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5 月 31 日起，短短數日

內多起以社交媒體指控執政的民進黨

前任或現任從政與黨工人員的性騷擾

以及相關主管隱匿或沒有適當處理事

件的爆發，開啟臺灣的 #MeToo 運動。

#MeToo 是指自 2017 年 10 月以來，

先是發生在美國影視產業，後來延

燒到其他場域以及其他國家的社會運

動，主要形式是以網路社交媒介，通

常以第一人稱方式，公開說出個人所

受的性騷擾、強暴，以及其他形式的

性暴力經驗，往往直接揭露行為人／

施暴者的真實身份；性別、性取向、

身份位階等交織權力關係是暴力施展

的根本問題。

臺灣這波 #MeToo 運動過程所涉

及的社群與影響，有個引人關注的

現象。#MeToo 剛在臺灣爆發之際，

2023 年 6 月 2 日一位化名為「李援

軍」的臺灣青年李元均在 Facebook

發文，指控中國知名六四民運人士王

丹在 2014 年 6 月 6 日於美國紐約法

拉盛的一間旅館，強吻當時 19 歲的

他，並試圖解開他的衣服。李元均是

在臺灣社運場合認識了王丹，在王丹

力邀下一起從臺灣到紐約參訪。緊接

李元均的指控，因王丹曾長時間在國

立清華大學兼課認識的前學生徐豪

謙，以及因自身就頗為關注社會議題

而慕名王丹的中國六四民運光環的匿

名臺灣青年男子，指控王丹對他們的

不當身體撫摸或強灌酒醉後的乘機性

交。面對控訴，王丹一開始態度強硬，

透過自己的社交帳號發文否認指控，

也表示不會對相關事件予以回應，後

來以歡迎提告、支持以法律途徑尋求

真相來回應相繼湧入的質疑與指責。

李元均在 6 月 7 日以涉嫌「強制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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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遂」提告王丹，案件由臺北地方檢

察署受理，進入司法調查程序；清華

大學性平會也快速地對該校友徐豪謙

案以及曾修過王丹課程的學生展開相

關調查。除了上述兩位以公開方式對

王丹的控訴外，一位匿名為 K 的臺灣

男同志跟媒體揭露王丹在 9 年前曾灌

醉他、對他「趁機性交」，K 之前也

關注與參與過一些社會倡議議題。

以臺灣八旗文化出版的《她們的

征途：直擊、迂迴與衝撞，中國女性

的公民覺醒之路》一書，而與臺灣媒

體、文化與當代中國研究相關社群有

相當多互動的中國媒體／公民運動工

作者趙思樂，6 月 4 日也在自己的社

交媒體上揭露在臺灣拜訪期間曾分別

遭受臺灣資深媒體人曾柏文與王健壯

的性騷擾。曾柏文曾是《端傳媒》的

評論總監，也任職過多個國民黨政機

構；王健壯是資深知名記者，長期來

是不少臺灣知名媒體的核心掌控者，

兩位在趙思樂的指控後，分別發文向

趙思樂以及其他受他們行為而困擾受

害的女性致歉。

在 #MeToo 持續發酵中，旅美中

國人權律師滕彪 6 月 21 日「搶先」

在被行為人公開指控之前，透過自己

的 Twitter 帳號發布道歉聲明，又揭

露另一件牽涉臺灣與中國（香港）公

民運動圈的 #MeToo 事件。在 2014

年流亡美國前，滕彪在中國是位相當

活躍知名的維權律師，參與多起受關

注的維權辯護與營救，也參與相關組

織。到美國後，滕彪以參與不少相關

中國海外民運組織，並以在美國知名

大學講學與寫作等方式，活躍於海外

中國民運圈。出生於臺灣、成長並工

作於香港的一位化名為「心語」的新

聞工作者，因為長期關心且報導中國

人權相關議題而與中國民運圈人士相

熟識與往來。根據心語接受《菱傳媒》

訪談，他在 2016 年 4 月參加註冊於

美國、倡議中國民眾的政治與社會權

利的中國海外民運社團「公民力量」

所組織的訪問團，與一些香港民運以

及旅美中國民運人士前往藏人行政中

央噶廈（西藏流亡政府）所在的印

度達蘭薩拉（Dharamshala）訪問與

參加會議。在正式活動結束多停留的

一天，滕彪在他不該出現的旅館房間

裡──以心語的話來說──「企圖強

暴」心語（王秋燕，2023），不過，

滕彪在道歉聲明中以「一場異常笨拙

的求愛」的錯誤行為，直接否認心語

的性侵指控（張淑伶，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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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丹與滕彪兩位旅外中國民運

