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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族群興未來:來自民間的深度對話
堅持中道力量 化解對立增進族群彼此理解

編按:時報文教基金會歷年致力於「公與義 J '以 怕求職碰壁;他說看了這部 是感人的好作品 。

發揮民間正道力量，但去年的總統大選後，經過政黨 片子，內心獲伺很大的釋 前者紀錄了九二一地震

刻意操弄，族群嚴重撕裂，人民被迫忍受從政治層面 放，似乎得到面對族群問題 後，人們對土地、大自然的

延伸而來，藍與綠的對立，親朋好友反目成仇，與基 的勇氣。也有朋友說 ， 自去 體悟與對生命的歌頌;後者

金會的努力背道而馳，不先對此現象憂心仲仲 。 年總統大選後，因族群、政 則處理了台灣人面對的族群

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簡錫i皆執行長過逢提出，仿效 治議題操作的氛圍，使他的 焦慮 、 對立情緒，也嘗試站

族群街突最激烈的以巴地區，以色列猶太人和巴基斯 生活 、 工作上產生許多壓力 族群和諧的共同未來尋求出

坦人的對談經驗，引進「開放空間」方式，在台灣舉 甚至對立情緒，在看完影片 口與答案 。當初，和平基金

辦 「面對族群與未來:來自民間的深度對話 J '余董 後，彷佛看到解決問題的出 會之所以會有舉辦族群議題

事長認為不失是讓台灣從二元對立的紛擾現況，開放 口而感到舒緩 。 民間對談的發想，質因觀察

多元色彩的途徑 。 對我而言 ， 這些朋友的真 到總統大選後的台灣社會，

基金會立即、積極參與行動，余範英董事長、袁世 誠反饋，實在是對這部紀錄 「愛不愛台灣」竟成了家

敏主任與中時報系總主筆倪炎元傾全力策畫IJ ，簡錫i皆 片最好的鼓勵 ! 庭、工作 、 朋友等各種人際

執行長措由引進開放空間概念的開拓文教基金會執行 在此，我要由衷地感謝公 關係中一 11古|奇怪的檢視標

長蔡淑芳協助，並邀來中研院助理研究員范雲、中央 共電視孫青代總經理的鼎力 準，極端對立的火把不斷被

大學教授客家學院助理教授李廣均等人參與，公共電 協助 。 公共電視派出最好的 點起，詭譎不安的社會氛圍

視代副總經理孫青承諾拍攝，留下真誠又可貴的「來 製作人邱顯忠 ， 細心認真的 油然而生，讓人對台灣社會

自民間的聲音」 紀錄片 。 章乃行導演投入感情與時間 的穩定深感憂心 。

活動雖然已經結束，但族群和解、走向和平的可能 製作這部紀錄片，過程中凹 這個現象是我們從事和平

性卻才剛起步;基金會特別邀請推手之一的簡錫均提 組機組人員投全程拍攝，從 運動關注的重要議題，因此

華為文，說明活動所具有意義，首度嘗試將「開放空 八十多個小時的毛片 ， 剪出 開始和學者專家們討論如何

問」模式，用在台灣族群問題爭議的蔡淑芳，貝IJ從實 最後八十分鐘的菁華，若是 解決這一難題 。一開始我也

踐層面，看到族群從對立到握手的感動。 沒有他們的專業與用心 ，整 曾想過採用政治手段，並以

個族群工作坊的過程，不可 批判態度來處理，但是經過

「面對族 群與 未 有朋友告訴我，自己過去 能以一部深刻感人的紀錄片 評估認為成果有限，也很容

來 ﹒ 來自民間 對外省人帶有偏見，但在這 呈現出來 。 易流於政治收編的工真 。 而

的深度對話」 紀錄片在公共 部片中他看到外省朋友真誠 旦政治人物所提的構想，也

電視首播後 ， 有許多朋友打 的談話，催化了自己的反省 愛台灣的檢視標準 不容易廣為台灣人民相信和

電話給我 。 與感動 。 有朋友說，他過去 去年的紀錄片中， r生命」 接受(藍 、 綠陣營後來也都

找工作填寫履歷，每每填到 及 「面對族群與未來:來自 提過族群和解，但事實上對

尋找面對族群問題的勇氣 籍貫一憫都不敢下筆，因為 民間的對話 」 兩部紀錄片都 收其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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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衝突 、 傾聽到理解 是，立即由她召集「和平工 方法，隨機抽出了二十位真 族群工作坊實際進行時，

