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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不可分： 
停止中國對法輪功的迫害 
 

■陳隆志／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總統府國策顧問 

 

 

 為抗議中國政府迫害法輪功，台灣法輪

功研究學會於二十世紀最後耶誕的前夕在

台北舉行「人權請願、和平遊行」，聲援

中國受迫害的學員。參加遊行者共三千多

人，來自二十一個國家。台灣法輪功信徒

以最和平、理性的方式提出訴求，一方面

向全人類傳達中國打壓法輪功的真象，另

一方面則要求中國政府將世界人權宣言所

保障的宗教信仰自由及集會結社自由的基

本人權還給中國被壓迫的法輪功信徒。  

 台灣法輪功聲援中國法輪功的行動，人

溺己溺的關懷，值得肯定。在今日的地球

村，人權的維護，人人有責。國際人權是

普世價值，是判斷一個政府行為合法性的

國際規範。同時，人權無國界，人權不可

分。除非所有的人都得到應有的人權保

護，全人類的人性尊嚴與人權就無法實

現。對於受人權迫害的人，無論在什麼地

方，表達關切，伸出聲援之手，是當代文

明社會世界公民應盡的責任。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鑒於納粹對猶

太人的暴行迫害為人類所帶來的慘痛災

難，對世界和平的嚴重破壞，人類乃一改

過去不關心他國境內人權問題的態度，將

保障人人的基本人權列為聯合國的一大宗

旨，而且強調人權的保護與和平的維持密

切不可分。在聯合國主導下的全球人權運

動，以「國際人權法典」為主軸。國際人

權法典包括世界人權宣言、公民與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

國際公約。在1948年由聯合國大會一致通

過的世界人權宣言，今日已成為國際習慣

法的一部分，對每一個國家都有拘束力。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於1966年通過之

後，今日已有一百四十國以上的批准或加

入，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簽署國之一。  

 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八條規定：「人人有

思想、良心與宗教自由之權；此項權利包

括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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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躬行、禮拜及

戒律表示其宗教或信仰之自由」。第二十

條規定：「一、人人有和平集會結社自由

之權。二、任何人不容強使隸屬於某一團

體」。對於同樣的宗教及集會結社自由，

在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第十八條、

二十一條及二十二條，有更詳細的規定。  

 這種宗教、集會結社自由的保障，對人

人適用，不受國界或國籍的限制；對於中

國及世界其他各地的法輪功學員，當然適

用。法輪功修煉者在日常生活中努力實踐

「真善忍」的佛家修煉大法，以「學法修

心為主，煉功修命為輔」。自1992年由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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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人李洪志先生傳出以來，已經傳播到世

界四十多個國家地區，學員人數超過一億

人，對他們的心性提昇、人生意義、及身

體健康，有很大的助益。  

 在台灣，法輪大法於1995年傳入，今日

已有數萬的修煉者，來自台灣社會各階層，

且普及到社會的每一角落。所有法輪大法活

動都由學員自發集合，義務傳法教功，不

計名利，不涉政治。在民主自由的島國台

灣，他們當然受到人權充分的尊重保護。  

 但是，在中國的法輪功學員信徒，並沒

有這種幸運。他們不但沒有受到保護，而

且受到中共當局的迫害。自1992年以來，

法輪功在有十三億人口的中國快速成長。

根據中國政府1998年的調查，法輪功修煉

者的人數竟然達到七千萬與一億之間，超

過了中國共產黨黨員人數，中共當局大為

震驚。中國公安部乃將法輪功定為「邪

教」，法輪功的群眾活動被視為「非法集

會」，而遭到強制驅散。同時，中共有計

劃污化法輪功之名，非法羈押、打罵法輪

功人。由於不堪日益擴大的迫害，為爭取

一個自由安定的修煉環境，數萬名法輪功

學員於1999年4月25日前往中南海和平上

訪，向中共中央領導人集體請願，引發所

謂的「四二五中南海事件」。同年，7月

20日，中共當局就展開對法輪功全國性的

「清除」鎮壓，對其學員非法毆打、逮

捕、監禁、酷刑、及判刑，變本加厲。根

據人權團體最近的報告：「大約二萬五千

人未經審判而被勞教；至少六百人被送到

精神病院；超過五百人被判處嚴厲的、最

高達十八年的監禁刑罰；至少六十七人在

警察拘留所死於酷刑折磨」。章翠英女士

及鄒志明先生的現身說法見證，非常動

人。「數以萬計的法輪功成員僅僅因為實

踐他們的信仰而遭到逮捕」，已引起國際

社會普遍的注意關切。法輪功反迫害、爭

取宗教、集會結社自由的奮鬥，已成為人

類爭取人權重要的一環。  

 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作

為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簽署國之

一，中國不但沒有遵守聯合國憲章與人權

公約的規定與精神，而且反其道而行，以

壓制迫害宗教自由與言論集會結社自由，

做為政策的工具。在今日人權已逐漸成為

國際社會廣泛接受的價值及行為標準的潮

流下，中國政府肆無忌憚殘害人權的行

為，應受國際社會的共同譴責。  

 在當代國際法，當特定的國家制定或實

施違反當代國際人權規範的措施，將不會

受到國際法的保護，更不容以維護主權的

主張排除國際社會的人道干預。中國政府

一再以「人權是內政問題」的理由來搪

塞、意圖規避違反人權保護的指責，甘冒

違反世界潮流的大不諱，著實令人遺憾。

在今日的國際社會，指責人權的違反不但

是一種權利，也是地球村每一個政府及世

界公民的責任。第二次大戰的殷鑑不遠，

國際人權標準所代表的是普世人性尊嚴的

價值，不容任何政府以「內政問題」為藉

口，逃避保障人權的國際義務。  

 一個國家要成為今日世界真正的「文明

大國」，不能單單以武力自炫自耀，不能單

單以狂熱的「民族主義」自我膨脹、自我陶

醉，而應在自己的國內落實奉行當代國際人

權標準，才是「大國」國民之福。希望中國

共產黨政府能以保護中國人民的各項自由人

權為職責，才能為中國人民帶來真正的福祉

與大國的光榮。當務之急就是恢復及保障中

國境內法輪功學員合法的地位，尊重及保障

他們的宗教自由以及集合結社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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