大事，

促成公民意識。
圖片來源:GOOGLE



八百壯士衝突案
時間:2018年4月

導火線:八百壯士是退役軍人等組成的團體，他們反對年金改革，並

多次舉辦遊行陳情活動。25日八百壯士在立法院外集結，聽立法院

內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修正草案公聽會訊息，因公聽會未作

實質答詢而有過場之慮，引發場內八百壯士代表之不滿，憤而離場

並集結隊伍在外抗議。

此次遊行共有84名員警受傷，14位記者財損及受傷。警方逮捕管

束57名抗爭民眾中的現行犯，其中部分民眾設涉刑法妨害公務及傷

害等罪嫌，警方訊後移交送臺北地檢署偵辦，而檢方再度複訊後，

將一些人員限制住居

圖片來源:GOOGLE



中天關台

2020年11月18日中天電視台被ＮＣＣ駁回換照申請，同年12月7日被台北高等行政

法院駁回中天假處分聲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ＮＣＣ）宣布，駁回中天新聞台

申請換發執照、不予換照，中天新聞台將於十二月十一日後失去衛星廣播頻道執照，

十二日起不能在有線電視播出。ＮＣＣ主委陳耀祥表示，七位委員一致認為中天新

聞台內控機制失靈、自律不佳，更直言問題是「大股東蔡衍明先生直接、間接介入

新聞台的事實」。

圖片來源:GOOGLE



降低罷免門檻
修法時間:2016年11月29日

選罷法過去規範，通過門檻為「雙二一制」，即投票率超過總選舉人數二分之

一、同意票也要超過有效票二分之一。立法院院會三讀通過《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部分條文修正案》，除刪除罷免活動不得宣傳外，罷免提出門檻由總選舉

人總數2%降至1%，連署門檻由總投票人數13%，下修至10%，罷免通過門檻

由投票率二分之一、同意票過半，改為同意票大於總選舉人的四分之一。



降低罷免門檻後的弊病
1. 低門檻代表著容易罷免成功，所以在4年1次的選舉，險敗者可能會藉由操作對於現任者

的罷免運動，成為選舉的延長賽，讓敗選者有機會翻轉成功。這樣低門檻的制度設計，

政治難以安定，而且不利於地方首長的長期施政。

2. 罷免制度的設計，衡諸世界各國係為「備而不用」的制度，遇有極為不適任的現任者才

會發起、推動。但低門檻的罷免制度，其實就是變相鼓勵推動罷免。如此一來，全國各

地動輒推動罷免，既勞民又傷財；而且，罷免成功之後，尚需經過另外一次的地方選舉，

或說形成另外一次的地方衝突，方能產生新的現任者。而且，這位新的現任者，其任期

最多僅有兩年多，隨即必須面臨下一屆次的改選。

3. 民進黨政府2016年上台後，始終呼籲國人應放棄成見，共同面對接下來的改革工作。但

是，諸如推動轉型正義、清查黨產，乃至於發動高雄市長韓國瑜的罷免運動，都是製造

仇恨的作為。

4. 當年降低罷免門檻的修法，應該有違憲疑慮，若不趕緊修法改變目前的罷免亂象，繼續

操作罷免下去，民眾繼續割裂，台灣沒有未來。



近期已成立案件
時間 職稱 姓名 選舉人

總數
同意票數
門檻

同意票數 不同意
票數

是否通過

2020年
6月6日

高雄市
直轄市長

韓國瑜 2,299,981 574,996 939,090 25,051 是

2021年
1月16日

桃園市直
轄市議員

王浩宇 327,758 81,940 84,582 7,128 是

2021年
2月6日

高雄市直
轄市議員

黃捷 291,566 72,892 55,261 65,391 否

2021年
10月23日

台中市
立法委員

陳柏惟 294,976 73,744 77,899 73,433 是

2022年
1月9日

台北市
立法委員

林昶佐 244,748

(估計)

61,187

(估計)

未知 未知 未知



四大公投議題
1.是否同意核四發電廠重啟發電？提案人:黃士修

提案方:核廢料有97%仍是可利用能源，僅需2至3年即可商轉。反對方台灣經濟部:核廢料目前無解，地質安全報告又指出核

四廠蓋在地震帶上。

2.是否同意政府應全面禁止進口含有瘦肉精（萊克多巴胺）豬隻之肉品、內臟及其相關產製品？提案人:林為洲

提案方國民黨立委稱國民健康不能成為「特定國家」利益交易籌碼，而且台灣民眾吃豬肉數量遠高於其他肉品，萊劑雖有國

際標凖，但未必適用於台灣人。反對方則稱，全球已有101個國家開放含有萊劑豬肉進口，此外美豬進口是國家經貿布局一環，

基於平等互惠，台灣不能賣自己的商品到國外，卻反對他國商品進口。

3.是否同意公民投票案公告成立後半年內，在符合法規定的情形下，公投應與選舉同日舉行？提案人:江啟臣

提案方認為一般民意代表選舉與公投合辦可以提高投票率，減少行政成本。反對方認為，2018年公投綁大選投票程序冗長且

混亂，而且容易淪為政黨之間較勁的工具，選民會傾向對人不對事而導致議題討論失焦。

4.是否同意中油公司「第三天然氣接收站」遷離桃園大潭藻礁海岸及海域？提案人:潘忠政

提案方稱，桃園藻礁擁有全球最獨特的大型淺海現生藻礁地景及生態系，三接將永久破壞生態。反對方稱三接是減少空污、

均衡南北發電的重要建設。

時間:2021年12月18日



小結

台灣民主政治一路從最初的獨裁恐怖時期，一步步走到現在
民主自由越來越開放，但是我們可否想過現在的自由是不是
太過開放了。多起的抗議都是因為太過自由而爆發，常常引
發過多社會問題，甚至上國際報導，而太過自由的同時似乎
也有些人在民主背後獨裁的操控，新聞作為一個監督政府的
媒介，如今卻因為政治立場而被迫關閉。台灣的民主才剛剛
起步，在每個決策、每起抗議，我們都應該思考背後是否真
正符合自由民主，並一同走向更好的台灣社會。



