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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紐約的台灣加入聯合國 

運動—蛻變中的Keep Taiwan Free 
 
●許伯丞／美國大紐約區台灣人社團聯合會副會長 

 
 
 

  台灣被對岸無理打壓，無法加入國際組織，有時候，連觀察員的身分都無法取得，

只能在場外乾瞪眼。雖然如此，也發展出台灣人的不屈不撓的韌性，數十年來，在大國

設下的限制中求生存。每一年，旅居海外的台灣人，在聯合國開議的時候，都會走上紐

約街頭為台灣發聲，要求聯合國接納台灣成為會員。 

  海外的台灣人從七○年代開始，就以不同的方式呼籲國際社會，在美中關係正常化

之時不要把台灣給犧牲掉。在1971年，一群年輕的台灣留學生，密謀一場抗議行動，他

們身藏鐵鍊，走到紐約的聯合國大門口，迅速的把鐵鍊一頭綁在自己身上，另一頭則是

鍊在聯合國的鐵門上。這無奈的抗議，正是台灣國際空間的寫照，在那之後，台灣人開

始了數十年被國際社會排擠的悲慘經歷。 

  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則是面臨了排山倒海的斷交潮，在外交上節節的敗退。

從中華民國不在聯合國開始到美國在台灣官式退場的不到十年之間，邦交國就少了有三

十幾個之多。在1972年，就有斷交十二個國家的紀錄。 

  海外台灣人也持續的向聯合國抗議表達被國際社會放棄的心聲。而像國際法學的泰

斗陳隆志教授因為任職於紐約法學院（New York Law School），也利用地利之便，在重

量級的期刊上發表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及台灣地位的的論文。旅美台灣人也舉辦各項集

會及抗議，聲援台灣的人權及自決。 

  九○年代初期，台灣的朝野，因為民意的壓力，開始重視台灣加入國際組織，尤其

是聯合國的聲音。在1991年，立法院也通過了決議案，建議政府於適當時機以中華民國

名義「重返」聯合國。 

系統性的跨組織運動 

  在1992年，居住在紐約的台灣人，成立了「台灣加入聯合國行動委員會」

（Committee on Admission of Taiwan to the United Nations），統籌台灣人在聯合國期間的

活動。在林肯中心舉辦音樂會，在曼哈頓的街頭以花車遊行，還有用路跑的方式宣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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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都是這個委員會想出來的宣傳方式。前副總統呂秀蓮因為美麗島事件出獄之後，也

