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主義、多元文化論述

在台灣的形成與難題

張茂接﹒

一、前言

2∞1年11月11日 ，戳在年底的立養遷，將腰間的一個月阱，陳水扁，加

總統府間廣場 ， 由新成立的 「 行敢說客家事 醫委 員 會 」 所 .flJI的 r 1展 群和 諧 ﹒
客 家心.J 活 動 ， 同 時 盡量囊，明 r 中 學民國是一 個 多 元血壓群與 多 元文化的
國 家 ， 憲法 中 明 定 ， 國 家 肯 定 書 元文化J .遍就是踐們的基 本 國 買賣 ﹒ 肯 定
書 元 文 化 ， 型實示不 同 文 化的各1Ø<群 、 各 民團真是一律平 等的﹒是復此 尊 重 ﹒ 是
和贈相處、共存共榮的﹒ J 

因泊是遷，壘，島季 ， 新聞媒值與祉，大服 ， 對 於 這 樣的正式 宣 告 並 沒 有 給
予特別的注 意 ， 只有一般的活動輔導 ﹒

r 多 元 文 化 ﹒ 多元1Ø<群」 何時，壘成fJl們的 「 基 本 國 貨 」 呢9為 什 麼 社 會
大娘都 沒 有 多 少麗 ，且 也 沒 有 反應 呢。的穗 . r � 元 文 化 」 種實是，直在 「 中 事
民團軍注增修儼文J 的第 1 0儼 第 9項輿第 1 0項 之 中 ﹒

圓圓圓1的7年5月 間 ， 台 灣 主沈政治 ， 正 在 為 自 1994 之 後 開胎的所 謂 「 民
主轉型」 角力 ， 益，朝 向型國化 r中央J 輿削揭 「 地 方 J 的悔.方 向前進 ﹒ 而同
一 時 間 國 民 黨 黨 內 續]jf人與祖力門事 ， 也因為 「 廢 省 J 、 rlll!省 」 等等，注問
周 ﹒ 而 正式浮上. 面 ﹒ 政治 口 水與陰謀量，因 此不斷 出 現 在 報端輿媒體的talk

show徨 面 ﹒ 牽動 台 灣的省，情結以及各種和統獨相 關的... ﹒
而在這縷的政治紛擾 中 ， 台灣一群原住民運動者將近千人走上陽明山{中

峙 . 1997個17) .在 名 為 r 616原住民膜上.山大遊行J 的示威中 ， 他們要求修
改憲法中 有 關 原 住 民的儼 艾 E 激動地過出 「 正 名 為 原 住 民r�" j ﹒ 保 障 民

.你看，在﹒寓中特別.團莊...盟的意見;在走，區的修改盟軍，特別得力對朱遍，罩、團
團成‘圍起.' 曹文里'"闡位，酸鹽的，學...i!<..'間站R圖﹒ 回.﹒圈tI!揖'1'3位女士
所.峙的研究績跡，也是非常耳聞而且重聾，國此赦組﹒而本文所有責任，局自作看白
，‘-

'.輯府新團竊，民﹒叩皇軍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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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自 決槽 ‘ 保 障土地軒. . 吾吾政檀 ﹒ 費 展 植 廢 除 山 地 原 住 民 與 早 地 原 住 民區
分 等 重 大 改 革 . IA ( 林 跟誰似珀 63) • 

這 並 不是原住民第一次上陽明山要求 參與修竄 ， 上一次是 1叩4年 ， 當年
通 過 憲 法增信佛文 第 9 儼 第 7 項 「 國 家 對 於 自 由地 區 原 住 民 之 地 位 及 政 治
. 興 ， 應 予 保 障 . 對 其 教 育 文 化 ﹒ 社 會福 利 及經濟專業 ， 應 予抉勛並 促 其 發
展 ﹒ 對 於 金 門 、 馬祖地 區 人 民 亦 同 」 ﹒ 成 功 地 加 入 7 軍控侮訂東. 這 次 修 憲
結 果 ， 將原寰的憲法增修儸文第 9 條 第 7 項 ， 修訂成 第 10 儼 第 9 項 與 第 10項。
其 內 容 為

(9) 國 家 肯 定 香元文化 ， 並積極維護 發展原住民族府曹及文化﹒

(10) 國 家應依民1l!<:IIf厭 ﹒ 保障原住民展之地位及政治，興 ， 並對其教育文化 ﹒
交 通 水 利 、 衛生醫療 ﹒ 經 濟土地及祉，福利，雖予 以保 障訣助 並 但 其 發
R ﹒ 其辦法男以ìI'i律定 之 ﹒ 對 於 金門 ﹒ 馬祖地區人民亦同 ﹒ 2

道縷的軍訟信訂條款 ， 至少 有錢個 現 象 ， 可候 討 自由 (1) 出 現 「 原 住 民
族J 以 及 「 民按憲願J 等詞旬 ， 取代原來的 「原住民J 一詞 ﹒ 雖 然 好 像 差 別 不
大 ﹒ 但是事實上等 同 齡 在 憲 法 種 面 正 式認定台灣是 「 多 民 1l!< J 組成的主 續 留
軍區 ， 並 掏 出 將 來 「 民 族 自 治 」 ﹒ 「 原 ﹒ 漢民接共治J 的可能性:同 時 ， (2) 出
現 「 多元文化」 的領念 ， 不只 對 「 原 住民1l!<J 而霄 ， 一種 「 民族伙伴闖 係 J 的
形 式 ﹒ 似 乎 已 曙 然 成 形 ， 同 時 說 因為 r 多 元 文 化 J ( 1l!< 群 ) 的 很 本 方 向 ， 也已
經 明 文種 定 ﹒

當 然 ﹒ 另外也有一些地方 可 以 抱 出的 (1) 所有朋於原住民重 要團圓圓的政
寮 制 度 ， 全都沒有入軍 ﹒ 如 保 留 地 政 黨 ﹒ 自 治 ‘ 國 宙的1l!<群代理費等 等 需求 ﹒
都 未能進2月目的 ; (2 ) 原 住民 條款中 同時包搭了金鳥，監島的祉，福利 問題.這
雖然是 1四4年以來就存在的不 同 利 益的政治交換 ， 對於 原 住 民 條 款 「 好 像 J
沒有任何 實實績失 ， 但是要求個遍地 區社會福利與保障 ， 迪 和 原 住 民1l!< 具 有
自 治 意麓的 「 民1l!<種」 主宙塵 ， 其 實是不一致的過個 ﹒ 有些 突 兀 ﹒

不過 ， 無 訕 台 灣 內 部的政治 立場 有 何 分 歧 ， 這 攘的信訂 應 該 仍 可被看為
是一種道 步 ﹒ 相 關慢鑫人 在 修 訂 說明 中 ， 也特制提 到 「 聯合國，世 界 原 住 民
檀利宜冒a ﹒ 『原 住民及部落人民公約， (見 1997年國大修憲鐘某第 21親 ) ， 
不但與世界潮流接軌 ， 並將 「 多 民 1l!< J ﹒ 「 多元文化J 敢在一個 原來是 r 大 中
國 J 架構的憲法陳文 中 ﹒ 成 為 國 家的基本立 場 ， 至少有 明 自的重示 意 羲 ﹒

2原佳øo..小姐，‘-，史.單於1996年8月9目召開，由原住E圓大冊，雙8人、立聾，是Jl
7人、 ，看--且，電它等s人組屆﹒第二次的﹒圖於1996年12月30日召開 且這珊，名

，裹住E官員、圖，‘﹒.J過﹒盟國小姐IU令各界之.窟.J但內容爐行研析，酷構有囂，已.B裹
住晨，必盟，區國...﹒問時，分區召開修憲祖明 .' Jl:lIt聾各團意見oIUI\I，.鐘，但.
.嘿，動員各界人士陪居...力圈圈也矗美僅是，之一﹒ (1實軸lI!.'圖畫畫.，食之原住昌
地位舊是趣，樂曲(曹bttp:jjwww.ttcs.org.tw/docj5j5JJ02.html) 

9元主a 、 9克又紅曲單位 11 ，.的軍Jil(1'!壘. 225. 

不過 「 書，元文化J 這個名詞 E 對現在很多人來蛻有不同的意涵 ﹒ 比如 ， 有
些 人 依 賴它來 種情台灣那土文 化 與 社 區 軍 擻 ， 朝 向 「 懷 舊的本土化 J 路 徑 .
有人則 依轍它討諭台灣的國標化以及全球化過程 ， 朝 向 rt世界ttJ ﹒ 「 國際公
民」 的顧景 (眶，聲2由 1) ﹒ 的權 ， 它的意 養在政治角力興門爭 語 書 中 不斷被
型盟 . 而 1997年 台 灣 原 住 民的 r自門一間J ﹒ 種 有 不 容 抹煞的歷史 意 養 ， 道
不只是為原住民族而己 ， 也 同 時 在不知不覺中 改變7 聾 個 社 會的 自 設 想像，
特 別 這是明定於憲法之 中 ， 因此開始推行的新制 度 設 計 、 法律規章 、 政 績 ，
如 成 立 「 客 家事務養員"J ' 或 者 改變既有的一 些社，價習 ， 如 關 於 「 胺 群
稱謂」 ‘ 「 文化歧視」 等 ﹒

但是如 果把所有苦，元 文化體制形成的原因 。 都歸路於 原 住 民抗爭的 「成
功J ' 裁們似乎沒有看到台灣祉，在過去所 發生更長遁的伺費 ， 不誼是政治 ﹒
經 濟 ﹒ 文化 、 圖際地位 ﹒ 人民的自 星星想像等等 ， 那些屬於聾11 ，有結欄意麓的
變化 ( 以 及 ， 當然 ， 不蟹的地方) . 連瑩，甚髓的 ﹒ 結構性的變化 中 ﹒ 比 如 台 灣
因 為工業化 、 全球化而 形 成的祉，分殊性 ﹒ 因為被殖民 記 憶 、 時戰分裂而難
以磨合的統獨政治衝獎等因它 們 共 同 促 成 7 一 種 「 新思維J方式的必要 佐 ﹒
遁種新思維方式興趣述 ， 一 方面是關 於 「 民 主」 的建樹 ， 另 外 一 方 面 說是所
n r 多元文化主義J 的建構 ﹒ 希望透過 「 多元文化J 重新構錢一個集體的 「 共
善」 基團體 ， 緩 和 祉，的畫異與 對 立 性 ﹒ 本文將對. ' 正 因 為 遺 種 新思維的結
構 必 要 性 ， 使 得 199 7年的原住 民峰歡 ﹒ 得以獲得 重 要的迴響 ， 甚至因此街書，
r.水到!!I!成」 ﹒ r_.修訂成功J ﹒

反 過 來 說 ， 同 一 時 間 ， 所 有 關 於 原 住民土地 、 自 治 、 最 終否 決 構 、 民按
自閣會 、 民族代寰的憲法要求 ， 規乎 全 部教否決 ﹒ 這些訴求的失敗 ， 也 正 好 反
映 了 祉，原 漢不平等的位 階側係 ， 以 及某些 「 不 變J的種 族 主 義 結 構 ﹒ 續
曹 之 ， 在 1的7年修憲之前 ﹒ 所 謂 「 多 元 文 化J的思維論 述 ， 已 經 開 始 在 政 治
進步的光輯上 ， 取得T r優勝」 的地位，如果連不算是一種 「 霸 槽 J 的話 ﹒

從 這 裁 們 發 展 出 本文的主 要 問 題:IIf. : r 費 元文化」 如 何 在 台 灣 形 成一
種 「 政 治 正 確 」 的 「 優 勝 軍li J ? 它的壓史進程為何呢 ? 人們 對它的認知又
如 何變化呢9二 十一世紀初的台 灣 ， 放在世界以及周邊 讀境的脈 絡 下 ﹒ 叉，
面協什麼跳戰興11團呢9

而 本 文 探 究的途 徑 ， 將追溯前 述的起海﹒ 但是並 不 侷 限 於 文字與字碧藍
的考鐘 ﹒ 反 而是要將之 置 放 於 不 同的祉 ，毆錯情境 之 中 ， 呈 現 各 種Illl.
述 與 知 ， 系統的扭轉 ， 或者 ， 不 同 詣 述 話 倍 (discour se ) 之 間 ， 或者 多 項 r ll
肅的宣稱J (s erious statement) 之 間 ， 3 好像是亂無章法的相互 住 址 ﹒ 引 申 、 借
用 對 立 ， 如何構造成為 「 真 理 J 的結果 (discursi帽 fo rmation) ﹒ 所謂 discur si v e

3阱ør r ••的重視， '有別於日.的語醋，是-..桐鱷壘，略省食值的「真理J (truth). 
比妞，睡過一套科學研究植起後圖，令何圖'.區.，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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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帥 ， 造裡暫時棚，做 「 散漫的論述形 構 J ' ‘根錯Foucault 的獨特觀點 ，
還 是 一 種 有 真 理麓，實﹒種 威 性 的 知 團團體 系 形 成 過 程 ﹒ 道學 「 嚴 肅 的 宣稱， • 

值 此 之 間 可能非 常難亂分散 ， 或 者 看 來無關 ﹒ 而研究者的挑戰 ， 就 是 要 去 在
這 些 分 離 雜 亂 、 四散無葷的 「 論述J或者 「 話筒」 之 中 ， 錢 出他們背後的帽
"性與結構性 ， 也越是 ， 闖於 r 知 軍區的考姐J 的研究方式 ﹒ 而這種 「考攝」 的
方 式 ， 也是軍文在鏢究 「 多 元 文 化 」 前述 ， 如 何 在 台 灣 成 為 一 種 有 種 威 住 宣
示 意麓 的政治前述的主 要 方 式 ﹒

二、追溯「多元化Jia述的起源:從《台灣社會力勞
析>> ilJ <<中國翰壇》

目 前 國 內 最 早 見到周華備著 作 形 式 出服關於 「 多 元 化 J 與 「 多 元文化J
B庸的事作 ， 應 該是葛永光的 f文化，元 主 種 與 國 家 聲 合 ，使論中 個 認 同 的 形
成與鈍戰) (1明1) ﹒ 基本上萬永光關心八0年代以來台 灣的民主鐘腰 ， !提高窟
， 興 起 ， 特別 是 「台獨章IIIIJ 、 r泛原住民麓IIIIJ . 二者 對 於 固 有 中 國 昆 同 的
挑戰 ﹒ 他 希望用 有文化族裔考 量 的 民主政治制度設 計 ， 用 和 平 而 不 是 強 制 的
手 段 ， 維持一個 有 「 自 閉住 的 」 中 國 昆 同 ， 並有一天和 「海峽另一陣的 同 胞
，直合起 來 ， 使 所 有 中 國 人均能像一個 大家庭的 成 員 般在一起 ， 事受 自 由 ﹒ 民
主 、 均 富 的 生 活 . J S 

萬永光事實上看見了 「 多 元 化 J • r 多 元主運」 以及 「 多元文化」 、 r 文
化 多元主轉J 兩組調旬的 用 法 不 同 (1四1， 32-品) 目 前者很摟社會分殊性的建
橋而來 ， 後 者價值文化與簇裔政治而來 ， 但是葛完 全 沒 有 面 對這 個釐異 ， 甚
至 將 它 們 兩 者 混 雜 成 同 一 種政治哲學與思想 ， 相互 引 申 . '"文將 說 明 ， 連 兩
者 的 區 別 ， 不只是茵方哲學艘潛不 同 ， 前者僑向 ( 個 人 ) 自 由 主 種 傳統 ， 後者
備 向 ( 文 化與振奮 ) 社 群 主 羲 傳 統 (書考江宜樺 1998a ﹒ 聶松齡1個旬 ， 還 要特
別 陳 述 ， 他 們 兩 者 在 台 灣的起輝以及變化 ﹒ 有相互鐸惜的地方 ， 但也 有 非 常
不 同 的政治意羲結構 ﹒

在 台 灣 是 先 出現r多元化」 然 後 才 出 現 「 多 元 文 化 J 詣述的 ﹒ 畫龍曹 之 ，
先對翰分殊性 ， 然 後 才 再 對 前1Øi群 文化差異的 ﹒ 而二 看 出現 時 間 的畫異 ， 有

4參考111啊(1甜9， 1993) (個囂的考蝠) .主唔，處暉'.二師團第三，但(台1比賽因)﹒木圖
主﹒圖將discW1live fonn曲。...居'111甜酵11， (R 116) 盤不完全置.. "disc。岫包"祖
Udi.scursive"原來11出間.'但是discursive特別圖做過，聽葷的E筒.J;(þt理性思鼎的過
.. D國凹..四formatioD.涉且個圓圓系，國何從組里鐘.帥、分散的區睡中，包責管系單
鹽立起來，.otllll有個團鐘，賣會的圖種﹒它國且是一揖行動自practice﹒鐘不是， 插圖』的
字茵通磁所飽包括 ﹒ 所叫回 鐘 書E圓圓祕「散漫的.且形11， ﹒ 街一種有通盤缸"、有目的
的闡述組合行圈，組E些行動，針對木間的.且‘蝠11重新鐘，、借用、考1"" .堇扭曲圓
圓﹒量增酹Foucault來眠，祖些省區的帥，擻，學』 ﹒決ll7'1II臨」的不間的.矗性﹒

5司E﹒出 攝時.永光，‘台六三 民主，‘研究所國擻，擾，現氣.1要兼任，t盆盟， 1&.長， 赦國
團團是，捕旬，是..

彥元主. 、 多 是文11::>>單位 101的軍4揖... 笠E

特別 值 得 分 析 的 地 方 ﹒ 回顧 「 費 元 化 J .述在 台 灣 的 出 現 ， 構圖樞可 以 說 是
較 旱 的 重 要鼓吹者 ﹒ 他在 1980 年 代初期 ﹒ 國將「 書 元 化 」 追 溯 至 1970 年 代 的
〈 大 學 } 雜懿時期 ， 不 斷 為 文 申 前 台 灣 「 已 經 是 」 一個 「 面 說 歧異 ﹒ 分 殊 多

元 J 的祉，﹒的穗 ， 1971 年楊國種擔任主緝的 〈 大 學 } 雅麗發行 r t1JflJ 3週年
特 大 號 」 時 (1971 年 7- 9月) ， .經連載 〈 台 灣 祉 ， 力 的 分 析 〉 一 文 ， 對 當 時
的政局揖出改革If書 ﹒ 雖然楊國宿在之後的 「 苦，元化J .曲文中 ﹒ 因誌 「某種原
因 」 幾 乎 絕 口 不捏造.自由區前文 ﹒ 團團，涵 ( 寶俊宏) 、 許仁真 ( 評價良 ) ，包，
天 ( 包奕洪) 所具名的長文 ﹒ 但遺.臭文恐怕還是 「 多元揖」 的 真 正先飾 . .在
遇"有 社 會 心 理學分 析油畫畫 的 著 作 中 ， 作者運用 了 「 祉 ，煩別」 分 巔 ， 作 為
對 鈴 當 時 領 導 階 級 的 「 真 盟國J ﹒ 比如 ， 他 們 把 台 灣 分 為 「 地 主 、 農民 ﹒ 智l1li
青 年 、 財聞與 中 小企業 ，勞工 、 公窮人員 」 等 6 個階層 ， 進 而 討 論 不 同 鑽型 者
的 需 求 與 困 境 ﹒ 間接 聲 討 「 缺乏代裹住」 的 中 央 民撞機構 ﹒ r 地 鐵 ( 省.) 歧
見 J ﹒ 「 和 群�脫簡J 的政治過程 與政府官僚系統 ﹒ 文 章結iItI要 求 排 除紛擾
現代化的觀念障國E ﹒ 主 費 用 「 進 步 」 的 話 語取代 「 安 定 」 的 話盾 ， 要 求 包 容
具 見 ， 並以政治擻，均等消 除 地 域 歧 見 ﹒ 連在 當 時 的 政 治 氣 候 下 ， 遭 到 當 局
之猜忌 ， 出版成冊時一度曲，受干擾 ﹒ 而在 一 些 討 論 ， 上 ， 也遭致政治保守的
「 愛 國 」 學 生 與 教授等的干擾與聲 討 ﹒

雖 然 蘭 芳朔 曾 為 文 分 析 並!lt解 ( 台 灣 祉 ， 力 的 分 析 〉 是 台 灣 本 土 「 新
興 中 產 階級J ( 以 中 小 企 業 ﹒ 膏商 會 利 益1\代 衰 ) 續完憨望抬頭 的 具 體事實現
( <夏珊) 1978， 4(4)回- 51) ， 但 它 體 實 預 示 了 一 個 「 新 」 的政治持代 正 在
形 成 之 中 ( 摘 看 下 面 的 對 前 ) ， 以 及 「告元化， >>述在 台 灣 的 降阻 ﹒ 當 時 把
「 多元化J 做有系統的討 趟 ， 進而和二+ 世紀主導中 國 的 「如數份于 使命」 ‘
「百{�， 、 「現代化」 、 「 進 步 」 、 「民主化」 等概念結合 ， 而 要 完 成「革新

保 台 」 、 「統一 中 國 」 的使命等等 ， 連些相關但是不相等的指述 ， 做最 有 力 的
結合 ， 還 是前 面 獲 到 的 楊 國輝以 及 與 他 共 同 擔 任 攝揖委員 的 《 中 國讀 壇 〉 的
一些知 軍區份子 . 7 ( 中 國當壇} 先於 19曲 年6月刊出 r �元 祉 ， 與 香 元 價值」
的座誤 ， 之後揖圖植把 自 己做見在 〈 中 國 論 壇 } 雜館的文 章 ， 結局 《 開車宜 的
多 元 祉 . 0一書 (1982) • 8 

到 7 1983 年 7月 ﹒ 當 時 自 由 主羲者林敏生 在 台 大 聲 衰 7 一個詞圖書， r JlJ� 

'1lI勘X.'IIIIIJI.商﹒』的*Il(還俊E在.商*111囂的朋友) . 而置也覺宏、許檔皮. ""
..lIII任祖國晨，區的.工﹒不久之後. 2人鬱固lIII_圖10M.﹒闡禾..l1li.名 ， 睡圖暉
.走向'111'包..，帥.外之".

