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族群和解座談會

傷瘀興起怯:走出《再見曼德拉》

文/高有智

+ <再見曼德拉〉 首映會，現場針對轉型正義需要社會集體討論面對 。

一→ 二八紀念日前夕，時報文教基金

一----A會等團體在二月廿四日舉行一場

談族群和解與轉型正義座談會 ， 會中學

者陳芳明等人指出，轉型正義需要社會

集體討論面對 ，尤其掌握最高權力者要

建立討論對話文化 。 但國民黨不斷迴

避 、 民進黨不斷追討，轉型正義淪為選

舉工真 。

轉型正義淪為選舉工真

時報文教基金會等團體在二二八前夕

舉辦新片 《再見曼德拉〉首映會 ，片中

透過看管曼德拉的白人獄警桂格里的故

事 ，敘述曼德拉的監獄生活 ，同時刻畫

曼德拉的人格與理想情懷，呈現南非如

何走過種族隔離政策的社會對立，逐步

邁向和解社會的過程 。

首映會後，時報基金會舉辦 「曼德拉

與南非族群和解」座談會，由中時社長

林聖芬、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執行長簡

錫措主持 ， 邀請律師王清峰 、中研院研

究員吳乃德與政大台灣文學所所長陳芳

明討論，從南非案例省思台灣的族群對

立和轉型正義等課題。

陳芳明批評說， 轉型正義議題已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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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過程，政治案件的受害者已不在民 他講話和藹可親，他的英語講得像影

進黨內，加害者也不全然都在國民黨 。 片中獄警模仿的那樣，影片中的曼德拉

但政治操作下，把所有問題都簡化成國 詮釋得很傳神 。 從影片中我們看到曼德

民黨必須承擔責任，民進黨反而成了受 拉被監禁了二十七年，後來在一九九四

害者 。 年當選總統 。 這段期間剛好是我讀大

他也說，對於轉型正義缺乏政黨對話 學 、研究所， 被列入黑名單後從海外回

討論，國民黨迴避歷史，民進黨卻不斷

追討歷史，談正義不能單方面，南非黑

人領袖曼德拉和白人總統戴克拉克最後

都願意坐下來協商，台灣掌握最高權力

者沒有建立這樣對話討論文化，只有怪

罪朝小野大，過去八年都浪費掉了 。

來的時間 。這部影片勾起我很多回憶。

正義換選票永遠找不到正義

如何從影片對照台灣的局勢?影片中

曼德拉說「看不到的傷害最難處理 J ' 

我從一九八0年代開始成為二二八研究

者，我深有同感 。 這十年來由於政黨輪

追求歷史真相才能和解寬恕 替的關係 ，許多機關檔案的史料與檔案

王清峰說，南非透過真相和解委員會 現在都公佈了，但研究轉型正義的人並

追求歷史真相，才能和解寬恕 。 但台灣 不重視，這是很奇怪的文化現象 。

只有賠償受害者，未來如何追究責任， 所謂轉型正義，就是一個年代從威權

包括追究範團與對象與如何追究的方式 轉為民主時，開始面對並討論過去造成

等，都需要社會共識，尤其要尊重被害 傷害的因素， 使得過去不正義的事在民

者家屬意願 。 主時代得到糾正 。 對於六十年前發生的

吳乃德分析曼德拉能夠成為黑人領袖 事，今天我們到底追究什麼?我們要怎

的特殊人格與道德特質， 他也強調，政 樣的正義 ?如果這些議題變成消費的名

治不只是高明騙術或交換關係，民主社 詞，把正義換算成選票 ， 永遠找不到正

會如果沒有道德基礎難以鞏固，政治若 義。

為消費名詞，尤其到選舉變成換取選票 沒有道德高度，也無法推動和解和轉型 整個南非為何得以順利轉型?這樣的

提問讓我們面對台灣實際的經驗。 政黨

輪替之後，台灣喪失了協商文化，對話

與討論的文化 。

的工具，轉型正義原本是要糾正歷史錯 正義工程 。

誤，現在反而是在錯誤基礎上製造另一

種錯誤。 建立協商文化 從歷史囚牢自我

釋放

怪罪朝小野大浪費八年 曼德拉來台灣訪問的時候，我接待過

研究歷史出身的陳芳明說 ， 探討轉型 他 。 我在一九九五年見過曼德拉，那時

正義必須回歸歷史傳承，尤其是漸進改 我在民進黨服務，我擔任文宣部主任 。

我們的領導人必須為台灣建立對話與

討論的文化 。 南非戴克拉克願意與曼德

拉談，曼德拉願意與戴克拉克談 ，但前

提是他自己必須是自由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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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對話 百年後將仍原地踏步