六、問題與討論－陳泓齊



自由的標準在哪裡



「網路霸凌」幾乎已成為今日人們見怪不怪的
現象──從對各公眾人物無底線的人身攻擊，到
只因意見不合就對非公眾人物進行的惡意謾罵、
批評、肉搜、起底，再到更惡質的揭露他人隱
私資訊、偷拍影音，或以經捏造變造的不實資
訊污衊他人⋯⋯等等，在在釀成社會上的無數紛
爭、甚至引發諸多悲劇。

網路霸凌



https://famil

y.goodtv.tv/f

amily/article

0011/

https://family.goodtv.tv/family/article0011/


政大1名男學生日前墜樓死亡，警方初步了解，死者留有
遺書，自稱遭網路霸凌，不堪壓力所致。政大今天表示，
對此深表沉痛與遺憾，已請師長加強關懷每名學生。
有網路貼文指稱，黃姓男大生先前疑因租屋問題爭執，在
政大交流社團發文批評女同學；後來有其他學生在政大
Dcard板發文貼出疑為黃姓男大生的黑歷史，導致他飽受
批評。
https://www.cna.com.tw/news/asoc/202106080358.aspx

（中央社記者黃麗芸、許秩維台北8日電）
2021/6/8 20:33（6/9 09:10 更新）

https://www.cna.com.tw/news/asoc/202106080358.aspx


網軍

網軍也是過度自由的環境下所產生的，
他們常常抓到一個字眼、一個詞就會
不斷放大來攻擊，各平台的網軍帳號，
除了可向「農場」購買、租賃，也可
自行培養。



操作輿論網軍價碼一次看製表／UDN記者整理

https://udn.com/news/story/12

789/5951060

https://udn.com/news/story/12789/5951060


2021-12-10 02:12聯合報 / 記者吳亮賢／台北報導

民進黨立委高嘉瑜遭林秉樞施暴後，綠營網軍卻在ＰＴＴ發
文帶風向，使網軍亂象再度浮上檯面。熟悉網軍生態人士透
露，網軍在ＰＴＴ發文及留言價碼，一組約是五千到一萬元，
他分析，許多綠營網軍前身是太陽花學運時期的「網路原住
民」，經常使用ＰＴＴ、臉書等平台發表言論，原屬義勇軍，
後來逐漸形成「收錢辦事」的產業形態，甚至成立公關行銷
公司，平時接政府標案，選舉轉為攻擊部隊，形成異業合作
的共生體系。



熟悉網軍人士指出，二○一四年太陽花學運時，許多參與者經常在Ｐ
ＴＴ、臉書評論時事，甚至成立粉專，主要批評當時的馬政府，雖一
開始都是自願性，但因立場與綠營接近，不少參與者後來也轉為政治
幕僚，或進入公關行銷公司，手握的網路聲量，則成為輔助綠營打選
戰或是打擊異己的利器。
該人士表示，二○一六年大選開始，網軍逐漸產業化、公司化，持續
以綠營為主要合作對象，除了操作社群維運，與民眾互動，還在ＰＴ
Ｔ、臉書、Dcard等發文、留言帶風向，各平台有不同計價方式。

https://udn.com/news/story/12789/5951060

https://udn.com/news/story/12789/5951060


楊蕙如因「關西機場事件」被判6個月徒刑

日本關西機場 107 年 9 月因颱風關閉，當時傳出台籍旅客受困機場，
「卡神」楊蕙如及友人蔡福明涉嫌指揮網軍在「關西機場事件」侮辱外交
部駐大阪辦事處，造成時任辦事處長蘇啟誠在輿論風暴中自殺身亡。台北
地檢署 108 年 12 月依侮辱公署罪起訴 2 人，法院審理 2 年，台北地方法
院今( 12 日)宣判處楊蕙如、蔡福明各 6 個月徒刑，得易科罰金 18 萬，可
上訴。
今日宣判兩人都沒到庭聽宣。但台北地方法院開庭時，楊蕙如否認犯罪，
她說當時網路發文是接續 PTT 的文章，論壇有數千、甚至數萬篇推文，
議題造成風潮，整體輿論都認為大阪處很爛，如果她算犯罪，那麼應該有
幾千、幾萬人都在侮辱公署。並辯稱，她背後沒有「業主」，純粹想澄清
錯誤訊息，因看到中國以網軍影響台灣選舉，才於事後成立 LINE 群組保
護國家，對抗大陸網軍，而給成員薪水是補貼他們保衛國家的心意。



而蔡福明則辯無罪，蔡的律師陳澤嘉說，如果大阪辦事
處是公署，中國、日本以及辦事處本身就會反對，他認
為蔡貼文共 900 字，只有 80 字在罵人，如果割裂看待，
形同興文字獄。
但檢察官郭耿誠說，兩人的犯行包括侮辱公務員、侮辱
公務員執行的職務。言論自由應有界線、不是無法無天，
蔡福明發文完全不提事實、只有謾罵，充滿侮辱言詞，
已超出合理評論，動機是扭轉輿論風向。而楊女透過蔡
男發展網軍組織、將薪水交給蔡男發給網軍，本案影響
我國國際聲譽。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1-11-12/665416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1-11-12/665416


https://www.p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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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ttweb.cc/bbs/Gossiping/M.1536227862.A.A9B