7正在本文﹒寓中後'.111祖先生的，生買主人﹒正巧a‘﹒團組的70盟主a ﹒行7一刻﹒
r從現代到家土』學衡研討﹒(2帥2，2，1.......5).其中有不少圖，令.完全的研究圓圓圓份

子，悉的評述﹒而特別祖圓的是﹒海源問團遠的〈記逼和地盟"草草的.111個先生) • 

a ‘中國IU帥 . 19間， \0(6)， 7_ 32. 主持人為文1lI - . .圖書有﹒圖值、..昆曲' Bn

力﹒高有k息、圖正-11' .其中國jE-在《圖象..)上揖禽〈衛生冊的過﹒ -iiiI<繭，

元化) '.目前可J;(查到. .'祖國較多元化興致，‘砍抽曲回僚，而刊出的《團團R圖鐘，壘

.f芋.帥，區祖闢司開明(1979， 12(\0)，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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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苦，元 社宙j 提 到 台 灣 雖 然 有社會分殊化的現象z但 是 還 沒 有 多 元 的
價 值 與 倫 理 ， 結果 做 出 「 台 灣 還 不 是各元社會」 的 話 語 ﹒ 楊 圖個立鼠。在 {中
國 誼 壇 〉 寫 7 ( 台 獨還不是一個 香元社會嗎 ? ) (1983， 16(H)， 61- 62) 反駁牌
，直 生 的 看 法 ， 更進而推動 f 中 圓 論壇〉 在 1983年 11月再度.1/)17 ' 台 灣 是 不
是 多 元 社 會 ? j座談 . . 雖 然 這 是 一 個 包含有展開"的座歡會 ， 但 是 不 誼 主
持人 、 推動人 、 以及興，者的立場 ， 聲小有不同 ， 但答案似 乎早有預定 台 灣
已 經 是 多 元祉 . ' 只是 不 同 面 向 有 不 同 的 書元化程度 ， 而 且 ， 眼 下 的 問 題 ，
是 要 如 何 「 促 進 多元化j . 並且 ， r 避 免費元化的缺點J的問周 . • 

ið逼得林儷生不得已在同年的第 17卷 11 期(32- 38) ， 再度為 自 己答辯 ﹒ 1。
不過現在 看 來 ， 兩人的事設實在是一種 rx外」 ﹒ 事實上兩人都 自 稱屬於 「 自
由 主羲傳統」 ﹒ 但當 時構圖植因為堅持 「 肯 定 」 台灣的 「 苦， 元 J 事 實 ， 進而推
論台濁的 「 價 值 」 上已經多元 ， 因此他 r;其實」 的買賣略 ， 是想要用多元的事實
( 興價 值 ) 反對政治上 的嚴績一統思想 ， 請以推翻保守 的 看 法 ﹒ 而林續生所說
的是 台 灣 雖 然 已 經 有 些 祉 ， 分殊化 ， 但是 「 還 缺 乏 民 主 法 治 與個 人 自 由 」
( 依 照康 德 思 想 ) ， 怎能說是已經是 多元化的社 ， 呢 ? 但是楊國植擔心如果爾
掉這種一說 ， 宙給那些保守的人一個反對 「 多元化J 的 藉 口 ﹒ 所 以 ， 2人的理
想其實聲不 多 ， 但論述的貨時很不 樣 ﹒

楊國植的基 本看淺 ， 最 後總結在 1985年的 ( 台 灣社齒的多元化 回顧與
前瞻) - 文 中 ， 在此之後 ﹒ 他本人鮮少再有關於f多元化J 論的新著作 . 11在
這 . 文 章 中 ﹒ 或 們 可 以 清 楚 看 到 ， 楊 國 植的r1Þ元化詣 J 其 實 是 一 個 J!/i. 多 論
述瘖架起 來 的 「掛餐車J ﹒ 種面 有各式各縷的來擻 ， 主要 的 有 3 組 ， 扮演支撐
的有 1 組 ﹒

所輛主 要 的 3組 ， 一是 關 於 工業化 ‘ 社 會 變 遷 ， 或 者 說 稱 為 「現代化J
的當述 ﹒ 這組曲曲述 基 本 上Jgl(， . 社 會 分 化 ﹒ 職黨分殊化 、 利 益 不 統 合 、 價 值
相對化是必然不能避免的現象 ， 多 少可用 1980年代台濁的經濟輿祉 ，現實來
說 明 ﹒ 二 是 關 於 r 自 由 」 以 及 「 民 主化」 的 應 然 價 值 ﹒ 如 「 多 元 祉 .j宙帶
來 「擠緻社會j ( 借 自 K缸1 Popper ) 、 「 自 由 社會j ( 惜 自 Mich晶1 Polanyi 祖d

H叮叮扭曲曲). r 主動社會j (惜自 AInitai Etzioni) .這一部分 ， 仍然需要打破
傳統 的束縛 ， 當 檀 者 必 須 包 容異己 ﹒ 第三 是 關 於 建 設 台 灣 ， 需要政治改革的
論述 ， 而這更是將來要完成中國統 的 重 要途徑 ﹒

至 於 用 來紛濟支撐的這一越自由述 ， 是 開於社會科學 ， 特 別 是心 理 學 ( 如
關 於 自 錢 以 及 崑 知 ) . 祉 ， 學 ( 如1i<爾幹 關 於現代化 與 祉 ， 聲 合 的 ， 說 ) ， 人

9‘中國圈.， .-1983， 17(5)， 10-27.主持人為.13<過﹒國.看看。開竟敢、..帽、國
，在南、胡ØI、.過Il.

10輛軍轉圖生包，舊金囊團-. (簡審.圓明E據鍾〉 的 姐文 ﹒ ( (<l'...' • 1983， 17(3) 
54-55)﹒而中鹽，使插花帥，遍有神玉圓的〈也鐵多元坐﹒) ( (<l'..墟， • 1983， 17(1) 
37-油) • 

11 (台灣地區社會團團揖文化變晨， .中國..團IU是_..1985.頁45-92 • 

9 正主晨、 9 元文化圈且安街聾的J/i�"蟬. 229. 

想 學 ( 如 關 於 傳 統 中 國 文化 ) . 政治學 ( 如 關於代議制度 ) 以 及 「遍個實讀論J
的「科學J 推衍方式 ﹒ 楊 國 權和哲學家林續生 顯著的 不 同 ， 在 他 種 常 使 用 台
灣 的 各 種經濟數蟬 ， 以及 多 種 自己關於 「現代vs傳統」 的 價 值 觀 的 研 究 ， 他
甚 至 要求大學生針對他所 設 計 關 於 台 灣 的多元化程度 ， 加以 評比分數 ﹒

「費元化」 論在 1980年代 ， 直到 1994年陳 其南等 開 始 推動 「 社 區 總體營
造 」 之前 ， 均可說是一種特殊的 ﹒ 溫和 的 「 中 圍在野論述」 ﹒ 所 謂 「 在野j ， 
是相對於當時仍然在 「施政名聲」 上 ， 如文禮， ﹒ 教育部 ‘ 內政部 、 國防部等
相闡政黨 ， 具有支配力量的 「三民主鑫﹒種興中華文化 建設現代國 家 、 統一
中 國 」 等 「在朝」 文化論述與政康而言 (蘇昭 英2叩1 ) . 而所謂 「特殊」 ﹒ 「 中
圍j . 則 是抱這樣的 「 多 元 化」 論述中 ， 明 顯的 「失瀰值」 是偏台 灣r底/aj
的 r 階 級 分 析 J 、 「反帝 國 主讀書立場J ‘ 「 鼓吹台灣人意軍區 ﹒ 組織反對黨j • 

r 強 調 祉 ， 分配正聲J 等 等 眾 多 的抗爭性議題 與 討 論 ﹒ 在絕 大 多 時 候 ﹒ 遺些
其他廣大的 「 在野」 論述 ， 都 是「多元化J 所 「 避 而 不該」 的 ﹒ 比 如 ， 對 於
「 階 級 問題j ， 楊 國極強調個人在多元發慶中 的平等怪 ， 可防止 「 階 級 主 義 」

(1985， 68) ， 對於 帝 國 主 義 之危害則更絕 口 不談 而當時已 經浮現的 「 省 續 問
題 與 本土化j ( 黨外 ) 看法 ， 則認為是 「 傳統社齒的遺留'. 被現代化獨平 、
反對任何台灣獨立與過澈的政治主強 ( 如 當年由 〈疾風〉 釋當所代裹的 「反共
愛 國 J 運動 ) j ， 對於F社會正聲J 的 看 法 則 是 希 望 通 過 「 民 主 ﹒ 平等 、 相互
尊重J 來完成 ﹒

結 語 是 ， 構圖植等人的 「 多 元化」 主張 ， 代實八0年代 一些以 〈 中 國 論
壇} 為核心 ﹒ 有抖省續出 身背景 、 12 親西方知 識傳統 、 政治 思 想 上 具 有 自 由
派 、 反成槽 的 傾 向 ﹒ 同 時 ， 既 「 反左」 叉 「 反 獨j ， 既 主護改 革 又 可 能 和 執
政者有所妥協 ， 既要 「 保 台 」 但又和 台 灣 鄉 土社會 有 明 顧距離 的 知 軍區 份 于 論
述 ﹒ 所 以 ， 稱之為一種 「中，在野」 論述 ， 介於政治 的 威 續 保 守嚴與其他草
很運動與民主運動者之 間 ， 應 該 是安齒的說法 ﹒

現在問庸的重點在於 為什閉，這樣的論述是在 1980年代出現。又為什麼
是 先 〈 台 灣 社 ， 力 的分 析 } 然 後 「 多元化論」 呢 ? 背 後 有什麼 特 別 的 歷 史 或
者結構性油皇島呢 ?

( 一) 1970年代台灣島內 的 『 危揖』 興 r騷動』

國民黨政府的高壓統 治與違反人檀記錄 ， 給海外台灣人反對政府與爭取
獨 立 的理 由 ﹒ 1唱。之後 ， 台 灣 在 國 際 關 係上 益 發 困 頓 ， 1970年淆， 的 台 ， 異
議人士在美國成立了世界性的「台灣獨立聯盟」 ﹒ 同年4 月黃文雄 ﹒ 鄭 自 財試

12祖III嘿.. (2000)的.文，在1977年之間. (中國.墟》主要的暉，‘樂乎都是外省瘡的
個團份子{繳費、學者) .台灣"筆者的角色地位比較不重要﹒而且每曾鹽，圓的27位圓
圓，是員之中， 屬於台灣省"的有9位， 占全毆三分之 的比個 而且台，省饋的團團一
重要等到八0年代中期之後才瞳續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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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刺激在紐 約 訪 問 的行政院副院長蔣經 圖 失 敗 ﹒ 而吏，宜的衝擊是釣魚台主
種 問 題 以及聯合 國 的 中 國 代 衰 帽 間組;這 兩 個 重 大 變 化 分 別 在 1970 年 8月初
1971 年 1日月 間 撥連發生 ﹒ 前一件 事情激發 7 台 灣 以 及 北 美一些中 華知，青年
的民銀主 畫畫熱情，精成一股 「 學生運動」 的 「 保釣浪潮J ﹒ 但 「 保釣J 在台灣
受 到 威 懂政府 的11團約束 輿 限 制 ， 終 於被團軍向 「 學 生 應 該 關心祉，的愛國運
動」 ﹒ 所以並沒 有祖國大成為學生運動 ; 但 同時期的國 際危機 ， 卻 直 擾促處政檔
的 直 接回應 ﹒ 當時季辛吉 ﹒ 尼克森先後訪問北竅， r區借故種 J 取代 「正統中
， 民 國 J 的聯合 國 席 次 ， 1 年 間 和 台 灣國育女的 國 家 這27 個 ﹒ 日本也在 1972 年
9月與 台 灣斷 交 ﹒ 蔣介 石預見國 際情勢道"之危機 ， 在 1971 年 6月回家安全'
，圖上 r 11111勉」 國 人 要 「 在敏 自 恤 ， 處 變 不 驚 J 縛.圍績單，中 心的安 定人心政
貨 與 社 會動 員 . 13可是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立即在 12月 r"p).J (對國蠱的
建贈與 聲 明 〉 一11聲明，反對任何國家可以罔顧台獨地區 1千5 百萬人民的人
種 興 奮 志 ﹒ 並 主張中央民意代賽全 面 改 選 ﹒ 以及被底革 新 內 政維，或 圖 在 國
際 間 的膏，興 地 位 ﹒

1 970年時的台獨﹒已經鐘慶 7 短期 r 出 口轉向J 的工黨化與經濟發展 ﹒ 14

農業產值lli占 GDPI5.5鳴，而 1揖5到 1970年悶 ， 台灣的國民所得年增率由 5%增
至 8% ﹒ 一種 r 龔 自 台 J 的生產館與資本 蟬 ， 或者說經濟種展的 「履行理槍J ' 
已 然 成 形 (劉進農 1的2) . 而E棲反應在台灣的，說是成長於 r 228J 之後 ﹒ 新
一 代[本省IIJ新 興 中 產 者 ( 如 中 小企業主 ﹒ 專樂幹部) ， 繼 力 態 望 上升 ， 希
望能參與政治改革 ， 而以外省衛局主的知.份子圈也逐漸形成 「留學、 親西
方現代化新一代J 與 r 傳 統 、 中 國 民銀主.' (視農工大1Il) 加 上 「 本 土 J 的
反 帝 國 主 羲 者 J 的較具 ﹒ 南 方朔的一篇長 文 ， 分 析 7 這些階級絮語不閩 、 簇
群民自真麓，團以及立場戲真的人士 ， 在 1971 年 到 1973 這 個 時 節圍繞在 〈大學}
雜毯 ， 共 同 創造出一股 自 { 自 由 中 國〉 雜話被查禁之後新的政治討前與空間 ﹒
遍布激勵年幢大學生對於 圈 . ' 對於社會現狀 ( 問 題 ) 的 闖慎 ﹒ 進 而與當時蠢
蠢欲動的學 生運動相互聲!I! . 15不 過反嵐的壘 ， ( 大 學 } 韓E宜之所以能形成
一 種 有 影 響 力 的集結 ﹒ 或 者 說 ﹒ 在威種獨裁政體之 下 ， 這醉人在彼此都不熟
愚 ﹒ 背景落 差 甚 大 的 情 形 下 ， 如 何能聯合起來 ， 甚 至 數於 出 聲飯，高趟，恐
怕 非 得 力 於蔣經 國及其特灣的數露 ， 甚 至 支 持不 可 . 16 

l 3現在企圖. ‘ 教圓圓的 ' I!l 瞳范圍」 的超過廣 ﹒
14台，自1961年間姐凶，大外圈，‘金軸的11三期的，四年圈，鹽餒tt.J ﹒盤於1揖S牽挂

高..0%立，一圖加工出口區﹒
15蘭芳閉(1978)‘.教團(1985)分別獲割‘大學，幢幢在1974年的商東出團 和lIIJ零一些

人圓圓在祖國中質量度，也﹒力，樂曲學生軍動，導致， �當局」帥，向﹒值觀團主婦"而.
力打且有圖個民﹒

l6轉圓圓的微帥角色，姐一點在Huang(1916) ，蘭克期(1978)J;(.Il:.激圖(1985)的文章中，
II!有鍾畫j﹒主要是祖蔣經祖國海剛站在被班人的位置不久﹒曲調，會.，‘國國官僚團制
之外的血壘，J;(.固自己的絡組組及新領導人地位﹒當時‘六，但) 1處睡，留酌盟盟的『笨.
人團也圖J(J ‘ '1呵，會車，昕』氯11﹒對蔣樹立個人..''11間，廣幫助﹒而另有一棍， ‘大

9正主a 、 9 正文化，且在l!iII'的擇居揖蟬. 231. 

1970 年代 的 國 際政治危棍 ， 加上 1973輿1975 兩年 ﹒ 連續 2 次 能盟軍危纖的壓
力 ， 島 內 面晦情心危團團造成資本家投資 下降 ， 加 上 台 灣人 對於人種受鼓親 ﹒
被 排 除 在 權 力 之 外 的 不 滿情 緒 ﹒ 續續皆 促 使 7 蔣經 國 必續續司，第一次 「 本 土
il;J 運動作為回應 ﹒ 主蛋.( 1989) 在 前 文 中 提 到 國 民 黨 政 府 個 何修改遷，儼
例，眉大代E國政治的範圈 ， 以及 從 1972 年 開 始 ﹒ 蔣經 國 如 何 提按較 以 往 � 苦
的台 灣錯人士進 入國民黨中 央 ， 以及成�閹員 . 這樣的 「 本 土 化 」 運動 ， 同 時
配 合 國 家 續 大工業化以及加適經濟轉型的聲 車役簣 ， 揖萬 國 民 所 得 水 平 並 避
免 貧富分配兩僵化 ， 重建 了 國民黨政槽的' r 正當世 J ' 其政治與經濟成果 ， 並
終 於 協肋蔣經 國 與 國 民黨渡過蔣介石的逝世 、 1978 年年底的 「 英眉島 事 件 」
的筒， 、 以及 「 中 美 斷 交 」 ‘ 「贅匪建交J的女相挫敗 ﹒

而在此 同 時 ， 支 持 統 治 階 級 的 保 守 冒 論 及 論 述 ， 仍 然 充 斥 ﹒ 他 們 因 為白
色 恐怖 、 報 禁 、 無線電觀電台壟斷 ， 而 可以盛符 ﹒ 如 在 1972 年 4月 ， 中 央 日
報 刊 出.名單影的 ( 一個 小市 民 的心聲) ， 數吹維護 既 有 成 果 ( 利 益 ? ) 的 重
要 ， 並抨擊 {大學〉 雄話與學生運動 ， 不能記取大陸 「 民主人士」 ‘ r 學生運
動J 造成赤焰措，匠的歷史教訓 ， 必將會直到惡果 ﹒ 而當 時 國 民 黨 中 央 黨 部 將全
文印成 20多萬草草行車 ， 分艾，恆 、 殼 、 軍 ﹒ 學 校 各 單 位研11.寫心f唔， 可 說
展 開-.空前 地訴求 「 安 定 」 、 「 安 全 J 心 防 的 戰鬥 ﹒ 而 這 攘 的 基 本 立 場 一
直 持續到 1989 年 ﹒ 均是歷次國民黨在大型遍，時的主要文宣訴求 ﹒

1972 年 一 位 出 身實林的殘障青年鄭聾喜用 自 傳文 體 方式 將 自 己成 畏 中 的
不韋通過以及富門，寫 成 《汪洋中的破船} ﹒ 因為故事激勵愚人 ， 原 來 讀 者
的反聽說 很 不 錯 ﹒ 結果不但數圓圓"的 r + 大 傑 出 青年」頒給鄭 一個摸項 1
同 時 ， 蔣經 國 看 到 連 車，除戀人落淚輿勵志之外的社教功 能 ， 尤其 是 「 國111<
甜適」 的 台 灣比 喻 ， 正好用來理 解「雖然風雨阻擋 ﹒ 但 是 同 胞 不 能 氣餒」 的
形 勢 ， 故而將﹒ 改 名 � (汪洋中的一億船) ， 除 了 將連文緬入教科書 、 指 定
為團體外，物之外 ， 遺聾 「 中 影 」 的 名 單，演李行將故事拍成電影 (1978) ﹒ l7而直
非 易 所 寫 的 f台灣電影} 尊自由慢 ， 也特別借出從 1975 到 1985 年 間 ， 國 家政治

. )  .睡在1971年改組盾，‘青年盟國份子圓心."的.臨﹒是在丘宏逾‘繪圖植導人和
圍里.!IS.晨，真實11塵，復復冊，食的決定 ﹒ 有-畫畫要角，後來也..受到轉盟國的信唱團戳
..畫，令，咱蟬，電《台灣釷﹒力分銜，的聲俊宏圖，守信度﹒.時也攝撞在團ãõ.內工作-

17拿行因此在1978年聾ft.臣.閑置葷的'.11:簣，陸， '是電影界的111人(見拿行年
圖) .不過，這翻山台，農村詣lfl貴的‘膨 由是用，圖輯』繁發育的﹒台圖片在遁
入tO年代之後，錢乎無連生存'.T布獨J;(.Il:..的原因之外' .非易11 ‘.'" 
IU令台饋的消姐，會啊，讀者只對..片揖周圍橘勛， 也是原因的-III!分﹒他且指出，
r1;: ....縛.，聽....赴台灣島主自 -..怯清楚﹒ '"大多數人o的紋，芋， <<﹒排.. 

