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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黑名單」制度存在與運作，是非常體制下對人民基本人權侵害

具體事例，也是強人威權統治時期重要人權課題。「黑名單」管制措

施，主要是政府為避免異議人士將有關異議言論帶回臺灣，對於政府

統治正當性造成衝擊。大法官於 年 月 日做出釋字第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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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一般咸認海外「黑名單」制度至此正式走入歷史。

臺灣人權促進會作為長期關注臺灣人權事務且發展最久的民間組

織，黑名單的形成與在其運作下人權遭到的侵害與限制，為其所關注

重點議題之一。透過對臺灣人權促進會所出版的相關文書，有關針對

黑名單的記載與討論，將有助於進一步理解當時國民黨政府對人權的

侵害情況。

本文主要透過數位人文研究途徑，應用資訊工具並就臺灣人權促

進會所出版「臺灣人權系列雜誌」進行探查，並結合人文判讀，進一

步詮釋黑名單在「臺灣人權系列雜誌」意涵與側重之處。

關鍵詞：臺灣人權促進會、黑名單、人權、社會網絡分析法、

數位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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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年 月 日臺灣實施戒嚴，戒嚴令明訂出入境旅客均應辦

理出入境手續，透過相關法令的修正，本國人民必須比照外籍人士辦

理簽證才能出入境，執政當局對主張臺灣獨立、共產主義或否定《中

華民國憲法》的異議人士，藉由簽證措施限制其入出境。 年

月 日解除戒嚴後，入出境規範改適用同日施行的《國安法》，仍採

申請許可制。 年 月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國家安全法》修正

案，在原第 條第 款「有事實足認為有妨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

重大嫌疑者」後加上「但曾於臺灣地區設籍，在民國 年以後未在大

陸地區設籍，現居住於海外，而無事實足認為有恐怖或暴力之重大嫌

疑者，不在此限」之但書，修法之後，使絕大多數在戰後出國留學、

工作的海外異議人士得以獲准入境，「黑名單」人數大幅限縮。

年 月 日公布之《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條規定「居住臺灣地區

設有戶籍國民，自本法施行一年後，入出國不需申請許可」，自

《總統府公報》第 號， 年 月 日，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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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起，國民入出境需先經申請的制度正式走入歷史， 人民

遷徙自由獲得進一步的保障。大法官於 年 月 日做出釋字

第 號解釋，指出《國安法》未區分國民是否於臺灣地區設有住

所而有戶籍，一律非經許可不得入境，違反憲法第 條規定之比例

原則，「侵害國民得隨時返回本國之自由」而違憲。 一般認為，海外

「黑名單」制度至此才正式走入歷史。

回顧「黑名單」的歷史發展，與戰後臺灣長期處於動員戡亂及戒

嚴體制之下有關。所謂的「黑名單」係在此一時空背景下，被政府限

制入境或出境的人士。「黑名單」制度存在與運作，是非常體制下對

人民基本人權的侵害，也是強人威權統治時期的重要人權課題，而被

限制入境的黑名單人士甚至延續到 年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後才走

入歷史。

年 月 日，受國共內戰局勢影響，臺灣省主席陳誠公布

《臺灣省准許入境軍公人員及旅客暫行辦法》，規定入境臺灣前先須經

申請獲核准後持相關證明文件方能入境，且「絕對禁止無正當職業者

入境」，無證入境者則予以遣返，開始針對本國人民進行常態性入境

管制。 同年 月 日起臺灣全省戒嚴，戒嚴令明訂「無論出入境旅

客，均應遵照本部（按：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規定，辦理出入境手

續，並受出入境之檢查」。 年 月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除持

《總統府公報》第 號（ 年 月 日），頁 。《行政院公報》第

卷第 期（ 年 月 日），頁 。

《司法院公報》第 卷第 期（ 年 月），頁 。而國安法有關人民

入出境應申請許可之條文直到 年 月 日立法院方三讀通過刪除。

刪除理由即為原規定泛指人民入出境均應經主管機關許可，未區分人民是

否於臺灣地區設有住所而有戶籍，一律非經許可不得入出境，並對未經許

可者依原條文第 條第 項予以刑罰制裁，顯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 條及憲法第 條保障人民遷徙及擇居自由之意旨有違。

《臺灣省政府公報》春字第 期（ 年 月 日），頁 。薛月

順編：《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臺北：國史館， 年），

頁 。

《中央日報》第 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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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對入境採取嚴格管制措施外，也進一步緊縮國民出境的空間。

年 月 日行政院會議通過《戡亂時期臺灣省准許人民入境出境暫

行辦法》（同年 月 日國防部公布施行），對於申請出入境者規定

必須提出「保證書」，保證人需保證被保證人「出境後，不得為匪工

作」，被保證人「如有匪諜行為」，保證人應受連帶處分。 至於入出

境的管理機關則由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後由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負

責，無疑將入境管制視同情治保安工作一環，逐漸成為政府監控人民

的手段。 戰後臺灣的入出境管制不僅針對居住於臺灣的國人，旅居

海外的國人同樣受到相當的限制，尤其是在海外從事臺灣獨立運動或

其他不見容於執政當局的異議人士都面臨「有家歸不得」的處境，也

就是被政府列為不得入境臺灣的「黑名單」。「不讓你回家」策略，即

為當時國民黨政府針對旅居海外異議份子所採取放逐流亡措施。

如前所述，國民黨政府施行的「黑名單政策」使得諸多海外異議

人士因此無法歸鄉，批評者認為黑名單對人權侵害程度較美國著名

的「水門事件」（ ）有過之無不及。 在實際運作上，國民黨

當局透過海外情治人員抑是職業學生，將海外參與有關臺灣獨立運動

者或其他政治異議者列名造冊，進而送回如國安局與警備總部等國家

情治機關，並包括如國民黨海工會在內的黨組織，藉此進一步系統化

建構以參考名單為名的「黑名單」，列名「黑名單」者除入境臺灣受

限，順利入境者更往往遭到監禁乃至生命危險，如「陳文成事件」為

《司法專刊》第 期， 年 月 日，頁 。

薛化元等：《戰後臺灣人權史》（臺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 年），

頁 。

胡慧玲：《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三‧民主的浪潮》（臺

北：衛城出版社， 年），頁 。轉引自薛化元、楊秀菁、蘇瑞鏘：

《戰後臺灣人權發展史（ ）》（新北：財團法人自由思想學術基金

會， 年），頁 。

陳重信：〈臺灣門（ ）：黑名單政策與人權〉，收於張炎憲、曾

秋美、陳朝海編著：《自覺與認同： 年海外臺灣人運動專輯》

（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出版；新北：吳氏圖書總經銷， 年），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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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代表性案例。