網軍 V.S 網路霸凌

受他人給錢辦事 出於自己的意願

兩者的行為都假借於自由，但對他人造成了
巨大身心靈的傷害，這種行為影響了他人，
超出了自由的紅線，應該要被法律所制裁



七、結論－李以真



現在的台灣是否太過自由了？



自由的前提

在不傷害他人以及不犯法的情況下，可以

做自己想做的事。

但是在台灣出生、長大的我們將自由當作

理所當然，因此衍生出許多社會問題。



人肉搜索
台中瑪莎拉蒂惡少用棒球棍打大學生，雖然是犯法的事，但是民眾卻利用網路找出

他的雙親以及家中的公司名稱，逼迫父母向社會大眾道歉。

圖片來源：中時新聞網、Disp BBS



國會亂象
台灣立法院經常在質詢時發生爭執甚至肢體上的衝突，這種台灣特有的奇觀都曾登

上國外知名媒體。且立委們弄髒、弄壞立院裡的東西，都是使用百姓們的納税錢去

替他們善後。

圖片來源：Yahoo新聞、自由時報電子報



匿名留言
國發會調查指出，由於網路匿名性高，有

4%的受訪者認為自己在網路上的發言較

真實世界激烈，高醫大研究顯示，比起言

語或肢體霸凌，網路霸凌與自殺意念的相

關性更高。2015年藝人楊又穎輕生、

2019年韓國前女團成員雪莉自殺身亡、

2020年日本女子摔角選手木村花、演員三

浦春馬也相繼輕生，他們在遺書中都或多

或少提到是因不堪酸民謾罵才走上絕路，

喚起外界正視網路霸凌的嚴重性。

圖片來源:中央通訊社新聞小百科



假新聞
隨著科技發達，網路上每天出現上千則新聞，

而其中的假新聞伴隨著人們的分享，進到我們

的生活中間。而散布假消息的目的主要希望誤

導大眾、混淆視聽，藉以從中獲取政治或經濟

利益。且假新聞常常和網軍有很大的關連，如：

駐大阪辦事處處長蘇啓誠生前因假新聞蒙受不

白之冤，造成悲劇的發生。

圖片來源:Wikipedia / public domain



怎麼改善台灣現況？

人肉搜索:可能觸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為非公務機關，在「蒐集」與「利用」個資上，

必須分別遵守個資法第19條與第20條規定：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特定目的與情形下

蒐集，並在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若有違反，依據第41條規定，可能面臨5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主管機關也能夠依據第47條課予

罰鍰。重大社會案件發生時，網路上都會引起肉搜熱潮，並在各大社群媒體上張貼

嫌犯的照片與其他資訊。雖然這樣的行為，可能可以被解釋為符合「增進公共利益

所必要」而蒐集，並且是為了「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而利用，但仍須注意個

人資料的蒐集與利用行為，與公益間的關聯性，以免觸法。我認為應該要加重懲處，

並嚴格執行，取締那些散布他人的隱私的人，也須多教育民眾散佈他人資料可能會

遭受到的刑罰。



怎麼改善台灣現況？

國會亂象:應該制定相關法規，在國會內指派負責監督並且維持秩序的人，若在裡面

發生鬥毆、毀謗，此人有權利可以對其進行嚴格懲處。且在有立委破壞場內設備時

讓他們個人或其代表的政黨負責後續維修、清潔的費用。

匿名留言：除了制定相關法規外，也要多多向民眾宣傳匿名留言還是要負法律責任。

酸言酸語雖不觸法，但看得到留言的人數眾多，可能造成很大的殺傷力。評論不能

無限上綱，有時「發表意見」與「霸凌」只有一線之隔，若涉及刑法公然侮辱及加

重誹謗罪（告訴乃論）、恐嚇危害安全罪（非告訴乃論），可能被處以有期徒刑、

拘役或罰金。



怎麼改善台灣現況？

假新聞：修改相關法律，加重懲處並嚴格執
行，取締那些散布假新聞的人。「散佈謠言，
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者」而「處3日以下拘
留或新臺幣3萬元以下罰鍰」行政罰。假消
息的個案認定，應遵守言論自由的權利保障，
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民眾一定要善盡過濾
查證的責任，對於未具名或來源不明的訊息
更要謹慎小心，不要隨意轉發、傳播或隨之
起舞，以免觸法又危害公共安全、社會秩序
及民主選舉。因此學習如何辨識假新聞是當
務之急。學習如何辨識假新聞的方法如下，
思考來源、閱讀內文、確認發布者、其他佐
證、檢查發布日期與地點或請教專家。

