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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文化 
 

 中共頻以政治力量干預學術自由，英、美、德等多國學者齊聲抗議。 

 「劇本殺」近來成為中國大陸年輕世代的娛樂文化新寵，市場規模呈倍數

級增長，惟盜版、智財權剽竊等管理問題亦浮上檯面。 

 中共頒布藝人禁令，封殺違規藝人。在陸外媒報導受阻，中國大陸新聞自

由度急遽下降，管理更趨嚴密。 

 

一、高層文化 

(一）中共嚴格管控師生思想言論之作為已時有所聞，不僅於近期公布

之學術自由指數中排名墊底，日前又試圖以政治力量使歐洲學界

對於新疆議題噤聲，英、美、德等多國學者已紛紛表達抵制 

中國大陸多年來亟欲透過「211工程」、「985工程」及「雙一流」等建設的

實施，強化高等教育品質及學術競爭力，以朝向「高等教育強國」邁進(光明日報，2021.4.2)

。依據中共教育部等單位近期公布的「『雙一流』建設成效評價辦法(試行)」，

除再次強調科學研究及人才培養，更要求各校加強多管道國際交流合作，持續增

強國際影響力。 

相較於中共向外延伸發展觸角的企圖心，歐美先進國家卻多半對於跟中國大

陸建立學術合作關係有所疑慮，背後的原因除了擔心中共利用學術機構竊取敏感

科研技術外(自由時報，2021.3.1；中時新聞網，2021.3.2)，對於中共學術自由的不信任感更是重

要原因。 

依據德國智庫「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PPI）」於本(2021)年3月11日公布的「全

球學術自由指數（Academic Freedom Index）」，中國以0.082分位居E級墊底。這份報告按

照研究及教學自由、學術交流及傳播自由、校方自主性、校園誠信，以及學術和

文化表達自由5項指標，將170多個國家分為A到E等5個等級，臺灣與比利時、美、

英等國家均列為A級，中國大陸一如既往仍是學術領域最不自由的國家之一(自由時報

，2021.3.17；自由亞洲電臺，2021.3.26)。 

這樣的評比結果並不令人意外，甚至早已有跡可循。因為中共近幾年來對大

學的意識形態管控不斷升級，許多教師因為發表中共官方眼中所謂的「不當言論」

被學生舉報，而遭到停職、停課或解聘。有學者認為，告密和舉報行為是透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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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機制壓制異見，對鼓勵自由討論的大學教育是一種諷刺，在個人層面亦是突破