依當時外交部外交法規編著「駐外機構辦理海外華僑回臺加簽業

務應注意事項」，其中第 條以及第 條明白指示駐外機構對「黑

名單」異議人士的權字回臺加簽，須透過安全調查人員進行基本參考

資料名冊的核對，確認當事人平日言行舉止無對國家安全產生疑慮方

得簽核，甚至有洽詢當地親國民黨僑團意見的情事。 年初，國

安局以及警備總部將「黑名單」進一步制度化，將出入境管制名單分

成三級審核制：「第一級，列管如經情治單位提報重大刑事案經查證

確實者。第二級，列管凡在海外參加『非法組織』或曾『散佈不當言

論』經查屬實者，以及重大經濟犯罪者。第三級，列管曾參加非法組

織散佈不當言論情節輕微者」。 年 月 日，行政院授權專責

單位，針對違反臺灣利益、危及安全與公共秩序以及臺灣經濟利益

者，得逕行扣留抑是取消其護照。

年 月 日，大法官針對「黑名單」侵害人權的問題，做

出第 號解釋，指出：

憲法第 條規定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有

自由設定住居所、遷徙、旅行，包括入出國境之權利。人民為

構成國家要素之一，從而國家不得將國民排斥於國家疆域之

外。於臺灣地區設有住所而有戶籍之國民得隨時返回本國，無

待許可，惟為維護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人民入出境之權利，

並非不得限制，但須符合憲法第 條之比例原則，並以法律

定之。

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制定於解除戒嚴之際，其第 條第

有關臺獨人士的部分參見陳重信：〈臺灣門（ ）：黑名單政策與

人權〉，頁 。

「黑名單於焉誕生」，《自立早報》， 年 月 日。轉引自陳重信：〈臺

灣門（ ）：黑名單政策與人權〉，頁 。

陳重信：〈臺灣門（ ）：黑名單政策與人權〉，頁 。

薛化元、楊秀菁、蘇瑞鏘：《戰後臺灣人權發展史（ ）》，頁 。



臺灣人權促進會黑名單相關論述之探討：一個數位人文研究的視角

項第 款係為因應當時國家情勢所為之規定，適用於動員戡亂

時期，雖與憲法尚無牴觸（參照本院釋字第 號解釋），惟

中華民國 年修正後之國家安全法第 條第 項仍泛指人民

入出境均應經主管機關之許可，未區分國民是否於臺灣地區設

有住所而有戶籍，一律非經許可不得入境，並對未經許可入境

者，予以刑罰制裁（參照該法第 條），違反憲法第 條規定

之比例原則，侵害國民得隨時返回本國之自由。國家安全法

上揭規定，與首開解釋意旨不符部分，應自立法機關基於裁

量權限，專就入出境所制定之法律相關規定施行時起，不予

適用。

威權統治期間的「黑名單」政策主要牽涉到居住及遷徙自由，居

住與遷徙自由則是作為人權普世價值重要內涵。居住自由，指涉人民

得以憑自由意志設定居所而不受非法侵犯，為人身自由延伸；遷徙自

由，則指涉人民得以憑自由意志選擇抑是設定居所自由，包括遷徙、

旅居各地以及進出國境等自由， 也有研究者指出，居住自由也是社

會與經濟活動最低限度自由。 近代意涵，人民為廣泛獲得接觸知識

機會，居住以及遷徙自由除已不可或缺外，更具備精神自由要素。

二、臺灣人權促進會與「黑名單」問題

著眼於臺灣作為 世紀全球戒嚴期間最長的國家，有關基本人

中華民國司法院網站「釋字第 號」，網址：

，檢索日期： 年 月 日。

許志雄等：《現代憲法論》（臺北：元照出版公司， 年），頁 。

薛化元、楊秀菁、蘇瑞鏘：《戰後臺灣人權發展史（ ）》，頁 。

薩孟武：《中國憲法新論》（臺北：三民書局， 年），頁 。薛化

元、楊秀菁、蘇瑞鏘：《戰後臺灣人權發展史（ ）》，頁 。

蘆部信喜著，李鴻禧譯：《憲法》（臺北：月旦出版社， 年 ，頁 。

薛化元、楊秀菁、蘇瑞鏘：《戰後臺灣人權發展史（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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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不僅未能落實保障並受到政府的侵蝕與斲害，臺灣人權促進會（下

稱臺權會）在 年世界人權日 月 日當天成立，成立初期，

主要是以推動民主相關改革措施，確保各式政治與公民權利為首要任

務， 值得注意的是，因《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限制同一性質

的人民團體只能成立一個，當時已經有中國人權協會，縱使臺權會有

意登記，也無法處理，更遑論當時臺權會帶有異議色彩。 因此，成

立多年後才正式登記。

根據臺權會前會長林峰正的歷史回顧，臺權會在人員與財源方面

秉持獨立自主原則，始終未曾為政府外圍組織，並積極從事侵害人權

個案援救行動，使得臺權會成為臺灣重要的人權團體之一。 成立之

初，為追求公民與政治權利的確立，進一步與臺灣政治民主化運動相

結合，起初由釋放所有政治犯訴求著手。 眾多人權議題中，「黑名

單」問題為臺灣既往威權時刻系統化侵害人權的具體事例，並為臺權

會長期關注且推動的改革要點，因此本文將以由臺權會所出刊的臺灣

人權系列雜誌為主要文本，通過數位人文途徑，結合電腦自動化偵測

與人工判讀，進一步觀察臺權會針對「黑名單」議題所關注與側重

之處。

「黑名單」管制措施，主要是政府為避免異議人士將其異議言論

帶回臺灣，對於政府統治正當性造成衝擊。「黑名單」管制措施到

了 年中後期，隨著民主進步黨成立、解除戒嚴、社會運動風起

臺灣人權促進會網站「關於我們」，網址： ，

檢索日期： 年 月 日。

《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第 條規定：「人民團體在同一區域內，除法

令另有規定外，其同性質同級者以一個為限」。立法院法律系統「非常時

期人民團體組織法」，網址：

，檢索日期：

年 月 日。

林峰正、林俊言：〈臺灣現有人權團體之回顧與展望─以臺灣人權促進

會為例〉，《國家政策季刊》第 卷第 期（ 年 月），頁 。

林峰正、林俊言：〈臺灣現有人權團體之回顧與展望─以臺灣人權促進

會為例〉，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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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湧等背景下，開始在臺灣內外遭到強烈質疑甚至實際行動挑戰。

相關條文規範下，長期名列「黑名單」的海外異議人士，其返鄉之

路仍是充滿不確定因素。海外臺獨人士便發起返鄉運動，直接以闖

關方式，以身試法正面迎戰政府的「黑名單」政策，國內社運團體

及中央民意機構也透過各式聲援及質詢等方式要求政府檢討、解禁

「黑名單」，而部分先前「非法」闖關回臺的海外臺獨人士，除被以違

反《國安法》起訴外，也涉及內亂罪，直到《懲治叛亂條例》、《刑

法》第 條陸續廢止及修正後，這些人才獲得釋放。最後一位「黑

名單」、刺蔣案的黃文雄則到 年 月突破禁令回臺，至此，官方

「黑名單」才宣告走入歷史。 因此，如前所述，就制度面而言，前

述大法官於 年 月 日做出釋字第 號解釋，則是在制度面

上終結了「黑名單」。大法官的解釋宣示了：「國安法第 條第 項，

人民入出境，應向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申請許可。未經許可

者，不得入出境。」的規定違憲。並明白指出：立法機關盱衡解嚴及

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後之情勢，已制定入出國及移民法，並於民國

年 月 日公布施行，復基於其裁量權限，專就入出境所制定之相

關法律規定施行日期。《國安法》第 條第 項，應自入出國及移民

法之相關規定施行時起，不予適用。

在終結「黑名單」的歷程中，透過闖關返鄉、救援（聲援）運

動、立法院質詢等體制內外的行動，是「黑名單」問題得以突顯、改

革，終至修正的重要原因。在此期間，臺權會作為長期關注臺灣人

權事務的民間組織，「黑名單」的形成與在其運作下人權所受到的侵

害與不當限制，為其所關注的重點議題之一，特別是如何解除「黑

名單」更是臺權會長期以降所運作的重要課題。針對「黑名單」問

魏廷朝：《臺灣人權報告書 》（臺北：文英堂， 年），

頁 。轉引自陳佳宏：〈解嚴前後臺獨運動之匯聚〉，《臺灣文獻》第

卷第 期（ 年 月），頁 。

《司法院公報》第 卷第 期（ 年 月），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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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除透過發表聲明聲援相關人士，表示對「黑名單」的不滿外，