圖片來源：Facebook



時事討論



萊豬、美牛進口
蔡英文政府在未經過台灣人民同意下就決定進口有食安疑慮的萊豬美牛，並且禁止

標示豬肉原產地，且台灣豬貼紙在發行後一天之內網路上就出現有商人販賣。造成

人民沒有選擇是否購買萊豬美牛的自由。

圖片來源:Rti中央廣播電台



實名制
在疫情日漸嚴峻的時候，政府想出了掃QR code或寫聯絡資訊的方式以方便日後疫

調的方法，但是政府在強迫我們告知行蹤的同時也侵害到了我們的自由。

圖片來源:好樂購家具



台灣的自由是否應當受到合理的管束？

是，因為台灣社會享有高度的自由，

但人民卻沒有足夠的智慧去運用我們

的自由。所以我們應該要去培養人民

的自由民主意識。而政府應受到人民

的監督，人民則是要受到法律的約束。



我們認為的自由

自由不應該被無限上綱，但只要在法律規範的範
圍內，且不侵害他人的權利，我們可以想做什麼
就做什麼（行為上的自由）。

而不被他人、團體、權力蒙蔽我們「知的權
利」，就是思想上的自由。



感謝聆聽



資料來源-參考書籍

● 《自由四論》 Isaiah Berlim著陳曉林譯出版社:聯經出版
出版日期:民國七十九年八月

● 《論自由》 John Stuart Mill著郭志篙譯出版社:臉譜出版
出版日期:民國九十三年

● 《現代政治思潮講義第八版》邵維慶著出版日期: 
2021/09/13

● 《國父思想》周世輔、周陽山著出版社: 三民書局出版日
期:1998



參考資料-內容資料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crime-penalty/237 在網路肉搜別人並公布資料，可能會有什麼個人資料法律爭議？2018.10.24 
參閱日期：2021.12.3

https://project.cna.com.tw/cards/20200827-2020cyberbullying/ 三浦春馬、木村花之死引省思你的留言是合理評論還是網路霸凌？
2020.8.31 參閱日期：2021.12.3

https://www.storm.mg/article/498701 一位外交官之死》蘇啓誠生前疑因假新聞蒙冤，曾尋求律師協助 2018.9.16 參閱日期：
2021.12.3

https://www.facebook.com/letsupupup/photos/從我開始終止假新聞挺起來參考了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fla發佈的終止假新聞的檢查表雖然
挺起來的力量很小也希望每個看到圖並覺得有用的你可以廣為分享大家一起來做擋住怪/276606013063403/ 從我開始終止假新聞
2018.9.15 參閱日期：2021.12.3

https://slidesplayer.com/slide/11363229/ 洛克（John Locke） ─西方自由主義之父參閱日期：2021.12.02

https://m.xuite.net/blog/jesse0208/0717/24624486 美國總統威爾遜-十四點和平原則參閱日期：2021.12.01

https://www.rfi.fr/tw/%E6%B3%95%E5%9C%8B/20170618-
%E5%95%9F%E8%92%99%E5%93%B2%E4%BA%BA%E8%87%AA%E7%94%B1%E6%B3%95%E5%85%B8%E7%9A%84%E5%
89%B5%E9%80%A0%E8%80%85%E2%80%94%E2%80%94-
%E5%AD%9F%E5%BE%B7%E6%96%AF%E9%B3%A9%E5%AF%AC%E9%97%8A%E7%9A%84%E6%B3%95%E5%BE%8B%E8
%A6%96%E9%87%8E啟蒙哲人自由法典的創造者——孟德斯鳩寬闊的法律視野參閱日期：2021.12.0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5%A4%A7%E8%87%AA%E7%94%B1_(%E7%BE%85%E6%96%AF%E7%A6%8F)四
大自由 (羅斯福)參閱日期：2021.12.03

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crime-penalty/237
https://project.cna.com.tw/cards/20200827-2020cyberbullying/
https://www.storm.mg/article/498701
https://www.facebook.com/letsupupup/photos/%E5%BE%9E%E6%88%91%E9%96%8B%E5%A7%8B%E7%B5%82%E6%AD%A2%E5%81%87%E6%96%B0%E8%81%9E%E6%8C%BA%E8%B5%B7%E4%BE%86%E5%8F%83%E8%80%83%E4%BA%86%E5%9C%8B%E9%9A%9B%E5%9C%96%E6%9B%B8%E9%A4%A8%E5%8D%94%E6%9C%83%E8%81%AF%E7%9B%9Fifla%E7%99%BC%E4%BD%88%E7%9A%84%E7%B5%82%E6%AD%A2%E5%81%87%E6%96%B0%E8%81%9E%E7%9A%84%E6%AA%A2%E6%9F%A5%E8%A1%A8%E9%9B%96%E7%84%B6%E6%8C%BA%E8%B5%B7%E4%BE%86%E7%9A%84%E5%8A%9B%E9%87%8F%E5%BE%88%E5%B0%8F%E4%B9%9F%E5%B8%8C%E6%9C%9B%E6%AF%8F%E5%80%8B%E7%9C%8B%E5%88%B0%E5%9C%96%E4%B8%A6%E8%A6%BA%E5%BE%97%E6%9C%89%E7%94%A8%E7%9A%84%E4%BD%A0%E5%8F%AF%E4%BB%A5%E5%BB%A3%E7%82%BA%E5%88%86%E4%BA%AB%E5%A4%A7%E5%AE%B6%E4%B8%80%E8%B5%B7%E4%BE%86%E5%81%9A%E6%93%8B%E4%BD%8F%E6%80%AA/276606013063403/
https://slidesplayer.com/slide/11363229/
https://m.xuite.net/blog/jesse0208/0717/24624486
https://www.rfi.fr/tw/%E6%B3%95%E5%9C%8B/20170618-%E5%95%9F%E8%92%99%E5%93%B2%E4%BA%BA%E8%87%AA%E7%94%B1%E6%B3%95%E5%85%B8%E7%9A%84%E5%89%B5%E9%80%A0%E8%80%85%E2%80%94%E2%80%94-%E5%AD%9F%E5%BE%B7%E6%96%AF%E9%B3%A9%E5%AF%AC%E9%97%8A%E7%9A%84%E6%B3%95%E5%BE%8B%E8%A6%96%E9%87%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5%A4%A7%E8%87%AA%E7%94%B1_(%E7%BE%85%E6%96%AF%E7%A6%8F)