如果國民黨一直在逃避歷史，而民進

黨一直在追討歷史的話，對話無法出

現，這樣過一百年我們還在原地踏步 。

台灣的改革傳統從國民黨時代已經開

始 。 戒嚴令由國民黨發佈，解除戒嚴令

也是由國民黨發佈。 我個人認為政黨輪

替其實本身已經完成一次轉型正義，人

民用選票對威權做了一次裁判。

談二二八事件時，除了寬恕之外，我

們必須面對台灣的歷史共業，不論是加

害者或是受害者，這些人的子孫必須在

這塊土地繼續活下去，我們進入二十世

紀，我們還要進入二十一世紀 。

一個不會反省歷史錯誤的社會， 一定

會重複過去的歷史錯誤。影片中曼德拉

被釋放的狀態，不只是肉體的釋放，也

在精神以及心靈上同時自我釋放 。 我們

必須從歷史的囚牢中自我釋放出來，才

能以持平的態度談轉型正義 。

族群和解讓南非重生

曼德拉被監禁二十七年，但他成為一

個運動的象徵。

曼德拉是南非武裝衝突的起始者與推

動者司令，他是非洲民族議會(African

Nationa l Congress , ANC)的靈魂人物 ，

有一陣子他穿西裝拿手槍，並組織民族

之矛。剛開始非洲民族議會走的是甘地

式非武裝路線，曼德拉將這樣的計劃改

為武裝路線 ，他不願為了被釋放而放棄

武力鬥爭 。

非洲民族議會在通過自由憲章前，原

先走的是激進路線，欲建立純粹黑人的

南非，經過曼德拉的努力，才修改路

線，走向族群和解，可見曼德拉對南非

的貢獻 。 後來，非洲民族議會遵守和解

的精神，不建立黑人政府，而建立黑人

與白人都有機會當總統的政府。

曼德拉具有下列的人格特質:願為理

想而死 、 與人為善 、認識自己的缺點而

務實等等。

尊重受害者 將悲痛和仇恨放身

後

曼德拉說過 í我離開了囚房，我從

邁向自由大門的監獄走出來的時候 ， 如

果我不能把悲痛與仇恨放在我身後的

話，那麼我仍然留在監獄中 。 」南非大

主教屠圖這樣形容曼德拉 í他是寬恕

與和解的化身，他是個高風亮節而且胸

襟寬大的人。」從南非局勢的扭轉，我

們看到曼德拉為了理想維護人權，維護

自由，維護正義而赴湯蹈火。

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扮演重要角

色，它如何籌組並成功運作呢?

一 、 國際社會的制裁瀕臨界線，國內

流血對立的鬥爭到了極點 。

二 、曼德拉願意寬恕與和解，面對過

去的痛苦 、 仇恨與不公義 ，以國家的團

結與和解建構國家的核心。

三 、 發揚非洲的班回精神，強調你我

一體 ，互相依存，密不可分 。四 、 宗教

信仰的幫助 。

展望未來 面對過去不公義

真相調查委員會由不同領域、種族、

專業 、 年齡的十七個人組成 。 聽證會開

放、透明，場場開放給媒體採訪 。 屠圓

大主教請求受害人到聽證會陳述 。 司法

設有大赦，加害人可申請大赦，但必須

出庭把事實說出來。加書者不須負民

事 、刑事責任或行政責任 。補償工作由

南非政府負責，六年來補償的金額達到

四億七千七百萬元。整個南非族群和解

的運作機制為調查真相、提出道歉、做

出賠償 。 不但看過去，還在維護民主自

由的前提下展望未來 。

南非處理的經驗是否能給台灣借鏡

|呢?目前就二二八以及白色恐怖，我們

基於立法給予道義上的補償 。 除了查案

之外，我認為還需要做口述歷史 。 我們

設有「二二八條例 J '本來是補償，今

年改為賠償，賠償金額最高為六百萬。

除此，照顧遺族 、 設立紀念碑，舉行紀

念會，更重要的是當家的總統向被害者

與被害者家屬道歉。至於是否追究當年

的責任，這就涉及追究的範固、對象與

方式 。 被害人與被害人家屬的意願是首

要考量，他們追究或放棄追究的意願必

須被尊重，同時顧及社會大累的意願與

想法。這些都需要調查、討論，並一步

步凝聚社會共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