與維權人士被 #MeToo 指控後，多位

流亡／旅居海外的中國女性公民運

動者相繼在社交媒體上，披露自己

曾遭受當前居住中國國內的男性維

權律師或公民記者，利用維權之際的

無助與恐懼對他們性騷或性侵。如目

前仍被中國當局關押的湖南「長沙富

能」1 公益組織負責人程淵的妻子施

明磊在美國透過 Twitter 發文，表示

2020 年當她仍在中國為程淵被關禁

事件抗爭時，中國人權律師鄧林華趁

機對她性騷擾。筆名「考拉」、曾因

被指控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而

入獄一年的中國公民運動者趙威，透

過 Facebook 發文，指控以報導公民

運動、維權議題為主的記者朱瑞峰，

在 2015 年以擔心被中國國保 2 掌握行

蹤而用他人名義共開一房的情境下，

在廣州一家酒店性侵她。另外，趙思

樂也發文指控中國人權律師王秋實

在 2015 年利用代理一大型政治案件

期間，以發曖昧訊息、甚至要求家屬

拍寄私密身體照片，以換取她們被捕

家人的消息等方式騷擾多名被捕者家

屬，並趁趙思樂去找王了解他性騷被

捕家屬事件時性侵趙思樂。

國內外媒體多以臺灣 #MeToo 運

動延燒到中國海外民運圈或中國維權

人士為題來報導以上相關事件。就上

述所簡單描述的事件與經過，這篇短

文提出三點主要的觀察與討論：第

一，臺灣 #MeToo 運動延燒中國海外

民運圈或中國維權圈的基礎；第二，

#MeToo 需要有跨境與在地機制和政

治機會；第三，性別盲與父權兄弟文

化的中國民運圈以及跨境臺灣與中國

間的連結。

第一，臺灣 #MeToo 運動延燒中

國海外民運圈或中國維權圈的基礎：

中國海外（包括香港）的一些公民運

動圈與一些關心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

臺灣社運、媒體、學術與政治圈彼此

間有相當程度的相互關注、交流與合

作，這是臺灣 #MeToo 運動「延燒」

中國海內外民運與更廣泛的公民運動

圈 3 的社會性基礎。從所爆發的事件

與情節，此處的「延燒」可從兩方面

1 「長沙富能」是一個中國公益維權組織，以法律訴訟方式為愛滋病患者、障礙者、乙肝患者等社群維權。 
 2019 年 7 月 22 日長沙國安人員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為由逮補包括程淵在內的三名工作人員。
2 編按：中國國保系統可溯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的「國家政治保衛局」，中共建政後該局業務轉移到 
 公安部轄下，其後幾經調整，1998 年更名為「國內安全保衛局」，簡稱「國保」（中央社，2020）。
3 本文中的中國「民運圈」是指八九學運世代與維權律師社群；中國「公民運動圈」是更廣泛地包含關心 
 與倡議中國政體與社會的民主、自由、平等化的民間團體與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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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一，人際關係方面，性騷擾與性