T"策. .，. 島海獲得語言的主種槽， 鳥槍&電影..1.得到..會主﹒靈性的1t�﹒ 語言原

本可以沿著做事， 迫切義這當語言的文化特性﹒ .�J5-�1f""來指述這種文化，

"ll籠...已r...的喝得身一般松松不入﹒ 而述，也是30 J ...國蜻鳥語言主噓他的

現象. J鈔考盧非易， (台灣電影 政治、"'.、 樂，樞) (1949- 1994) J會五，但 ﹒ 來源
http://oz.nthu.edu.tw/ r回llOOljhi.st!moviel movieOO.b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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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導電影蔚然成風 ， 一 方 面 進 行 國 家危機種饋的塑造 ， 一 方 面試圖重建國民
傳心 ﹒ 1 8

1 978年 12月 6白 ， 貧困總統卡特 宣布次年將 立 即 承 龍 中 國 ， 斷 絕 和 台 北
的 外 交 關 係 ﹒ 蔣經 國 面 越危機 ， 立 刻 宣 布 暫停正在眉，行的 「 中 央民 意 代 費 增
捕遷.j活動 . 3天後 ﹒ -.在中 央 日報創刊上刊眠的 {南海血.) ，19借用

越南滴陷 、 落.船民的圈，死 絕 望 ， 敘述反共以及擴覆政 府 的 重 要 ﹒ 藉此 影射
國 家 民 接 之亡 ， 乃 因 為 人 民 不 團結 ， 乃 因 為 反 對 黨 不 團結 以 及 因 為貧困 ( 式
民主 ) 的介 入 ﹒ 單行本同續被廣泛發給學使以及各機關研讀 ﹒ 教育部將之納入
國 民 教 育 教材 ﹒ 而 當 時 出 自 孫運璿 ﹒ 事 後 廣 誌 祉 ， 大 眾所熟知 的話輯 r 寺
天 踐 們 不 能 做 一 個 為 自 由 奮 戰的鬥士圓 明天就酋擒為海上團軍械的難民j ， 成
為訕述的最佳推銷書 在寓，反共產 主 義 ﹒ 統 一 中 區 的 同 時 ， 從 而必 須 反 對
有分攤主 羲 傾 向 的所III r 民 主 人 士 」 ﹒

(二) ((台 灣敵趟車 與 4夏油器 : 放治民主 與 .貫通述

〈大學} 體告雖然在1974 年停刊 ﹒ 但是不同的改革雷誼與政治絡組 ﹒ 仍然
陸續開出 ﹒ 主 要的路線 ， 一個 可 用 原 〈大學} 總續帽!I俊宏和 當時有聲 望的無
篇章，台灣人士 ( 實 呵，介 . ，.寧祥 ) 出 來Ø1J僻的 {台灣政蛤) (1 975) 為代衰 ﹒ 甜 他
們祖續用書指與 實 際 行動來 續 大 〈 台 灣 社 ， 力 的 分 析 } 所鏈的一些理路 ， 後
來 成 為 r j蠣外民主運動」 的 一 支 主 要鴨綠. 21 而 另 外 一 些 人 如 陳數 應 ﹒ 主 曉
渡 ﹒ 雖 然在校圖搞學生 運動受周圍壓制 ， 隨即 卻 參 與 了 f 夏 潮 〉 縷懿所代衷
的鄉土改革路線 ﹒ 朝 向 「 農 工 大 眾 」 ‘ r fji 帝 國 主羲j ， . 後 和 ( 中 圖 ) 民 銀
統 一 的 前述"，. . 且不 過 因 為 政 治 高 壓 ﹒ 共 同 反 抗 國 民 黨lIIÒ植鐘，的作用 ﹒
兩者在1 970 年代 中 期 時 的 歧 異 並 不特 別 明 顯 ， 反而 是到1 980 年後 期自由化之
後 ， 2 者 的艘，且才因為統獨 與 階 嚴 問 題 ， 而逐漸益買賣對立 . 23 

18 來，閉上. .��.所﹒帥，當時一些中，修團作的 ‘名片， ﹒ 個 ‘八百世士， ‘ ‘.花， ‘
電哩，蕾帽，軍峙， ‘ ‘llill!圖山， • (寬"﹒英劑IIJ， ‘ (l1li袍，電適度， ‘ ‘聾，風， ﹒ 《責輛軍

魂，‘ ‘.此，、 ‘六揖英劑， 、 ‘皇天后土，•• • 

19 .... ...... ...... ___ � 本文巳聾作，. ' $長鐘J *人且明'Ie. 虛 構 ﹒
2。撞圈，直輯出刊後輔路非常..a﹒也只出]'5間，輯因侖，犯『內亂"'J而瞥，刊﹒國揖圖

賞，因iIt彼判刑，姐E本刊物後僅使團漪...外..臨開]'-團軍輯﹒
21可J;l.，司，輯之(19咽。75) • 
22 

23 

(1(珊，創刊於1976年，之後聶矗﹒重輛從蟬土圖畫t...、JU長.壇.111受國文化λ
手 ﹒ 重要的作，抽揖廈， ‘ 阻眠，“簣，明﹒王16 .團餒，‘ 主曬逼使 ﹒ 直立...勵.oò
轉量圍坐﹒間圈，-螢小阻間特別盈111本主的﹒ 現貫主﹒的恩憊，此-"J言向正國﹒民竊
的巨共littl文"'...叉，相悍﹒除了重包圍坐.主.外﹒E暉，農團亦團團﹒.J電台，的E
主運團. l1l 1 97 7年的團﹒起回眸圖'l1li1各地竄，令人士的盟. : 1918年的中央晨，軍惘，團
.'王拓、 阻戳aJ!:...揖λ圖阻 . I!I‘E潮，早巴圓圓�.心全a.， 1979年i月
22日，區外人士論.團命聾發冊費養起團團經行﹒陣激塵、聶廈，醒過，也11..扭，阻即嫂"晨
，‘停刊1年處分﹒

'1‘外』陣.在1983年至1984年間﹒.盟國騙錢﹒越〈附臨〉的蝠，脾.'在也生擾，

9 正主a ‘ 9 元又紅趾述鑫 省聾的躍居揖蟬. 233. 

對於這些「底層J 異議的描述 ， 國民黨用不斷查禁以及III JlIJ 的 方 式 ， 加以
孤立以及打擊 ﹒ 比如喂，史為聾的聲壇 ， 在 1979 年到 1980 年 兩 年 間遭勒寺停
刊 處 分 的學fU直就 有 {夏潮〉 、 f遣一代) • (鼓聲〉 ﹒ {富堡之聲〉 ﹒ 〈村里
都快訊〉 ﹒ 〈 美麗島) • (八+ 年代〉 ﹒ 〈亞洲人} ﹒ 《續流〉 ‘ {豈宜鼓樓〉
{海潮) ， 包括反共極右的 《疾風} ﹒這反映出黨外人士在威植 壓 力 下 ， 出版

政誼錐琵 ﹒ 釷砰 圖 事 與貪污 ， 數吹台 ， 人 應 該讀平等 對 待 ， 並 書興 地 方 選
舉 ， 已經是一種參與政治 與祉，運動的既定曲 目 ﹒ 支持者主要是以台獨人 ( 省
續 ) 各階層 1 台 灣 人支持黨外的 內 部 階級差異 ， 其實並不顫著 (Ch祖g 1985 ' 林
佳ft 1989 ' 吳乃德 1989) • 

而 為 了 對付當時有左價 、 皮帶與民 接重載的 〈夏潮) ， 當 時 國 民 黨 的 文
化幫獵者 ， 自彭歌 、 余光 中 ﹒ 朱西爾 ﹒ 司馬 中 原 ﹒ 朱炎 ﹒ 尹雪曼等 外 省篇作
家 開伯對 《夏潮〉 的所謂 「 工農兵文學J ﹒ 發動一塌 「鄭土文學趟戰 」 ﹒不過
就 當 時 被 攻擊者來說自 他 們 自 認所主聾的政治輿文化立塌 ， 並 不 適宜用 「鄉
土 J 來油畫 ﹒ 書如 陳 映真m�他們所寫的 是 「寶貴劈於 中 國 反 帝 國 主 麓 的E六
民I!J<主轉運動的文學作品j ， 要位9月 「 台 灣 在 社會 ﹒ 經 濟 、 文 化 各 層 面 ， 對
美 日 附庸化j ， 而另外一位 作 家 主 拓 在 〈是現 實 主 義 文 學 ， 不 是 獨 土 文 學 }
的 自由 文 中 也 反駁 說 ， r 鄉 土 J 有 「懷 舊 J 的退步涵義 ， 而 自 己 並 不 是 ， ( 反過
來 說 ， 大陸續的余光中 ﹒ 朱西， ﹒ 司馬中 原所寫的才是懷 舊 的 輿 鄉 土 的 ) ， 他
們 真 正要反應 的是台灣現實問眉 ， 特別 開 鈴 「這陸時 間 的 台 灣祉 * ， 由 於
國 際 重 大 事 件 的 衝擊 ， 輿圍內經濟的不平衡發展 ， 而 產 生 7 強 烈 的 反就蒂固
主 義 與反說姐民經濟貿辦經濟的民族意觀和祉，麓11 . . . • .J 24 

窗 前 討 論 晚 近 台 灣 民 主 化 過 程 的 基 本 共擻 ， 基 本上認為 「 黨 外 人 士 J
在 1 977年 11月「省 市 講真 ﹒ 縣 市 長遷 .j 中 獲 得 「 出 乎 國 民 黨 意 料 J 的 斬
獲。25甚 至 因 為提似還單，弊而 發 生 了 大 規 模 的 群最轟動 ( r 中壇事件j ) ， 
道是台 灣政治的 「 分 水 l!Ij ， 並且為下 階段 〈 美 E 島 } 緯置在興致團 (1979 年
6月- 8月 ) ， 奠 定 了 挑戰威槽的群眾 與物質基 礎 ( Tien 1989， 95-妞，Chu 1 992 
40)  • 

不 過 發 們 如 果 更仔緝的鏢究 ， 可以發現連個 r 分水型國J並 不 是 真 的 「 突

如 其 來j ， 統 之 (19個1 04- 105) 與 南方朔 ( 如 前哥|註 ) ， 都 認 為 台 灣政治反對

國￡前通》上姐也行-，..娶的意圖盟111l1li司， 或穗，於r台灣描圈中國值」帥111111 .後
來﹒ (1(燭，也獲團組λ圈l1li'"考...“台灣囊團IIIl111l1袋， (1990). 

"司I 11l..畫展〈從當代台，被﹒圖續性質的.1自﹒書罷甜tO年代揖主叉，恩周圍釷﹒思潮
的時代精神) (bttp:llwvrw .china.-tide.org.tw jbistory fland且ain.htm) • 

25處次團.'且lIU\ '五項公l1li人員團aJ . ...每苟且在轉1I.推動的政治改革中，金前
文風， 惘，煚政治世惘，績的可健﹒而1977年當時一睡過，費用 r...J人士來，‘呼自
行..遁的非國民，‘國非昆祉，‘人﹒可是因為'.外J ..臨的不斷曹盟國姐山且被查，賢，
加上做此間闡俗的建甜，'.外」正塵封商店Z為一個具有F集團J &Iit.，臨的名詞﹒特別是
鹽1977年此次團﹒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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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從 197日2年闊的抬頭 ， 主 要 受 到 經 濟 持續成晏 「 中 產 階 紐 J 參政慾盒上
升 ﹒ 政治威 續結構的鈍 化 ﹒ 國 際 局 勢 的圓頭等等重要結構性原因的作用 ， 而
本 文 特 別 要通詞 ， 從 中憊，件之後 ， 黨 外 的組織結合 ， 如 在 1978 年在 「增頓
中 央民代邁.J 時 ， r黨外勘選圓」 在沒有政黨組織的情形下提 出 r 共 同 」 的
「政見J ' 包 括要求 「開鼠，區黨 、 報 禁 ﹒ 解.， ﹒ 圈，全面改還 ‘ 省市農民運 ﹒

司法獨立 ﹒ 軍隊 中 立 J 等 等 ﹒ 遺 些 主 詞， r 黨 外運動J 一 直 到 19個 年止 ， 車就
從 思 想 與 觀 念 上 來 說 ， 這 是 經 過 1950 年代 〈 自 由 中 國 〉 錐昆 、 1971- 1977年
〈 大 學 〉 雜 昆 、 t台灣政繭> • (夏潮》 等 ， 以及流行海外的台灣獨立iIl述，

不斷相互引 介 、 祖圖 、 內門與整合後所出現的一種反前實說輿新政治自由述的激
盪 ﹒ 一種面對台灣政治績單，現實以及國 際 困 境的新的 「另類思潮J (01個matlve

山n king) 的 出現 ﹒ 不 同 的反說論述，相互信架 ﹒ 不 但 受 到 威懼的 文 化 門 事 ，
牢獄的蟬蟬 ， 也 彼 此情儷興互敵 ﹒ 而造 種 新替代思潮的出現 ， 不 諭 是 關 於 民
主 、 自 由 、 反剝 削 ﹒ 亦或多元包容的重 要 ， 是不能被簡化成為單 純 的 「黨外J
政治運動或者群販運動的 成 果 ﹒

(三) r美麗島 、 高 自董事件』 後 的 倉重量 與 r 髓 的 傳人』

關 於 {美麗..> 雖懿社 輿 當 時 的 「 黨 外運動」 、 r 高鐘，件J (197912 10) 
以及之後 一連串的發膺，已經有很多專論 ， 比如 ， 壓 其 境 的 陳 恩情 ( 杭 之 ) 鹿
為 是 「低估人民，錯估祉 ，恆動 ， 高佑 自 己續續遂行�植 控 制 的 能 力 J
(19叩 1l1) . 喝不 過:ã鋪煉出 「 多 元 翰述J 在 1揖0 年 成 為 「 中，在野」 捨述
的時空 ﹒ 踐 們 還是 需要藺草敘述當時的曾說與政治氣氛 ﹒

(1) 1979 年 1月 ﹒ 在 「 中真斷交」 ﹒ 一切遷，無限期暫停 ， 祉，包裹在 「 南海血
lIfJ 的 曾 說 氣 氛 中 ， 國民黨已經製造 「奧司，安J 匪擻，件 ﹒ 遺補高盡量縣反
對 人士余登發 ﹒ 「 黨 外 J 人 士 受 到 r載難做畫畫J 的威脅 ， 集體前往慰問 ，
進 而被情治人員包圍，反而製造 出 「 黨外』必須團結的敵慨同仇氯氣 ， 此
， 後被稱為 「橋頭事 件 J ' 等 於對戒.，寺的算一次，但懂行動M;戰 ﹒

(2 ) (真聽島〉 雜當總共只出4 期 ， 在 8月出刊後銷售立自tl1JJ破 10 萬份 ， 給 「 鷥
外 」 很 大 的 激勵 ﹒

(3) ( 贅，島} 聖童話鞋 的政治集會活動非常積極 ﹒ 共軒在全屬正式成 立 1 1 個 分
祉 ， 用座談 ﹒ 慶祝分社成 立 ﹒ 茶，等等名聲 ， 遊走在戒嚴法 禁 止集，的黨

2. 
非常直團袍 ， 缸立在適糧壘，用，當年，時間颺JU'鐘翰的名， 加固撞撞而寫， '"

.年盟，‘..是r噩估瞥..﹒ .估政府 ﹒ 高估自己」 ﹒不過﹒ 適句話，實上甜.'"
鹽..周皂，當時‘中國時穗，記者金權馳(現祖《寓，隨團刊，集團的老團)的宜，

〈集團島份子的.... H畫和...>的內主 ﹒ 見外， 金像I'!JII寫圖亡命的闡明.

駒..是〈台，在輛也分子 、 費心調E 、 野種不i!!<> ﹒林高是〈宋體刻，圍觀滋.攝須
向 台灣人民摳，食〉來..: http://www.boo.ucom.tw/datajm呵晶ine/N-Taiwan回f(Item.
View/EDF124910E63叩FD4825684B0014991B-OpenDocument.b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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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過緯 目 共 辦 了 14 次 有 缸 判官論的群眾集. '而幾乎每 次 都 受 到 不 明 份
于的鬧場 ( 特 別 如 在 「 中 司，賓館」 被 〈使風〉 續當社包圍 ， 0個 8) ， 或治安
軍，人員之威脅恐嘻嘻 ﹒ 而街頭之群敗興..警察之衝突 ﹒ 動.上千人 ， 如
在 台 中服童醫處 發 生 多 起衡 突 (0 72 8， 1025 ， 1120 ) ， 在 高峰市也 憬，在 12月
10 日 「 高雄事件」 發生之前一 日 ， 鼓山分局的，察與民III已 經 發生逮捕 ﹒
打人與群眾 鼓勵包圍分局的情勢 ( 被捕為 「 鼓山事件J ) • 

(4 ) 高雄事件 衝 突 發 生 後 ， 國民 黨 黨 內 強硬滋抬頭 ， 開 蛤以 「散亂罪J 逮捕反
對 人士， 5失之 內遺補至 少 10 1 人 ﹒ 海 外 台 灣 人 群 情敢情 ， 開 始 攻 擊 圖 府
在 美 國的M.處 ( 包括洛彭磯 ﹒ 舊 金山 ﹒ 西雅圖 ﹒ 華盛頓等地) ， 並道說美
國首盟員 ， 管教養E 島 人 士 ﹒

(5) 一塌由 國民黨宣傳機器所主導的融化工作 ﹒ 於驚正式展 開 ﹒ 極姆林高生自
億並描述卸下 21

a規定 「 台 獨省圖書出版，難協 會 」 及 「台北市出版專業公 . J ' 要求 各
出版商遵行 r 守法愛國運動J不 得出版有闡高雄事件的，刊雜話報導-

b. 2 報 3 台 ， 一面倒 地信理 「曇民J ﹒ 試圖塑造出 「學民J 的 興詣槽� . 當
時 位 「 名政請家J T中江在電視台許前節 目 中 以 「現代吳鳳」 自 居，
激動地和觀眾說再 見 ， 因為 他顧意去面對 「曇徒J r 自 己送上門去給他
們 殺 J ' 政大新聞系 教 授李圈，以 民 意 調 查 的 方 式 ， 衰遁 「萬民J反對昌壓
力 的 「心lIfJ ﹒ {聯合 報 〉 先 出 現 「自動口 ， 應個寬 容 . 勵芋，絕 不 應 寬
容，-一有感 於 {美島島} 激烈分于在高雄製 造之.力 事 件 J 社 論 ， 之
後又出現 r 支持，總依法制裁陰謀， 力份于J :ã厲的社論 ， 該 報 記 者 賀
年具名製寫長篇文章 ， 以 ( 這 擻緬下去 ， 還談什Il'r台灣萬il， 。 一一萬
鍾 {英蘭島雜琵〉 事件是一個凶惡的訊恩) :ã膺 ， 稱參與的核心人物:ã
r!睡...政治戲班J '不但極力規化，區外人士為 「背景攪雄的亂畫J ' 

而且強調事件發出凶惠訊膺 ， 以， 力 解決政治前途， r 是 個 國破�亡的
結局」 ﹒ 同 時慰問 受悟，軍響的新聞也極 大幅報導 . �口:E又當捐 1∞萬元
「 向 受 圈，舊軍區，致敬J ' lIf政書長孔令dl南下高雄探親受燭的審員 陳 孝

黨 ， 陳以 「個重不能言語J ' 寫下歪倒的字句 你給 ft錢有 何 用 ﹒ 說
要 回 家 存 在J字句 ﹒ 林 高 生 特 別 強 ， 說 r 報紙復印刊載 ， 囊團激昂之
聲四起」 ﹒

「 美麗島事件J 造成國民黨 內強硬滋 ( 如王昇 、 汪敬煦 ) 的抬頭 (Chu 1992 
39)﹒事實 上讀大了 國民黨與反對勢力 的對抗 ， 增加了 省事，對立的情緒 ﹒ 一 方
面 回 民黨政續 在 美 國 的 壓 力 下 ， 決 定 將 「 美 麗 島 」 λ士交付 「 公 開 」 的軍法
審 判 r.主嫩J 值軍事法庭，卻tliflJlit 13年到 終 身監禁不等 ， 衰 面 上 國 民 黨政府

盯間上弓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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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公 開 審判表示 「 沒有冤獄J 但是 ﹒ 另一方面 ﹒ 就在審判j 尚在進行途中 ﹒ 卻
又發生7 悔絕人寰的 「林宅血案J (198田228) ， 這 使得海內外台獨人展開憩慣
，數 ， 結 果 次 年又發 生 7 回 台 灣 訪 問 的卡 內 基美糧大學教授陳文成在被警總
約盟員後 ， 居然陳屍在台大校 園 內 ， 且被報紙描寫為 「 畏罪自 殺 、 情激J 的事件
(19810702) ﹒ 在遣 一段 時 間 哩 ， 種錯抗之回悔當 年 承 審 r !美麗島案J的軍事機
察官透露 ， 他們立志消械台灣，區外 ， 要使 「黨外成為台 濁的壓史名詞J • 28但

是這些皺眉威‘的，槽 ， 並沒有達到 預 期 的效 果 ﹒ It在 1980 年 底恢復 的 遍 ，
中 ， 為 美 麗 島 事 件受難人辯護的律師團以及家屬 ， 在遷， 中瘦得 意 料外的盼
利 ( 林佳ft 1989 ' 黃德福 l四2 ， Chu 1叩2) ，無疑給很多瀕值絕望的台灣人

m強心針 ﹒ 並刺激了一 種 有 文 化 民 接 主 義 (cultural nationalism ) 意 涵 成 分 在 內
的 「 台 灣 人蔥.J 與 「 台 灣 人 誼述J 的興起 (Hsi曲 2酬 ) • 

在 另 外 一 方 面 ﹒ 自 1979 年 「 中 美 建 交 」 之後 ， 大 陸 北 京 先 後 對 台 灣釋放
出 「 和 平 統 一 」 的善意訊息 ， 這 使 得 國 民黨的 「漢賊不兩立 ﹒ 反 共 復 國 J 國
實及相關的三民 主 羲 教 育 與 軍 . 型 憊統治 ， 都出現獨洞 . l:\補救這些獨洞a
蔣經 國 先 是 在 1979 年 撞 出 相當 被動 的 「三不 敢 饋 J (不鑽觸 ‘ 不設 判 ﹒ 不妥
儡) ， 而 到 1981 年 ， ftlj乾脆反值勤l:\ r 主動J ' 成立 「三民主 義統一 中 國 大 同
盟 」 ﹒ 使 得 「實現三民主盡量」 成為兩岸統一的政治儼 件 ， 而 道 一 口 號 的 實 際
政治作用 ， 則 是 在 推遲和中 國 的 接 觸 ， 並且合理化台灣的現實政桐系 統 ， 錢
到 延續三民主.政治正liI憲議的 藉口 ﹒

就 在 1979 年 底回民歌 作 曲 家長 德 建 寫 了 一 首 「龍的傳人J '價 念 長 江 與
黃河中 原 故 土 ﹒ 原來都已經錄製完成 (由李復體主唱 ) ， 但在新聞局 審董縛 ，
局 長 宋 楚 瑜 在 「風雨飄措 ﹒ 國 事 如麻」 的 局 面 下 ， 看 到 國旗主 護 與 青 年 人結
合 的幢大可能宣傳效果 ﹒ 於 是 自 己 親 自 動手加7一段歌詞 ' .侯 德 建 等 不 得
不 接 受 ， 這 就 是 「飽的 傳 人 J 紅置一時 ﹒ 唱過台 灣 與 海 內 外 中 國 人 ， 歷久不
寰的「故事」 ﹒ 事 實上 ， 迪 是官方盡量血型II!U!l槽 ， 僅成功地攤縱商難流行以及
國 族 意 擻 ， 以達到 祉 ，控制的一個案例 . 四當年來楚瑜壓迫增卸的歌詞是

百年東曲辱的一珊， 巨龍耐睡在深夜祖 自鹽值敵噓了民起魂

臥聶嘗膽量，骷的創 耍，一時也要學于Iil lII.重揖才是龍的傳人

巨龍E祖你快.1Il A<.A<.遭遺產東方的祖 傳人傳人你快快在大

"1閱8年11月﹒當時民逃竄，‘主席牌11.圖，‘主持間水廚團團組哇，11 (﹒舍lI!'揖圓圈
化國>1<鷹的斬團111>芳草E所激憊，回口而且 ， (﹒合lI!'是神宅血.間，實兇』﹒並蠻擾
.帽，提示， ，在哩.任省.員闢闇﹒嘿..什麼事 ， 也.會lI!，...揖11'團JIlg:打 ，
終酷他們.ot抽抱在大鳳山且揖洽，當局的心目中，被�!lll續居-.四兇恩團、，不揖蓮、
+睡不赦的人。 1