也藉由舉辦座談會 或是人權之夜 等活動，批評「黑名單」的存在

對於臺灣人權情況的侵害。此外，亦透過如人權報告書等專文撰寫，

針對黑名單情況，臺權會發表的有關聲明或呼籲，如：〈臺權會呼籲有關

單位廢除黑名單，無條件允許陳婉真等人回臺〉，《臺灣人權雜誌》 期

（ 年 月 日），頁 。〈為當局擬對突破「黑名單」闖關回臺成功的

陳婉真究其刑責發表聲明─臺權會為迫害人權事件發表聲明〉，《臺灣人

權雜誌》第 期（ 年 月 日），頁 。〈廢除黑名單，尊重海外遊

子之返鄉權─臺權會為迫害人權事件發表聲明〉，《臺灣人權雜誌》第

期（ 年 月 日），頁 。〈臺權會為迫害人權事件發表聲明聲

援─為廖彬良之工作全被侵害發表聲明聲援〉，《臺灣人權雜誌》第

期（ 年 月 日），頁 。〈臺權會為迫害人權事件發表聲明聲援

─內政部對李憲榮發出限期離境通知，內容及過程均有可議，發表聲

明抗議〉，《臺灣人權雜誌》第 期（ 年 月 日），頁 。臺灣

人權促進會：〈抗議當局以野蠻手段強押蔡正隆、羅益世二人遞解出境，

發表緊急聲明〉，《臺灣人權雜誌》第 期（ 年 月 日），頁 。

〈臺灣人權促進會聲明─為許信良回國事件發表聲明〉，《臺灣人權雜

誌》第 期（ 年 月 日），頁 。臺灣人權促進會：〈臺灣人權促

進會為陳振堅返鄉事件發表聲明〉，《臺灣人權雜誌》第 期（ 年

月 日），頁 。〈臺灣人權促進會對鄭自才遭強制離境之嚴正聲明〉，

《臺灣人權雜誌》第 期（ 年 月 日），頁 。〈違憲侵犯，人權

不保─臺權會對郭倍宏闖關被捕緊急聲明〉，《臺灣人權雜誌》第 期

（ 年 月 日，頁 ）。〈惡法不廢，迫害不止─臺權會對郭倍宏

被提起公訴之聲明〉，《臺灣人權雜誌》第 期（ 年 月 日），

頁 。〈不能衣錦還鄉只有爬牆回家─臺權會對李應元被捕一事嚴正聲

明〉，《臺灣人權雜誌》第 期（ 年 月 日），頁 。〈陳榮芳

返鄉遭遣返事件臺權會聲明〉，《臺灣人權雜誌》第 期（ 年 月

日），頁 。〈主張臺獨返鄉無門─臺灣人權促進會、新國會聯合研究室

聯合聲明〉，《臺灣人權雜誌》第 期（ 年 月 日），頁 。〈臺

權會針對張燦鍙先生被捕聲明〉，《臺灣人權雜誌》第 期（ 年

月 日），頁 。〈黑名單，民主最大恥辱─林明哲遭遣送出境臺權會

抗議聲明〉，《臺灣人權雜誌》第 期（ 年 月 日），頁 。〈勿

讓世界人權日成為諷刺和痛心的日子─臺權會聲明〉，《臺灣人權雜誌》

第 期（ 年 月 日，頁 ）。

如舉辦臺灣人返鄉權座談會，參見編輯室：〈臺灣人返鄉權座談會〉，《臺

灣人權雜誌》 期（ 年 月 日），頁 。

如 臺灣人權之夜，有關活動紀錄參見邱芳玉著，謝三泰攝：〈十年風

雨，一起走過─ 臺灣人權之夜後記〉，《臺灣人權雜誌》復刊號第

期（ 年 月），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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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黑名單」對臺灣社會發展，乃至更深層傷害影響進行探討並作論

述。至於獨臺會、臺獨聯盟等案（其中也有部分涉及黑名單非法入

境）皆是在臺權會長期參與聲援與交涉行動，透過廢除《懲治叛亂條

例》、修改《刑法》 條等，白色恐怖脈絡下的「言論叛亂」始獲

終結。而透過臺權會有關聲援聲明與雜誌報導，使國內外關心臺灣

「黑名單」議題者，得以進一步瞭解在非常體制下，國民黨政府對異

議人士系統化進行壓迫與人權斲害相關情事。而通過對臺權會所出版

的相關文書有關「黑名單」記載與討論，有助於理解當時國民黨政府

對人權侵害情況，因此臺權會對「黑名單」課題的探討過程，在戰後

臺灣歷史發展脈絡，特別是人權史層面，有其不容忽視的重要性。

臺權會早期關注海外臺灣人返鄉權，聲援闖關被捕的「黑名單」

人士，同時要求政府應廢除違反人權的「黑名單」；此間並述及有關

「外省人」回中國探親的返鄉權， 以及金馬人民來臺後無法再回鄉的

問題。 臺權會與國外臺灣人「黑名單」處理小組及國內打破「黑名

單」返鄉運動協調中心合作，公布調查取得的「黑名單」明細，藉此

戮破國民黨政府宣稱沒有「黑名單」的虛假性，讓世人知道「黑名

單」制度的不合理。 歷經聲援許信良、羅益世、李憲榮、蔡正隆、

鄭自才、郭倍宏、李應元、陳榮芳與林明哲等世臺會或臺獨聯盟成

員及海外異議人士闖關被驅逐出境，或者尚未入境即遭原機遣回事

件後， 臺權會積極主張廢除《國安法》與《刑法》 條。 待《刑

臺灣人權促進會：〈臺灣人返鄉權座談會─兼談金馬地區之戒嚴與人

權〉，《臺灣人權雜誌》第 期（ 年 月 日），頁 。

臺灣人權促進會：〈臺灣人返鄉權座談會─兼談金馬地區之戒嚴與人

權〉，頁 。

本報訊：〈掃除黑名單，大家一起來─「臺灣人黑名單處理小組」成

立，配合島內新國會聯合研究室全面展開工作〉，《臺灣公論報》第 期

（ 年 月 日），版 「同鄉動態」。

編輯室：〈會務報告〉，《臺灣人權雜誌》第 期， 年 月 日，

頁 。

〈惡法不廢，迫害不止─臺權會對郭倍宏被提起公訴之聲明〉，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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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條修正後，臺獨主張的言論已經不再是叛亂犯，海外曾被列

