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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師大夜市饒富藝文氣息，但當地住民卻因犧牲其居住環境的基本權利而反對

夜市擴張。本研究試圖以框架理論（framing theory）探究師大社區住民如何進

行反夜市運動，以及此運動彰顯的文化特徵。研究結果發現：1.以共識動員

（consensus mobilization）而言，師大社區反夜市運動因有專業中產階級高度

參與，強化忍受動機，帶出民怨議題，共識動員得以形成；2.以策略性框架

（strategic framing）來看，利用法規製造北市府相關單位瀆職恐慌，並用選

票使政治人物幾乎一面倒向贊成此運動，願意為其反夜市訴求發聲。另外，自救

會也不定期發佈訊息，表達人身安全無法獲得保障與環境汙染的實例，促成反抗

的正當性，鼓舞和維持參與士氣的框架；3.以組織性框架（organizational 

framing）來說，對立團體會設法對敵手建構有意識的框架。自救會呼籲違法商

家及早遷離師大夜市，降低被罰款的危機，亦能盡早恢復收入。而違法商家也以

承襲台灣住商混合的傳統、北市府行政缺失導致生計遭受影響為框架，向自救會

表明本身也是受害者的立場，且若師大夜市不復存在，對於台灣傳統文化的保存

無疑是一項損失。這次師大社區反夜市運動明顯看出台灣社會運動陷入矛盾處境，

人們習以為常的住商混合模式裂解了社會運動的單一性，促使不同立場的團體採

用不同框架來詮釋和動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