29回眠Jl劉「總間.人」的流行，有不同的意見 值觀 「鐘. 1ft圈.彈海打動7警覺們軍現
的彈a﹒ 因為它唱到黃河、.江組閣綠姐不僅僅是具有地理..11的用混﹒ ，.到睡不單
單是人團，阻.11上的，無頭，電-'"眼團‘黃皮膚4的V胞的傳人』 ﹒ 燈首歌，重個地間，
也7濃鹽、蟹，區的文化和11"'-上-明智團中﹒酌，提念和個層﹒， (阻QlltJl1983)

呆呆連連是值的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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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程中國人的住槍車加缸中間讀壇，的畫著 : 現代化學術
研究 與 民主鼓>>

如前述的 曲 年 代 之 後 楊 國 權 等 對 於 「 書， 元 社 會 J 的 書 說 與 讀 述 ﹒ 事 實 上
是因為得到 {中 國論壇〉 雜龍 ( 半月 刊 ) 的 支 持﹒要瞭解 r 多 元 社 會 」 詣述的
「 中 層J 性 格 ， 實 有 必 要 對 於 《 中 國 論壇} 成 立 的背景進行認自R ﹒ { 中 國 論

壇》 成立於 1975年 ， 屬 於 f 聯 合 報 } 系 統 ﹒ 而 {聯合報〉 是 在 國 民黨報雷厲的
環境中 ， 少數有特許經營的權利 ， 而 且市場 化相當 成功的企業 ﹒ 在 最 近 曲，
碩士指文中 ， 黨智賢詳徊的 討 論 了 幾 個 影 響 《中 國 論壇} 成 立 與 發 展 的 要素
{買書智賢 2酬 ) ﹒ 他認為 ( 1) 它在人 員組成上 ﹒ 延續7過去 《大學} 種霞、 ι想
與 曹 〉 雜昆等一部分主張現代 化的外 省 章， 自 由 派 知鐵份子 . 曲 (2) 在 企業組織
上 ， 此 時 正 好 是 {聯合報〉 發 報 愈 速 成長 ， 試圖力拼成 為 自 由 中 國 、 海 外事
人 第 一 大 報 ， 建立一個多角經營的媒體主圓 的時節上 (3)1975 年此時政治與
社 會 的 發展趨勢已經越來越種 雜 ， 而 在 報紙禮數的限制 言論 自 由 也 受 限 的
外在侮件下 ﹒ 聯 合 報 可 以貓"黨當 ﹒ 位間一缸知 軍區份子 ， 既滿 足 報老間的個
人頓 望 ( 結合知.份子推動社 會 現代 化 ﹒ 所謂 r. 生 報 國 J ) ， 又達到浦足曹
蛤市喝需求與專業恆的讀讀需求 ﹒

黨智賢 的 論 文 同 時也蒐集到一些資料 ， 足 以佐誼說明 { 聯 合 報 〉 的 報 老
閻王偈苦其實是有政治企圖的媒體資本家 ， 主因為獲得當局 的支酌 ， 得以 促
使王永慶放手剛獲得介入 〈 聯 合 報 〉 經 營 的 機 會 ， 使 〈 聯 合 報 〉 成 為 真 正 的
家 族 企業 ， 並 在 1979年 {美麗島〉 事 件 發 生 後 兩星期 ， 獲得任名 為 國 民黨中
常 費 (19791224 ) ， 正式進入檔力該心 ﹒ 主惕吾辦報紙與雜缸 ， 不只是 為 7 提 供
公 共 論 壇 ， 更希 望能假借 「 輿 論 」 的 力 量 ， 遭到可|導」 政治發 展 芳 向 的目
的 ， 特 別 是 關 於 推 動 中 國 「現代化」 的 工 作 1 要 「 鋪 平通往現代 化的道路」
( 參 考 〈 中 國諭壇} 發刊詞典第一期社 論 ， 1975) . 

當 1975年\0月\0 日 ， ( 中 國 論 壇 》 趕在黨外的 {台灣政論} 成 立 後 兩 個
月 不 到 ﹒ 能在匆促悶立到摳出 ， 讓當 時 許 多λ懷疑 《 中 國 誼壇 〉 定是1114
當 局 之 授 意 讀 者 鼓 勵 ' l:\哥哥Ij 1ti (台灣政治} 而趕著 要 出 刊 的. 31而當 r �買賣
島 事 件 J 發 生 之 後 ， 國 民 黨 態 度 強 硬 ， 是 以 〈 聯 合 報 } 挾第 一 大輯之 優 勢 ，

30萬庫，實掏出 ， (大.，I也誼與‘中國﹒鐘，的圖﹒人員有重要的.壘 特別是在外看繪圖
國份子之間﹒除了‘大學，繼臨睡圓圓揖圖摳後，使間，區也是《中國.墟，圖..雯..的靈
魂人輔之外 ， ‘大學，給IU，姐峙的控務，是風﹒包指文型�-、浪雪山、金神僚、軍政迪、
回農‘鹽玉法，叫且...餐具神且繼等8人 ， 後來均，國("'111111墟，的圓圓工作﹒

31幫Ii實在.文中也提到，可餒，合lI! '到直J .&� rJ‘9外迴勵」的主要媒體﹒ ‘中國副
鐘，最後圖在1975年閏月10日風立1管閑圓的咽，‘外的《台灣政.， ，傲，時J的意陳，
是山頭，實也引盟，霞在固恤，學中的話屆ι島為 ("'..潰，是在國民積示意下開酬的，
而且對它的「歌功團德」﹒衰示體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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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r I暴民J痛加健伐 ， 自 也 可理解 ﹒ 是 以 ， 僵 管 E 中 國論壇〉 的知，份子 ， 如
寮智賢 的前設所述 ， 均 自 稱事有 自 主性 ， 但 當 報 老間的立塌與利接受到威脅
時 ， 也 都 不 止 一 次 曾 被迫妥協﹒其 中 比 如 在 1978 年 { 中 國車，壇》 的 第 一 任 主
..土 寫 實 作 家 樹夫聰 ， 即 在 聯 合 報 創 刊 發動的 「鄉土文 學 J 圖，眼中 ' .開
主緝的工作﹒運團示出當年 〈聯合報} 除 7 反對台灣黨外民主進步力 量之外 ，
同 時也是反對 「 反帝 ﹒ 反美 日 ﹒ 反資本主畫畫剝削」 的左傾立塌. 3 2所以 ， ( 中
國.壇} 和之間的 《 自 由 中 國 } ‘ {文星〉 其實很不一縷 ， 因為祖圖書與知 111份
子 ， 並 不 能完全決 定緯昆的尺度 ， 更不據有雜誌的經 營檀 . 33 JiJ 1980 年 後 的
運 作 ， 可 以 說 是 一 些 有 自 由 主 義 傾 向 的知 軍區份子和 受 黨 圓恩鹿的資本家 ' i1Ii
此 之 間 一 種 不揭穿的相互 利 用 的 關係﹒

重日前 文 所 述 ， ( 中 國 曲曲 壇 〉 第 一 次 關 於 r!l>元化J的度較 * ， 在 1980年
6月 ， 正是真E島軍記在大審之後 ， 而 國 民 黨 在 國 內 外 壓 力 下 ， 正好宣布恢復先
前停止一年半的 「 中 央民意代表增捕還」 ﹒ 在這個座談會中﹒包指呂亞 力 ( 政
治 學 者 ) 、 文學一 ( 祉 ， 學 者 ) 、 高承 恕 ( 祉 ，學者) 、 楊國祖都 「 有 圈，而來J ' 
最 衰長篇談話支持政治組織 輿 祉 ， 應 該 研向各元化的方向貧農 ﹒ 從連個座談
， 的 記錢顯 示 ， 當時唯一的反面 論述是 由 都昆如{哲學 教 授 ) 代理實 ﹒ 圖1昆姐主
III思 想 與:11111 ﹒ 必 須統一 ， 才 是 國 家 民 接集體之福 ﹒ 但 是 ， 這 個 討 趟 ， 中 完
全沒有提到過去才費生的 「 英E島事件J ﹒ 也沒有摸到關於即將開始的還. '
單 純 是 用 - .西化的 、 半學衡的語囊 ， 正反偎陳 ( r 意 見多徵化J ) 姐 間 有 設
置 評 諭 人 的 方 式 ， 主強台 灣的政治與 文化塵該更關敵 ， 進 而 為 香 元 價 值 進 行
辯 護 ﹒

這 個 參 與 者 有 完 分 單 備 的 「座談*J ' 事 實上是 種 精 心 製 作 的 知 ， 份
子 公 共趟述生產 ﹒ 它不 斷 在 1970 年 中 期之後出現 ， 而到 1980 年時已經成為兩
大 報系 與 各 顯維拉一種新 興 但 是 固 定 的 實 說 型 態 ， 直到奇日仍然不斷上潰 ，
特 別 是 晚間 的歌 曲曲 talk show ﹒ 同 時 ， 連 個 案例也 凸 顯 當 時 「 吾 先化J 前述並
不 是車1111植一個人在單打獨鬥 ， 反而. 這縷 的指述生 產 ， 不 斷 透 過 一種瘋似
「 科 際監合 J 的 「 最士，科學J 形式在進行 ﹒ 「學有專長J 的 知 圍觀份子 ， 借用 西

方 興 草 地 的問囊 ， 分析 台 濁 的 祉 ， 事 實現象 ， 進而提出有政治涵義的趟，直 .
當 時相 闊 的 蛤 者 ﹒ 曾 在 《 中 國 指 壇 〉 或 { 聯 合 報 } 上發事實的自 除 前 面接到的

3 2 1984年 12月‘中國.鐘).行大型的「台竭地區位.團團員文化盡量廣」研蚵..在...
中個天.t!護〈三+簿，使台，僅﹒的"賣國文學的囊團) ，Jt"'. r蟬土文.J繳7J憂國
的祖咽，對世‘.會11> I! '揖土文學』的..J' 也有錢巧的單而不鍾.11.國虹， ‘中
....)的質量行人﹒ ..的實閉室圖書，受王11哥11111"壘，‘有扭曲11盟章，仍備在評
圈中11111幸自天.由蠻的盟濟r位....J 種圖不正.' 指他總撞步，河. '憫盧興瑰寶」 ﹒間
聞 "旦實帽鐘也「團土文學」可能對地1;主a ‘ 台!lt!且是有幫助的賀電.(φ..壇圖.
雯".' 1985， 443_ (94) • 

33.看E可山發現﹒在燈一'的主﹒本文租司寞..rtJ;(;!\t敢攝( 1985)對 ("'..噓，的轎車﹒
有明圓的盡量"﹒

9正主a 、 9 正文化，越If.f!"的軍4鼻蟬.. 239. 

之外 ， 還有孫寓 ， 盟海話團( 1984) ， 爾新壇、 賀德芬 ‘ 黃竄雄 (1985) 等 等 學 者 專
家 ﹒ 而之後祉，學界在 國科齒的支持之下 1 推動 名 為 「 台 灣社 會 變 遷 基 本 調
查 J 的集體研 究 計 畫 (1985 - 至寺 ) 且 還 用 學衛的 工 具 與 資 源 ， 繼續捌於社會
「 分 殊化」 、 「 階層化J ‘ 「 價值戲真」 ﹒ 「次文化」 的 種 種 研 究 ﹒

還 種 具 有 r現代性」 的 r.述生產 方 式 J 又 是 如 何 被 「 創 造 」 形 成 出 來
的 呢 ? 原 來繪圖鱷 ﹒ 胡佛 ﹒ 文第一 ﹒ 李亦 團 ﹒ 種思褲 ， 彈實等 台 大 / 中 研 院
的 學 者 ， 在 {恩興奮> ( 成 立 於 1 自 3) 以� r 中 國 人 的性 格 科 際綜合 的 討
誼 J (1972) 研究時﹒就已經 多次合作運作 ﹒ 中研院民族 學研究所原來是 個以
r (社會) 文化人顛學」 為主的研究所 ﹒ 但是因為構圖個 華 亦 團 ‘ 文樂一的

關係 ﹒ r為7 因應台灣社會的發展興"型需求 ， 並 同 時 希 望結 合 人 類擎的理
誼 與 應 用 兩個 層 面 ， 因此探取科 際 聲 合 的 方 式 ， 大 力推廣 「 行 � 科 學 J 的綜
合 研 究 J • 34 楊國砸在 1揖9年進λ台大因而 從 1971 年 起 就 在 中 研 院 民 族 所兼
任 ﹒ 他最旱的 「 行為科學」 研究說是關於適合 中 國 人 ( 台 灣 地 區 ) 使用 的現代
化程度與量囊 ， 結合祉，學 ﹒ 心理，以及人類摯的假說與方當 ﹒ 而 在 1982年
喝 圖個叉.""大型研討會 ﹒ 主續 {祉，及行為科 學 研 究 的 中 國化〉 ﹒ 再度 用
「 科 際監舍」 的 方 式 ﹒ 討詣一個 「 多元但是統合J 的 「 行為科學」 ﹒ 中 國論壇

輿 類 似 的 「座餒*J ﹒ 只是這種 「 科 際 聲 合 J 的「學 術 J 研 討 會 中 的 一 種 演
蟬 ， 而在這之 前 的 知 軍區份子﹒大 多 以 個 人 或集體文字， 寫 的 方 式衰達�主 ，
聽賈比較少依賴 「座談*J 的方式進行討 誼 ﹒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 下 ， 或 們 益置費昆 1111 曲0年代切期喝國倡導 人 的 「 苦， 元
捨」 的結構性位置 說 大 司，境 來 說 ﹒ 迪 是 屬 於 r威植發展」 的詩代 ， 方 面
資 本 主 義 在 台 灣 生 棍 ， 社會 「現代化」與分殊化已 經 成 形 ， 台 灣 越 來 越 受 國
際 局 勢 的 影 響 ， 男 方 面 它介於 「 改 革 開 放 」 輿 r j草帽鎮 壓 」 鐘攝之 中 ﹒ 當
鐘擺正好倒過到 強硬的領壓 時 刻 ， 他 們的在野性格與 「 民 主窗 口 」 妓果 ， 就
益 發 突眉. 3S而當鐘燭要 向 「 改 革 開車宜」 的 方 向扭動時 ， 他們又可能順勢成
為 改 革 開 放 的權手 ﹒

從另外一個 角度來說 ， r 多 元 訕 J 出現是在 「 省衛隔閱 ﹒ 省第 問 題 J ( 尚
且還不是用 r1Jl群問團」 來 形 容 ) 開她緊蟹的時候 ， 也是 「 台 灣 人 不 斷 跳戰以
獲取檀力與尊.一一 「 出 頭天J 的時代 ﹒ 「 多 元捨」 代裹一 些 受 西 方 影 響 、 外
省章，為主的知 l1li份子 ， 試圖在後英國島大 審時期 ， 繼續 (溫和 地 ) 推動他們對
於 自 由 主羲 、 民主人構 、 社會整合 、 祉 ，現代化 ﹒ 以及書畫於 民 主統 一 中 國
的概括看法 ﹒ 而這樣的 看 法 ， 大 部 分 也 被 後 來 的葛永光 ( 間 上 引 ) 所摟受 ﹒ 他

34 見'" 央研究院lU蜓，研究 所"' Al!!計. ， 2002 .
站比妞'..帽、胡f!I、張忌.、李清明..纏在「美..J 司，件後上.轉盟圖，並養護其間

具名文章，山城，該對此不通祉，件"有r.支持嗯.J 的也情﹒且在1982年5月，立盟問傳
自因為監看書，是貧開8/11不斷寫信給驚擾間，要lf歉，‘..人士' .暐賽，查，曲，時間百川f圈
.JJ的圓頂' .名俊all實( (中團時111> 1982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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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借用 的自由主 義 ﹒ 民主政治、 開飯社宙 現代社會 分殊化的 指 述 ， 大 多 有
西方政治與社，哲學的很頓 ， 連他們發表論述的形式 ， 也是一種 「 現代J r行
為 科 學 J r請求賀禮基礎 」 與 學 者 專 家式 的 ﹒ 然而就論 述 的 生 產 以 及 對 於
社 會 的影響來說 ， 他 們的磚 「 受惠」於 「 左 派 」 以及 「台獨J論述被嚴厲的鎮
壓 ， 也「間 接 」 受惠於 「媒體特權資本家獲得統治者禮遇」的時代 ﹒

三、 「多元化」論述的常民化與「多元文化」的興起

「便利商店連鎖出擊商戰升級演出 「肉搏戰J ， 經營趨向多元化J ( (聯
合 報 } 工商專欄1 98812 12 )

r隨著 政 治 的 民 主 開 放 ， 台灣社會已 呈現蓮勃的 書元化景 象 ﹒ 設 們 要 運
用 多元化所釋放的活力 ， 孕育 新 的 社 會 生 命 力 量 ， 帶動祉 ， 的發展與進步J

(李登輝總統就職演說[1甜甜5 201)

(一) r去申心』 輿 r民閑扯會』 詣 的 興起

1984年 中 警民 國 的 情 報 局 被發現涉入刺殺旅居 美 國作家劃宜良( r江南
事件J ) ， 接二連三的謀殺 案 ﹒ 讀蔣經闖承受7 美 國 要 求 政 治 開 放 的巨大 壓
力 ﹒ 而 此 時台灣一些民鼠 ， 在沒 有 「 反 對 黨 」 可以依帽的情形下 ﹒ 開 始 了 一
連串將近6年的 「自力救濟」 輿 祉 ， 運動 風潮( 1984- 1989) ， 特別是針對國民
黨立委黨民酬的 「 第+借用 合作社 J (1 9850 1) 被 掏 空存戶的調顧抗議 ， 台灣股
票 下跌將 近30% ﹒ 而受害人四處 圍堵講團還半年之久 ， 國2、監督者失實 ， 討
。固有理 ， 政府理虧 ， 連當時禁止集 ， 結 社 的 「戒嚴令」完全喪失控制群厭集
會 的 能 力 ﹒ 而當 時自力救濟的調顧以及 抗道 ， 方面和政府自上前下沒 有民
眾 參與 的 公 共政 績 規個與重大經濟投資有關( 如 五輕 ﹒ 垃圾場 ‘ 仕邦) ， 另一
方面和畏年強調外鋪成畏 ﹒ 疏於 民 間 的 祉 ，資本積嘿 ， 缺乏祉，福利 與環境
保種有閱( 如勞工與反污染) ﹒ 原來的政治反對運動 ， 不斷在遷，中獲瞥 ， 要
求 開 放，監禁報禁 ， 以及國窗全面改選 ﹒ 反對運動和有草扭轉色的社會抗賣國風
潮 ， 在 同 一 時 間 內 發生 ， 兩 者 問 取 得相互加強的力量 (適茂佳1 989 ' 吳介民
的曲) ，這 樣 內 外 交徊的壓 力 ' .蔣經 國 的鐘爛 ， 終於又揖向 了 開欽的 端
在1 986年黨外人士宣布正式組賞 ， 朝野對決 觸即發之際 ， 決 定 了 朝向「解
除戒嚴 」 與加速自由化的方向 ﹒ 「 解 嚴 J ‘ 「解除黨禁 ﹒ 報禁J .開放大盤探
親 ， 三項開放措 施 ， 被鹿為是朝 向 政治 「 多元化」 的一大步(張茂佳 l目的 ﹒

事實上 「 多元化J在1 9 86 之 後 ， 已經不像剛被提 出 時 ﹒ 還 需要幢大聲聞
" ， 反而已經 成 為 社 會 新 的聲遁詞舞 ， 在政治自由化的過程 中 ， 它 被 用 來 解
釋‘ 或使成新興 的事物 3 6 r多元化」 被快速 地讀展到 社 會 各月，面 與領蟻 ，

扭曲g體合紹，在1983年9月輯圖揖自己在後英圈，‘時代的主商量查團佐.'揖 個新的前
呀，定位-."'7一個「多元現代世﹒國多元化新聞取向」研討會﹒ 參加的有聽星野、主

9元主.' �元Jtft.甜坦在台擇的軍屠鼻蟬If 241. 