因而我改採習自北愛爾 作坊」來進行執行面的細部 有不同世代 、 教育程度 、政 證明了兩位老師的建議是很

的、以巴的開放空間對談經 工作 。 治認同 、族群背景 、性別的 好的想法，參與者以真實情

驗，嘗試進行一次沒有預設 工作坊的主要成具有時報 參與者。 到此，我們已經順 感分享自己的經驗，引出了

立場與結果的問由對談。 文教基金會的袁世敏主任、 利完成了「族群工作坊」開 國家認同、教育、文化等高

當初我原本計劃分為IJ階 中時的倪炎元 、 楊憲村 、 陳 始前的基本籌備工作。 度爭議的焦點，但卻都仍能

段進行，第一階段是 「展現 守國總編輯，來自學界的范 維持在一個基本的理性基礎

{重i突 J '讓對談者在對話中 雲 、 李廣均 、林國明老師， 真實情感分車經驗 上進行對話，為整個活動的

將衝突點展現，這是我認為 還有開放空間專家蔡淑芳和 真正落實在執行面時 ，范 順利進行拉開序幕 。

不可迴避的部份 。 其次是傾 Gail \Vcs t兩位女士 。 雲 、 李廣均兩位老師提出別 得自過去籌辦多次影展的

聽不同意見，第三才娃試著 在徵求參與者的設計上 ， 具創意的見解 ，認為第一階 經驗，和平電影會透過影像

去理解差異 。 我們希望來參加的朋友是可 段不見得要讓街突完全的爆 給觀影者最真接的衝擊與思

初步企剖完成後，我親自 以代表不同族群差異的，因 發出來，而提出以「看照片 考，因而選擇兩部紀錄片

拜訪時報文教基金會余範英 此我們在公開徵求參與者 說故事」作為引子，以帶出 「 台灣的歷史:光復初期與

蓋事長，得到她的肯定並表 後，從全國近四行位報名者 參與者與台灣這塊土地的連 二二八事件」及 í 111有多

示願大力支持這個案子。於 中，以「立意取樣」的抽樣 結與情感。 高 J '讓 三 十位參與者觀

。關:5)(~闊論11也開眉目和平的可能 。 在起申研院社會學研究所范靈助研究員 、 中央大學客家學院李廣均助理教授 、 開拓艾~~基金會蔡澈芳執行長 、 時報艾教基

金會余耳目英董敬畏 、 台)i促進和平文單位基金會閻錫i自執行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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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我知道這一定會感動參 每個環節都處理得當下順

與者，讓他們內心血釀微妙 利結束 。 我原本擔心參與

的反應 。 者會因政治認同的差異而

形成對立的小圖體，對談

開放族群記憶交流的可能 時造成與政治Ca ll 川節目

「 二二八」 一片主要是二 無異的結果 。

二八受難家屬的訪談紀錄， 我也擔心參與者在面對

許多外省族肘，背景參與者是 攝影機時，只說表面話、

第一次看這樣的影片， 因為 過度表演化或過度被干

政治因素讓他們過去對這個 擾 。 但在整個活動流程的

事件帶有排斥甚至恐懼 。 湯 設計 、 現場氛圍的成功營

湘竹導演的 「 山有多高 J ' 造 、 公視專業的取景技巧

則讓本省族群背景參與者也 下 ， 幸好皆未發生 。

開始去面對 、 理解縈繞在外

省人身上的鄉愁與感情 。 這 不安的靈魂得到舒解

兩部影片提供了族群間情感 讓我最感動的是，參與

記憶交流的可能，不僅讓所 者在學習傾聽的過程中 ，

有參與者感動，也有助於理 深刻地反省自己的偏見，

解對方和自己想法差異的本 而且在對話中真情流露 。

源何在 。 族群工作坊最後的 許多時刻，就像范雲老師

重頭戲是由蔡淑芳小姐帶領 所言，內心深處的兩個不

的 「開放空間 」 討論 ， 這是 安靈魂， 在當下同時得到

在以色列 、 巴勒斯坦曾落實 了籽，解 !

過的經驗。 過去我從不能理解 ，也

在 「學習傾聽和理解: 一 不同情外省老兵回家將積

起建立尊重與包容的社會」 蓄散盡，但是參與者陳永

這樣一個大題目下，所有參 麟的一番話 「 四十多年

與者可以提出自己最關切、 來，我們欠大陸太多，我

最想深入討論的題目，沒有 沒有養過我的爹娘一天 ... J 

任何的限制 。 會場中，每個 讓我不由自主地掉下眼

人都可以是主持人，沒有大 淚，感動莫名 。

小之分 ，可以充分享受自由 「深綠」的參與者黃清

討論的權利 ， 不會有不自 賢 ， 願意把 I LlI 有多高」

在、被強迫的感覺，因為每 介紹給親友觀賞 。 陳永麟

個人都可以遵循 「 雙腳法 願意以一個來自大陸人的

則 J ' 感覺不舒服時可以自 身份，其來自大陸的國民

由離開 。 黨政權所犯的錯，向本省

一天半的族群工作坊 ， 在 人道歉 。 這樣真情流露的

來自民間的對話

.民間對話影集中的訪談紀錄， 在在表現對生命的領悟、未來的期望。

片段，在整部紀錄片中還有

許許多多... 。

族群工作坊結束了，相信

這不是結束而該是個起點，

期盼這部紀錄片的問世，對

台灣的族群問題發揮籽緩之

效， 帶來更多的理解，創

造無限的可能!

( 作者為 和平促進基金會

執行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