參考資料-圖片來源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s%3A%2F%2Fzh.wikipedia.org%2Fwiki%2F%25E5%2593%2588%25E8%258E%2589%25E7%2589%25B9%25C2%25B7%25E6%25B3%25B0%25E5%258B%2592%

25C2%25B7%25E5%25AF%2586%25E5%25B0%2594&psig=AOvVaw37tLrZoJVgf8HUDaMXLD84&ust=1639749592338000&source=images&cd=vfe&ved=0CAsQjRxqFwoTCKDtz7S96PQCFQAAAAAdAAAAAB

AD 哈莉特·泰勒·密爾 - 自由的維基百科 (參閱日期2021.12.06)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s%3A%2F%2Ffr.wikipedia.org%2Fwiki%2FFichier%3APSM_V03_D380_John_Stuart_Mill.jpg&psig=AOvVaw16o17VZTP6Gu0pDh7EVp4t&ust=1639749824164000

&source=images&cd=vfe&ved=0CAwQjhxqFwoTCPjH1qu-6PQCFQAAAAAdAAAAABAD Fichier:PSM V03 D380 John Stuart Mill.jpg 
(參閱日期2021.12.06)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s%3A%2F%2Fwww.alamy.com%2Fstock-photo-drag-queen-before-and-after-make-up-139949440.html&psig=AOvVaw2xV-

oJGocggXIiSOs53xXQ&ust=1639750189941000&source=images&cd=vfe&ved=0CAsQjRxqFwoTCJD7986_6PQCFQAAAAAdAAAAABAD Drag queen before and 

after make-up Stock Photo - Alamy (參閱日期2021.12.07)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s%3A%2F%2Fwww.taiwannews.com.tw%2Fch%2Fnews%2F3011869&psig=AOvVaw2YOWjZrRCCkVdOIcSURaGO&ust=1639750269396000&source=images&cd=vfe

&ved=0CAsQjRxqFwoTCKCAyPS_6PQCFQAAAAAdAAAAABAD同志台北大遊行市府首升上彩虹旗| 台灣英文新

聞| 2016-10-29 12:40:00 (參閱日期2021.12.07)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88%E8%8E%89%E7%89%B9%C2%B7%E6%B3%B0%E5%8B%92%C2%B7%E5%AF%86%E5%B0%94&psig=AOvVaw37tLrZoJVgf8HUDaMXLD84&ust=1639749592338000&source=images&cd=vfe&ved=0CAsQjRxqFwoTCKDtz7S96PQCFQAAAAAdAAAAABAD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s://fr.wikipedia.org/wiki/Fichier:PSM_V03_D380_John_Stuart_Mill.jpg&psig=AOvVaw16o17VZTP6Gu0pDh7EVp4t&ust=1639749824164000&source=images&cd=vfe&ved=0CAwQjhxqFwoTCPjH1qu-6PQCFQAAAAAdAAAAABAD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s://www.alamy.com/stock-photo-drag-queen-before-and-after-make-up-139949440.html&psig=AOvVaw2xV-oJGocggXIiSOs53xXQ&ust=1639750189941000&source=images&cd=vfe&ved=0CAsQjRxqFwoTCJD7986_6PQCFQAAAAAdAAAAABAD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3011869&psig=AOvVaw2YOWjZrRCCkVdOIcSURaGO&ust=1639750269396000&source=images&cd=vfe&ved=0CAsQjRxqFwoTCKCAyPS_6PQCFQAAAAAdAAAAABAD


參考資料-圖片來源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s%3A%2F%2Fwww.timeout.com%2Fnewyork%2Flgbt%2Fthe-best-new-york-city-drag-shows-and-events&psig=AOvVaw2-

_cwqGzuunI7a0y2dPlTO&ust=1639750476693000&source=images&cd=vfe&ved=0CAsQjRxqFwoTCODMvtfA6PQCFQAAAAAdAAAAABAD 7 Best Drag 

Shows NYC Has For You To Check Out (參閱日期2021.12.06)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s%3A%2F%2Fwww.npg.org.uk%2Fcollections%2Fsearch%2Fportrait%2Fmw127722%2FSir-Isaiah-

Berlin&psig=AOvVaw27uIF0rn_jb_IhKs7kqLBK&ust=1639750575437000&source=images&cd=vfe&ved=0CAsQjRxqFwoTCIjsu4bB6PQCFQAAAAAdAAAAABAD NPG 

P1142; Sir Isaiah Berlin - Portrait -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參閱日期2021.12.07)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s%3A%2F%2Fwww.amazon.in%2FFour-Essays-Liberty-Isaiah-Berlin%2Fdp%2F0195012429&psig=AOvVaw2pHzG0grNqN_O-

z1JnYE3z&ust=1639750849799000&source=images&cd=vfe&ved=0CAsQjRxqFwoTCIDUjJHC6PQCFQAAAAAdAAAAABAD Amazon.in: Buy Four 

Essays on Liberty Book Online at Low Prices in India | Four Essays on Liberty 

Reviews & Ratings (參閱日期2021.12.0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On_Liberty_(first_edition_title_page_via_facsimile).jpg論自由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參閱日期