不但政府官 員 開始使用 多元化討論自由化的政策1社富大 眾也任意而且歡迎
借用「多元化」 來推動自己的價 值觀以 及工商活動 ﹒ 到這 個 時帳 ， 政治興趣
濟的結構性地動 ， 使 得 「 費元化」 已經逐漸離 開 7 它作為 「 中，在野論述J
的座車單位置 ﹒ 而暐為一種 「 常民 語彙」的現象 ﹒

利 用 漢珍 「 即 時 報紙擻題索哥|資料庫」的搜尋引 擊 ， 針 對 專 文 與 社 論 搜
尋 ， 我 們 得到如 附表一的 結 果 ﹒ 用 五年為 期 間 ﹒ 立刻 看 出 連 個詞黨使用增
加的速度 ﹒ 如在 19 80-1 984 之 間 ， 只 查到55 次 ﹒ 而到 了1 995- 1個9 之 間 ， 次

數增加到1 ，145 次 ﹒ 而在1 985 之 前 r 苦，元化」 大多和社會變連接連 起 ， 緊
接 者 則 要訴求溫和的政治改革，37而在1984 年 2月 ， 行政院(說畏孫運璿)摟
給 當 時 國民代費大會的書面1iIIi政輯告中 ， 文 中也引 用 了 「畫，元教 育 機 會 J 以
及 說 學就業平等的話語，38雖然和政治沒有直接棚連性 ， 但是卻是可查到 「 多
元化J 第一次 出現在 「 高團」 的文，之 中 ﹒

費- 以，事元化A擻，組組所得決毆

年份 次數
1980-1984 55 
1985-1989 129 
19回一1994 164 
1995-2000 1145 

古計 1493 

賀科"'2曾 根據漢珍r即時報鼠.."引賀科
Ja， ' 鹽... 揮軍攝果 ﹒

到 19 由 年 ， 政治自由化開 始2 年 ， 台灣的民主舉措開始受到美 國 的肯 定 .
美 國 國都院每年一次的人檀報告 ， 原來對台灣的人權記錄沒有任何好話 可 說 ﹒
現在也改 口 開 始稱台灣海「邁 向 政 治 多元化」 的社會，39這 個 肯 定 的 重 要 性
不書可喻 ， 美 國自始煙台灣的嚴重要 貿易伙伴與國家安全的支持者 ， 台灣 必
須霞在美麗圈，以及行政部門的 「友人J 可以繼續他們 的工作 ， 而不必搶心
台灣，成為另一個美 國支持的獨裁圖 象 如伊朗(1 979) ， 尼加拉瓜( 1979)、 南韓

(19曲年代) ，菲律賓( 1983 ) 的勘亂局面 ﹒
在1 985- 1989年間 r 多元化」 一詞的 使 用 ， 益發價雜 ﹒ 除 7 用 來 說 明

和社會轉型、反對運動 、 政 黨政治的 多變化之外 ， 它也 被 用 來 形 容 「能源政
策」 ﹒ 「 飾範教育改革J ﹒ 「 圈 中 小教 材 J ﹒ 「電廳綜藝節 目 」 ﹒ 「 觀光旅遊
事業」 、 「 工商輝訪」 、 「 音樂節 目 」 的 各種創車或者新的思維 ﹒ 因 為 ， 這 個
時 候 ， 除開 政治自由化之外 ， 也正 是 世 界 「 熱錢J 開 始 湧入台灣 r台灣錢

;其蚓、徐佐士、李團、 頭，等(0916)， 
37見呻合制(19831205)， 
38見 《嗯，舍，眼) (19840228) ，這且是，面賀科而已'事實上吾吾撞到，在數目前芳才種息中風
"見 《聊舍111> (198802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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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蚵 目 J 的 「 泡 棟 經 濟 J 開 始 發 酵 的時 候 ， 相對於 申 國 大 陸以 及世 界 其他地
區 ， 台 灣錢淹跡 目 ， 股 票 與 房 地 產 闊的個潭 ， 台 灣 人 充滿 自 僧 ﹒ 1989年服聲
樂 的 產 值 第 一 次 越 過 了 工業 ， 成 為 台 灣 第 一 大 產 黨 ﹒ 「 多 元 化 J 成 為 一 個 大
家 口 中 任 意 使 用 的 語 囊 ， 用 來 描述一種 新 的局 面 ﹒

正 因 為 如 此 ， 1987年試 之 接 連 寫 7 多 篇 文 章 ， 毆斥 「 多 元 社 會 」 的 rl盡
相J ﹒ 岫 統 之鹿 為 ， 在 解 除 各種 政 治 禁 忌 之 後 ， 台 灣 應 該 朝 向 r 民 間 社 宙 J
自 主 ﹒ 公共團團軍討論 ‘ 參 與 公 共 事 翰 的 發 展途 徑 ， 而不是 受 到 商 難 資 本 主 麓
的新興媒體或者官僚系統的 掌 控 ﹒ 他 看 到 眼 前 的 民 主 ， 仍 然 缺 乏 公 共 討 抽 空
間 ， 人 民 陷 於 一種有 市場備好以及虛幻地 自 設 選擇 的 「 分 眾 」 社 會 之 中 ﹒ 杭
之所透露的訊息 ﹒ 其 實是有深刻 意麓 的 ﹒ 解 .後 的台 灣仍然受到過往官僚與
資 本 家 的 優 勢 支 配 ， 並 沒 有 在 一 蜜 之 間 「 變 天 」 ﹒ 如 很 苦 人以 為 ﹒ 祉 ， 如 果
耍，更閑飯 ， 就要街破更多的公共對it空間 ﹒ 而 「民間社 會 」 以及 「 民 間 祉 * J
自 主 ， 包 括 像 是 祉 ， 運 動 ﹒ 應 該 取 代 過 去 的 「 吾 先 化 J 趟 述 ， 後 者 已經費失
7 它 的 社 ， 能 動 性 ， 不能擻 盡量 新 的 關 於 民 主 祉 ， 的 想 像 . “ 不過 「 多元 化 J
走 到 ì! 個 時 候 ﹒ 已經不屬 於 民主政治所專用 ， 而 是 自 常 用 語 7 .

( 二 ) 從 『四大脹，單』 到 r扯區..營造』

1 台灣文化民�主.

f 中 國 誼 壇 〉 等 妞 " 份于 的 「 多 元 化 J ' 原 來 是 建 立 在 以 民 主 多 元 祉 ，
統 一 中 圓 的 「 現 代 民 脹 主 義 J 想 像 上 ， 如 韋 敢 過 ﹒ 喝 國 權 等 ﹒ 但 是 隨 著 李 滑
稽 ﹒ 強思棟等乾脆投身民進擻 r多元ít J 就很難繼續說是建設 「 民 主 中 國 」
的 問 題 。 而逐漸清變成 「 台 灣 人民 是 否 有 檀 決 定 自 己 的 國 家前途 ﹒ 或 者 乾 脆
應 該 獨 立 建 國 的 問 Jll J . 這 正 是萬永光在繭，中所指 「 最 令 作者 所 關心和憂
慮 的 問 題 J (1四L 1) • 

在 肅 阿 動( Hsi甜 泊∞) 的 著 作 中 ， 清 楚的掏種具有 「 台 灣 人 應 有 自 己 的 國
家 J 、 r 台 灣 人和中 國 人 不 應 是 同 一 民 族 J 的 「 台 獨 文 化 民 銀 主 羲 J ﹒ 逐漸
在 r 美 E 島 J . 件 後 的 文人 想 像 中 成形 ﹒ 台 灣 r文化民銀主羲J 的 發展 ， 是
受到政治過程的刺激而費遠 的 ﹒ 而 影 響這 件 事發展的 具體過程 ， 除 7 r黨外
一一 民 進 黨 」 不 斷 在 遺 S 中 獲 得逐漸增 加 的支持度之外 ， 最 重 要 的 還 是 透 過

r 海 外台 灣人 返 鄉運動」 ﹒ 「 打 破 黑 名 單 J ﹒ 「鄭楠榕抗 擅 自 焚 J ' 以 及 r�燭
台 東 」 所 引 發 的 「 廢 除刑法 l田 條 運 動 」 等等一連串事件的作用 ﹒ 這些具體的
政 治 抗 爭 ﹒ 慢 轉 「 人 民 有 檀 「 回 家 J 並 決 定 自 己 的 命 運 ， 以 及 「 絕 對 曾 請 自
由」等符合 「 自 由 民 主 ﹒ 人 民 主 檀 J 概 念 的 政 治 正 當 佐 詣 述 ， 對 於 當 時 台 獨

<0主要的高簣，是 〈大恩佐. ' 分艱役﹒典公共頌詞麗的!11M) ， ( (<1'國時穗) ， 19870119) J;( 
且 〈多元坐﹒的盧祖) ( ‘中國時報) ， 19870211) ﹒ 爾文部峽在航之 (1990) (團向後樂團
，島 的民間 是土. ' 上冊) • 

41 .8令 r民間往﹒」 的興起國唱團肘.. 扭巴圖在他a﹒刻，間，考l!N種 ( 1994) • 

， 正主" ， �Jt又11:>>堪li lt聾的軍耳鼻囂. 243' 

主 聾 的 「 台 灣不是 中 國 的一部分 J 形成 有 利發展 ﹒ 此時一種關 於 台 灣 民 脹 的
觀 點 ﹒ 透 過 以 往 ， 文教‘ 王 育 德 、 陳 隆 志 等 的 申 誨 ， 特別 是 史 明 的 〈 台 灣 人
四百年史〉 的綜合敘述 ， 正式在台灣 浮現 ﹒ 如果用民進黨在 1991年 10月通過
的 「 民主進步黨基本 爛 額 J 第 1 偉 r建立主續獨立 自 主 的台灣共和 國 J lò觀
察的標的物來代衰台獨的政治芷富性如何取得政黨的支持 ， 那月，設們觀察遇
之前與之後的政治事件發展 ﹒ 就可 以 大 致 暸解 到 日 後 「 四 大 � 群 J 的 創 造 輿
想像 ﹒ 究竟是個何發生 的 ﹒

(1 ) 1988年灣外台灣人要突破 「 黑 名 單 」 以及國民黨的封鎖 ， 紛 紛 糟 返 台 灣 .

有 影 響 刃 的 「 世 界 台 灣 同 鄉 * J 在台灣，行年* . 42

(2 )  1988年 4月民進 黨在自時大 ， 中 通 過 〈 台 灣 主 續 獨 立 決 ‘ 文 ) ， 鹿為 台 灣
的 國 家定位還沒有決 定 ， 必須 由 全民公投來決 定 . "

(3 ) 自 鈴 中 事 民 國 憲 法 己種 宣 讀難行 ﹒ 被 昆主已必須取而代之 ﹒ 叉為 了 和 國 民
，區主導 的修憲抗衡 ， 台 灣人重新 「 制憲」成為重要的政治象徵 ﹒ 重日稍早由
台獨聯 盟許世楷所攘攘 的 r 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J ' 實 昭堂續定的 「 台 灣
憲龍草案J ' 事憲槃草擾的 「 台 灣民主共和國憲法草案J 以及輛車車雄在
1989年提 出 「 台 灣共和國基 本 草 案 J ' 在 19到年 由 民進 黨 5 週年時所提出
的 「 民主大憲章J 等等 . "

(4) 1989年發生鄭糟糟所 出版之 《 自 由 時代遺刊} 因lò刊登 了 許世槽的憲法草
案 遭 到 查 禁 ， 結果鄭為 「 霄搶 自 由 」 不能敏剝奪而 自 焚抗搧稽牲 ﹒

( 5) 1989年年底的立費遠罩 ， 出現以主張台 灣獨立為政見的 「 新 國 家 聯 盟 」 ﹒

( 6) 的切年 5月學生 「獨立台灣*J 事 件 ， 引 爆後來的廢除刑法 1∞侮運動 ， 目
的取消關於主II台獨曹隘的 「 叛 國 男 」 靈前 ﹒ E要注案因為李登輝領導 的 國
民 黨 r.主流滋」 委 員 的支持 ， 在 1992年正式 廢 除 ﹒

而 回民黨政府lò 了 要如 何 面 對台獨聲勢的上升 ， 以 及 對 於 「 後蔣經 國 時
代 」 的 政 治 主 導 帽 的 爭 奪 ， 費生路餘的門事 ， 開 始 7 內 部 的 「 省 續 對11. J 與
分 化 ， 連構成7 1989年的故事 ， 所憫 「 主 流 派 J 輿 「非主流滋 J ( 新 國 民 黨 連
線 ) 的 衝 突 ﹒ 在 連 攘 的 國 家 昆 同 ﹒ 簇 群 緊 遁 的 結 構 性 壓 力 下 ， 台 灣 同 時 出 現
了 「 命運共同體J 、 「 生命 共 同體」 以及 「 四 大�群」 的新論述 ﹒ 通裡因為.

。 1986 學 ﹒ I'f惰，‘在英圓舞訕 「台灣民主.， 圈 .. 回 台 ﹒ 1988 年 2 月 28 日 「台..盟.本
圖』 主席，震 目 的辭世繪畫量超 r ，島 內 獨立團動公開化 海外lIi暉..化』 的宜賓 ﹒ 值勵台
，人lIi. ' 一些目名的..名單看曲，等僑 民 、 國蟬，‘ 、 “ 自 蚵 ﹒ 箏，竟 ‘ 郭倍宏 、 王庫鹽 、

蛋...人 ﹒
"姐是俗椒油 「 回 t決盟主」 的，最文 ﹒ 主要敘圈 。 、 台灣 圖 陣主種獨立 ， 不屬於J;(:!t會

論..恨之中 ‘人民共和國 ﹒ .三 任何台灣國陣地位之1I!J! 必種台灣全體住昆 自 揖 問
意 ﹒

" .考施正. (1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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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 ， 將 主 要 隔 重 於 r 四 大 簇 群 J 誼 述 的誕生 ﹒ 以 及 它 如 何 和 「 多 元 化 」 詣 述
結 合 ， 成 為 後 來 「 多元文化」 的 新 的 留 家想像 ﹒

2. r 四大��草J 與 「政治��單化」 的開銷

追 溯台灣 「 四 大 � 群 」 的 原 型 ， 出 現在 1阻0 年 代 中 期 許 世 槽 的 「台灣共
和 國 憲 法 草 案 J 第3 隙 ， 其 中 明 訂

r台灣共和 國 的 國 民 ， 由 於 居 首 以 及 移 佳 時 期 等 的不 同 ， 可 以 分重適應東
玻 里 尼 西 亞 語 系 ﹒ 福 佬 語 系 ﹒ 客 家絡 系 ﹒ 北 Jl(閱 系 。 因 文 化集團 ， 文 化集團
的所屬 ﹒ 由 國 民 依 法 自 由 選擇 、 決 定之 ， 其決定 ， 每 5 年 14依法修改一次 ﹒ 任
何文 化集團 ， 不得敵視或壓制其他文化集團 ﹒ 」

其 中 「 馬 來破皇尼西亞 J 緝的是現在的 「原住民族J ﹒ 而 「 北東語 系 」 則
是 指 大 陸 人 或 者 外 省 人 ( r 新 偉 民 J ) ﹒ 而 早 期 申 曲曲台灣人為 「 四 大 � 群 」 最
積鍾 的是都欄槽 ( 外 省 第 二 代 ﹒ 芋頭bUi聲聲 ) 的遺婿黨菊蘭 ( 客 家人 ) ﹒ 葉獨，
在 沒 有草樹下 護婦入政治 . 1989 年成 為 民 進 饋 的 立 登 ﹒ 很 缺 「 四 大 農群 J 趟
述 成 第她在立法院駁斥 大 中 國 主護者以及一統文化之主要趙教 依 .. ﹒

毀在之前的蛤文 (1四7) 中 已經 指 出 . r 四 大�群J 是 19前年翱翔一個 「 新
創 造 的 反 對 讀 述 ﹒ 目 的 要 用 來 建 立 新 的 國 家 昆 同 」 ﹒ r 四 大 旅 群 J 的基本立
場 其實 是相互 承 霞 、 包 容 與 尊 重 ， 或者要保障弱��群 (特別 是 原 住 民 ) .道
理 非 常 簡 單 ， 如 同 許世惜當年所構思一模 ﹒ 互相 「不得 歧 視 或 者 壓 制 J . 並
且 可 以 用 比 例 代 衰 的 方 式 ， 互不相屬 ﹒ 它 ，區 生 的 大 結 構 ， 則 是台 灣 獨 立 建 國
者 對於台灣 「 人 續 與 族 群 」 的想像 ， 彼 此 間 因 為 對 立載有不能跨 越 的 糟 糟 ﹒
所 以 種 圖 運 動 要 在 r 民 主 憲 政 J ﹒ 「 保 護 少 數 � 群發展J 的 架 軒" 下 ， 重 新 建
帽， 出 一個想做的聲髓 的 國 民 的概念 ， 而在 國 家之下 則 包 含 7不 同 的 ﹒ 荳不統
圖 但 是平等曹先的文化旅荷團體 ( 施 正 錯 1995卜 至 於 它 所 要 悶 ， 的 對 象 ， 是
過 去 r 大 中 華 」 的 一 統 民 � 主 書 以 及 章 ， 型 態 ， 道 是 毫 無 疑 護 的 ﹒ 因 為 ﹒ 只
有把台灣 閩 、 客 ﹒ 原以及 「 大種來台人 士 」 當成一個另外 r�群J ﹒ 才能凸顧
台 灣 的 r 主 體 性、不附 屬 於 中 國 性 J ﹒ 同 時 可 以 剝 奪 「 中 ， 民 接 」 在台灣的
價遍性 ， 阻擋台灣被邊緣化當成 「 地 方 文 化 」 的問團 ﹒ 蝠

1993 年 民 進 黨 中 央 通 過 〈民主進 步 黨 政 黨 自 皮 ， 鋼 領 ) .其 中 關 於 「 胺
群 與 文化 政 黨 鋼 領 J 中 提 到 民 進 黨 的 「 多 元 融 合 J 鑫本立場 . “ (1) 一 個 國 家
不 必是 由 r 單 一 J 民�所組成 ﹒ 國家以及各組成旅群必須 承 認 續 土 內 各 個 族

幅 畫Il't何山是 r 回 :J<. ， !餐都 ﹒ r 四 J 旦有何特別惶 \fi! ? 盟豆沙巫見外的政治過..麗的 門 . - 美
中之- 4 台 . ' /W. 佳 民 」 盟 國( 1咽4)山旦台商 客家人的 「 遺 書UI 睡 』 連 國(1988 )- !I! Il't 
且峰和 該 書車 間 間 、 土地圖通利 益字字草，囂的國..�共化 ﹒ 原來直到運動間 '*會 呵 ，令
，前 」 二元，開 立 說 - !It 本 植 包 括 E 膺 的 控 ﹒ 直 率 問 姐 在 內 ﹒ 所山 ﹒ r 回 ， . . �4﹒酷人
街 ﹒ 但矗甜量在E受過程中.續下，展的矗帽﹒

岫 且由 自 皮 ﹒ 屆 六fIIl步子 均 為作者所 . . 小 部 分 扭 過 民 對陸 續 梢 ，提 陳 忠 信等 所 修 改 ' 1:<完全符
合ßòll.的鐵站立刻1 -

9 正主 a 、 ， 正文化圈且B; I!"的串起，蟬.. 145. 

群的文化特殊性與不可取代價值 ， 鼓勵並且保護各�群的 多元文化 寶康 ﹒ 
(2 ) 誌 避 免 多元 性 的相互 隔 離 傾 向 ﹒ 在 眠 于 各 童醫 群 平 等 多 元 地 位 之 前 述基 礎
上 ， 同 時應該以現代公民糧為核心 ， 建 立現代的公民意訟 ﹒ 國 家麓 ， 與 共 同
體的精神 ﹒ 同 時掏出 : 台 灣 的 接 群政 饋 ， 首先應該承認 族 群 的 多樺住 ﹒ 台灣
並 非 由 單一 的 「 中 華民 接 一一 中 國 人 J 所組成 ﹒ 在 各 個 農 群 平 等 融 合 的 詔 書R
下 ， 現在台灣 至少有原住民�各脹 、 閩 南 人 ( 屆旅 ) . 客家人 ( 語族 ) 和 「 外 省
人 ( 按 群 ).J • 47 

值 得 注 意 大約在 19曲- 1四3 之 間 ， 還是一個 「 政 治 族 群 化 J 開 始 加 劇 的
時代 ﹒ 所擱 「政治�群化J 也就是說不論政治人物如或 常 民 ， 不斷運用 「族
群姐ßll J 的想像 ， 續蹤和�群有關的符號蝠!f .過行實際的政治動員 ， 製造 團
結 與 對 立 的 時 代 ﹒ 而台灣 獨 立 人 士 試 圖在激烈的省*' 問 團 ﹒ 國 家 認 同 對 立 、
和非常容耳流於 「體情 J 、 「 纏 萬 J 、 「鄙視」 ﹒ r �IIIItJ 的 豬 圈 遍 ， 動 員 曾
說 中 ﹒ 必須借用 「 較高 」 的指述 ， 重新建構起一種新的祉，僧任與連帶關 係 ﹒
它既要取代原來 中 華民銀一敏的想像 ﹒ 又要在這取代的過程 中 ， 和各不同立
竭的其他人 ， 建立起 種 r I團結」 的 「憲政國家J ﹒ 而上述的 「 民 進 黨 政 黨 白
皮 . J 只是這攘的一種 「 較 高 」 宿育的一例 ﹒

1四4 年 「台灣教授悔 . J 成 立 ， 迪是一個以推動台灣獨立為 宗 旨 的 學 者 團
體 ﹒ 六月他們..椎動 r 第 二 次台灣人民制 憲..J ﹒ 通過新恆的 「台灣共和
國 軍 接 草 案 J . 在這 個 草 案 的第 9 軍 第 l∞僚中 ， 明 白 宣告 「台灣現有住民
包 含 原 住 民 、 新 住民 ( 即 外 省 人 ) 客 家 Holo 四 大 � 酵 ﹒ 統稱為台灣人 ﹒ 」
同 時 ， 在第 1個 條 中 規 定 . r 各 � 群依 法權飯等額圖，喝風 ﹒ 組成 r � 群 委 員
會 J 討論有關族群之法傳案件， 這是正式在 「 四大族群」 想縷的基礎上 ，
建立一個新的民主制 度 的 最 具 體想 法 ， 也符合原來許世槽的憲 政欄想 ﹒

「 政 治 脹 群 化J的過程 ， 不只 是民 進 黨與台獨 人 士 的共 同 製 作 ， 其他政
黨 面 國 同 樣 的 壓 力 ﹒ 必 須 提 出 對 應翰 述 ， 也就是如 何在既有的 「 農 群 」 的思
考 下 自 提出新的 r 祉 ， 團 結 」 的 話 霄 ， 建立政治正當 世 ﹒

1995 年堅決反李登輝 、 要消攝台獨 並般認要與中國速成統一的 「薪.J . 
h 參 加 立 要遷，而提出 的 「 展 群 與 文 化 政 黨 白 皮 書 」 中 ﹒ 第 一 悔 明 白 衰 示 :
「 嶄露是一個尊重�群與敵台的政黨 ， 反對任何挑糧農群與省繽紛爭的作法 ﹒

並 主 11 透 過 「 協 商 民 主 J 的原則 ， 落 實 簇群共和 ﹒ 多 元 文 化 並 進 的 精 神 ﹒ 以
建 立 多 元 主 麓的憲政民主體制 ﹒ 」 具 體 的作法則包括了成 立台灣原住 民 ﹒ 客
家 ﹒ 閩南等各 「文化研究院」 ﹒ 發展並保存 「地芳文化J . 維持現在的擊敵委
員 會 的 工 作 內 容 ， 以 建 立 「 文 化 中 國 J ﹒ 同 時 主 費 提 供 原 住 民 各 民 接 保 障名
額 ， 強化原住民的 「代讀懂J 並成立中央級的 「 原住民事都寶貝 . J 等 等 ﹒

47值得注. . 爐種使用 '1/1.住民跑長各民銀， • J以及將 「外省人麟，軍」 周 錯盟括起來 ﹒ 邊有蠣
團 閹 人 、 會敵人為 「屆旅， . 郵費莫明團掏 出 ， 台獨的娘看，組成 ﹒ 並不一定是通構的 「 四 六
攘群」 ﹒ 鐘也冊費，電作者的圈，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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斬 ，圖 將 「 文 化 中 國 」 與 「 地 方 文 化 J \1: 隔 ﹒ 並避而不提 「 外 省 人 J ( 按 群 ) 的
立 場 ， 自 然和 「 四 大族群J 趟述是不同 的 ﹒ 但是作為一種 試 圖 畫 合 各種分歧
輿 矛 盾 的 r高，描述」 ﹒ 強調 「 多元文 化 」 興 融 合 ， 這又和民進 黨 的 類 似 白
皮 ， 有 「相通」 的道理 ﹒