居住在紐約一陣子，她也以拜訪各國大使跟街頭宣傳的方式推廣這個理念。 

  過去這三十年的時間，海外台灣人不間斷的一直在為台灣發聲。每年9月聯合國開議

之時，聚集在紐約街頭為台灣加入聯合國倡議。這其中不但遇到過2001年的九一一襲擊

事件，也利用過小飛機在紐約的天空上噴字，也邀請過新港媽祖帶著神將前來繞境祈

福。雖然這是一場很艱苦的運動，海外台灣人也都甘之如飴的一年又一年的走下去。 

Keep Taiwan Free的由來 

  當初的把自己鍊在聯合國鐵門的年輕人們，如今也已變成了白髮蒼蒼的老年人。新

的一代一直不斷的加入這個運動。大約十年前，一批新的年輕人討論後，賦予了這個活

動新的名字「Keep Taiwan Free」。近年來，中共對於世界的威脅已經開始危害台灣從

九○年代開始的民主進程。台灣從一個專制獨裁國家蛻變成亞洲首屈一指的民主典範，

然而台灣的民主隨時都可能被中共消失。所以民主自由這個普世價值，更需要世界人民

來維護跟宣揚。 

  在2020年，因為全球疫情大爆發，許多活動也被迫中止。為了繼續台灣加入聯合國

的宣傳，Keep Taiwan Free小組成員，以台灣的防疫成果為基礎，設計了防疫箱，裡面包

含有五十片台灣製的口罩、兩個口罩套與兩件T-Shirt、文宣跟一隻台灣小黑熊娃娃，寄

給了美國國會議員及官員，跟駐紐約的他國使節。令人振奮的是，時任美國駐聯合國大

使克拉芙特（Ambassador Kelly Craft）女士，在收到這個包裹後，立即將台灣黑熊娃娃

入鏡，並且貼上推特，造成轟動。原本要在川普（Donald Trump）總統交接前計畫來台

的克拉芙特大使，因不明因素，被要求暫停出訪。她在卸任後仍持續的貼上更多台灣黑

熊照片，也矢言要幫助台灣參與國際組織。而近日訪台灣的克拉芙特大使，也透露這個

不明因素就是中共威脅要採取武力行動，逼迫美國國務院取消行程。 

2023年的新結合 

  而今年在紐約的入聯活動，從中國領事館外的渡輪站前集合，除了數百名台僑參與

之外，這次破天荒的有七名立法委員一起加入。他們分別為陳亭妃、陳明文、陳歐柏、

張宏陸、蔡適應、賴香伶與陳椒華等委員加入，這也是第一次有民眾黨的立委參加。 

  遊行隊伍一行人沿四十二街穿越曼哈頓（Manhattan），高舉各式旗幟與標語、一路

吶喊UN for Taiwan（台灣加入聯合國）、Keep Taiwan Free（維護台灣自由）等口號，並

在時報廣場（Time Square）做短暫演講，之後經布萊恩公園（Bryant Park）後抵達終點

紐約公共圖書館（New York Public Library）。近三百人途經紐約市最熱鬧的地區，為台

灣發聲。 

  在紐約公共圖書館前，友邦貝里斯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傅勒（Carlos Fuller）、帛琉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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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常任代表塞德（Ilana Seid）也到場發言，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聯合國。本年度駐

紐約辦事處特別安排一台胖卡，以鮮明的台灣意象，在紐約街頭宣傳台灣參與聯合國的

理念。 

  遊行沿途不少民眾熱情回應，也有中國民眾挑釁。參與遊行的僑胞巧遇外地前來的

美國友人，也順勢的參加活動。來自紐約上州雪城（Syracuse）的史密斯夫妻表示，兩人

曾在八○年代前往台灣旅行，孫子輩也與台灣人聯姻。他們認為台灣對世界有貢獻，世

界也需要台灣，只要堅持，一定可以達到加入聯合國的目的。 

  遊行結束後，大隊人馬隨後赴曼哈頓西邊的碼頭搭乘懸掛Keep Taiwan Free巨幅標語

的遊船，在東河（East River）、自由女神像附近等繁忙水道傳達訴求，最後駛經聯合國

總部表達決心。隨行的立委也在聯合國外的水面上帶領僑胞大聲的呼喊口號。 

  這是台灣入聯遊行多年來首次與遊輪結合，希望更多人在紐約看到台灣、知道台灣

遭聯合國排除在外的事實，期盼這個世界之都所有人民都能夠支持台灣入聯。 

現在是我們幫助別人的時候了Taiwan can Help! 

  以前的台灣，接受了聯合國許多的援助，也漸漸的邁入已開發國家的行列。與聯合

國近兩百個國家比較起來，台灣的面積比聯合國內四分之一的會員國家還大，只比荷蘭

小些。台灣的人口比聯合國內四分之三的國家還多，比澳大利亞、荷蘭還要多。台灣的

GDP跟貿易總額是全球前十幾名，比世界上90％的國家都高。有這種傲人的成績，應該

在聯合國內發揮能量來幫助其他國家。台灣不該被以政治因素被排除在外。 

請繼續支持入聯運動 

  自從克拉芙特大使跟台灣黑熊娃娃一起亮相之後，許多人便敲碗希望也能收藏這可

愛的黑熊娃娃。而現在也有純台灣製造的小黑熊防疫箱供捐款換取。大家可以上《Keep 

Taiwan Free》（https://ktf.oen.tw）平台，一起來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運動，並期待台灣

早日加入聯合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