2021.12.06)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s://www.timeout.com/newyork/lgbt/the-best-new-york-city-drag-shows-and-events&psig=AOvVaw2-_cwqGzuunI7a0y2dPlTO&ust=1639750476693000&source=images&cd=vfe&ved=0CAsQjRxqFwoTCODMvtfA6PQCFQAAAAAdAAAAABAD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s://www.npg.org.uk/collections/search/portrait/mw127722/Sir-Isaiah-Berlin&psig=AOvVaw27uIF0rn_jb_IhKs7kqLBK&ust=1639750575437000&source=images&cd=vfe&ved=0CAsQjRxqFwoTCIjsu4bB6PQCFQAAAAAdAAAAABAD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s://www.amazon.in/Four-Essays-Liberty-Isaiah-Berlin/dp/0195012429&psig=AOvVaw2pHzG0grNqN_O-z1JnYE3z&ust=1639750849799000&source=images&cd=vfe&ved=0CAsQjRxqFwoTCIDUjJHC6PQCFQAAAAAdAAAAAB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On_Liberty_(first_edition_title_page_via_facsimile).jpg


參考資料-圖片來源
20211111004408.jpg 瑪莎拉蒂惡少爸媽代子下跪美女主播不忍了怒嗆，中時新聞網參

閱日期：2021.12.3

images 瑪莎拉蒂惡少毆人惹事董座父鞠躬謝罪被害人母子「我們對不起你」，Disp 
BBS 參閱日期：2021.12.4

ef348680-3125-11eb-9f77-71c46e3d1b7bBBC國會亂象，Yahoo新聞參閱日期：

2021.12.4

phpVgW9Ju.jpg 立院丟豬內臟國民黨發文扯「雜碎」挨轟：展現中國文化，自由時報電

子報參閱日期：2021.12.4

20200827-2020cyberbullying-09.jpg 酸民成為鍵盤殺手，中央通訊社新聞小百科參閱日

期：2021.12.5

https://images.chinatimes.com/newsphoto/2021-11-11/656/20211111004408.jpg
https://encrypted-tbn0.gstatic.com/images?q=tbn:ANd9GcRsNLdFp-hprVCaaCdqPaQWz1Hxn_zgBpsblA&usqp=CAU
https://s.yimg.com/os/creatr-uploaded-images/2020-11/ef348680-3125-11eb-9f77-71c46e3d1b7b
https://img.ltn.com.tw/Upload/news/600/2020/11/27/phpVgW9Ju.jpg
https://www.cna.com.tw/project/imgs/cards/20200827-2020cyberbullying-09.jpg


參考資料-圖片來源
https://sites.google.com/a/mail.sju.edu.tw/mhl/jiao-xue-zi-yuan/theathenianschool 拉斐爾《雅典學院》參閱日期：2021.12.02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s%3A%2F%2Fzh.wikipedia.org%2Fzh-
hant%2F%25E8%25BE%25B2%25E5%25A5%25B4%25E5%2588%25B6&psig=AOvVaw2uWYxiG3qnkwenr-
yOBpDW&ust=1639754774175000&source=images&cd=vfe&ved=2ahUKEwiO_vfX0Oj0AhUCNaYKHRK4BK8Qr4kDegUIARCoAQ 農
奴制參閱日期：2021.12.01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3A%2F%2Fopinion.udn.com%2Fopinion%2Fstory%2F6685%2F460076&psig=AOvVaw3tS
2KRGie8pXcZDyuonH9W&ust=1639754877818000&source=images&cd=vfe&ved=0CAwQjhxqFwoTCIjS8ozR6PQCFQAAAAAdAAA
AABAD 贖罪券的道德意義參閱日期：2021.12.03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s%3A%2F%2Fwww.ehanlin.com.tw%2Fapp%2Fkeyword%2F%25E9%25AB%2598%25E4%
25B8%25AD%2F%25E6%25AD%25B7%25E5%258F%25B2%2F%25E5%258D%2581%25E5%25AD%2597%25E8%25BB%258D%
25E6%259D%25B1%25E5%25BE%2581.html&psig=AOvVaw0s-
ALxeOn7eTeEIiMa4_BV&ust=1639754935198000&source=images&cd=vfe&ved=0CAsQjRxqFwoTCMig8KfR6PQCFQAAAAAdAAAA
ABAD十字軍東征參閱日期：2021.12.02

https://p1.nanmuxuan.com/images/76/d19a944063acb42d.jpg法國大革命與斷頭台參閱日期：2021.12.01

https://sites.google.com/a/mail.sju.edu.tw/mhl/jiao-xue-zi-yuan/theathenianschool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t/%E8%BE%B2%E5%A5%B4%E5%88%B6
http://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6685/460076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s://www.ehanlin.com.tw/app/keyword/%E9%AB%98%E4%B8%AD/%E6%AD%B7%E5%8F%B2/%E5%8D%81%E5%AD%97%E8%BB%8D%E6%9D%B1%E5%BE%81.html&psig=AOvVaw0s-ALxeOn7eTeEIiMa4_BV&ust=1639754935198000&source=images&cd=vfe&ved=0CAsQjRxqFwoTCMig8KfR6PQCFQAAAAAdAAAAABAD
https://p1.nanmuxuan.com/images/76/d19a944063acb42d.jpg


參考資料-圖片來源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371164514368339&set=pb.100044243

808780.-2207520000..&type=3 蘇嘉豪對權利自由的質疑參閱日期：2021.12.10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365130988305025&set=pb.100044243

808780.-2207520000..&type=3 蘇嘉豪的澄清聲明參閱日期：2021.12.1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4%BA%8C%E5%85%AB%E4%BA%8B