稍 早 ﹒ 國 民黨 對於 簇 群 分 裂 與 國民說合的 問 閉 ， 在 l的3 年 由李登輝所提
出 ﹒ 這 時 候他不斷受到 國 民 黨 當 麓 ， 型 � . II 者 都 柏 村鈍 戰 ( 後 者在數月後
種 適 下 台 ) . r主流J 和 「 非 主 流 」 徊爭已經 白 熱 化 ﹒ 顧 慮 到 國 民 鶯政 袍 的持
續 以 及 必 須 聲 合 黨 內 外 的 省 軍區 分 裂 危 機 ， 於是 「 生 命 共 同 盟」 的 說 法 ， 逐漸
開 始 浮 現 ﹒ 喵 他在總統說.3 週 年( 199油5詞) 的 記 者 ， 中 提 到 r . 移 到 台 灣
的 同 胞 ， 因 搗 必 須 面 對資 囂 的缺 乏 ， 必須和電境縛門 ， 所 以 都 具 有 關 拓 的 精
神 ， 非 常 自 費 肯 定 ﹒ 面 對 個 人 λ相當 自 費肯定的祉. . 要 怨 ， 辦 呢 ? 致 認
為 數 是 要 矗 立 生 命 共 同 體 的 聲 值 觀 念 ﹒ 透過溝通 ﹒ 協 謂 的 方 式 ﹒ 圍世 蔥 這 個 共
同 體 的 共 a ﹒ 說們要努力建立一個全體飽問的社會 ﹒ 建立一個生命共同體
的 共 擻 ， 也就是真現在及 未 來 的 中 國 人 開創一個嶄新的E 史 關蠟 ﹒ 」

李 登 輝 欄 於 何 ， 台 灣 人 ， 或 者 ﹒ 一 種 新 台 灣 人 的 想 像 ， 在 這 段 話 中 已 經
浮 出 台 灣人 是 靠 自 己 的 ， 是 要 求 自 踐肯定的 ， 可以 通 過 溝 通 ， 化 解 歧 具 來
建 立 一 個 以 台 灣�主體的共 同 體 ﹒ 華壺，並不只是 說 說 而 已 ， 稍 早他已纏著
令連戰將人巔，者陳其兩延揖為 「 文 建會 J 的 副 主 要 ﹒ 此 時 都 柏 村 已 經 被 迫
離開行政院長 的喊聲 ， 祉，上為省章，間坦事，貴不休 ﹒ 黨內 意見紛擾 ， 而 「文遍
. J 主 要 申 學 庸 此時就在國民黨 中 ，盾 ， 中 以 〈 文 化 建 設 與 祉 ， 倫 理 的 重 建 〉
� 名 ， 屢 出 「社區總值，這」 來 回 應李登 輝 的 「 生 命 共 同 體 J ( 1由3 1020) . 國
民黨也在晶晶，長許水德的簾勵下 ， 積極進佇 「生命共同體J 理念的重觸與傳揖
工作 r把社區工作當作.務工作的第一要銜 ， 把社區發展當成黨務費tJJlJ • 

幕後的理念當然 是李登輝的文化建構觀( 攀登輝 1 目5， 17- 18) . 一 喝 由 國 家 讀
衝 ﹒ 文聲，所致力推動的 「社區總體營造」 於爾開展 ﹒ ( 關於 「 生 命 共 同 體 J
和 「 社 區 總 體 ， 造 J . 乃至 1的5 年 發動 的 「 斬 故 輝 運 動 」 ﹒ 它 們 同 時包 含 了
兩種不 同 的 元 ，悟 ， 一種是關於 「 懷 舊 興 重 盟集體記憶」 的地方獨土情慣 ， 另
一 直 是 聞 於 「 公 民 意 a J 的 ， 包循環代 、 環保 之 霞光興 市 場 需 求 的 產 黨 ， 以
及 鴨 究 「 公 共 . 興 J 的民主過程 ， 二者是如何被精細地繼合在一 起 ， 過 去 至

48 _ _ _ ...... r 李登蟬的 r金命英問 團 ， . ，處有量剖，飲仁 、 圖.11所111出 來的 ，"'.其間團」 圈圈帥，修
. ' .時 2人所主聾的 ''''.共同團J . ..軍島上的人民在共開生活的..之下，甜"
陪曲命盟員，毛的台團軍. ' 團壘廷團治 . 圓其矗廟'''' ﹒ 台， 面 圈 中 共 改祖輩大的成﹒
和 III:IJ ﹒ 台商所有位民 ' 111 輯陪聶』 台.."'.共間 圓的台灣軍. . 燈.Ul ' 自 帽 』 的現
. ﹒ 壇 新 的 台 . .. . 是包含所有本會 、 外省 問 團 ﹒ 也包含 圖 民 續 在 內 的 - . 新 的 台 灣
.. ' ( 國噩噩 1987， 251) ， 國噩噩盒!II ' 台灣的全體健圖敏過立在 自 台閹人民陪陪盾的
命盟共開圍之上 . R!I!台灣"圍住地撞行民主 il<ll ﹒ /11;11-﹒民主化的坐會，台，單可
lU/II;lI世界111步團酷的-，. ﹒ 不過逾哩，聽揖圖畫鐘，擎 的血揖是否正 . ' 因 謂‘ 4 在攀登，
fI卸的聲，紋，是老敏﹒帥..中 ， 原來眼看 'goolt共同體」 ﹒ 魂.. '圈，還， . .﹒于民的
，坐輯」 帥，聽念﹒

SZ玉皇a 、 9元又化，單 位 舍 ，的軍4頁扭扭 于E

少有資E玲 。995) 與讀亞=-( 2曲的2 闖 闖 彩 的詣文分別 從不同 的 角 度 探 究 過 ，
還 徨不再陳述 ﹒ )

至鈴 攀登輝在 1994 年 省 主 席 民選時幫助宋楚瑜擊敗陳 定 南 ﹒ 提 出 「 新 台
灣 人 」 的 ， 麓 ， 後 來 闡釋 「 新 台 灣 人 J 的 觀 念表示 「 只 要 認 同 台 ，. . 疼 憎 台
灣 ， 廠為台灣努力的富門 ， 就是台灣人 聽 到 認 同 的 問 眉 ， 國 民 黨 當 然 要 以
認 同 台灣第優先 ， 這是求生存發畏的基本的題 ﹒ 昆同台灣iJ.塊土地及人民 ， 是
非常重要的事 ， 否則國民黨憑仲層去較發展 。 J ( ( 自 由時 報 ) 1995個17) . 曲 同
縷手 法 ， 在 1四8 年又重複 使用 ， 結果幫助馬英九擊敗陳 水 厲 取 得 台北市畏的
位 置 ﹒ 而 遭 攘 的 說 混 ﹒ 同 樣地 � 宋 楚 瑜 當 還 省 長 後 所借用 ， 甚 至在 自 組 「 親
民 黨 J ( 2曲0年 12 月 ) 之後 也 祖入他的 「 新 台 灣人!IlM 團 隊 」 組織中 ﹒ 但是不
趟 從 哪 一 個 角 度 來 看 . r 新 台 灣 人 」 仍然在最旱的 「 台 灣 生 命 共 同 體 」 的 信
架 中 ， 原"J人還是推 動 國 民黨本土化的李登輝 ﹒ 並不能說是新的指述 . 四

. 實 上 ， 李 登 輝 的 r 新 台 灣 人 量， 述 」 有他關於 r爾摩政策J 更 tx 量 的 一
面 ﹒ 他在 詞曲 年 ( flJ於 《 台 灣 的 主 i!) ) 時 用 倒 紋 的 方 式 ﹒ 重 新 申 請 7 他在
1個5 年 時 r 踐 的 政 治 哲 學 J 關 齡 「 台 灣 昆 同 」 的 部 分 ， 也 說 是 「 經 營 大 台
，. . 矗 立 新 中 原 J 的 意 羲 「在香元文化畏翩而充分的繭 ， 聲 合下 ， 使 台 灣
在 整 個 中 國 文 明 的聲體發展隨 勢 中 ， 軍居�ft先進的新 生 力 量 ， 成 為 中 國 文
化 的 r 新 中 原 」 這裡所謂的 「 新 中 原 J . 是指 望b 元 文 化 重 新 區 合 ' l'i1B:新
文 明 之 地 ﹒ 其 中 ， 和政治敞 開 的 ， 慮周民主文化 ﹒ 道 是 居 住 在 台 灣 的 全 世 人
民 ， 以 「戳們都是台灣人J 的認 同為基礎 ， 共 同參與 . tf 這 出 來 的 成 果 ﹒

不可韓霄 ， 目 前台 濁 島 內 存有 本省 人 ﹒ 外 省 人 與 原 住 民 等不 同 族 群 ﹒ 使
認 同 倍 增 困 難 ﹒ 但 也 正 因 為 如 此 ， 而使台灣可以融合不 問 盟 史 背 景 的 接 群 文
化 ， 形 成 一 個 和大陸完全不 同 的 新 1!Æ 群 ﹒ 這 才是 「 大 台 灣 J 輿 「 新 中 原 」 的
意 義 所在 ﹒ 」

( 三 ) 小錯

小 結 這 一 階 段 的 發展 ， 或 們 看 JiJ r 苦 元 化 」 詣 述 已 經 成 為 大眾 語 霄 ， 不
再成為政治的 主要論述資料 ， 逐漸脫離 「 中 周 J r在野」 的結構位宜 ﹒ 雖然此
時民主制度仍須重建 ， 政 黨 勢 力 仍繼續分 裂與重組 ， 且 公民窟，區仍然微詞 ，
但是 「 多元 化 」 已經構成所有 「 去 中 心的新發明 」 一種既 簡 單 又 明 團酷 的 同 羲
詞 ﹒ 而 多 元 與 民 主 化 後 的 非 預 期 積 果( unintended effects) . 卻 是 一 個 「政治且要

•• 

50 

間 年 光<<e . 季，匠，雙賽團屬單 r . l0 年 來的 問 甘 共 簣 ， 台 、 ' ‘ 金 、 聽早已/11;-生
命 共 同 個 ﹒ 大家，飯1111壓地域倩圖 ﹒ 其 岡 山 ，新台灣人』 帥 ， 份 ﹒ h 台灣開胡頁，匠，聽逾
步的. 2 . 50 笨 ，‘ 中 lIlÆ !長 開 廠 E 兒團 暉 ， 的 血 史 研 頁 ， ， 生命其間11， 抽矗台灣
人民對於台灣土地 、 文化的11間 。 ， ( (自 由 時，擾) 19951026卜
團 酬 地 a 司長 囊 團聚建司，在 2000 年的團統六連過置 中 E 益 巨 目 ， 而在過後 拿 也 峻 局 英 九

， 1響并下;;;， ﹒ 盟覺得 「新台灣人， .姐圍得滴滴百出 1 .考鹽茂往 (1999) I可掛 ，J斬台灣
人國」 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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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化 」 的 過 程 ﹒ 自 由 化 民主化單台灣獨立運動可以回到台灣成誌數學的政
治 團 體 輿論 述 ， 和 民 進 黨 一 起 生 產 出 「 四 大1l!i 眉宇 J 的 翰 述 . 而 國 民 黨 的 「 本
土 化 」 與 內 部分裂 ， 則帶來 「 生 命 共 同 體 」 輿 r社區總體管這」 的椎動 ﹒ 他 們
的 共 同 「 對立 面 J 都是一元 化 的 「 大 中 國 主 畫畫 J 與 撞 ， 鹿 為 中 國 必 須統 一 ﹒
反對台獨尊有闊的政治運動與曹量.( 以 「 老 國民 黨 J ‘ r國民黨非主流滋J • 

r斬.J 以 及 r 中 國 共產 黨 J :t. 例 ) ﹒ 它 們都是一種 「 高 層 J 的 政 治 語 曹 撮
弄 ﹒ 各 有 不 同 的 政 治 算 盤 ﹒ 既然 是 不 同 的 r 寓 Nl J 語霄 ， 除 非 變 成 實 際 的 政
治 制 度 ， 比如寞的發生用 「 台灣共和國軍語 」 取 代 「中單民個憲i1iJ 的事實 ﹒
讀 者 轉 由 訂 定 圖 書，法頓似 「 不 想 做 「新台灣人J 的 人 可 以 選 擇 傘 其 他 國 家護
照 或 者 離 開 台 灣 J 之類 的注律 ， 否 則 並 不 酋E續費生制度性的作用 自 對 於 這
些脂書所想要達到 的 「 祉 ， 團 結 」 目 標 ﹒ 當然也不酋直接發生顯 著 的作 用 ﹒

唯 一 不 同 的 是 「社區總體營造J ( 與下 面 要 討 尬 的 「 教 育 改革」 運 動 ) • 

一 芳 面 「 社 區 總 體 營 造 J 的 內 容非 常 具 體 ﹒ 它 必 須 依 . r 由 下 而 上 J 的 參 與
才 有 椎 動 的 「 正 當 住 J ﹒ 它 的 成 功 也 必 讀 依 賴 「 社 區 J 民 鼠 的 日 常 生 活 以 及
， 興 ， 因 此 可能和 「 高 層 政 治 J 脫旬 ， 二 方面它是一種政策的椎 動 ， 不但有
「 深 化 基 層 民 主 J 政 治 的 正當 性 ， 同 時 還搭 配 一 套 國 家資源補助 社 區 ， 興 、

寶貴IlU$土產樂與人文活動的制度( 參考肅查. 2捌年搶艾的附鋒所示 ) ﹒ 雖然
它 是 否 真 的如 每 一 個 計 畫所標榜的連成 目 擻 ， 是 很 值 得 懷疑 的 事情 ， 但 是 這
攘 的 錐 體 計 盒 ， 對於建立 更深刻的 「 自 下而 上 J 的民主運作方式 ， 以及 透 過
地 方 產 樂 來 平 衡 城 鄉 間 的 隔 種 與 不平等發展 ， 給于 地 方 人 民 自 個 心 ， 所可能
遷到 的民主教果 ， 不是任何 「 高 層 J õt述所可能完成的 ﹒

社區總值，造帶給台灣人民的影 響 ， 也不是完全 僅 如 攀 登輝的 「 生 命 共
同 體 J ﹒ 它 在 很 多 地 方 ， 仍 然 保 留 7 進 步 民 主 的 成 分 ﹒ 陳 莫 爾 開 於 「 公 民 意
，輯 、 公民文化 ﹒ 公共續域」 的 不 斷 申 述( 陳其南 1個2 ' 1 995 ， 1凹的 ， 1J日上 「 中
，民國社區營造學. J ( 199510) 成立之後 ﹒ 有多方學者以及 「 自 主 J 地方工作
者 與 組 織 的 加 入 自 因 為 強 詞 「 地 方 自 主 世 」 ﹒ 但 都 不 見 得 是 依 照 r生命共同
體」 的間本遍，圖在祖國出 ， 這是必須被掏出的地方 ﹒ 日 前 「社區再造」 ﹒ 「 草 棍
， 與 」 組 續 開 出 ， 逐慚承皺 了 八0年代社會運動的抗融任 1'91 ﹒ 而 經 過 賣 武 雄
以 及 多 位 結 合 教 育 改革 ﹒ 終 身 學 習 、 草棋民主興建立民主生活文化理念的人
士 ， 自 從 1997- 1998 開 辦 「社區大學J ' 成:t. -.�典型態以 來 ﹒ r社區」 自由
述 又 有 新 的 「 建 立 新 文 化 J 的 過 霉 ， 道 也 都 不 能 用 單 純 的 所 n r llll 族 J 1JlI以

51 . 開來阻 ， 述國居立於 1996 年 的 團體. ' 它曲曲立東旨. ' ，.，﹒墓於佐﹒正聾，‘公平之J!!
憊 ， 本民主 、 � 聞 之 原 酬 ， 揖 合 唱 圖 益1&..看&.心住區人士 ﹒ 從.往圈，迪之，衛
研 究 與宜，推廣 ﹒ 盤，時政府官軍門的主土區祖國眩，使撞出，皇宮 ﹒ 但 逾扯區il<撞 ﹒ 姐，逾可承
圖 工 作 、 生活圈，但置之所在﹒ 祖乎完全看不 出 和 f生命共問團」 的 ﹒ 盟有擂台 的 宜， 象 ﹒
盟 國 _ . 間 晦氣會民間圓圓力 . ' 在 「九三一， .此之. ' 掛演社區噩噩的祖國蟬. iII
R攏的功輯 ﹒

形 同 ﹒

'是主a 、 � it.文化曲單位 倉 ，的軍屠鼻蟬. 249. 

四 、 「 原 住民族 」 、 「 教改」 輿 r .多元文化富翁 」

(一) r正名』 輿 r !l' 元 文 化 共 闕 .J

l四4 年(0曲的 文 建 ， 陳 其 南 副 主 委在屏 東 「 山 地 文 化 團 區 」 精 心 安 排 一
塌 全 國 文 ， 季 ﹒ r�住民文化，盟國J 特別 邀俯李登輝前 往 致詞 ﹒ 這 個 研 討
， 有 鐵 個特別 的 窟 ，島 ( 1) 歡 聲 7 台 灣 原 住 良 知 ， 青 年 對 於 「 誰 J 能 代 衰 原
住 民 束 戰 「 原 住 民 文 化 J 的憤怒 ， 且 也 說 是 人 績 ' - :1:酸 直到 的 「 再 現 危 機 J
(repr國entation c闊的) ; (2 ) 中 ，民 國 總 統 第 一 次 如 此 「 舒 尊 降 貴 」 地 來 到 現 場

和原住民面對面惘. ' 顯示統治者真的有誠意 ; (3 ) 中警民 國 總 統 第 次在公
開場所 ， 正式稱呼台灣原住民主過 「台灣原住民 ﹒ 台灣原住民族J ; (4 ) 上述 對
原 偉 民 正 名 的 肯 定 ， 是在 建 立 「 一 個 生 命 共 同 體 J 的 國 家 自 祖國下完肢 的 ﹒ 而
和本文直接有 闊的特別是第 3與第4 個 問 題 ， 這檀將進一步 探 究 ﹒

李登輝致詞說 r 今 天生活在台灣這塊地方的 不 同 1l!i 1羊 ﹒ 透 過 各 種 不 同
的主動芳式 ， 共 同 關 心 自 己 族 僻 的 生 存儼 件 ， 也 留 意徊，耳族群 的處境 ' 1lÆ 此
支 持 ﹒ 互 相 ， 遍 ， 1已建立一 個 聾 富 多元的社，而 同 心 也 力 的 進 步 時代 ， 已 經
萊茵7 .

台 灣 的 原 住 民脹 ， 現在 至 少 包 括 了 10 個 不 同 的 農 辟 ， 在 聾 個 台 灣 祉 ，
中 ， 草草上都是周於弱勢1l!i群 ﹒ 但是 ， 所有台灣原住民脹 ， 絕 不 能 自 外於台
灣 盤 體 社 . ' 大家一定要對 自 己 有 僧 心 ， 有 前 ﹒ 的 眼光 ， 不 讀 如 何 ， 一 定 要
融入畫畫個大社 . .