為「黑名單」的絕大多數臺灣人，才可以順利返鄉。 年後，「黑

名單」問題進一步獲得解決，臺權會除持續關心外國類似「黑名單」

禁止異議人士返國的事例外，並進而關注國內人民的居住遷徙權。

三、「臺灣人權系列雜誌」的資訊工具偵測結果

以下將通過數位人文學的研究方法，分析臺權會有關「黑名單」

論述。以「臺灣人權系列雜誌」作為本文主要數位分析對象，主要透

過數位人文研究途徑，並應用資訊工具針對臺權會出版的「臺灣人權

系列雜誌」 進行探查。相對於臺權會發表的聲明稿或是新聞稿，「臺

灣人權系列雜誌」內容除以臺權會或是雜誌署名的文章或聲明外，其

他所載文章代表臺權會「官方」的色彩較為淡薄，不過，基於「臺灣

人權系列雜誌」是臺權會對外宣傳、表達對人權關懷的機關刊物，因

此本文選取其作為分析文本。實驗操作過程，首先，本文將透過詞頻

（ ，簡稱 ）以及逆向文件頻率（

，簡稱 ）權重方法的加權效果，針對「臺灣人權系列

雜誌」文本內容進行探測，進而以「黑名單」此一詞彙為中心，觀

察其數值情況。再者，本文將應用社會網絡分析法（

，簡稱 ）將文本中與「黑名單」相關的重要概念與事件

透過詞彙之間的共同出現形成關聯，並將文本資料分析產出的相關數

據資料透過視覺化予以呈現。最終，並結合人文判讀，進一步詮釋

「黑名單」在「臺灣人權系列雜誌」中意涵與側重之處。

以「黑名單」一詞作為標的關鍵詞彙，此外，並加列與「黑名

單」意涵相同的「限制出境」以及「限制入境」兩個關鍵詞彙，針

「臺灣人權系列雜誌」，主要包括：《臺灣人權促進會會訊》、《臺灣人權雜

誌》、《人權雜誌》、《 報》、《臺灣人權通訊》等由臺權會所出版的刊

物，時間橫跨 年到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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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年到 年「臺灣人權系列雜誌」進行檢索，首先，就整體

文本而言，發現「黑名單」、「限制出境」、「限制入境」等關鍵詞彙

在本文中，包括 詞頻統計或經 詞彙獨特性加權 後，無論

是絕對次數統計或是加權數值皆未達顯著，具體而言，「黑名單」的

次數為 次（排序 ）、 加權值為 （排序 ）；

「限制出境」的詞頻統計次數為 次（排序 ）、 加權值

為 （排序 ）；「限制入境」的詞頻統計次數為 次（排序

）、 加權值為 （排序 ）。

以年代分布進行觀察「黑名單」在「臺灣人權系列雜誌」的情

況，則分別將其詞頻統計與 值羅列如下：

表一：黑名單在「臺灣人權系列雜誌」的詞頻統計與 值

（ ）

黑名單

時間 詞頻
數值

本文有關各詞彙的 加權值取至小數點後第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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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名單

時間 詞頻
數值

觀察表一「黑名單」在「臺灣人權系列雜誌」的詞頻統計與

值（ ）可以發現，首先，「黑名單」此一詞彙在

年間，詞頻次數 最多的單一年度落於 年（ 次），同時

該年的 加權值亦為最高。再者，若觀察整體年度的情況，則

可發現在 年到 年以及 年到 年這兩個跨年度時間

是詞頻次數最多的兩個時刻，另外就是在 年，在年度分布中形

成三個波峰。並依表一數據，進一步繪製出圖一。另值得注意的是，

「限制入境」在「臺灣人權系列雜誌」僅於 年出現 次，該年的

加權值為 。此外，「限制出境」在「臺灣人權系列雜誌」

中則出現在三個年度： 、 、 年，其詞頻統計分別為：

次、 次、 次； 加權值則分別為： 、 、 。

因此，可以發現「限制出境」與「限制入境」等兩個詞彙在「臺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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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系列雜誌」中其存在情況並不顯著。

圖一：黑名單在「臺灣人權系列雜誌」的詞頻統計與 值

（ ）

探查完「黑名單」、「限制入境」、「限制出境」等關鍵詞彙在「臺

灣人權系列雜誌」中，整體以及不同年度的詞頻統計與 加權值

後，本文進一步以「黑名單」為主，應用社會網絡分析模式（ ），

觀察在「臺灣人權系列雜誌」中與其關聯性高的其他關鍵詞彙。

本文透過電腦程式檢索比對與統計，將與「黑名單」在「臺灣人

權系列雜誌」中，經常共同出現在同一段落中的其他關鍵詞彙製表

如下：

針對此一情況，本文發現在文本中主要是以「返鄉權」進一步涵攝有關出入

境限制的概念，經探測包括〈返鄉夢難圓〉、〈「生不能聚，死不能別」─

黑名單〉等文章在內，共在 篇文章中提到。陳銘城：〈返鄉夢難圓〉，

《臺灣人權雜誌》第 期（ 年 月 日），頁 。編輯室：〈「生不能

聚，死不能別」─黑名單〉，《臺灣人權雜誌》 期（ 年 月

日），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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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臺灣人權系列雜誌」與「黑名單」關聯性較高的關鍵詞彙

黑名單

關聯詞彙 共同出現次數

臺灣

人權

政治

民主

社會

國家

國民黨

中國

自由

戒嚴

迫害

公民

美國

臺獨

逮捕

法律

政權

基本人權

憲法

律師

教授

本文應用社會網絡分析模式（ ）進一步針對臺權會文本內容與黑名

單、限制入境、限制出境等關鍵詞彙進行關聯分析，在實驗操作上，是以

文本內容的段落為判準，透過標點符號的句號與句號間文句作為段落定義

範圍，而給實驗程式下定義，將特定所欲觀察的關鍵詞彙作為中心，將此

特定詞彙所處的段落中，比對採擷其他關鍵詞彙進行統計，藉此觀察與其

關聯性高的人名與非人名等特定關鍵詞彙，進一步言之，若黑名單、限制

入境、限制出境等中心關鍵詞彙與任一其他關鍵詞彙在同一段落共同出現

的次數越多，即表示二者的關聯程度越高，在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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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名單

關聯詞彙 共同出現次數

司法

管制

日本

民主運動

江鵬堅

法院

美麗島事件

獨立

人權保障

入獄

主權

外交

民主法治

立法委員

刑求

法治

政治迫害

個人

教育

被捕

經濟

違憲

根據表二所得到的共同出現次數統計資料，進一步繪製成圖二，

即在「臺灣人權系列雜誌」中與「黑名單」關聯性高的自我中心社會

網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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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臺灣人權系列雜誌」中與「黑名單」關聯性高的其他

關鍵詞彙

圖二呈現在「臺灣人權系列雜誌」中與「黑名單」關聯程度高

者，又其中最為顯著的關鍵詞彙包括：臺灣、人權、政治、民主、社

會、國家、國民黨、中國、自由、戒嚴、迫害、公民、美國、臺獨、

逮捕、法律、政權、基本人權、憲法、律師、教授、司法、管制、日

本、民主運動、江鵬堅、法院、美麗島事件、獨立、人權保障入獄、

主權、外交、民主法治、立法委員、刑求、法治、政治迫害、個人、

教育、被捕、經濟、違憲等。

如前所述，與「黑名單」內涵相似的詞彙包括「限制入境」和

「限制出境」，不過「臺灣人權系列雜誌」中「限制入境」僅於

年出現 次，限制入境此詞彙在「臺灣人權系列雜誌」中其存在情況

並不顯著。這也說明臺權會在論述「黑名單」的內涵和影響時，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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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用與其實際效果密切相關的「限制入境」一詞。相對地「限制出