暴力發生在因關心與倡議當代中國社

會的人權與民主議題，而有所互動的

臺灣人與中國人之間，以及中國人之

間，牽涉男對男與男對女，彼此間有

顯著性別權力與年齡、社會位階的差

異，或利用中共政府對中國公民圈壓

迫下的恐懼與脆弱性，男性趁機威脅

女性並施加性暴力；二，在揭露的途

徑上，這波受臺灣 #MeToo 運動所舉

發的中國公民權利倡議圈的案例，其

爆發路徑先是因為受李元均指控的王

丹，既是中國民運圈的知名與資深人

士，很長一段期間又來往居住在美國

與臺灣間，他的案子在臺灣受指控的

同時，適逢中國六四民運的年度紀念

活動期間，立即引起中國海外公民運

動圈關注王丹案，並在內部掀起很大

的波瀾，加深中國海外公民運動圈對

臺灣 #MeToo 運動發展的持續關注。

而在美國就學的趙思樂因為與中國海

外民運圈、臺灣公共知識圈與運動圈

的熟識，他對臺灣的媒體人曾柏文與

王健壯的指控也同步在中國海外公民

運動圈傳開。之後加上心語對滕彪的

指控，這波持續性的風潮，也鼓勵了

其他幾位現居海外的中國公民運動圈

內的女性，公開說出以前遭受目前在

中國國內的維權律師或記者性暴力的

經驗。

跨越臺灣與中國公民運動圈的人

際等社會性基礎，是導引這波從臺

灣延燒到以海外為主的中國公民運

動圈的 #MeToo 運動的關鍵途徑。不

過，因政治意識型態與期待所建立

起的情感連結，是搭起臺灣與中國雙

方公民圈社會性連結的重要起點。過

去在中國是位律師、目前在紐約從事

NGO 工作、與中國海外公民運動圈

有密集工作與個人關係、同時也關注

女權議題的陸妙卿，在我與她討論這

次 #MeToo 運動時提到，中國海外公

民運動社群「在情感上與臺灣是有連

結的。」陸妙卿提到，在中共政府與

中國主流社會以中華文化傳統不適合

民主體制的論述下，不少中國維權人

士、民間社會運動者與知識份子對民

主臺灣有所嚮往與支持，因為在同是

華人社會的假設下，他們覺得民主臺

灣提供中國社會也可以操作民主的具

體想像。曾經，我在一個國際會議場

合所剛認識、任教於歐洲某大學的一

位青年中國裔學者，在與我閒談中，

很興奮地描述他有次在選舉期間來訪

臺灣，特別去觀看選舉造勢活動，「當

我聽到臺上的人以中文講出政見時，

我真的好感動」，他的感動來自他的

中文語言經驗與民主政治在那刻以前

未曾產生關連。根據我個人在臺灣相

關社運圈與學術圈的參與及觀察，在

對中國社會能往民主方向改變的希望

下，臺灣相關民間社群對中國公民運

動也投以相當的情感與社會性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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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持。雙方公民運動圈間建立起的

社會性與情感性連結，既提供臺灣與

中國公民圈間性平事件會發生的互動

空間，也支持 #MeToo 能跨境延燒。

第二，#MeToo 的發生需要有跨

境與在地機制和政治機會：2017 年

#MeToo 運動在美國興起後，相關故

事與運動策略透過社交媒介與媒體報

導散播到其他社會，在不少社會都發

生類似的公開訴說並引發社會回應，

形成「全球性」的運動。在沒有深入

了解與研究不同在地 #MeToo 運動興

起的脈絡下，人們容易因為這個運動

是透過網路社交媒介的形式說出個人

所受性暴力經驗，而假設因為利用網

路科技的穿越性，#MeToo 運動好像

「自然而然」就能成為跨境／全球性

的運動。但是，發展成所謂全球性的

#MeToo 運動，在各社會所興起的時

間點、領域、議程、深廣度與回應深

具差異性，如臺灣的 #MeToo 運動就

不是緊接在 2017 年，而是在 2023 年

中才興起，說明網絡科技的傳播雖能

快速超越邊界，但從現象與理念的傳

播到在地行動有所回應，需要有跨境

與在地的社會媒介、能量與政治機會

作為基礎。

自 2017 年底起，透過社交媒介、

媒體報導與相關影視作品，臺灣社會

自不陌生於 #MeToo 運動的訴求與

路徑。在 #MeToo 運動這個概念與

運動傳播進入臺灣前，在婦女與性

別運動的倡議下，性騷、性暴力與

相關防治在臺灣社會已是相當普遍

的概念，並推動政府制定相關法規

與組織建制，意圖程序化性騷與性

暴力事件的處理與懲罰。但是，尤

其在職場，也就是 #MeToo 運動所

引發與聲討的主要場域，要說出職

場中的性暴力經驗、直指出行為人、

並提出申訴，在權勢關係下，所涉及

的往往是個人聲譽的受污名、工作

權的損失與喪失、社會關係的崩毀，

以及行為人甚至可能以損毀名譽等

法律途徑對說出自身經驗的被行為

人提告的困境。在不利於勞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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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雇者的臺灣勞動與整體大環境中，

