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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明敏教授紀念研討會／2023.4.8 

  台灣國際法學會選在彭明敏教授逝世一周年的日子，感念彭教授對台灣的偉大貢

獻，舉辦彭明敏教授紀念研討會，再度省思彭教授的國際法論述以及其對民主化進程之

影響，扎根學術研究探討台灣地位及國際法等相關議題， 

  本會陳隆志董事長獲邀在彭明敏教授紀念研討會，以「紀念為『一台一中』理念奮

鬥的先知—彭明敏教授」為題發表專題演講。陳董事長先從彭教授對他的影響開始談

起，肯定彭教授教學嚴謹精彩且強調獨立思考的風格，啟發引導他對國際法產生興趣，

後來前往美國留學，甚至投入國際法學領域的研究，影響深遠直到現在。 

  接著，陳教授再以「獨特的學者性格，選擇走不同的道路」為切入主軸，介紹彭教

授有真好的家世，在學校讀書的成績非常優秀，高中時期就到日本留學，1942年考入東

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科就讀。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回到台灣，進入台灣大學政治

系接續未完成的學業。1951年彭教授前往加拿大McGill大學國際航空法研究所攻讀學

位，兩年後取得法學碩士學位，1954年再以優異的成績拿到法國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學

位。由於彭教授熱心追求真理與教學，也熱愛從事學術研究與發表著作，在國際法學界

享有極崇高的聲望。1961年彭教授擔任台大政治系主任，又被聘為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

表團顧問，1963年當選十大傑出青年，在黨國時代，被最高權力者看重，是很多人夢寐

以求的，但是彭教授並沒有巴結蔣氏父子，放棄在官場上飛黃騰達與享受榮華富貴的機

會。 

  陳教授強調1964年9月彭教授與謝聰敏、魏廷朝兩位學生，草擬「台灣人民自救運動

宣言」，他們三個人不怕失去性命，也要對蔣政權說出當時真多人都不敢說的真相，雖

然展現台灣知識份子的良知良性，但是也改變他們三個人的後續發展。由於「台灣人民

自救運動宣言」在還未對外流傳之前，就被警察查獲阻止，中國國民黨政權全力封鎖消

息對外散佈。在此同時，陳教授在耶魯法學院進行博士後研究，與Harold D. Lasswell教

授合作撰寫Formosa,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Formosa in the World Community（美

國紐約St. Martin’s Press，1967年出版）的英文學術著作。雖然「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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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被蔣政權半途攔截，無法度在台灣內部流傳，但是1966年11月「台灣人民自救運動

宣言」的英譯本被刊登在New York Times廣為流傳。這份宣言不但清楚分析當時台灣的

處境與問題，也指明未來發展的重要方向，激起台灣留學生普遍的共鳴。 

  彭教授與他的兩位學生在宣言中指出：「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早已是鐵一般的事

實！確定『反攻大陸』是絕對不可能的！團結台灣人民的力量，推翻蔣政權成立新政

府，制定新憲法，建設新國家，並以新會員國身分加入聯合國！」上述主張與陳教授在

Formosa, China and the United Nations：Formosa in the World Community一書所提出的立

論，竟然不謀而合。陳教授認為他的看法與彭教授的主張相當接近是一件真好的代誌，

也是一種相互的肯定，大大提升他在日後投入台灣獨立理論的研究與建國實踐的信心。 

  1970年是海外台獨運動蓬勃發展的一年。同年1月彭教授在特務層層包圍監視下，透

過國際友人援助，傳奇性「改頭換面」變裝逃離台灣，最後平安抵達瑞典尋求政治庇

護。1970年1月1日，世界性結盟的「台灣獨立聯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WUFI）正式成立；不久，彭教授平安抵達瑞典的消息傳出，大大鼓舞海外

台灣獨立運動陣營的士氣。隨後，彭教授由瑞典來到美國，大家有志一同期待彭教授領

導台獨運動。1971年9月18日，台灣獨立聯盟在紐約舉行「台灣人民眾大會」。彭教授應

邀上台致詞，發表他逃離台灣之後第一場公開的演講，吸引真多關心台灣前途何去何從

的台灣同鄉來到現場，認真聽這場精彩動人的演講。陳教授對於當天台灣人要出頭天的

呼聲持續不停，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987年台灣解除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令，1990年台灣展開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政治改

革，海外黑名單的解禁使得長年在海外為台灣獨立自主與民主自由打拚的彭教授，1992

年終於回到台灣。陳教授肯定彭教授具體落實知行合一的運動理念，1994年創立以推動

台灣本土文化的傳承與發揚為宗旨的彭明敏文教基金會，1996年彭教授以民主進步黨總

統候選人的身分，參加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次總統直選，落實1964年「台灣人民自救運動

