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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3月18日台灣學生為抗議服貿法案黑箱作業無預警佔領立法院，此突發政治事

件粉碎立法殿堂的神聖象徵，台灣新一代以用行動展現對於現今民主的匡正與原初民主

精神的渴求，並以和平理性態度、高效率執行力持守立法院內外，用他們的青春熱血信

念譜寫21世紀關鍵的台灣民主歷史當下。佔領行動24天，眾聲眾影喧嘩，現場的佔領者

開啟台灣嶄新的民主視野，勇敢吶喊理念，冷靜組織行動，在繪構正義真理之際，事件

卻開展出跳脫於政治的倫理關懷。因為身體遭逢觸碰，在不確定的事件動盪中，交織出

社會或族群身份認同制/治外之另種「眾身」創造世界意義的火花。所有個體因身體的出

-離自/制/治身而釋出，並感受能量迴流，置身於迥異制式社群的共在，身行而體感，身

動而體觸，學運中的眾身重新「體」現一種共存共棲共生的共同體（community）。  

    因身體運動，主體得以展開行動，進而創造社會/政治/經濟運動。身體是情感，是

能量，是實踐，亦是時間與空間交匯的展演場域。政治範疇中，個體為展開倫理行動，

其身體必須出離（ecs-tasis）自身，得以開展如法國思想家讓–呂克．南希（Jean-Luc Nancy）

與他者共在（being-with）、共通（being-in-common）之可能性，而此共同體的存在張力

亦能重新創造世界的意義。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指稱當代政治生命瀕臨「危

命（precarious life）」 狀態，社會架構下的個人以私有（possession）做為其自給自足的

身份認同，而被剝奪（dispossession）的危命正因喪失，經由關係/關連（relationality）

反而與他者身行相關。學運抗議現場的身體是被曝露在執法警力中的危命，但也正是危

命身體的臨現與踐履（performativity）宣告：身體的共聚是民眾意志，民主意識與政治

倫理訴求的操演。此種即身性（embodiment）爆發出因關連、脆弱、耐力的身體動能，

正貼合南希納含差異性之共同體。學運自身正是偶微偏（clinamen），扭轉昔往社會運

動形式樣貌，危命身體如原子改變其原初運動軌跡而互相碰撞，以體動、體觸、體感臨

現而踐履自身意志及異身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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