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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民權運動之一，是在美國1960年代興
起，直到1970年代之間的群眾運動，乃是
經由非暴力的抗議行動，爭取非裔美國人
民權的群眾鬥爭。  



 非洲黑人最初被引進美國，主要是在南方農場當
農奴。林肯總統在1863年的解放宣言中，已經讓
他們獲得了自由。在南北戰爭結束後，黑人曾獲
得解放宣言所賦予的平等權利。為求經濟上的生
存，必須再度依靠白人僱用，特別是當聯邦軍隊
撤出南方後，黑人頓失聯邦法律的保護，其地位
又陷入類似美國內戰前的狀況。 

 1896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作出「帊萊西訴弗葛森」
判決，確立對黑人採行「隔離但平等」措施的合
法性時，無異對南方黑人人權造成嚴重的打擊，
「隔離」的部份被執行得十分徹底，但有關「平
等」的部份則不然，導致南方出現更多種族隔離
制度法令，甚至連在工廠、醫院及軍隊都採取種
族隔離制度。  



 事件源起  

 1954年聯邦最高法院，在「布朗訴教育委
員會」（Brown vs. The Board of 
Education）一案，判定種族隔離的學校並
未提供黑人學生公平教育，因此公立學校
應該要種族混合。在歷經58年後，此項法
律觀念才被推翻，而一連串的非裔美國人
民權運動才正式開始。 



人民的抗議活動 



領導人物   
 馬丁路德金恩是美國民權運動中最

重要的領袖人物，為了所有人的公
平權利而努力，他以非暴力抗議來
對抗不公平的待遇而成名，對於終
止種族隔離法令的努力從未停止，
他同時也盡其所能讓人們瞭解「人
生而平等」的真諦，因為他的卓越
功績，1964年時金恩榮獲諾貝爾和
平獎 – 同時也是最年輕的得主，他
也是一位浸信會的牧師。馬丁路德
金恩在年僅39歲時遭刺殺，他的生
日現在已被訂為國定紀念日，以紀
念這位偉人。 



所有領導人在林肯紀念館 



事件演變  

 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是南北戰爭期間美利堅聯
盟國的首都，也是實施種族隔離制的代表性城市
之一。馬丁·路德·金博士於1954年到該市擔任牧
師工作，1955年成功帶領該市黑人公民，以全面
罷乘反對公車上的黑白隔離措施。經過一年長期
抗爭，終於迫使蒙哥馬利市的巴士取消種族隔離
措施。這次的罷乘公車運動雖然成效有限，雖然
未達全面性廢除種族隔離措施，但對全美各地的
黑人卻起了鼓舞作用，並啟發他們的靈感，開始
一波波爭取民權的運動。 



事件的高峰 

 運動的高峰是在1963年8月，金恩博士在華
盛頓的林肯紀念館前廣場聚集了二十五萬
名群眾，並發表他著名的演說「我有一個
夢」，這次集會所產生的輿論壓力，終於
迫使國會在翌年通過民權法案，宣佈種族
隔離和歧視政策為非法，成為美國民權運
動史的關鍵事件。 

 百年前林肯雖解放了黑奴，但黑人平等的
公民權在南方卻從未獲落實，直到金博士
領導民權運動才獲得成功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個夢（I have a dream）

是一般對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
袖馬丁·路德·金恩博士一場極為
著名演說的稱呼，得名於他在
該次演說中，強力且有說服力
地描述他對於黑人與白人有一
天能和平且平等共存的遠景時，
不斷重複使用「I have a dream」
一詞。演講在1963華盛頓大遊
行中，於林肯紀念堂前發表。
美國國會在1964年通過《民權
法案》宣佈種族隔離和歧視政
策為非法政策。 



金恩博士說 

 我今天有一個夢想！  
 我夢想有一天，這個國家會站立起來，真
正實現其信條的真諦：「我們認為這些真
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  

 我夢想有一天，我的四個孩子將在一個不
是以他們的膚色，而是以他們的品格優劣
來評價他們的國度里生活。  







華盛頓的林肯紀念館前 



在著名的華盛頓紀念碑 
前擠滿了抗議人群 



事件的影響 

 金博士領導的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獲得成
功，使黑人平等的公民權得到落實，此事
件的成功並帶動了19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
興起，對其社會及留學生有很大影響，當
時對少數民族及婦女的權力均受到重視，
開拓了新的視野，金博士也因此獲頒1964
年諾貝爾和平獎。 

 
 
 
 
 
 
 
 
 
 
 
 
 
 



報 告 結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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