境」出現詞頻較多。「限制出境」在「臺灣人權系列雜誌」的詞頻統

計與 值（ ）可以發現，「限制出境」此一詞彙僅出現

在三個年度： 、 、 年，而其詞頻統計分別為： 次、

八次、 次； 加權值則分別為： 、 、 。就數

據而言，除 年外，在「臺灣人權系列雜誌」中其存在情況亦不

顯著。不過，由於其次數較多，因此，在觀察「黑名單」在「臺灣人

權系列雜誌」中的關聯情況後，本文再以「限制出境」為中心關鍵詞

彙，找出與其產生關聯性的其他關鍵詞彙，並製成下表 。

表三：「臺灣人權系列雜誌」與「限制出境」關聯性高的其他

關鍵詞彙

限制出境

關聯詞彙 共同出現次數

臺灣

人權

行政

希臘

律師

自由

法院

交通部

地方法院

花蓮

花蓮港

在此須說明的是，由於本文利用社會網絡模型針對「臺灣人權系列雜誌」

文本進行偵測，其是以兩個詞彙在同一段落中共同出現，作為判準設定，

因此在表 未出現「阿瑪斯號」此一詞彙，不過，當透過人工回到文本中

進行判讀時，發現針對限制出境此一詞彙，主要是討論有關阿瑪斯號希臘

籍船員在當時被限制出現所衍生出的人權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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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出境

關聯詞彙 共同出現次數

保險公司

個人

高雄

人身自由

中共

中國

中華民國

內政

內政部

內政部警政署

臺北

臺獨

司法

外交

外交部

民法

立委

立法委員

共產

共產黨

死刑

行政院

坐牢

依法辦理

法制

法務部

社會

國家

基本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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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出境

關聯詞彙 共同出現次數

移民

被捕

監察

調查

觀察

依據表三的數據資料彙製成圖 ，透過視覺化呈現「臺灣人權系

列雜誌」中與「限制出境」產生關聯性的有關詞彙情況。

圖三：「臺灣人權系列雜誌」與「限制出境」關聯性高的有關詞彙

圖三呈現在「臺灣人權系列雜誌」中與「限制出境」關聯程度高

者，又其中最為顯著的相關詞彙包括：臺灣、人權、行政、希臘、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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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自由、法院、交通部、地方法院、花蓮、花蓮港、保險公司、個

人、高雄等。 另外，由於限制入境僅在「臺灣人權系列雜誌」中出

現 次，與其產生關聯的詞彙不顯著，因此，未繪製出相關社會網絡

關聯圖。

四、對「臺灣人權系列雜誌」偵測結果的人文判讀

對本文的研究目的而言，「資訊工具偵測結果」呈現的數據，究

竟其實際意涵為何，有必要透過「人文判讀」，才能更清楚呈現。因

此以下擬以「臺灣人權雜誌系列」的相關文本進行討論。

年 月 日，時任立委的吳淑珍就黑名單問題，向行政院

提出的書面質詢，提到僅以美國為例，列名黑名單人數約有 萬

千人。 同年（ 年） 月 日，臺灣入出境管理局公布解嚴以降

（ 年 月 日到 年 月 日），不予許可入境者 人，

不允許可出境者 人，共 人。 年 月 日，在美臺

灣人社團組成「臺灣黑名單處理小組」，以美國作為調查區域，提出

一份臺灣黑名單分類報告，內容分成三個主要類型，共 名。 有

在此特需說明的是，如「法院」與「地方法院」以及「花蓮」與「花蓮

港」等兩組詞彙之所以未依權威詞原則作處理，而特別將「地方法院」與

「花蓮港」等兩個詞彙單獨列出，在於突顯特定案例與事件，首先，「地方

法院」主要與黃鈞達案以及希臘籍船隻擱淺花蓮港外事件有關。再者，則

與作為重要代表性案件，在「臺灣人權系列雜誌」中與「限制出境」關聯

程度高的希臘籍船隻於花蓮港外擱淺所衍發的希臘籍船員受到限制出境的

情況有關。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檔案（ 年 月 日印發），專案質詢 。

轉引自許文堂、薛化元：《戰後「黑名單」問題之調查研究：計畫訪談研

究文稿結案成果報告書》（國家人權博物館： 年），頁 。

「澄清外界對黑名單的質疑，內部公布解嚴後不許可入出境人數及原因」，

《中國時報》第 版， 年 月 日。許文堂、薛化元：《戰後「黑名

單」問題之調查研究：計畫訪談研究文稿結案成果報告書》，頁 。

「美國『臺灣黑名單處理小組』公布分類報告一○八位旅美臺灣人不准

返臺」，《自立晚報》， 年 月 日， 版。許文堂、薛化元：《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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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黑名單人數確切數字，由於目前官方尚未公布完整檔案，當初立委

的質詢資料、海外臺灣人權團體自行統計抑或是官方揭露的訊息等，

仍可作為重要參考。

本文利用前述實驗操作所獲得有關數據，進一步透過人工判讀方

式，針對實驗偵測結果進行詮釋，但由於本文主要聚焦在透過「臺

灣人權系列雜誌」，希望藉此能對臺權會針對黑名單議題相關論述作

進一步理解與掌握，下文就以「臺灣人權系列雜誌」為文本進行討

論。 此外，也因數位人文研究模式重要內涵之一，即在於透過資訊

工具應用結合人工判讀二者的科技整合模式，藉此針對研究成果達成

重複驗證之效，因此本文聚焦於「臺灣人權系列雜誌」文本並作為探

查首要標的，透過人工閱讀與機器偵測雙向流程，一方面應用機器偵

測成果輔助人工判讀過程；另方面，再利用人工判讀結果反向進行程

式修正撰寫，最後進一步整合二者而將研究發現進行重複驗證。首

先，觀察「黑名單」在「臺灣人權系列雜誌」中不同年度的分布情

況，在 年到 年、 年到 年、 年等三個時刻形

成高峰，而再進一步回到當時的「臺灣人權系列雜誌」文本中進行判

讀，可發現導致此一情況產生，主要是牽涉到有關「返鄉權」議題。

過去，國民黨政府透過《戒嚴令》以及《動員戡亂法》等非常法制，

加上行政、情治單位的作為，除限縮人民的言論與思想自由外，並侵

害人民遷徙與行動自由，其中，特別是針對旅居或留學海外的異議分

後「黑名單」問題之調查研究：計畫訪談研究文稿結案成果報告書》，

頁 。

有關黑名單人數的討論，參見許文堂、薛化元：《戰後「黑名單」問題之

調查研究：計畫訪談研究文稿結案成果報告書》，頁 。

目前有關以黑名單作為主題討論的文章雖仍未足豐，但仍有可作參考者，

除前述陳重信撰寫的〈臺灣門（ ）：黑名單政策與人權〉外，

如李憲榮撰寫的〈世臺會與海外臺灣人「返鄉運動」〉等，以及歐素瑛、

林正慧訪問紀錄的《海外黑名單相關人物訪談錄》。李憲榮：〈世臺會與海

外臺灣人「返鄉運動」〉，收於張炎憲、曾秋美、陳朝海編著：《自覺與認

同： 年海外臺灣人運動專輯》，頁 。歐素瑛、林正慧：

《海外黑名單相關人物訪談錄》（臺北：國史館，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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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國民黨當局常常透過所謂黑名單制度，由外館拒絕簽發返臺簽