最可能受性擾與性暴力影響的女性

勞動者，更可能是處於不利的勞動

與性別關係中，或男性受暴者的受

暴身份與公開自身受暴經驗，在不

符合主流對「男性是掌控者」的性

別想像與期待下，沒有顯著友善的

社會制度與文化支持，個別受性騷、

性暴力的人很難有「底氣」敢公開說

出自己的經驗，更何況是提出申訴。

被認為是引發臺灣 #MeToo 運動關

鍵推力的國內熱門電視劇《人選之

人—造浪者》，部分劇情具體地抓

到臺灣政治職場中女性所面臨性擾

與性別歧視困境，該劇的高閱看率

與討論度，讓女性政治工作者與女

性勞動者的日常困境變成具體、可

看到，引發許多觀劇女性的感同身

受與社會敏感度，而劇情安排又很

激勵地說出「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

的抗爭性宣言與行動，透過戲劇的傳

播，一時讓臺灣社會對性騷與性暴

力被行為人產生相對較友善的氛圍，

也成為被行為人覺得可能可以公開

訴說的機會。

臺灣 #MeToo 運動中有關中國與臺

灣公民倡議社群間的性平事件與揭露

途徑，清楚地讓我們看到臺灣內部興起

的 #MeToo 運動與臺灣社會對發聲者的

支持，鼓勵了李元均在多年後公開王丹

對他的不當行為，也引發本文所說明的

在中國海內外公民圈的其他揭露，不過

也很快地在公開揭露幾位中國國內維

權律師與公民記者的事件後就停止了。

中國維權律師與其他中國公民圈的人

與事件，對整體中國人而言是個非常之

小的陌生群體，加上中共媒體與資訊管

控，在欠缺中國國內在地支持的法規機

制與文化下，這波中國海外公民圈的

#MeToo 運動就無法在中國國內傳播，

進而引發效應。

第三，「性別盲」與父權兄弟文

化的中國民運圈與跨境臺灣及中國

間的連結，以及批判的發聲與改變的

要求：王丹事件揭露後，一些居住海

外以青年為主的中國人大聲喊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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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不通過性傳播」、「我們的抗爭

是所有人的抗爭」，強烈批判王丹、

八九學運世代與中國維權圈內的父

權兄弟文化，認為對中國民主的追求

並非只是有關政體的改變，性平與多

元社會是民主的關鍵指標 4，並且在

中國海外民運團體仍持續與王丹合作

下，這些批判者與所屬組織，如紐約

民主沙龍（熱風  Zephyr Society，

2023a），以行動與王丹所屬與所主

導的民運社團與活動切割關係。紐約

民主沙龍是中國青年所創立，以提

供一個能讓關心中國社會運動的人

們安全與相互支持的交流空間為動

機，該社群平臺的命名理念在於「為

了接續八九一代的抗爭精神」5。在

王丹被爆出性騷擾後，「紐約民主

沙龍」很快地陸續發出聲明與論點，

批評王丹面對被指控的態度以及中

國八九世代運動者欠缺性平與多元

價值的文化，凸顯中國海外公民運

動圈內在運動目標與文化上，世代

間的差異與矛盾。

當這波中國海內外 #MeToo 發聲正

發展中，一位我所熟識的中國女權朋友

興奮地與我分享有關檢討中國民運圈

內性別文化的討論，她提到許多提出批

判的中國青年深受女性主義、2017 年

後的 #MeToo 運動、香港雨傘與反送中

運動，以及 2022 年中國白紙運動的影

響。批判者點出王丹與其他行為人利用

民運或維權律師等身份，與被行為人間

存在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並強調對性暴

力的無法容忍與對受害者的支持（北方

廣場，2023）。這些批評正凸顯長期來

中國民運圈內對性平價值以及追求日

常民主平等關係的忽視。

2023 年 6 月 11 日，目前旅居美國

4 請見近年來，一些主張與倡議中國自由民主的新興獨立媒體與社群的 Instagram 帳號，如「公民日報  
 Citizens Daily CN」（@citizensdailycn）、「北方廣場」（@northern_square），以及由「公民日報」署 
 名發表的致王丹的公開信（公民日報志願者，2023）。
5 2023 年 11 月該社群改名為「熱風」（英文名為 Zephyr Society），取自魯迅在 1919 年所出版的《熱風 ‧ 
 隨感錄四十一》標題，期許「熱風」是個「溫暖包容的多元社群」，能如魯迅所寫的「願中國青年都擺 
 脫冷氣」，相互扶持，持續關心中國議題（熱風 Zephyr Society，202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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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名中國女權工作者呂頻在他個人