宣言」所提出總統直選的訴求。雖然總統選舉不幸落選，但是他利用這次競選的難得機

會，全台灣走透透宣揚他的政治理念，促成2000年台灣首次的政黨輪替與政權和平轉

移。 

  2020年1月彭教授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續文〉，針對台灣當前所面對的內政

危機與外交困境，與時俱進提出多項國家重要發展的主張。〈「台灣人民自救宣言」續

文〉的提出，可視為1964年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精神的延續，也是彭教授對

台灣如何成為一個正常化國家的期待。 

  在內政治理上，彭教授重申台灣已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堅持台灣國家主權的獨

立自主，是我們必須恪守的基本原則，而加入美國、日本與歐盟國家為主的民主陣營，

積極與這些民主國家互動往來，爭取他們的支持則是努力的目標。未來要推動國家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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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化，透過落實主權在民與直接民主的行使，充分表達台灣人民的意志與力量，彰顯

「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事實。 

  在對外關係上，彭教授強調我們要以台灣為名、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身分，向聯

合國提出入會申請成為正式會員國，在國際社會享有與其他國家平起平坐的地位，秉持

對等尊嚴的原則進行台海兩岸兩國的互動交流。此外，彭教授還特別指出，台灣雖然經

過三次政黨輪替的階段，但是沒有真正落實轉型正義的工作，致使與轉型正義相關的實

質問題懸而未決，代表我們在這方面還有很多需要努力的空間。 

  陳教授在結論中談到，彭教授熱愛台灣，堅持作一個台灣人的良心，犧牲他的學術

生涯與家庭幸福無怨嘆無後悔。從1964年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到2020年發表

〈「台灣人民自救宣言」續文〉，時空橫跨五十多年的歲月，彭教授竭盡所能以寫作傳

達理念、以行動擴大力量，這種身體力行追求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以及實踐獨立

建國理念的人格典範，值得當代台灣人與後代的子子孫孫追隨效法。 

  同時，陳教授除了提醒台灣人民應珍惜當前所享有的民主、自由與人權等普世價

值，這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而是真多真多的前輩流血、流汗接力奮鬥爭取來的；也

重申台灣人應當牢記彭教授的理念風範、凝聚全民的力量，早日完成台灣正名憲法化、

制定台灣新憲法、確切落實轉型正義、促成台灣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使台灣成為一個

正常化的國家，在國際社會與其他國家平起平坐，尊重每一個人的人性尊嚴，促進全人

類的安全、永續發展。 

「聯合國、台灣與世界無煙日」座談會／2023.5.27 

  國內外眾多有關吸菸與建康的研究報告，均證實吸菸有害健康。吸菸是導致罹患癌

症、心肺疾病與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而不吸菸者若長期暴露在二手菸的環境下，身

體所受到的危害並不少於吸菸者。為此，世界衛生組織（WHO）自1987年起，將每一年

的5月31日定為「世界無菸日」（World No-Tobacco Day），除了宣導抽菸對健康有致命

性傷害的理念外，也呼籲世界各國應合力建立一個無菸的健康環境。 

  2003年 5月21日世界衛生大會（WHA）進一步通過《菸草控制框架公約》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 FCTC），2005年2月27日生效。締約國承諾

為了保護人民的健康，將採取具體的措施，限制菸草的交易與消費量，以有效降低菸品

的消費對人類身心健康的傷害。 

  台灣《菸害防制法》於1997年9月開始實施，為了與國際防制菸害的潮流接軌，立法

院雖然於2005年2月完成《菸草控制框架公約》國內法化的程序，但是《菸害防制法》並

未跟隨社會發展的需要進行修正，直到2023年1月《菸害防制法》才完成修法程序三讀通

過。此次《菸害防制法》修正重點，著重在「禁菸年齡由未滿十八歲改為二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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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禁止製造、販售電子煙，並納管加熱菸」、「國小至大專校園全面禁菸」、「擴

大室外禁菸場所、增加菸品警示圖文面積」。《菸害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通過，使得

政府在防制菸害，維護國人身體健康的管理於法有據，但與國內眾多反菸團體的期待仍

有很大的落差。 

  建立「無菸環境」是世界衛生組織倡導的理念，也是國內反菸團體積極推動的目

標。《菸草控制框架公約》第17條與18條，強調針對菸草種植者與銷售者提供經濟上確

實可行的替代活動提供支援，以及加強保護環境與人民健康的重要。2023年世界無菸日

的活動訴求為「我們需要糧食，而非菸草」（We need food, not tobacco），主要在呼籲

各國政府支持菸農改轉向種植可持續生產的作物，改善糧食安全與營養。台灣雖然被排

除在聯合國的大門之外，但是我們並不能因此自我設限，放棄跟隨國際菸害防制潮流的

努力，未來如何朝向「無菸環境」的目標邁進，是我們這場座談會所欲探討的主題。 

  為此，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訂於2023年5月27日早上9：00於台灣國際會館舉辦

「聯合國、台灣與世界無菸日」座談會。除了邀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張文貞教授擔任主

持人以外，也邀請輔仁大學學士後法律學系姚孟昌助理教授，擔任「世衛組織設立世界

無菸日的緣起、發展與影響」的專題演講貴賓；還有，以「聯合國世界無菸日與台灣新

型菸品的管制」為題，分別邀請台灣醫界菸害防制聯盟賴志冠理事，與董氏基金會菸害

防制中心林清麗主任參與綜合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