證，禁止返臺。對此臺權會透過聲明強調此舉「若不儘速廢除，不僅

嚴重地侵害人權，並有礙臺灣在國際上之觀瞻，使日益艱鉅之外交工

作產生負面影響，當政者理應三思而行，俾免自棄於國際社會」。

此外，並力推「突破海外黑名單運動」， 積極運作解除黑名單以爭取

人民返鄉權的相關事宜。再者，觀察與黑名單相關聯的詞彙情況，可

以明顯發覺，有關「臺灣人權系列雜誌」對於黑名單的論述，主要是

以人權為出發，討論當時國民黨政府對於人民包括刑求、違憲、戒

嚴、逮捕、政治迫害、美麗島事件、入獄、管制、民主運動、國民

黨、臺獨、人權保障等人權侵害情況，主要在於突顯黑名單的存在事

實，係國民黨政府對臺灣社會強力管控以及侵害人權的行為，乃至對

臺獨活動的壓抑。

其次，分析臺權會對黑名單議題主張的轉變發展。 年解嚴

前，臺權會對黑名單的討論，礙於當時未解嚴的時空背景下，針對受

到國民黨當局列於黑名單而未能歸國的異議人士，其立場是透過呼籲

方式進行聲援。另一方面，當時官方限制返鄉權的範圍，不僅是海外

異議人士，尚包括外省籍老兵，以及滯留在中國大陸的臺籍老兵，

「將中國大陸視為政府的戰區而限制了臺灣人民自由進出中國大陸的

權利，也同時剝奪了這些老兵返鄉的權利」。 此外，「原住民（或稱

山地同胞）如果下山或從平地要返回家鄉都必需辦理手續接受檢查，

對其居住、遷徙自由的基本人權保障也受到各種程度的干擾」。 另

一方面，當年臺權會的「人權報告」也針對錫安山教會受到公權力侵

臺灣人權促進會：〈抗議當局以野蠻手段強押蔡正隆、羅益世二人遞解出

境，發表緊急聲明〉，頁 。

李勝雄：〈臺權會籌備及成立初期之小記事〉，《人權雜誌》冬季號（

年 月），頁 。

陳永興：〈 年臺灣人權報告〉，收於臺灣人權雜誌社編著：《臺灣

人權報告》（臺北：臺灣人權促進會， 年 月 日），頁 。

陳永興：〈 年臺灣人權報告〉，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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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情況，表達關心，「原來在高雄縣六龜鄉的山地聚集開墾所謂的

聖山─錫安山，也因為被國民黨軍警情治單位強迫驅逐下山，造成

了這幾年來新約教徒反對國民黨政府迫害的具體事實」，前述種種事

例皆表示國民黨政府對人民行動與遷徙自由的限制情況。

年間，前述的情勢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年臺權會

透過當時政府開放「大陸探親」的政策與黑名單進行對比，指出：

「開放大陸探親，本來大陸探親也是應依憲法讓他們能夠出國，即認

為大陸是自己國土的一部分，則開放回鄉去探親，但本來在臺灣的住

民，要回到臺灣探親，卻不允許」，批評國民黨當局對海外異議人士

受限歸國的針對性，同時提及由於金馬地區未如同臺灣於 年解

嚴，因而住民行動自由還持續受到限制。 此外，透過陳婉真與許信

良偷渡回臺灣後被政府逮捕，以及強押蔡正隆、羅益世二人遞解出境

的案件，說明雖然臺灣已解嚴，但《國安法》若未修改，黑名單將持

續存在的問題。除批評如此解嚴只是幌子外， 並討論突破黑名單闖

關回臺人士的刑責問題。 另一方面，在 年政府考慮解除前往

中國大陸的黃順興、侯德健入境限制之際，臺權會則指出：「黑名單

之存在，不僅有礙臺灣之國際瞻觀，造成臺灣最為脆弱之外交更不利

推展，且臺灣社會對情治機關亦多加痛斥，而今政府竟容許『附匪投

共』之人來臺，欲不許臺灣人返臺，果真鼓勵臺灣人欲回臺須『附匪

投共』嗎？」對國民黨當局的兩面作法表示不滿。

年間，臺權會的論述則以廢除《國安法》、修改出入境

陳永興：〈 年臺灣人權報告〉，頁 。

本刊編輯室：〈臺灣人返鄉權座談會〉，頁 。

編輯室：〈臺灣解嚴是個幌子？─ 年人權報告（臺灣部分）〉，

《臺灣人權雜誌》第 期（ 年 月 日），頁 。

〈為當局擬對突破「黑名單」闖關回臺成功的陳婉真究其刑責發表聲

明─臺權會為迫害人權事件發表聲明〉，頁 。

〈廢除黑名單，尊重海外遊子之返鄉權─臺權會為迫害人權事件發表聲

明〉，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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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申請許可制的辦理，以及廢除《刑法》 條等倡議作為主軸，

表示：「國民黨政權立即廢除《國安法》，取消以排除異己、定罪放逐

的『黑名單』惡制，並希望所有黑名單人士，於近期內均申請入臺簽

證，造成黑名單人士返臺潮，以齊力自濟方式達到『掃除黑名單，還

我返鄉權』的目標」， 並指出：「《國安法》對人民入境採取許可制的

限制方式，偷渡或闖關也會牽涉若干刑責問題」。 另一方面，討論

海外異議人士被列黑名單並限制入境時，直接標舉「臺獨」人士受

到限制的問題。如針對李應元一案即指出：「李應元博士係生於斯，

長於斯的臺灣雲林縣優秀子弟，學術地位備受推崇，並獲臺大教授聘

書，只因關心故土斯民，和平抒發對國家前途看法，提出臺獨主張，

即為當局不能見容，列為海外『黑名單』，受到等同於剝奪國籍的違

憲侵犯」。 年 月 日，雖然立法院三讀通過《國安法》修正

案，逐步放鬆對人民出入境的管制，但臺權會認為此舉對於黑名單

的解除仍僅杯水車薪並提出質疑，舉證表示：「政府口口聲聲 ：『黑

名單已減少至 個人。』但是，全美臺灣人訪問團團員 人，『就有

人不能獲准回臺』」， 說明實際遭到限制入境的黑名單人數，較官

方公布的多。再舉鄭自才返臺遭到判決為例，表示：「雖然《國安法》

的惡法經過立法院的修改，黑名單也經內政部宣佈縮減為 名，但是

在這種所謂的政治改革之下，返鄉的基本人權仍然被剝奪；履行返鄉

的基本人權仍然得坐一年國民黨的黑牢。這次一年徒刑的判決，是違

反《國安法》案件中最重的一次判決。顯然，國民黨是藉《國安法》

〈不能衣錦還鄉只有爬牆回家─臺權會對李應元被捕一事嚴正聲明〉，

頁 。

編輯室：〈「生不能聚，死不能別」─黑名單〉，頁 。

〈違憲侵犯，人權不保─臺權會對郭倍宏闖關被捕緊急聲明〉，頁 。

〈不能衣錦還鄉只有爬牆回家─臺權會對李應元被捕一事嚴正聲明〉，

頁 。

康保瑜著，康保瑜攝：〈上帝的歸上帝，凱薩的歸凱薩─學術的歸學

術，政治的歸政治，側記蕭欣義教授返臺〉，《臺灣人權雜誌》第 期

（ 年 月 日），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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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報復廿二年前的刺蔣案件」。 在這段期間著眼於愈加頻繁的黑名

