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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的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是怎麼一回事？

它是一個在工人階級憤怒爆發與總工會的機會主義間纏夾拉扯的故事。而這場革命，方興未艾。

事情是從一個小販Mohamed
Bouazizi因為擺設水果攤遭到警察取締自焚開始，這個事件引發突尼西亞人民對本‧阿里（Ben
Ali）政權下高失業與貧困現象的全面抗議。在這場革命裡，突尼西亞總工會UGTT（l’Union générale tunisienne du
travail;The Tunisian general Union of labor）扮演著詭異而關鍵的角色，一方面UGTT，是發動罷工和抗議行動的核
心；另一方面，它始終與本‧阿里，以及後繼者穆罕默德·加努希（Mohamed
Ghannouchi）進行著各種檯面上、檯面下的利益交換。

「茉莉花革命」剛剛爆發的時候，UGTT的頭子Abdessalem Jerad面見了本‧阿里，並且譴責了「動亂」、宣示支持
本‧阿里政權，1月11號，UGTT發表聲明，要大家「保持冷靜」、維持「穩定、安全和繁榮」。但是隨著「革命」的
持續擴散，UGTT也一步步地加入，並領導了抗議的行動。

關鍵的1月14號上午9點，看著形勢變化，UGTT順勢宣佈，舉行「兩小時」的總罷工。群眾在突尼斯的默罕穆德‧阿
里（Mohamed Ali Square）廣場集會，追悼自焚的Mohamed
Bouazizi，這個廣場，就是紀念1925年，在這裡創建突尼西亞工聯（the League of Tunisian
workers）的工會領袖默罕穆德‧阿里的。

群眾從廣場從突尼斯的主要幹道布爾吉巴路（Habib Bourguiba Avenue）向市中心集中。坦克車就佈署在政府總部
前面，整個市中心佈滿了催淚瓦斯的味道；本‧阿里最後的妥協：承諾解散政府、六個月內改選、自己任期不會超過2
014年、並且不再血腥鎮壓群眾，為了讓大家聽到他這個最後的懇求，他把被他封鎖的網路重新打開，但是一切都來
不及了，天還沒有黑，本‧阿里就被迫流亡。

本‧阿里走了，加努希上台，UGTT和新政府談判，具體處理社會問題的方案沒有聽到，倒是先送了3個工會成員進去
，「聯合執政」。這樣的結果，絕對不是群眾願意看到的，於是，對本‧阿里的革命行動，立刻轉向，成為對包括UG
TT在內的新政府的抗議。UGTT見苗頭不對，收回了參與新政府的協議，不過談判繼續，對UGTT的抗議也繼續。

UGTT的會員工會，突尼西亞國小教師工會（Tunisian Union of Elementary School Educators）祕書長Hafaiedh強烈
批判UGTT的領導班子，他說「這是UGTT作為一個屬於工人階級的獨立工會而存在的基本問題」，工人要的是一場
「革命」，是政權性質的改變，不是換個人坐同一張椅子，繼續當他的帝國主義代理人，他們不關心工會頭人是不是
分到了一杯羹；在「茉莉花革命」裡面，堅持這個「工人階級立場」持續行動，老師的工會一直是重要的角色；而與
國小、國中老師工會同一陣線的，還有郵政工會、公衛護理人員工會、幼托照顧員工會，以及青年工會。一直到今天
，這一場糾葛複雜的革命還一直是現在進行中。

對於一些評論者而言，UGTT扭轉了默罕穆德‧阿里與突尼西亞工聯時代，工會運動反殖民以及爭取民族獨立的軸線，
在1951年，加入了國際自由工聯（ICFTU,the 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Unions），並與美國的勞連（AFL,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產生連結。

AFL的過去，是美國以白人男性工人利益壟斷下經濟主義的傳統工會；ICFTU是1949年，在美國的推動下成立的世界
性的總工會，它們的歷史脈絡，就像突尼西亞的政權一樣，是冷戰時期的產物，在這個時期，它們的任務是在世界各
國，透過在工人間成立工會組織、排除左派的力量組織工會，以達到「圍堵共黨勢力」的目的，如果在台灣的脈絡下
，這就像1960年代後，國民黨的「生產事業黨部」大力組織國營事業與大企業組織「閹雞工會」以及「全國總工會
」（見孫窮理「把自己的工會找回來–兼論美國勞動法與政院版勞動三法」，工運年鑑2004.06-2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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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冷戰時代畢竟是已經過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以跨國資本利益為核心、由國家推動的「新自由主義」與「私有
化」浪潮，而突尼西亞、本‧阿里政權與UGTT，還有「茉莉花革命」則是在這個背景下持續糾纏著，不過，這可能得
晚點再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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