原住民族群是故們 聲 個 大 社 會 中 不 可或缺的 一 員 ， 希 望 各位也能共同
為 國 家貢獻一己之力 ﹒ Ølft們一起攜手並道 ， 為 建立一個 生 命 共 同 體的 國
家而努力 . . . .  J ( 行政院文化建 設委 員 . 1的4 )

不泊是發宮的場景輿!!í緒 ， 李登輝和文鐘 ，共搭的建立 生 命 共 同 體 的 國
家 前 述 與 實 現 列 車 ， 謹，已經 發 動 。 因 為 道 可 以 從 反 對 「 台 灣 主 體 說 J ‘ 反
對 「 台 灣 生 命 共 同 體 」 的 對 立 論 述 出 現 ﹒ 撞 得佐 聾 ﹒ 比 姐 立 塌 控 麓 的 《 島 瞋
適 值 } ﹒ 或者號稱 r-立場基進 」 的 《台灣社 會研究季刊} ﹒ 一些作者對於這攘
的發展 ﹒ 似乎有超乎平常 對 「福佬沙文」 與 「民幣主羲」 的敏感興反感( 如
主鈕. ﹒ 錢永祥 l四5) ， 53 而這裡受限篇幅 ， 先暫時不提 ﹒

李登輝對於台灣原住民 「 正 名 J 的回晦 ， 必須儷寮晚近一波原住民運動 ﹒
如"-所周知 ﹒ 最近一波台灣原住民運動開給於 1983 年間 ， 在 1984 年開 始 了 「 正

自 針對研討﹒的團組 ﹒ 司，先沒有充分考慮陳龍盟的 自 主 性且教育文化圈 ' .，.中原位置祖
國青年散發 份鐘，的 Z出孤軍官) .司，江泡駒 (1994) • 

53 胡 也'‘蠣錢.) • 8 JlII (1994) 的 《儼台灣人專輯) ， J;<&開光" (1994) ‘ 《台灣祉﹒研究
司長利) (1995) 圈，要會所豈是寰的 〈 自 斯國家創新!t.-隸.&遍的台，坐﹒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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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 運動的要求 ， 台灣原住民主忌了反抗污名與歧視 ， 要求自稱 、 自尊的植利與
稱謂 ﹒ ' IE 名 J 到 1四4年 ， 其實早已撞得文化界 、 學界以及大J!!傳 !II界的廣逆
支持( 倪 炎 元1 997) ， 但是圓民黨政府卻 直無語承認 道件事實 ﹒ 上述李登輝
1994 年 的缺 話 ， 事 實 上 開 歐 7 個新的可能 ﹒ 導 同 於 國家續導人芷 式 ';軍IEJ
台 灣 原 偉 民 ﹒ 原 住 民 脹 的 名 構 與 事 實 ， 並 承 諾 要 支持 「 蜀 勢 民 銀 J 的 發展 ﹒
而 遭 個 塌 所 與 時 機 ， 陳 其 甫 的 買賣 劃 導 ， 正印誼7 頭們上述 「 生 命 共 同 體 J 、
「 昆 同 台 灣 」 趟 述 的積極生產 ﹒

台 灣 原 住 民 的 錯 多 說 事 ， 大 型， 針 對 政 府 的 同 化 政 黨 、 經 濟 剝 削 輿 差多 數 民
脹 的 文 化 歧 視 ， 這些和台，國 跌撞構 ﹒ 大 中 國 主萬原本是不必熱 有 直 撥 開 係
的 續 犧 ﹒ 因 為 不 曲， 是 日 本 帝 國 ﹒ 中 ， 民 區 抑 或 台 灣 共和圖( 甚 或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 其 實 都 應 該 是 不 訢 不 扣 的 「 外 來 統 治 者 J ﹒ 但 是 原 住 民 參 輿 外 來 統
治 者 的 祉 ， 政 治 與 經 濟活動E史非 常久遍 ， 原 住民的 日 常 生 活 已 經 「 饋 毆 J

( emb祖國) 在大祉，之中 ， 受 到 不 同 力 量的住址 ， 有些來自基督教信仰 ， 有些
來 自 國 家 政 質 量車 憊 壓 力 ， 有 些 來自市喝作用 ， 很 難脫離外部的殖民作用 ﹒ 所
以 ， 在 日 本時代既有坑，的 「 揖祉，件J ' 也有加入 r 高砂 畫畫 勇 隊 」 的勇士 ，
在光復後既有受 「 台 共 」 牽連後被判處死刑的 「蓮�島自治J 運動先輩 ， 也有
在立遠 院專門幫 國 民 黨 輿 老代理實駁斥.外窗前 的 「 少數民接」 縷 缸 ， 而 晚 近
的 「原 住 民 運 動 」 又和台 灣 臭 老 教 ，以 及 民 進 黨 有組織與人服上 的相遍性 ﹒
至於原住民政治人物的所有 「 日 常 J 活動 ， 從山地øj!lJ都市 ， 從地 方 到 中 央 ，
都 在 現 代 國 家 規 定 的遷，制度以及政黨代費制度下進行 ， 很本無法撤滑 ﹒ 因
為 這 種 的原 因 ， 一個能夠完全獨立於大鞋，的宗教僧仰 ﹒ 政 黨 政 治 ‘ 國 家 主
11 . 民 接 主 學 運 動 的原住民運動 ﹒ 其實 很 難 看 到 ﹒ 只 能 說 原 住 民 運 動 有 「相
對」 的自主性 ， 但不可能說是 r絕對」 ﹒

台 灣原住民人 口 只 有 全 台 灣 的 2%不到 ， 但是在新的國1111趟 述 中 ， 卻有超
乎 比 率 的 重 要 位置 ﹒ 它 的 重要住在於可以 依續建立台灣民族 的 「 獨 特 佐 」 輿
「超額性J ' 而遭 祖 「獨特性J ' 不訕是文化 ﹒ 血縷或者起草草 來 說 ， 都 是 中 華

民讓所無注涵蓋的 ， 可用 來翻轉 「 中 ，文化J 的大一統佳 ﹒ 史 明 在 〈台灣人四
百 年 史 》 中 將 台 灣 土 薯 ' .寫成不斷受外來統 治 者 侵 占 壓 迫 的 Y 台 灣 最 韌 的
主 人 J ( 19曲 16 ) ; 許世指在 《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 的 前 習 中 說他們是 「 裁
們 的破 車 尼 西 亞 語 系 祖先 ﹒ 過 去 在 台 灣 的 原 野自 由 、 和平 地 生 活 著 ﹒ J 另 外
一 位 「 台 獨 理 趟 家 J ‘ 新 潮 流 系 的立委梓濁水脫 ﹒ 「 台 灣 人的血被 中自然奔
流著平墉蓄的血鞭 。 台灣讀1111皆來自中原是不正確的 ﹒ 而發們對情緒性的民
族 主 蓮 問 題 ， 當 因 此能持更 寬 弘 的 胸 偉 . J 而他 為 此 下 段 話 的 ， 眉 是 ' 11  
的 傳 人 ‘ 鬼話連續J ( 林濁 水 l四1; 2- 10) : 人瓢， ‘ 民 脹 ， 者 林 營 澈 則 更 草

書 ( 台灣是一個多民攘的獨 立 國 家 ) ( 1時4) ﹒ 而這裡所謂多民脹 ， 擋的就是
原 住 民 按 各民1111與 演民1111各 民1111 : 而 陳 水 扁 在 窗 台 北 市長 時 ， 乾脆將總統府
前 原來 '"蔣 介 石 搞 個 人 崇 拜 的 「 介 ，. 路 」 改 名 為 台 灣 平 埔 旅 旅名 的 「 凱 違 格

蘭」 大 i草(1 99702) • 

彥正主a ‘ 9克又紅且越 鑫 街 ，的軍屠冉摳. 251 . 

在台灣長老教齒的贊助 下 ， 有運動性格的台灣原住民傳迪人( 個前原民，
主 要 尤 哈 尼 ﹒ 前玉山神學院院長輩響發) ， 原來即經常有 出 國 訪 問 輿值數的擻
. ' 而原運人士，實將也在 「民進黨原住民按要 員 . J 的贊助下 ， 賣會 1993 年在台
北.'" ' 國 際 原住民年 一一新的伙伴關保 一一世界原住民續第1 研 討 會 J • 54 說
原 遷 來 眩 目 .'"關於原住 民 的 國 際 ， 道 ， 可以直接呼應 ， 1四3 年 聯 合 國 國 際
原住民年」 的活動 ， 提升台 灣原住民的坑箏 ， 鈕 ， 並且訴諸 聯 合 國 各 項 闢 於
置， 元 文 化 、 少數民1111 ‘ 民 1111自決 、 土地 v 文 化 與 發 價 值 利 的 重 實 ﹒ 這 是 台 灣
原還在本土和世界原住民代衰群，一堂 ﹒ 並 司置費集體重霄 ， 自有其重 要 性 .
這種 「 國 聽 J . . 輿 畫畫 衰 草 書 的 形 式 ， 所珊世界原住民 ， 原 連 國 際 化 後 來 成
為 一種新的原住民權利量，述的生產模式 ， 又接連出現 . " 當 時 對 於 民 進 黨 來
說 ， 其 實 舉辦遭縷的活動 ， 並 沒 有 實 質的遷， 利 益 ， 毋 寧 是 一種支持 「 祉 ，
運 動 J 的 ， ;皂 白 J ' 可以 藉 此 續 討 過 去 大 中 國 漠 中 心 的 文 化 麓 ，聾 的 懺 . ' 解
構 中 ， 民族的虛構 ， 同 時 ， 如 果 可以能將台，原 住民.8戲在 聯 合 國 的 世 界
宣 習 中 進 行前述 ， 無搶如何 ， 都 可 以借原住民讀周反 應 台 灣 被 排 除 在 聯 合 國
之 外 的 國 際 問 閉 ， 以及一種，自包含原住民 在 內 ﹒ 在她的台灣主值的再現 ﹒

在 1950年代 「蓬萊民族自治 」 運動時期 ， 台 灣 原 住 民 知 鐵 青 年 原東就已
經 摸 出 「 民 族自治J 的 主 讀 ﹒ 而 晚 近一坡的各原運團體 ， 也 在 1四0 年 前 後 ，
陸 續 提 出 7 關 於 「自治J 的要求 ， 而 最具體的一次 ， 在 1凹3年自 18 個 團 體 .
在 一 個 名 搗 「 台 灣 原 住 民 政 黨 與 祉 ， 發展」 研 討 會 的 決 盟國 文 中 ， 不 分 黨 派 、
1111群 ， 共同學衰要求 r自治」 的 主張( 高 德 畫畫 1994， 253) • 56 

現在( 2曲2 年 ) 台，現有的政治架續與市續關係下 ， 要推動原住民 「自治」
當然是一個高難度的政治制度 設 計( 與 社 會 寶 . ) ， 更何況在當時( 1目3) 國 家
還 沒 有 真 正給原住民接 「 正 名 」 之前 ﹒ 而之所以在 1993 年 提 出 ， 一 個 且 要 的
外部國索 ， 是 聯 合 國 訂 立 「 國 際 原 住 民 年 」 的擻勵與民 進 黨 的 聲 擾 ﹒

原還不斷累積下來的能量 ， 將 於 但 成 國 家 機 器 的 具 體 回 膺 ， 道就 是 1994
年 「 文化，當J 的背景 ， 而它的政治教果說是促成7 當 年 7月修憲成 果 ﹒ 在各

" ωrhe lnternational Ye虹 for lndigenous peopl蟬， 1993， a New Pa.rtnerøhip， lntern帥的na!
Symp個lu血 。n Indigenoua P曲p!e's Rights." (19931208) 迪是第一次阱. '伙伴圖jJ， 的
引 組 ﹒ 終於到 1999 年..團.中 ﹒ ，值得厲水蹋的揖間 一一至少囊團圓 此 ﹒

" 比 曲 ， “Intern甜的na1 Conference 00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曲pl團- L且d， Law. C叫﹒
ture and Education" . 行..曉康且﹒.動台六壇，但阱，字介... ' 畫畫，雙 “Taipei D配lara
tion on the Righte of Indigeno咽 P曲pl團 " (199曲618) ， 台:!t布原盆里，看，是.﹒租歐文

JU餐，區司長會. <二000 年，都市原佳民歌.圖峙，衛研討﹒) ， 共 同 . . <三000年
繭..原 佳民銀宜"11) (2凹01214) • 

，56 在 198 9 年 努 六 川 所 11 燈 的 ‘ 四 ..團撞倒原 住民) ，針對國晨， ‘ 民圈，‘ 、 工 臟 、 " 國
'‘帥，‘ 輛中 ， 間，令原 住á\IIII 兮的比較﹒在逾 四 個眩 ，‘ 中 ﹒ 陳.á\.揖輯 「 山 地 團 團 J 的
4藍圖外，另外三個;&. 'lII e續用 ' ØJ{佳且， -開﹒三個驚 111111割要錯，廣住民 「自治」 地
曲 ， 尊 重原 住民 國 會 、 文化等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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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E誼E幾乎 沒有真盟國 的支持下 ' .憲 法 中 明 白 增訂 第 9績第 7 項 ， 閥於 「台灣原
住 民 J 的 祉 ， 福 利 與發展檀利 ﹒ 但 是 也 如 同李登輝 在 「 文 化 ﹒ 懿 」 中 的 致詞
所 說 ﹒ r 要把 自農 酵 的 名 稱 改 過 來 是 很容易的 ， 但是 通 縷 做 似 乎 不能 解 決 棍 車
的 問 E ﹒ 」

但是在野的支持與 國家態度的轉變 ， 似 乎鋪平 7 日 復 成 立 「 行政 院 原 住
民 ， 都 要 員 會 」 的 道 路 ， � r 原 民 . J 的 成 立 取 得 軍 接 依 據 ﹒ 19喝 年 2 月 台
北 市 政 府 在 陳 水 扁 主政 時 ， 事 先 成 立 第 一 個 院 轄市 的 r � 住 民 餐 具 . J ' 中
央政府感受到愈迫 感 ， 終於也於 19揖 年 11 月 開鉤，軍備 ， 於 12 月 成立 「 協調辦
理 」 原 住 民 事 物 的 「 最 高J 中 央 單 位 ， 而 此 一 單位 ， 之 後 也 成 為 從 台 灣 原 住
民立喝推動 「 多 元 文 化 」 自由述( 文化概 念 ) 的 最 重 要政府 單位之一 ﹒ 盯 各級政
府 的 「 新 」 原佳民行政組織成立時間講，照附衰四 ﹒

頭 四 面 濁 各 有'f'!費性的111:1單單位成立時間

軍 位 時 間
畫北市原住民.Øl委員， 19峙 。3.16 ( 陳 水 " 時 代 )

行政院原住民要員， 1996.11.01 ( 連戰時代)

高雄市政府 原住民要 . * 1997. 07.01 (奧教舊時代)

噩北縣原住民行J.!r局 19曲 開 22 ( 膏 ，團 團 改 制 )

行政院害掌聲員， 2001 師 14 ( lI 俊 鐘 時 代 )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客車‘文活動中心 1998.02.22 ( 陳 水 " 時 代 )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客車文化，館 1998.10 閱 ( 陳 水 商 時 代 )

( 二) 母語運團， 、 r教改』 興 ， 元 文 化 公 民 教 育

當民道，區的 旅群政策在 1993 年 ， 李登 輝 與 新 黨 也 分 別 在 1994 、 1個5 不 同
的場合 ， 都 在蛻台灣 是 「 多 元 文 化 」 祉 ， 時 ﹒ 它 們 彼 此 所 面 對 的 「 最 重 要 單
單 J 以 及所欲處理 的政治問圓其實都不一釀 ﹒ 民通 貨 的 問 屬 在 於 如 何 建 立 有
民 擴 軍 涵 的 新 共和 圈 ， 或 者 架 構 出 獨特的台灣主體意 擻 ， 缸 "區 對 其 價 攘 的 各
族 群 人 士 ， 而李登 輝不 但 要 同 時 處 理 國 民 黨 分 裂 與 缸 ，區 民 進 黨 的 問 題 ， 同 時
還 要 「安撫」 對蟬的共產黨 ， 所以 有 「 中華民圖在台灣J 輿 「 建 立 新 中 原 J 的
想 法 ， 和 民 道 ，臨到 底 是不 同 的 ﹒ 而 新 黨 的 目 的也比較單純 ' JeE然 主 要 政 治 目
，是在反對台獨 分 裂 主 種 ﹒ 反 對李登輝霸槽 ， �能 夠 正 當 地 進 行 道 攘 的政治
門事 ， 別 無前 如 何均必讀圖防守住地衰 示 自 己 對於本土( 地 方 ) 文化盾會的保存
與 尊 重 之 意 ﹒ 不 通 當台 灣 的 主 要 「 政 治 玩 家 」 都 同 意台灣是 r 書， 元 文 化 J 祉
， 的 時 候 ' .管相互 想 法 不 一 樣 ， 但是 「 苦，元文化J 的 用 眉 終 將 ， 取得政治
上的 「 i寓 JII J 文化優勢 ， 當時已經是可以預見的事情 ﹒

盯 《行敢問研龜，會轉舍I:t盒.， 闡頁位置 http;j jwww.rdec.gov.twj30yea.r/30�5.htm ﹒ 

PZ主a 、 彥兒文化，揖鑫 tt ilf曲車尾再囂1<< 253. 

但是能夠將 「 多 元 文 化 」 當 成 r 國 家 基 本 國 貨 J ' 道 不 單 單 是 透 過 了 前
面 揖 JlJ�住民運動的集體修憲 E 特肘還要加上下面 要 說 的 一 塌 有 闡 「 教 育 改
革J 的( 不 復 ) r 寧 靜革命J ﹒ 道 個 從 l蜘年代逐漸開展 的 教 育 改革 ， 成功地
將農群文化的特殊性 ， 放在 國 民 教 育 的脈倍下進 行 ﹒ 簡 單 地 說 ， 當 陳 水 扁 在
陳述 「 置，元文化」 是基本國買賣時 ， 他並沒有精犬 ， 因 為 ， 台灣 的 「 國 民 J 教 育
體 系 早已經 開 始 不 斷 申 趟 r �元 文 化 J ' 並已經 開 始 推 動 多 元 文 化 師資培訓
與制度化數年 ﹒

過去台灣反對運動一直對 於 國 家 推 動 的 國 民 教 育 ﹒ 不 前 教 育 方 式 或 內 容
都有強烈批 評 ﹒ 解嚴之後 ， 一 連 串 的 「 苦，元化」 、 「 去 中 心 化 」 運動 且 更 同 時
指 向 圓 民 教 育 的領蟻 ﹒ 1988 年旅居美姐為 主的台灣 人 ， 遭 遇 「 台 英 基 金 會 」
的 結 合 ， 回到台灣和 {自立 晚 報 > . 11# 7 第1 次 由 民 間 主 辦 的 教 改 研 討 . '
「台灣的教育J 研 討 *( 19晶12 17)( 林宗 續 續 1989) ﹒ 與 ' 的自由 文章衰人 對於台

濁 的 教 育 ， 特別 是 「 軍 軍區 型 態 」 教 育 ， 做 有 系 統 的 攻 擊 ﹒ 如 林 宗 義 釷 砰台灣
的 教 育 是 中 央集檀 ﹒ 元( 大 體 ) 化( 如 商 曹 ﹒ 文化 ﹒ 思想及價值回念) ﹒ 必須
用 「 民 主 化 J 的 教育體制 ， 以 及 椎 動 教 育 r 費 元 化 J 政 買賣 ﹒ 他 自 認是 一 個 人
文 傾 向 的 自 由 主讀 者 ， 他要強調 r本土化」 但是不排斥 「 大陸文化」 ﹒ 他的圈
，直受到林玉值( 師大 教 授 ) . 陳章興( 精神科﹒飾 ﹒ 二三八和平運動推動者 ) 的
呼 應 ﹒ 他 們 聯 合 痛 此 「 三 民 主 羲 」 的 僵 化 ﹒ 教 材 缺 乏 本 土軍 軍區 ， I草 草E 本 土 話
霄 ， 扭 曲 人性 的 教 育體系 ﹒ 此 時 連 大 中 國 主 義 者政大政治 系 教 授江爾倫也認
為台灣的政治 教 育 ， 過 度 強 蘭領柚崇拜 ， 呵，事三民主畫畫 ， 阻 擾 了 民主 精 神 的
培 養 ﹒

( 三) 母語運動

但 是 引 發一 連 串 教 改 的卻是 「 說 母 語 J 問團 ﹒ 不 同 背景 的 人 陸 續 走 向 街
頭 ， 質疑為何 「 不能說燭揖教的話J 經慶油客家人的說母語 運動( 1988) ， 加
上原住民運動的 要求 ， r 母 語 教 育 」 很快在解儼初期 ， 就 取 得 新 時 代 的 道 德
正 當 世 ﹒ 而 真 正 軍區 當 時 的 執 政黨 畏 懼 ， "而著手推動輝 土 教 育 的 轉 盟員 對 ﹒ 發
生在 1990年6 月 ﹒ 當時台灣 7 個 縣市政府(6 個民進黨主政 : 台北縣、宜 ， 縣 ﹒
新 竹 縣、影化縣 ﹒ 高雄縣、屏 東 縣 ， 1 個 無寓，主致 ，自 化 市 ) 且 在宜 111. 11#
全台灣 第 1 次的 「本土語育教育問眉J 學術研討. . 當然 ， 通個 ，蠶的真正政
治 意 圈 ， 是在低抗教育部的勸阻 ， 執意在各縣市推動所 謂 「 雙 語 教 育 J ( 主 要
是祖佬話 ， 如果在新竹則 是 客 家 話 ﹒ 但是原住民蔚雷問團還沒完全納入 ) ﹒ 如
同 當 時 宣 蘭 縣 畏 証書 錯 望 致詞時說 r :本 土 語 雷 在 當 局 大 中 留 沙文 主 麓 的 心 態
下 ﹒ 全 面 積 直 推 行 北 京 話 ， 受到空 前 未 有 的祖殘 ， 這 個 姐 殘 ﹒ 甚 至 連 咱 們 的
地方文 化也受到非常大的迫害 ， 連個迫害 ， 是 在 目 本AM<統治51 年也沒有遺
閉， 膺 l!f J ﹒ 到 1叩4 年 ， 全 國 21 個 縣 市 中 己種有 13 個 ， 超 過 一 半 ， 出 版 7 r 鄉
土 教 材 J ' 也 包 指 客家 輯 、福 佬 語 ﹒ 魯凱 蹈 、 排轉站等 「 母 眉 教 材 J ( 都建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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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40 - 43) . 油 一曲，沒有教育部鼓勵的 「 教 育改革J ' 已經 用 既 有 的 地 方 自
治製. ' 光 明 正 大 的進 行 ﹒

和遺書酷的 r母語教材」 運動同步發生的是一群民間教故國饋的社會壓 力 ﹒
他 們 分 別 由 史 英 的 r 人 本 教 育 基 金 . J (1987) 以及實武鍾的 ， 410 教 改 聯 盟 J
(1994) 為代費 ﹒ 他 們各 自 曾 經 關 注台灣 中小學學校值觀問題 ﹒ 學生管理問閣 ，
民 " 森 林小 學 ， /l a  " J、 班 小 敏 J ‘ r 廣 般 高 中 犬 'l! J 、 r 教 改 列 車 下 鄭 」
( 從 南 到 北 ) 等運勵 ， 史英輿賣武雄等分享-個共同概念 ， 說是 教 育 不 但 是 為
7 下 一 代 ， 也 是 畫 " 終 生 學 習 ; 教 育 改 革 不 是 為 教 育 界 ， 而是 和 祉 ， 改 革 ‘
民主公民教育結合在一起的工程 ﹒

(四) r.. 台 灣』 輿 rft改』

1的4 年 r 410J 教改運動萬人上街發生不久後 ， 教 育 部 召 開 7 第 7 次 「 全
國 教 育 . a J ﹒ 在 這 次 . a 中 有兩件和 後 來 r 多 元 文 化 」 社 ﹒ 形 輯， 非 常 有 關
係 的 決 a ， 一 件 是 關 於 圖 民 教 育 中 有 騙 ' IIE .台獨」 斬 草單 程 的組 定 ， 一項�
部 長 郭 為 驚 主 贊 成 立 全 國 的 r 教 育 改 革 著 當 委 員 . J ﹒ 下 面 將 分 這 兩 部 分 來
，寸. .

1 . 閉� r lll.台灣」

1994 年 1 0 月 教 育 部 修 正 發佈新的 〈 國 民 中 學，程擻學 〉 ﹒ 新增 「 認軍區畫
ilt J .程 ， 列入團 中 「 基本，力」 幢瀾之項 目 ﹒ 而 'lIEa台灣J 分成 「地理」 ‘
「 歷 史 」 輿 「 社 會 J 3 a ' 其 中 「 祉 . a J 又和既有之 「 公 民 輿 道 德 」 結 合 ，

目 的在 培 育下一代台灣 「合適」 興 「 正種」 公民 ﹒ 下面..壘 「 跎a台灣」 三門
悍 的 草草任訪與 '.學」 ﹒

(1) 地11. :

1. IIEa台灣 ﹒ 澎湖 ‘ 金門 ﹒ 馬祖之獨土地理環境 ， 以堵.愛鄭愛國的情撮 -

2 明 暸台灣 ﹒ 澎湖 、 金 門 ﹒ 罵 起 的 發展 儼 件 及 其 在 世 界 所 居 的 地 位 ﹒ 以 陶
冶具圈，宏霞，厲 聲 的 國 民 ﹒

3 明 ..地理概念興控能 ， 以 奠 定銜接地哩，哩的基本能 力 ﹒

(2) .史 . :

1. f1l . 各 1JI< 群 先 晨 開 噩 噩 ﹒ 澎 ﹒ 金 、 厲 的 史 實 . bD!遍承先liI(後 ﹒ . 往 開 來
的 使 命 感 ， 並 培 養 團 結 合作的輔神 ﹒

2 眩 ， 自 己生活周連環境 ﹒ 培養費那愛國 的情撮輿具有世 界 觀 的 胸 襟 ﹒

58 宜團攝政府 ￠本土，警官教育問團) (1990) 買 1 . 引 扇 ，連蟬 (1995， 33) 

'是iA 、 9 正文化，堪 << 8 '"的軍屠鼻.;白三言E

3 增 進對查 ，彭 、 金 、 馬文化資產的暸解 ， 賽 成珍惜維護 的觀念 ﹒

(3) 社. . :

l 加強對於聾iIt - i1i 湖 、 金 門 ﹒ 馬祖祉，種境的麗. .