單人士返鄉闖關行動，臺權會一方面關切包括鄭自才、 郭倍宏、 李

應元、 陳榮芳、 張燦鍙、 林明哲、 蕭欣義 等出入境限制的人權侵

害問題，並發出聲明外；另方面，相較於其他時間多為單篇討論，此

一時期針對黑名單議題的專文討論更加集中，特別是包括《臺灣人權

雜誌》第 期 以及《臺灣人權雜誌》第 期 等，幾乎整期都環

繞在有關黑名單議題的討論。

年間，臺權會進一步主張將過去爭取黑名單解除的有

關經驗，逐漸擴散到各式人權議題上，同時透過黑名單情況的檢視，

表示臺灣的許多人權議題仍然不足，需要再持續努力進行方能進入先

進國家之林。臺權會會長邱晃泉在〈會長的話〉指出：

以前，戒嚴、黨禁、報禁、返鄉黑名單等，是太明顯的人權問

題；國民黨外來政權，無疑是迫害人權的元凶；將施明德、姚

嘉文諸先生救出黑牢，自是天經地義的事。臺權會過去對政

治人權、言論自由等的爭取，其正當性無可置疑；其抗爭的對

象，也明顯而確定。然而，是不是救出了施明德，成立了民進

黨，結束了黑名單，臺灣就沒有人權問題了？且看看現在的臺

謝三泰攝：〈為履行返鄉人權坐牢無怨無悔─鄭自才的聲明〉，《臺灣人

權雜誌》第 期（ 年 月 日），頁 。

參見〈臺灣人權促進會對鄭自才遭強制離境之嚴正聲明〉，頁 。

〈違憲侵犯，人權不保─臺權會對郭倍宏闖關被捕緊急聲明〉，頁 。

〈惡法不廢，迫害不止─臺權會對郭倍宏被提起公訴之聲明〉，頁 。

〈不能衣錦還鄉只有爬牆回家─臺權會對李應元被捕一事嚴正聲明〉，

頁 。

〈陳榮芳返鄉遭遣返事件臺權會聲明〉，頁 。

〈臺權會針對張燦鍙先生被捕聲明〉，頁 。

〈黑名單，民主最大恥辱─林明哲遭遣送出境臺權會抗議聲明〉，頁 。

康保瑜著，康保瑜攝：〈上帝的歸上帝，凱薩的歸凱薩─學術的歸學

術，政治的歸政治，側記蕭欣義教授返臺〉，頁 。

臺灣人權促進會：《臺灣人權雜誌》第 期（ 年 月 日）。

臺灣人權促進會：《臺灣人權雜誌》第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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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臺灣人自己決定國家發展的自由，還備受壓制；以臺灣為

名的團體（包括臺權會自己）仍被視為非法；黃文雄先生雖已

返鄉，卻仍被拒絕戶籍登記；集會遊行，仍須事先向警察申請

核准；死刑罪名，仍有 種；刑求逼供，仍時有所聞且受默

許；司法的機能與公正，仍深受質疑；警察權力嚴重濫用，超

過往昔。

並在臺權會十五周年募款餐會上指出：「儘管政治犯與黑名單解除，

公民與政治權利已有某種程度的保障，不過這不意味臺灣已經沒有人

權問題。相反地，相較政治改革，臺灣的人權仍然處於停滯膠著的

狀況」。

年後，臺權會對於黑名單的關注擴展到全世界的人權問

題，除對六四天安門，也對中共如同過去臺灣威權時代對異議人士採

取限制入境的模式進行抨擊外，並關注全球人權事務。有關六四天安

門的黑名單問題，臺權會指出：

楊建利博士長期關注中國大陸社經發展及兩岸關係，在臺灣社

運界也有許多朋友。一九八九「六四」期間，他代表加州柏克

萊地區中國留學生回到北京支援民運⋯⋯楊先生違反中國出入

境法規的行為，事實上是行使「返國權」的不得已手段，因為

自從楊先生八九年參與「六四」後返美至今，北京當局即拒絕

為他換發護照，使他成為禁止入境的「黑名單」之一。⋯⋯中

國政府長久以來的專制高壓，對於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來的

民主運動風潮不但不予理會，反而對於有心促進中國民主、自

由及人權發展的運動人士加以壓制、逮捕，並且羅織罪名及黑

邱晃泉：〈會長的話〉，《臺灣人權通訊》第 期（ 年 月 日），頁 。

〈臺權會十五周年紀念暨募款餐會順利落幕〉，《臺灣人權通訊》第 期

（ 年 月 日），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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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單，阻止海外民運人士返國。

此外，也聲援緬甸的人權問題，「臺權會成立之初，以救援臺灣政治

犯為主要工作目標之一，如今，臺灣已經沒有政治犯，也沒有黑名

單，但是，近在咫尺的緬甸仍然有許多的政治犯、黑名單人士，現

在，應該是臺灣伸出援手的時候」。 年臺權會在〈難民庇護法〉

一文中，開始對於國際上難民的人權問題進行關注，指出：「臺灣身

為國際社會的一份子，基於人道考量，對於難民提供庇護是不可規避

的責任。臺灣在過去戒嚴時代，許多的政治犯與政治黑名單受到歐美

日等國庇護，是促進臺灣民主發展重要的一環。現在，臺灣也應盡一

份世界公民的責任，提供難民庇護」。

至於限制入境部分，僅有在 年的文章〈返鄉有理〉被提及

次，閱讀其內容是與返鄉權討論有關，主要是討論《國安法》第

條限制人民入境的相關規定以及其侵害人權的情況。 限制出境部

分， 年主要針對國民黨政府透過限制出境方式，嚴格管控異

議人士的有關討論；另在 年與 年間，對於限制出境的

討論則主要環繞在希臘籍貨輪阿瑪斯號（ 或稱

） 一案上。律師石宗立在〈阿瑪斯輪船員被限制出境事件〉

〈今日的中國，昨日的臺灣─臺灣社運團體救援楊建利之共同聲明〉，

《人權雜誌》夏季號（ 年 月），頁 。

吳佳臻：〈外交部補助國內民間團體派員赴國際間非政府組織研習計畫實

習成果報告〉，《人權雜誌》冬季號（ 年 月），頁 。

吳佳珮、移盟：〈難民庇護法〉，《人權雜誌》春季號（ 年 月），

頁 。

李勝雄：〈返鄉有理〉，《臺灣人權雜誌》第 期（ 年 月 日），

頁 。

針對希臘籍貨輪阿瑪斯號的英文名稱，有稱為 ，如石宗

立：〈阿瑪斯輪船員被限制出境事件〉，《人權雜誌》第 期， 年 月，

頁 。〈臺灣政府軟禁希臘籍船員七個月後希臘船員終於可以回家了〉，

《人權雜誌》第 期（ 年 月），頁 。亦有稱為 ，如

劉宜君：〈政府部門應用知識網絡之研究─以阿瑪斯號洩油事件為例之分

析〉，《公共行政學報》第 期（ 年 月 日），頁 。張元宵：

〈涉外船舶擱淺污染海事案件選法適用之研究─兼論「阿瑪斯輪」擱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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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中即對兩位希臘籍船員被民進黨政府限制出境之事進行討論，