%E4%BB%B6#/media/File:228_Incident_h.jpg 二二八事件參閱日期：2021.12.10

https://www.facebook.com/macaodaily/photos/a.489987544525570/13740195927

89023/ 治安警察局驅趕集會後解釋參閱日期：2021.12.10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371164514368339&set=pb.100044243808780.-2207520000..&type=3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365130988305025&set=pb.100044243808780.-2207520000..&type=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4%BA%8C%E5%85%AB%E4%BA%8B%E4%BB%B6#/media/File:228_Incident_h.jpg
https://www.facebook.com/macaodaily/photos/a.489987544525570/1374019592789023/


參考資料-圖片來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5%85%AD%E4%BA%8B%E4%BB%B6#
/media/File:Fu_Ssu-nien_portret.jpg 四六事件參閱日期：2021.12.10

http://newcongress.tw/?p=3329 四六事件 2015.4.6 參閱日期：2021.12.10

https://medium.com/@eugenener/%E8%B5%B0%E9%80%B2%E6%AD%B7%E5%8F
%B2%E9%95%B7%E5%BB%8A-
%E6%B7%BA%E8%AB%87%E7%99%BD%E8%89%B2%E6%81%90%E6%80%96-
dc67487fb813 白色恐怖 2019.7.8 參閱日期：2021.12.1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7%A3%E5%9A%B4%E7%B4%80%E5%BF%B5%
E6%97%A5#/media/File:%E5%8F%B0%E6%B9%BE%E8%A7%A3%E4%B8%A5%E4%
BB%A4.jpg 解嚴參閱日期：2021.12.1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5%85%AD%E4%BA%8B%E4%BB%B6#/media/File:Fu_Ssu-nien_portret.jpg
http://newcongress.tw/?p=3329
https://medium.com/@eugenener/%E8%B5%B0%E9%80%B2%E6%AD%B7%E5%8F%B2%E9%95%B7%E5%BB%8A-%E6%B7%BA%E8%AB%87%E7%99%BD%E8%89%B2%E6%81%90%E6%80%96-dc67487fb81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7%A3%E5%9A%B4%E7%B4%80%E5%BF%B5%E6%97%A5#/media/File:%E5%8F%B0%E6%B9%BE%E8%A7%A3%E4%B8%A5%E4%BB%A4.jpg


參考資料-圖片來源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ontent-92743-106779 太陽花學運 2014.3.27 參閱日期：

2021.12.10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8045842 被罷免的民主黨參閱日期：2021.12.10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43895028 八百壯士衝突案 2018.4.25 參閱日期：2021.12.10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804255004.aspx 八百壯士衝突案 2018.4.25 參閱日期：

2021.12.10

https://news.tvbs.com.tw/politics/908756 八百壯士衝突案 2018.4.25 參閱日期：2021.12.10

https://www.nownews.com/news/5116102 中天關台 2020.11.19 參閱日期：2021.12.10

https://www.gvm.com.tw/article/75962 中天關台 2020.11.18 參閱日期：2021.12.10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ontent-92743-106779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8045842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43895028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804255004.aspx
https://news.tvbs.com.tw/politics/908756
https://www.nownews.com/news/5116102
https://www.gvm.com.tw/article/75962


參考資料-圖片來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7%BD%B7%E5%
85%8D%E5%88%B6%E5%BA%A6 降低罷免門檻參閱日期：2021.12.10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9502399 四大公投 2021.12.6參閱日期：2021.12.10

https://i1.wp.com/family.goodtv.tv/family/wp-
content/uploads/2017/03/article0011.jpg?fit=1024%2C1024&ssl=1網路霸凌參閱日期：2021.12.10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1/12/10/realtime/14739288.jpg&x=0&y=0&sw=
0&sh=0&sl=W&fw=650&exp=3600&w=650&nt=1操作輿論網軍價碼一次看製表／記者整理參閱日期：
2021.12.10

https://www.pttweb.cc/bbs/Gossiping/M.1536227862.A.A9B[爆卦] 大阪空港疏散事件相關資訊參閱日期：
2021.12.1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7%BD%B7%E5%85%8D%E5%88%B6%E5%BA%A6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9502399
https://i1.wp.com/family.goodtv.tv/family/wp-content/uploads/2017/03/article0011.jpg?fit=1024,1024&ssl=1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21/12/10/realtime/14739288.jpg&x=0&y=0&sw=0&sh=0&sl=W&fw=650&exp=3600&w=650&nt=1
https://www.pttweb.cc/bbs/Gossiping/M.1536227862.A.A9B


參考資料-圖片來源
https://www.facebook.com/allaboutmacau/photos/%E5%B8%82%E6%B0%91%E5%89%9B%E7
%99%BC%E8%B5%B7%E9%9B%86%E6%9C%83%E9%BB%98%E7%AB%99-
%E5%99%B4%E6%B0%B4%E6%B1%A0%E5%8D%B3%E6%9C%89%E5%9C%8D%E5%B0%81%E
5%B7%A5%E7%A8%8B%E5%85%A8%E5%B1%AC%E5%B7%A7%E5%90%88%E4%B8%80%E5%
AE%9A%E4%BF%82%E6%9C%89%E6%BE%B3%E9%96%80%E5%B8%82%E6%B0%91%E7%99
%BC%E8%B5%B7%E6%96%BC8%E6%9C%8819%E6%97%A5%E5%91%A8%E4%B8%80%E6%99
%9A%E4%B8%8A%E5%99%B4%E6%B0%B4%E6%B1%A0%E5%8E%9F%E5%9C%B0%E9%BB%9
8%E7%AB%99%E4%BB%A5%E5%8F%8D%E5%B0%8D%E9%A6%99%E6%B8%AF%E8%AD%A6
%E5%AF%9F%E4%BD%BF%E7%94%A8%E6%9A%B4%E5%8A%9B%E5%B0%8D%E4%BB%98%E
5%B8%82%E6%B0%91%E4%BD%86%E5%99%B4%E6%B0%B4%E6%B1%A0%E7%8F%BE%E5%
A0%B4%E4%BB%8A%E6%97%A9%E5%B7%B2%E8%A2%AB%E5%9C%8D%E5%B0%81%E7%8F
%BE%E5%A0%B4%E6%9C%89/2357683734296784/ 市民剛發起集會默站噴水池即有改善工程