道德底線的作法(BBC NEWS 中文，2019.4.5；中央社，2020.6.20；新唐人，2021.3.12；希望之聲，2021.3.31)。 

事實上，陸方綿密監看的對象不僅限於教師，也包含學生。一位曾赴陸留學

的國際學生即向媒體表示，教室中設有監視器是中國大陸校園常見的景象，雖然

未必有人隨時觀看監視畫面，學生仍認為必須隨時謹言慎行，以免因為在課堂上

作出政治不正確的發言，導致個人的人身安全面臨危險(蘋果日報，2021.4.5)。不僅如此，

近日還傳出有陸方大學為了維護校園的「政治穩定」，擬招聘「校園安全資訊員」，

負責蒐集校園涉安情報並向警方舉報，輿論認為該舉動是要加強監視少數民族和

外國留學生。校方證實招募一事屬實，但未進一步提出相關說明，然而此舉恐怕

已經讓中國大陸的校園安全與學術自由蒙上陰影(自由時報，2021.3.12；新唐人，2021.3.12)。 

更令國際學界感到憂心的是，中共不僅對內採取嚴格管控，對外亦試圖以各

種方式干預他國學者的言論與思想自由。近期傳出歐洲有多位學者及學術機構及

因為替新疆發聲，而遭陸方列入黑名單、禁止入境中國大陸，且不得與其相關機

構合作，引發學術界強烈反彈，紛紛表達抗議並採取反制措施。葡萄牙智庫於媒

體發表評論指出，中國大陸此次對於歐洲學術機構的制裁為明確的獨裁訊號，呼

籲學術界共同捍衛民主與自由；劍橋大學等全球 420 位學者亦發表聯名公開信，

譴責陸方作為已嚴重威脅學術自由；德國特里爾大學則於日前宣布暫停校內孔子

學院所有活動及院長職務，以聲援此次遭到制裁的歐盟機構及人員(中央社，2021.3.31；

新頭殼，2021.3.31；中央社，2021.4.2；中央社，2021.4.11)。 

無獨有偶地，美國康乃爾大學原規劃與中國大陸合作開設一項由中共官方資

助的聯合學位課程，然部分教職員及學生擔憂美國教育系統與學術自由受到中共

侵蝕，並認為雙方進行合作計畫，恐使中共對新疆維吾爾人進行的種族滅絕暴行

遭合法化，最終決議否決該項合作案(自由亞洲電視臺，2021.3.16；大紀元，2021.3.31；自由時報，2021.4.7)。 

多元觀點的相互辯證不僅是高等教育的基本價值，更是推進學術研究發展不

可或缺的重要助力。倘若中國大陸遲遲未能認清這樣的事實，持續以政治力量干

預思想言論，終將被學術界拒於門外，其躋身世界一流大學之列的美好願景，終

究也僅是鏡花水月。 

二、通俗文化 

(一）「劇本殺」成為中國大陸娛樂文化的新寵，創百億市場並帶動周邊

產業發展，惟劇本內容相關盜版、剽竊智財權等問題仍有待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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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現今當紅的一項文化新興產業，就是沉浸式真人角色扮演遊戲「劇

本殺」，目前正在陸方重要都市地區快速發展，帶動相關產業蓬勃成長，據央視財

經統計，2019 年中國大陸「劇本殺」市場快速成長，規模是 2018 年的 2 倍，突破

100 億元(中新社、財新網，2021.2.12)，總玩家人數超過 5000 萬人。而實體的「劇本殺」店

面數亦快速增加，相關數據顯示，陸方「劇本殺」實體店面於 2020 年 11 月底已

經突破 3 萬家，相較 2019 年 12,000 家店不到一年間有 150%的成長率（世界日報，

2021.3.28）。 

「劇本殺」最先起源於歐美，簡單來說，若干玩家選擇一個劇本，在一個特

定的場景中，按照劇本中的提示，一起推進劇情發展，過程還要完成情節裡各個

謎題、推理、斷案等要求。通常有 4 到 12 名玩家參與角色扮演，單局時長 2 到 7

小時，也有部分大型遊戲需耗時 2 天完成，一局花費在 100 元至 500 元之間，部

分價格更高。由於「劇本殺」兼具遊戲與演戲元素，具有極強的參與感及趣味性，

年輕族群容易被吸引，近來迅速成為陸方線下娛樂市場的新寵，並成為中國大陸

年輕世代之間的火紅話題(「劇本殺」的興起，可能與陸方電視臺推出明星推理真人實境秀節目熱播帶起的風

潮有關，光明日報，2021.3.31；文匯報，2020.8.10）。此外，疫情期間，中國大陸各地實施隔離封

鎖，疫情趨緩後，年輕族群希望尋求新穎豐富的休閒社交，多盼藉由「劇本殺」

的實境遊戲活動釋放日常生活壓力，增加人際交流互動，拓展工作外的社交關係，

重新恢復被網際網路與社交媒體所隔絕的真實人群接觸，並結識不同領域的朋友

（光明日報，2021.3.31、澎湃新聞，2021.3.31）。 

陸方「劇本殺」市場的快速發展，帶動原創劇本的大量需求，持續吸引越來

越多人投身市場，許多經營業者開始意識到「內容為王」，劇本內容應如何呈現、

維持原創性將是品牌核心競爭力，不少公司更開始招募自己的劇本創作團隊，並

吸引許多人投入劇本創作這個新興行業，包括因影視寒冬而跨行的影視劇編劇，

逐漸催生一種新職業：「劇本殺」創作者（新華社，2021.1.10、大河網，2020.11.18、澎湃新聞，2021.2.15）。 

由於劇本的需求量大，加上當前中國大陸當局沒有制定「盜版劇本」的相應

管理辦法，近來出現許多辛苦創作的劇本被他人輕易剽竊問題，劇本成本和競價

問題導致不少盜版劇本在「劇本殺」市場橫行。部分規模較小的經營者，為壓縮

成本而選擇購買盜版劇本，但絕大多數長久經營的業者則認為好劇本、好體驗才

能真正留住顧客（旺報，2020.12.14、中新網，2021.1.21、文匯報，2020.8.10）。 

陸方部分學者認為「劇本殺」的劇本內容應加強監管，因為遊戲本身有一定

的危險性和刺激性，尤其是透過劇本創作後，更具刺激性，未成年人如果沒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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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引導，將容易受到負面影響，建議應對這些「劇本殺」內容加強監管，並建議