文中指出：「依據海洋污染防治法（海污法）第 條限制船員離境。

依海污法第 條第 項之規定：『船舶對海域污染產生之損害，船舶

所有人應負賠償責任』。依同法第 條之規定：『外國船舶因違反本

法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於未履行前或有不履行之虞者，港口管理機

關得限制船舶及相關船員離境。但經提供擔保者，不在此限。』環保

署將這兩個條文結合起來，以『限制船長及輪機長離境』為手段，用

以『迫使船東出面處理油污及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認為此舉「不

僅違反了比例原則，失其目的性，更涉及侵犯人道與人權之普世價

值」。 對此，臺權會也發表三點訴求聲明：

（一）將船員視為迫使船東賠償的「人質」，限制出境的作法已

嚴重侵犯人權，因此要求政府立即解除限制他們出境之禁令，

立即停止這種不文明而且貽笑國際的做法。

（二）〈海洋污染防治法〉第 條因法條文字不明確，又被政

府機關加以曲解，竟成為「人質條款」，嚴重侵犯人權。政府

機關應該立即檢討，必要時應修改相關法令，以期符合普世公

認的人權標準。避免類似阿瑪斯輪船長及輪機長被當成「人

質」的事件，再度重演。

（三）陳水扁總統於就職時宣示以「人權立國」，並希望將人權

相關的國際公約國內法化。而阿瑪斯輪事件卻暴露出，政府限

制兩人出境已經顯然違反〈中華民國憲法〉中對人身自由的保

障，並違反〈世界人權宣言〉以及〈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

污染案件之法律問題〉，《臺灣海洋法學報》第 卷第 期（ 年 月），

頁 。馮春碧：《由阿瑪斯號貨輪油污染事件論船舶燃油污染損害

賠償制度》（基隆：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應用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年 月）。

石宗立：〈阿瑪斯輪船員被限制出境事件〉，《人權雜誌》第 期（ 年

月），頁 。

石宗立：〈阿瑪斯輪船員被限制出境事件〉，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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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約〉中對於人身自由的保障。陳水扁總統於去年「人權紀念

碑週年慶典禮」中表示「每一位公職人員，都應該是一個人權

工作者」，令人印象深刻。但我們發現，政府機關在處理具體

事件時，並沒有這樣的體認。我們呼籲：「人權立國」不能只

是口號而已！政府相關部門應立即虛心檢討，改正錯誤，具體

實踐陳總統的政策宣示，保障人權。不要使臺灣的國際形象再

受傷害！

至於與「限制出境」有關的關聯詞彙，主要仍與政府侵害人權情

況的討論相關，如人身自自、被捕、死刑、坐牢、基本人權、臺獨、

依法辦理、人權、自由等。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如希臘、花蓮、花

蓮港、外交、外交部、交通部等，則牽涉至希臘籍貨輪阿瑪斯號的討

論，因此，在文本偵測上出現次數較為頻繁，而這也是與「限制出

境」此一詞彙產生關聯性的主因。

五、結論

年國共內戰失利，中華民國政府敗退到臺灣後，透過《戒

嚴令》與「動員戡亂」等非常法制逐步建構其強人威權體制，並對人

民的思想、言論乃至行動遷徙進行管控與限制，前述侵害人權的行徑

主要是為鞏固國民黨政府穩固政權，「黑名單」的形成即為此一歷史

脈絡下所誕生的產物。臺權會作為長期關注臺灣人權事務且發展最為

長久的民間組織，其中，「黑名單」為其持續關注重要議題。以「黑

名單」作為偵測標的，配合限制入境與限制出境等同義詞的運用，本

文透過數位人文途徑，應用詞頻分析、 加權模式，以及社會

網絡分析法等，對「臺灣人權系列雜誌」進行偵測，發現如下：

首先，雖然從「臺灣人權系列雜誌」來看，「黑名單」、「限制入

石宗立：〈阿瑪斯輪船員被限制出境事件〉，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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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與「限制出境」等詞彙，就整體文本內容而言，其實驗產出數值

雖未名列前茅，但放在戰後臺灣歷史脈絡中，特別是人權發展經過

仍有其重要性。觀察「黑名單」、「限制入境」與「限制出境」的年代

分布情況，「黑名單」分布趨勢在 年到 年、 年到

年、 年等呈現波峰的情況；「限制入境」一詞雖僅在 年出現

一次，但其內容皆與人民的「返鄉權」有關，主要是討論不當法令如

《國安法》以及入出境法規等對人民行動與遷徙的限制，並搭配有關

侵害人權的案例進行論述。雖然詞頻明顯偏低，但「限制入境」是對

「黑名單」人士返國權利的箝制，因此，選擇此一詞彙本有其正當性。

而實際檢索結果，發現在「人權雜誌系列」卻鮮少使用此一用詞。這

也說明了，當時在描繪「黑名單」的內涵和影響時，沒有直接用與

其實際效果密切相關的「限制入境」，至於和「黑名單」同時出現的

用詞，在本文中已經另有分析。「限制出境」一詞則於 年、

年以及 年皆有出現的紀錄，其中，除 年是對「返鄉權」的

探討外， 年與 年則與希臘籍貨輪阿瑪斯號擱淺於臺灣外

海，其中兩位希臘籍船員被限制不能出境臺灣的情況，則為文本主要

討論內容。其次，觀察與「黑名單」、「限制入境」以及「限制出境」

相關聯詞彙，關聯性高的詞彙主要是關注在人權保障以及人權侵害等

有關詞彙上，並由於臺權會作為臺灣最早的人權異議組織，此一結果

並不特別意外，不過，在「限制出境」的關聯詞彙方面，則主要是與

希臘籍貨輪阿瑪斯號事件有關。

有關臺權會對「黑名單」主張的發展， 年解嚴之際，臺權

會對於「黑名單」的論述，礙於當時未解嚴的時空背景下，針對受到

國民黨政府列於「黑名單」而未能歸國的異議人士，其立場是透過呼

籲方式進行。另一方面，有關返鄉權的受限情況，不僅是海外異議人

士，臺權會也討論外省籍老兵、山地區原住民以及錫安山教會人士，

批評國民黨政府對人民行動與遷徙自由的限制。 年間，主

要是 年臺權會透過當時政府開放「大陸探親」的政策與「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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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進行對比，再透過陳婉真與許信良偷渡回臺灣後被政府逮捕，

以及強押蔡正隆、羅益世二人遞解出境的案件，說明雖然臺灣已解

嚴但《國安法》若未修改，「黑名單」將持續存在的問題。

年間，臺權會以廢除《國安法》、修改出入境申請許可制，以及廢除

《刑法》 條的倡議作為主軸。 年 月 日，雖然立法院三讀

通過《國安法》修正案，逐步放鬆對人民出入境的管制，但臺權會

仍認為此舉對於「黑名單」的解除仍然不足，並提出質疑並舉證說

明。 年間，臺權會將過去對「黑名單」的努力與經驗，逐

漸擴散到各式人權上，並透過「黑名單」情況進一步表示臺灣的許多

人權議題仍有待改善，需要持續努力，方能進入先進國家之林。整體

而言，臺權會對黑名單問題的論述與聲援，是整個臺灣社會要求黑名

單改革的一環，最終促成黑名單制度的改革，包括法規修改與限制人

數的改善。 年後，臺權會對於「黑名單」的關注擴展到全世界

人權議題，除針對六四天安門，中共政權如同過去臺灣威權時代對異

議人士採取限制入境的模式進行抨擊外，同時也關注如緬甸人權問

題、國際難民庇護的人權問題等全球人權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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