參閱日期：2021.12.10

https://www.facebook.com/allaboutmacau/photos/%E5%B8%82%E6%B0%91%E5%89%9B%E7%99%BC%E8%B5%B7%E9%9B%86%E6%9C%83%E9%BB%98%E7%AB%99-%E5%99%B4%E6%B0%B4%E6%B1%A0%E5%8D%B3%E6%9C%89%E5%9C%8D%E5%B0%81%E5%B7%A5%E7%A8%8B%E5%85%A8%E5%B1%AC%E5%B7%A7%E5%90%88%E4%B8%80%E5%AE%9A%E4%BF%82%E6%9C%89%E6%BE%B3%E9%96%80%E5%B8%82%E6%B0%91%E7%99%BC%E8%B5%B7%E6%96%BC8%E6%9C%8819%E6%97%A5%E5%91%A8%E4%B8%80%E6%99%9A%E4%B8%8A%E5%99%B4%E6%B0%B4%E6%B1%A0%E5%8E%9F%E5%9C%B0%E9%BB%98%E7%AB%99%E4%BB%A5%E5%8F%8D%E5%B0%8D%E9%A6%99%E6%B8%AF%E8%AD%A6%E5%AF%9F%E4%BD%BF%E7%94%A8%E6%9A%B4%E5%8A%9B%E5%B0%8D%E4%BB%98%E5%B8%82%E6%B0%91%E4%BD%86%E5%99%B4%E6%B0%B4%E6%B1%A0%E7%8F%BE%E5%A0%B4%E4%BB%8A%E6%97%A9%E5%B7%B2%E8%A2%AB%E5%9C%8D%E5%B0%81%E7%8F%BE%E5%A0%B4%E6%9C%89/2357683734296784/


參考資料-圖片來源
https://www.facebook.com/macaodaily/photos/a.489987544525570/1664862367038076/ 六
四集會上訴參閱日期：2021.12.1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F%95%E8%BE%BE%E5%93%A5%E6%8B%89%E6%96%A
F

畢達哥拉斯參閱日期：2021.12.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8F%E6%A0%BC%E6%8B%89%E5%BA%95

蘇格拉底參閱日期：2021.12.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8F%E6%8B%89%E5%9B%BE

柏拉圖參閱日期：2021.12.5

https://www.facebook.com/macaodaily/photos/a.489987544525570/166486236703807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F%95%E8%BE%BE%E5%93%A5%E6%8B%89%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8F%E6%A0%BC%E6%8B%89%E5%BA%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8F%E6%8B%89%E5%9B%BE


參考資料-圖片來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9%87%8C%E5%A3%AB%E5%A4%9A%E5%BE%
B7

亞里斯多德參閱日期：2021.12.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A1%9E%E7%BD%97

馬庫斯‧圖利烏斯‧西塞羅參閱日期：2021.12.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9%98%E9%A9%AC%E6%96%AF%C2%B7%E9%9C%8D%E
5%B8%83%E6%96%AF

霍布斯參閱日期：2021.12.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F%E5%BE%B7%E6%96%AF%E9%B8%A0

孟德斯鳩參閱日期：2021.12.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9%87%8C%E5%A3%AB%E5%A4%9A%E5%BE%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A1%9E%E7%B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9%98%E9%A9%AC%E6%96%AF%C2%B7%E9%9C%8D%E5%B8%83%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F%E5%BE%B7%E6%96%AF%E9%B8%A0


參考資料-圖片來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6%E7%BF%B0%C2%B7%E6%B4%9B%E5%85%
8B

洛克參閱日期：2021.12.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F%E7%88%BE%E6%B3%B0

伏爾泰參閱日期：2021.12.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E%A9-
%E9%9B%85%E5%85%8B%C2%B7%E5%8D%A2%E6%A2%AD

盧梭參閱日期：2021.12.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D%E5%BE%B7%E7%BD%97%C2%B7%E5%A8%81%
E5%B0%94%E9%80%8A

威爾遜參閱日期：2021.12.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6%E7%BF%B0%C2%B7%E6%B4%9B%E5%85%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F%E7%88%BE%E6%B3%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E%A9-%E9%9B%85%E5%85%8B%C2%B7%E5%8D%A2%E6%A2%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D%E5%BE%B7%E7%BD%97%C2%B7%E5%A8%81%E5%B0%94%E9%80%8A


參考資料-圖片來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F%8C%E5%85%B0%E5%85%8B%E6%9E%97%C2%B7%E
5%BE%B7%E6%8B%89%E8%AF%BA%C2%B7%E7%BD%97%E6%96%AF%E7%A6%8F

羅斯福參閱日期：2021.12.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AB%E4%B8%AD%E5%B1%B1

孫中山參閱日期：2021.12.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F%8C%E5%85%B0%E5%85%8B%E6%9E%97%C2%B7%E5%BE%B7%E6%8B%89%E8%AF%BA%C2%B7%E7%BD%97%E6%96%AF%E7%A6%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AB%E4%B8%AD%E5%B1%B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