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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要來講㇐個比較嚴肅的話題。台灣曾經發生過慘痛的二二八事件，泰國

在 1976 年的 10 月 6 日也有道泰國的歷史疤痕。當日在法政大學舊城區的校園

內發生大屠殺事件，政治於是成為泰國人不敢談論的話題，直至 21 世紀才逐漸

開始談論這段往事。 

  談論主題前，我們先㇐起來了解法政大學的過去。法政大學㇐開始成立於

1930 年代的昭披耶河畔，也就是位於舊城

區、大部分交換生包含本院學生要就讀的

Tha Prachan 校區。正如其名，法政大學

以法律、政治起家，且培養許多知名社會

人士，也醞釀、帶動許多社會風潮。 

民主與開放的人文政治 v.s. 掌權者 

  1960 年代，當時首相他儂放寬言論自由，學生運動自此興起，並醞釀許多

思潮。1973 年前後，左派與民主思想達到頂峰，在 10 月法政大學爆發流血衝

突，讓軍政府不得不結束獨裁，他儂下台逃亡美國，泰國重啟民主時代。 

廣為流傳的事件代表照片，描寫當時的慘無人道



 

 

  然而好景不常在，三年間學生要求美軍撤退、農民勞工團體崛起、共產游擊

手猖獗，文人政府對人民逐漸失去控制。另外，又因有右翼團體將學生描述為共

產分子，甚至醜化學生運動，國內民眾逐漸不支持學生。泰王也因學生運動造成

國內情勢不穩，且有傳言學生可能推翻王權，而逐漸與學生開始互不信任。 

  在事件發生的數個月前，前總理帕農返國出家，卻有傳言帕農其實是為了重

新奪回政權。各方人士集結抗議，國內情勢更加失控。曼谷報等報紙更在事件發

生前報導㇐則新聞，指稱法政大學學生在校園上演㇐場行動劇，劇情更影射吊死

當年王子，也就是現任國王拉瑪十世。這篇報導更無疑加深左右派的分裂，更使

愛戴國王的泰國人對於學生運動更加排斥。 

 

㇐日的殺戮，成為泰國 20 年來無人敢提起的惡夢 

  時間推移到三年後的 10 月 5 日，學生依舊在

校園裡上課、讀書，然而當時確已有傳言軍方已在

部屬軍力，可能發生暴動。當晚，武裝部隊如傳言

開始包圍法政大學，而領導學生抗議帕農返國的代

表，急速前往談判，卻立即被軟禁。隔日清晨，右翼團體、軍方與警察聯合封鎖

法政大學後，隨即進入血洗校園。 

  學生四處逃竄，哀號與求救聲伴隨槍響此起彼落，法政大學霎那間從學術殿

堂成了地獄。學生被就地處決，加害者公然虐待遺體，女學生成為性與暴力的發

軍方封鎖校園（來源：Young Post） 



 

 

洩出口，即便跳入緊鄰校園的昭披耶河也難以倖免於皇家海軍的槍口。文學院更

傳言有 10 餘個學生逃入電梯內，卻在電梯門再度開啟後被掃射，全數死於無情

的槍火。此後，該電梯更成為泰國知名的靈異地點，被稱為「血色電梯」。 

40 年了，轉型正義能否成功？ 

在 1996 年，正是泰國經歷黑色五月的三年後，泰國軍政府再度將政治權力歸予

人民。民粹政治與塔克辛時代正要來臨，同時也是法政大屠殺的 20 周年，國家

將其定調為泰國對於人民的罪行，開啟轉型正義的第㇐槍。爾後，紀念活動規模

逐漸擴大，這段曾經不見光明的歷史重新暴露在社會中。然而慘痛的歷史教訓與

持續不斷的政變，加上欺君罪的嚴格實施，這起事件的討論仍受到多方侷限，甚

至連許多受害人以及當年經歷同㇐時代的青年們也難以向下㇐代們提起這場惡

夢。 

  前年是事件發生的第 40 年，是最盛大的㇐次紀念活動，泰國各地大學發起

響應。然而在同月月底泰皇逝世，在我交換的這學年度，紀念活動因仍在泰皇守

喪期間，被縮成只剩㇐個小小獻花地與事件說明。台灣曾經經歷過近半世紀才開

始為二二八事件平反，邁入實質民主。泰國政治要更加複雜，轉型正義是否真能

成功，我們不得而知。泰國是㇐個開放又保守的國家，許多人因被她的熱情奔放

和友善所吸引，卻未曾得知他曾經歷的苦痛，㇐次又㇐次的政變與衝突事件逐漸

疲乏人民參與政治的熱情。逝者已逝，這個事件成為當年泰國人的黑暗記憶，但

泰國是否已記取這個教訓，我也拿不準，但我希望這個國家最後能走在讓人民自



 

 

由幸福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