的 Twitter 帳號上寫道，王丹性擾與相

關爭議「暴露了一種令人震驚的腐敗」

現象。根據呂頻，王丹在面對指責時

所擺出的「高姿態」，顯示以男性為

主的海外民主運動，以不關心性擾與

其他性平等議題，不受課責地長期壟

斷中國民主運動，而具有性平意識的

新世代發聲，代表新價值與新文化要

介入中國民主運動（呂頻 Lü Pin，

2023）。以「長安十日」聞名、記錄

中國西安市在 2021 年底與 2022 年初

之際，以突然封城管控新冠肺炎疫情

的社會情境，剛落腳美國的中國資深

記者江雪，在我以社交媒介與她討論

這波中國公民圈的 #MeToo 運動時，

她以「每次這樣的事件出現都是好

的，都是進步的，是個契機來推動進

步」，來看待中國公民運動圈內的米

兔運動與青年世代對既有運動的批判

性挑戰。江雪認為資深一代的中國民

運領袖與工作者往往對性別與性向議

題認識有限，甚至可能存有偏見，或

為了要保護運動議程與相關組織下，

委屈其他進步價值。相對地，一些年

輕世代對民主有不同於上一代的定義

與議程。

不過，從紐約民主沙龍以切割與

美國六四紀念館的關係，來回應該

紀念館不願譴責及切割與王丹的關

係就可看出，這波從性平案件挑戰

中國民主運動內部文化與權力關係

的立即回應是有限的。同時跨足中

國公民運動圈與女權圈的陸妙卿，

很希望能在海外中國民間團體間推

動性騷的相關申訴機制，她也覺得

女權工作者可以更積極地在中國公

民運動圈討論性騷與相關議題，也

許能擴展出一些改變空間。然而，

一位資深中國女權工作者覺得這不

是女權工作者有沒有介入的問題，

而是目前的民運圈根本不在意性平

問題，也不歡迎女權運動者的介入。

從與幾位對中國海外公民運動圈有

所接觸或本身就是內部工作者的討

論中得知，其實中國民運圈內仍有

其他性騷與性暴力事件以私語傳散

中，但沒有得到回應與處理，這都

顯示性別與性平議題在中國（海外）

民運仍是個重要但持續受到無視的

議題。

不只中國民運圈習慣性地忽略性

平與其他多元價值議題的重要性。

自 2015 年中國女權五姊妹被抓後，

儘管，女權與相關性平議題是中國國

內最常也最容易引起爭議與抗爭的議

題，而且也是國際媒體最為關注的中

國民間力量之一，再加上 2022 年中

國白紙運動中也可看到許多女孩與女

人的身影，在極權威脅下勇敢站出，

以一張白紙表達他們的憤怒與抗爭。

但除了一些婦團、性平團體、性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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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學者、與可能少數的人權工作者

外，關注中國民主運動的臺灣公民團

體、學術圈與政策圈，甚少主動了解

中國性別相關議題並與中國女權社群

建立連結。這代表跨境臺灣與中國公

民圈的連結，具有相當程度的性別盲

以及以父權兄弟文化所建立起的人際

網絡與價值，這樣的網絡與價值，會

鞏固已受不少中國青年一代所批判的

部分中國民運人士及其價值，能持續

在臺灣相關政策圈、公民圈與學術圈

產生影響力，而這點是這次延燒到中

國民運圈的臺灣 #MeToo 運動中，所

欠缺的討論視角。

這篇文章從三個面向探討 2023

年 5、6 月間所興起的臺灣 #MeToo

運動延燒中國民主運動圈的現象。我

試圖探討臺灣 #MeToo 運動會影響到

中國公民運動圈的社會與情感基礎；

也從分析運動由臺灣引發到中國公民

運動圈的人際網絡與影響途徑，提出

要關注 #MeToo 運動之所以能發生的

跨境與在地社會機制和機會；並且

從那些網絡與運動發生後所引起的討

論、爭議、甚至分裂，說明中國民運

圈內部以及臺灣與中國民運之間連結

的父權兄弟文化與網絡。

若回到從臺灣位置來思考以上的

現象與問題，性別與性平的敏感度應

該是臺灣公民團體、學術圈與政策圈

在與中國公民社會建立關係時，要時

時加入考量的重要面向。不管站在臺

灣自身利益或支持中國民主運動，我

們都希望中國公民運動圈或中國社會

能朝向更包含與更多元的方向，我們

在情感或社會性上所應避免積極交流

與支持的，是可能妨礙多元價值能根

植於中國公民運動與社會發展議程的

個別運動者或組織。我們應該積極地

了解將性別平等與多元族群平等（如

關注新疆議題）價值納入其民主運動

議程的新興中國民間組織與個人，並

且與他們交流、建立合作與支持網絡。

探討臺灣的 #MeToo 運動延燒到

中國民運圈的發展，正提醒我們需要

反省與改變，長期忽視中國性別運動

作為推進當代中國社會民主化重要性

的臺灣現象；也藉由這次臺灣與跨境

臺灣與中國公民圈的 #MeToo 運動與

相關爭論，看到民主是需要深根於日

常的平等社會關係與生活中。充斥性

騷擾與性暴力的「民主」社群與社會，

無法說服其中與其外的人們去相信那

樣的民主前景與社會價值值得信賴並

為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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