家長多留心孩子參與此類活動情況(文匯報，2020.8.10)。也有專家建議，「劇本殺」產業

應盡快組成具有權威性的協會或組織，對該產業進行有效管控(中評網，2020.12.15)。未

來中國大陸「劇本殺」產業的相關人才培養是否能跟上產業的快速發展，此一新

興產業又將對中國大陸青年社群及對陸方教育、流行文化體制產生哪些衝擊與影

響，值予持續關注。 

三、大眾傳播 

(一）中國大陸針對演藝人員頒布15道「禁令」，並即時蒐集瞭解演藝

人員違規情形，聯合抵制違規藝人 

中國演出行業協會2月5日發布新制定的「演出行業演藝人員從業自律管理辦

法」，明確列出演藝人員不得出現的15類行為，包括：危害國家統一、國家安全、

損害國家榮譽和利益、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違反國家宗教政策、參與非法

活動、擾亂公共秩序、危害社會公德或者損害民族優秀文化傳統、以假唱等手段

欺騙觀眾、歪曲歷史事實、侮辱誹謗英雄烈士不當言論等(中新網，2021.2.6；聯合報，2021.2.5)

。該管理辦法規定，根據演藝人員違反從業規範情節輕重及危害程度，中國演出

行業協會將監督引導會員單位在行業範圍內分別實施1年、3年、5年和永久等不同

程度的行業聯合抵制，並協同其他行業組織實施跨行業聯合懲戒(聯合報，2021.2.5)。 

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秘書長潘燕表示，協會設立道德建設委員會，道德建設委

員會秘書處負責日常輿情跟蹤和相關資訊收集整理工作，以及時發現和瞭解演藝

人員違規情形(中新網，2021.2.6)。惟該禁令一公布馬上引起中國大陸網友熱議，不少人

表示支持，但也有人認為管太寬，甚至提出質疑「這樣看下來也沒個執行標準」、

「央視帶頭假唱要怎麼算」、「看來是黨不喜歡的都給封殺」(自由時報，2021.2.6)；此外

，這份辦法規定，劣跡藝人需在抵制期限屆滿前3個月，向協會的道德建設委員會

提出申請，經委員會同意，這名藝人結束抵制期後，才可繼續從事演藝活動，係

首度推出劣跡藝人在抵制期屆滿後的復出規定，這似乎意味許多長期被抵制的藝

人有重現生機的機會(中央社，2021.2.5)。 

(二）中共近期擴大阻擾外國記者報導，在陸外媒面臨困境 

駐華外國記者協會（FCCC）今年3月1日發表報告指出，中國大陸政府利用防疫

措施、恐嚇和簽證限制措施等手段，打壓外媒報導，導致「中國大陸新聞自由度

急遽下降」。FCCC有220名會員記者，而這份報告則是根據組織內150名派駐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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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的外國記者及分社主管的訪問及回覆內容為基礎作成。受訪者中沒有一人表

示其工作條件獲得改善，而這個調查結果已連續3年出現在協會的年度報告中，亦

即在陸工作的外國記者依然面臨嚴峻的處境。報告並指出，在肺炎疫情期間，中

國大陸政府透過嚴格的防疫措施阻擾外國記者進行報導(中央社，2021.3.1；自由時報，2021.3.1

；美國之音，2021.3.1)。 

FCCC表示，約42%的記者提到他們曾被以衛生和安全為由，被迫離開或禁止

進入某處，但他們事實上並未構成風險。此外，記者們表示，在武漢的醫護人員

也被警告不得接受採訪；FCCC並指出，陸方對在陸外國記者施以更嚴格的防疫要

求，且更進一步運用防疫檢查哨站以及接觸者追蹤APP等手段，來監視外國記者(

中央社，2021.3.1)。除了禁止外國記者進入敏感地區採訪，陸方也透過簽證牽制外國記

者。FCCC提到，通常駐中國大陸的外國記者會獲得1年效期的簽證，並每年續簽

，但已經有至少13名外國記者僅獲得有限期限6個月或更短效期的簽證(自由時報，

2021.3.1)。隨著中國大陸與數個西方國家關係惡化，外國記者在陸面臨更多的阻礙，

FCCC指出，當前在中國大陸已出現自30多年前天安門大屠殺後，「規模最大的外

國記者驅逐行動」(中央社，2021.3.1)。 

 

（文教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