2 續 農 書元化的視野 ， 培 養 費 別 更 實 圓 的情撮 ﹒

3 培 育心胸寬闊的人文，厲聲 ， 被 竅生命共開饋的共 . .

4 促 道 良 好祉，生活視，區的實讀能 力 ﹒

這 些 抽 象 的教 育標車 ， 大 致反映7 1989 以 來 政 治 氛 圍 的 改 變 、 姐 要 「 費
鄉 愛 土 J ' ，加強郎土教學J ' 強 開 「台灣主體性J ‘ r �吾 先 1JI< 群 J ﹒ 「立足
台 灣 ( 台 澎 金 馬 ) J 、 「 建 立 生 命 共 同 體 」 荐 自 各 要 點 中 雖 然 沒 有 冒 明 ﹒ 但是
「 缸，且台灣J 的 結 構性 g 的 ﹒ 是 要糾 正過 去 大 中 國 主 羲 教 育 違章壘化台灣的儡

袒 ﹒ 但是它的文化政治重要 性 ， 似 乎一時還無法 突 . . 因 第 一 直 等 到 1997年
6 - 7 月 間 ， 當 固 立氫彈館將 有缸，且台ilt J 的初稿公佈之後 ﹒ 方 才 引 盡量 統 法 大
革 管 《夏潮〉 集團與新黨李魔掌等人的強力反彈 ( 主南 昌 2∞1) 後 者列 舉教科
， 中 多 項 ' I!!史錯誤J ' lIt醉其 「 摘 自 反 中 」 ﹒ 鼓勵下一代 「 做台灣人不要做
中 國 人 J ' 並對於負責 「社會aJ的中研院院士仕正!IIt ' 道行 動 名 缸 ，可 攻 擊 ﹒
而 「 社，篇」 興 「塵史aJ 中 ， 經 常 被鈍，平的一軍區 ， 說是 關 於 「 四大 農 群 」 的
人 群 分 頓 方 式 ﹒ 雖 然 組 者 昆 主通 道 是 「 多 元 文 化 與 平 等 尊 重 」 的 衰 示 ﹒ 但是反
對 者 卻 大 費 不 間 ， 認為還是睛. ' 福 佬 沙 文 中 心 」 主 麓 ， 以 及 台 ， 人 不 是 中
國 人 的變 形 說 法 ﹒ 但是無聲爭當如何 ， ， 四 大族群」 與香元文化 /l 展 群的世界
竄 ， 體 定已經 從 1997年下 半 年 開 始 ， 堂而 皇之成為下一代台灣 軍民必須具側
的 基 本 r公民與道德J 認知續域 . 59

2 圓於推動 r 教改J

在 前 述 r 全 圖 教 育 ， 請 J . 後 ， 郭 � 再IfI!l a . 組 r 教 育 改 革 審 自團 委 員
• J ' 9 月 自 行 敢說 長 連戰請剛回 國 擔 任 中 研 院 院 長 的 孝 通 管 負 責 椎 動 ﹒ 白
拿 來 召 開 「 全 國 教 故，當」 ﹒ 委 員 ， 成 員 共 30 人 ， 特 別 值 得 一 攘 的 ， 不但 當
年 在 〈 中 國 圖， 壇} 為文續述 「 費 元 化 」 主 強 ﹒ 肘 趟 「 現 代 盤 」 輿 r 中 國 人性
格 J 的 橋 國 糧 ﹒ 碟. 、 李亦 園 都 是 這 個 數 故 ， 的 成 員 ， 而 主 lU11土 教 育 的 地
方 首 長 如 潛 錯 望 ﹒ 余 陳 月 瑛 也 列 名 其 中 ， 再 加 上 主 強 「 社 區 總 體 會 造 J 的 陳
其 繭 ， 這 擻 自台灣具 有 自 由 主 麓 ﹒ 費 元 主 麓 的 外 省 章， 人士 、 加 上 有 本 土草恨
， 與 窟 ，的台灣壘，人士 ， 加 在一起 ， 雖 還 不 是 ， 擻 ， 曲 但 是 要 做 出 關 於 r 自

間 在大陸的棠，‘國﹒東南所台筒子弟，但彼 ﹒ 在 2間1 年底呻收費� '" 圖，東省團江聶省教育，
的 緝令 ， 不能擻. '..台獨』 的 3 本教科. . .示不但台灣內 111! 圖點不一 ， 胃，學區，由也
不 - 歇 ， 立 ， 蟬明 ﹒ 毫不會棚 ﹒

6。 他 們 之 中 圖鐵撞再加上主1I政治鐘，‘ 自 由 化 ， 坦率土 軍 團 l!l 酬 的 圖 清 潰 ， 山且以 皂 白 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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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化 、 多元化 、 多元文化」 進 而 「 國 際 化 ， ( 由 李遠哲主導) 的 「 i寓111 ， 描述 ，
能 符 合 一 個 「 新 的政治時代J 的 教 育 改 造 I 實 應 該 是輕而易. ' 水到自壓成的
過程 ﹒ 創 造可以在 「 教 改 . ， 出版的 《總結輯 報告.> 第二章所捷的教 改 r理
念 」 中 ﹒ 霸一節 「 教育現代化的方 向 J 的信合敘述 ， 獲得支持的例誼

「 目 前 社 ， 各 階 層 ﹒ 各 續續都在逐步個強 自 主 能 力 ， 主 體 性 的 追 求 成 搗
現 代 祉 ， 的 明 顯趟，專 ﹒ 這種糧勢使指 導 式 的教育越來越不能充 分 符 合 需 求 ﹒
家 長 ﹒ 社 區 對 教 育 ， 筍 ， 要 求 有 更 多 ﹒ 更 廣 告E 的 學 輿 . 公 民 也 要 求 吏 ， 終 身
學 習 的 饋 . . 為 因 應二十一世紀祉，的特點與變 遷 方 向 ， 教 育現 代 化 更 鷹 配
合主噎住的追求 ﹒ 反映出人本化 、 民主 化 、 多元化 ﹒ 科鼓化 、 國際化的方向」

( 頁 11) . ..在開於 「 多 元 化 J 方面 ， 它說 「 開放祉，的特擻 ， 是 對香元價
值 的 寬 容 ， 並能尊重社﹒上的少數或萄!I!J群體 ， 而提 供 適 才 遍 性 的 教 育 ﹒ 量已
連成此 目 標 ， 在接群 、 地區 . J/lI:入 、 住別 ﹒ 值，或心理等方面 ﹒ 居於揖!I!J地位
的 學 習 者 ， 其受教育的檀利 、 擻 ，及待遇 ， 酋受到更 多 更好的關 注 與 保 障 ﹒
因 此在保持菁 英 教 育 的 水 導之 外 ， 尤慮重視普及教育的提升 ， 亦即在發展教
育 功 能 的 同 時 ﹒ 又能維體社 會 的 公 義 ﹒ 祉 ，在政治理念 ﹒ 職業選擇 ‘ 消 費 需
求及人生成就等價值判斷上多元化後 ， 每 個人能從 自 己 的 基礎 上 ， 不斷精益
求 精 ﹒ 盡量 揮 呵， 能 ﹒ 追 求卓越 ﹒ 通 讀 奮 發 向 上 的 動 力 ， 目 的不在於 促 使每 位 學
習 者 與 同 儕 激 烈 ，直 箏 ， 而 是 要 肯 定 祉 ， 上 多 元 的成就與價 值 ， 這 種 多 元 取 向
有 利 於 聾值 國 家與祉，創造力的提升 ﹒ ， -( 買 12) 已

在第三章 「綜合建蛤」 中撞出 「推展費元文化教育J 的理念時說 ﹒ r 書元
文 化 教 育 的 理 念 ， 在於 肯 定 人 的 價 值 ， 重 視 個 人 ， 能 的 發展 ， 使每 個 人不但
能珍惜 自 己 1J!< 群 的 文 化 ， 也能欣賞並直觀各脹群文化與世界不 同 的 文 化 ﹒ 在
祉 ， 正 麓 的 原則 下 ﹒ 對於不同性別 、 弱 勢1J!<群 ﹒ 或 身 心 陣 ilf 者 的 教 育 需 求 ，
應 予 以 特 別 的 考 量 ， 協 助其發展 ﹒ 此!&1J!們特別提出現代書，元文化教育的兩
個 主 眉 ， 一篇原住民教育 ﹒ 二 主吾爾佐平 等教育 . ， ( 頁 37)

毫無癡間 . 1揖0 年代的 「現代化J 、 「 多 元 化 J 、 「 開 故 祉 . ， 車，述 ， 在
這慢和 19叩 年 新興的政治事都與新社，思潮 ， 做7 面面俱到 ﹒ 進一步的組合 ﹒
所 開 新 興 政 治 與 社 會 思 潮 ， 就是在 r !þ 元 文 化〉 中 所 列 ， 的棚於 r 1展 群 J" '
r 性 別 」 以及社會 正麓的問姐 ﹒ 而 「脹群J 間眉 ﹒ 更僅以 「 原 住 民 ， .姐為代

理覽 ﹒ 但是沒有處理的問暉 ， 仍然是 「 階 紐 J 問題以及 「 國 家 認 同 」 問團 ﹒ 甚至
在所高學的 「教改理念J 中 ， 居然沒有將 r;本土化」 列為 自 棚 ﹒ 是以 ， 像 「省
軍區問團 」 或 者 「 本 省 ﹒ 外省」 問題 . r 四 大直堅群」 問團 ﹒ 當然不是這 攘的 「 寓
111 ， 自由 述 所 意 欲 去直 接 觸 疆 的 讀 周 ﹒ 還 縷 的 「避而不鼓， . 反應 了 外 部政治
祉 ， 對 於 此 類問厲的缺乏共軍區 ， 是以也無法在連 個 做 惆 圖 民 養 成 ﹒ 公民培育
的喝犧 ﹒ 進行有 權 定 芳 向 的 趟 述 ﹒

且過制改革蕾帽的 前沒扯扯集資，農村 ( 新佳，食育暉，是) • 

61 ..考 《教互交通訊) . 自 19阻 年 10 月 29 日 出 刊 ﹒

'是主a 、 彥元又化，撞在 8"1的軍屁冉摳. 2571 

不止教育部邀揹成立的 「 教 故 . ， 提出 「 費元文化」 的 理念 ， 自 從 19個年
開 始 的 「 教 改 」 年代 1 敏 感 的 教 育 界 也 開 始 肘 諭 並借用 「 多 元 文 化 」 在 國 內
外的理念與運用情形 ， 熱烈討繭的情形彷祖傳一塌新的 「 教 育 現 代 化 」 熱 潮 ﹒

如果用 r 多元文化， .n 闕.詞在讀珍 「 中 華民國期刊自由文幫哥 1 ， 中 搜尋 ，
扣 除 摟 觀 之 後 可 得 195 軍( 見附 衰 二 ) • 

62 從 衰 二 可 以 得到 一 些 幫 寮 重 點 ﹒ 而
這 些 重 甜 苦， 少 反 映 了 「 多 元 文 化 J 在 台 灣 的 一 些 特 色 ( 1) 如 果 以 文 章 內 容
與 讀 者 群 來 分 嶺 ， 我 們 得到 將 近 四 成 是 廚 師 ，區 教 育 或 者 路 商 體 系 所 摸 述 或
出 版 ， 鹿為最顯著的一群 ﹒ ( 2) 而關 於 「 吾 元 文 化 教 育 」 這 個 盟國 間 的 ， 更超 過
半 數( 53.2唱) .其中不乏以 「 多元 文 化 教 育 ， .n 探 討 對 象 的 過 論 與 教 學 設 計 局
盟軍 flI . ( 3) 如 果 以 廣 盡量 的 r1J!<群 / 種 農 」 來 看 ﹒ 則 占 了 19.1呃 ， 直 接 和 原 住 民
有 闊 的風題則 占 12.3% ﹒ (4) 性 別 .flI相對周於少數 ﹒ 只 有 3.4% ﹒ 比哲學，圓圓
(4.3%) 更 少 ﹒ ( 5) 又 因 為 r 費 元 文 化 J 教 育 ， 原 本 是 一 個 「 多 民族J 民 主 國 家
的 教 育 理 念 ， 台灣之前並 沒 有 這 個 背 景 與 儼 件 ， 因 此 ， 各 種 誼 文 中 次 多 的 顯
別 ， 為 興 國 外 「 多 元 文 化 國 家 J 有 關 的 介 紹 與 對 自由 ， 這 些 「 外 個 ， .以棚榜

費二 以 「 書元文化」 禮，且期刊 前文所得;): 8

以 文 章 內 容與讀者群分，

師I!輿諮商 其他 總 計 ﹒

82 113 195 
42.1% 57.9�也 l曲唱

以 文 章 內 容 輿 帽 捌主 題 分 盟國 (1)

原住昆 ( 當 圍 內 外 ) 其他 總冒+ ﹒

24 17l 195 
12.3\也 87.7唱 l曲唱

以 文 章 內 容 與 相 關 主 ， 好 . (1I) 

「糧農 / 1J!<群」 性別 文學﹒術 苦， 兀 文 化 哲 學 其他

文化 教 育
.5 8 23 125 10 24 

19.1現 3.4�毛 9.8% 53.2% 4.3唱 10.2唱

以 文 章 內 容 輿 帽 " 地 區 分 續

齒 ， 北 貧 讀紐 其 他 組 計
152 15 13 16 196 

77.6彷 7.7% 6.6% 8.1% 的現

賀科來lIl ' ..;j(珍 I "'.Ji!圖閉刊﹒咒111; 引 ， 11... . 構，堅值果 ﹒

總計

235 
100唱

'1提明 文..... 10'. . 翱..超過 195 . 是因‘有責E祖國之主擅 自 重
!lttll!所致﹒

62 撞撞所用的是 「啊，團」 、 r績，要J 所包含的..間 不.文，陸 的 內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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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元 文 化 主 羲 J 的 澳 起 最 多 ， 其 他 依 次 為 自曰 ;$: 大 、 美 圓 、 西 歐 ‘ 新 加坡與
馬 來 西亞等地 ﹒

(五) 帥，直體系興高等教育 的熱烈.，.

另外一個制度化的改變 ， 是各種以 r ，多元文化， l(<名的高等教育單位的成
立 ﹒ 此以 1的6 年 花蓮師範學院成立 「 書元 文 化教 育 研 究 所 J (19扭曲) 為首酬 ，
而 ， 備 主 任 at 是 擔 任 「 教 故 * J 委 員 之一 的 前 圖 立 師 範 大 學教 授 陳 伯 瑋 ﹒ 該
所 成 立 的 宗 旨 為 「 於 文 化 研究 的基 礎上 發 展 教 育 研 究 ， 把 文 化 的 多 元 情 境 視
為 研 究 前 擾 ， 並 對 隱 含 的 單 一 文 化， 種 做 缸 ，到j 與 改 革 ﹒ 」 這 個 價 槽 的 成 立 ，
至 少 在 實 明 的 宗 旨 陳 述 上 ， 展 現 7 具 有 文 化 批 判 意 涵 的 敘 述 ﹒ 而哪些課題鹽
酸包括在 「 多 元 文 化 」 盟軍 眉 之 內 ﹒ 也 是 師 範 系 統 所 對 詣 的 重 點 ﹒ 很摟強建成
(2<間 : III) 的設 法 ， 1997年台 ， 師，區 大 學 . 1hI 了 全 國 第 一 次 「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的 理 前 與 實 際 J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 在 還 惘 ， 中 敏 提 出 的 韓 題 包 括 了 「 原 住
民 教 育 、 1!Jf群關係與教育 、 兩性平等與教 育 、 多元文化教育的政續與模式J
以 及 包 括 有 「 燭 土 文 化教 育 及 本 土 語 言 教學 」 在 內 課 程 興 教 學討 論 ﹒ 遺 可 以
說 是 「 書 元 文 化 」 教育的基本類別 ﹒

以 此為 考 慮 樺 的 ， 在花 師 「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研 究 所 J 成 立之 後 ﹒ 陸 續 在 全
台 灣 各 地成立 的 相 關 研 究 所 ， 可供 圈，考的共 17個 ﹒ 其 中 1 個 農群關係 ， 1 個 客
竅 ， 1 個鄉 土 ﹒ l 個 民 族音 樂 ， 2 個 台 灣 文 學 萄 街 ， 2 個 世 別 教 育 ， 剩下 的 9 個
則 都 和 原 佳 民 教 育 發 展 有 閱 ( 參 考 附 衰 三 ) " 63 以 原 住 民 為 核 心 ， 搭配 「 性 別
教 育 ， " 遵 循 在 道 外 圍 的 有 原 來 新 興 的 r ø 土 與 語 言 教 育 」 ﹒ 「 台 獨 文 史 研
究 ， ' 曙然 成 形 ﹒ 臼 甄別 年 前 大 ， 苑 出 版 由 !II建成所續 著 的 { 多 元 文 化 教 育
設 們 的盟軍團與別人的經壘8) ﹒ 其 中列. r 原 住 民 教 育 、 閱曹教育 、 那土 教 育 、
性 別 教 育 、 與 教 育優 先 區 J ' 同 時 對 翰 7 世 界 各 地 如 英 國 ﹒ 加 掌 大 、 澳 洲 、
南非以及其他 各 地 的 情 形 ﹒ 這 樣 的單幢幢選擇與 向 國 外取 經 的 續 續 方 式 ， 多 少
也印麓 ， 時下飾，甚教育系統對於當代 r 多 元 文 化 教育 」 的主流 「 想 像 J • 65 

由 原佳民團眉之所臥在 「多先文化」 圈中單得特別注重 ， 輸 了 原住民盟﹒圓的特聲色 ， ， 同
時面圖紋，軍帥 、 文化的 蠟燭的 、 詞，且帥祖祖盡量臭 ， 竄，實間團圓驢"可翱�.續11， ( 高
.. 2咽。 23) ， 加上覺到澳姐 ﹒ 加倉夫等「現代化」 國家的，眼﹒外， 尤其特別和 'LOJ{III 
會』 的制度世椎動有E續圖 係 ﹒ r原民﹒』 車站廣參與"'[ ，原佳Jfol長教育擅， (19980617) 的
制 訂 ， 並規定"1 r�1!晨"/J!， 的 設 立 ， 道而推動ilI醋，坡，以且多元文化，數師研冒 ﹒ 姐 在
2由1 年 7月 在台，使師� '原住民教育研究中心， It理 30- 50人次帥 ，原住民鍍曲多元文
化.ol!lII團體工作訪』

制 和「佳8U J 有關的圈圈 ， 原本即在一個E廣吏的反父權 兩位平等的政治典文化酷刑11U!
下這行 ' 'E 的 時 間 比 「多元文化圈」 爐里旱 ， 盤不能..圖於 r 多元文化」 教育 " .考附衰
五) ﹒ 另 外 ， 參考副小等 (20個 103- 122) 台灣史研究興起的情悟也團恤 ， 是從 1980年
復閉 ， !;t拒六 中 團 軍，而來 ， 並不是II農興起，令 1993 年之後的 「 多完文化， .. "  

.. 層團莊'‘..擾111攝相間資訊 ﹒ 見楚111. (20叩卜

多元主.. . ;J 正文 化圈述D. 83ft的躍居揖蟬. 2591 

費三 新近成立與 r �元文化J 有間之大學系所

研究所名研 成立時間 宗 冒
花草師簣，院 1992.08 旨 在研究原住民教育 問 題 ， 研提改進意見 ，
原住民教育研究中心 章，供政府或相間教師，曹操痺 ， 期能促進原

住民教育 ﹒
台 中 師，區學院 1993.08 推 廣 ， 土 教 育 ， 間， 鄭 土 文 化 ﹒ 工 作 要 點 在
輝土教學研究中心 於 軍 第 台 ， 獨 土 資料 ﹒ 充實 鄉 土 轍 ， 設 備 ，

撞機教學研究組績 ， 乃 至國小鄉土教學活動
Z輔導及其教材敦法之研究 ﹒

屏東師範學院 1994.08 本中心之宗旨在齡發鹿原住民教育之研究 1
原住民教育研究中心 保存原住民固有 傳說文化 ， 悔助輔導原住民

學較敏，為 目 的 ﹒

新竹師範學院 1994.10 依據 r費 晨 與 改 進 山 胞 教育J 五 年 計 畫 成
原住民教育中心 立 ﹒ 配合政府之教育政 賀 ， 輔導跳 ﹒ 竹 、 苗

三縣市各原住民，役的教學里研究之所需 .
並結吉地方實潭 ， 使本中心成為研究及推廣
原住民教育之重要扭動 ﹒ 研究IJ:住 民教育 ，
摸出改進軍見供政府或各級 學校教師探揮施
行 ﹒

台東師Il學院 1995 E合政府 「 寶 康 輿 改 進 原 住 民 教 育 五 年計
IJ:住民教育 中 心 重 ， . 研究 與 推 行 原 住 民 「 i直 鷹 現 代 生 活 ，

並維護傳統文化」 之教 育 目 樓 ﹒ 並貴教育部
望塵託組印 {原住民教 育季刊} ﹒

*曹大學 1995.8 台 團 軍庫 ， 原住民 ﹒ 閩 南 ﹒ 客 車 以及榮民各
簇 群 關保與文化研究 16<群費I!!成-1i影繽紛 的多元文化局 面 ， 實
所 站建立1!Jf群關係研究單位的理想讀境 ﹒ 有聾

於 此 ， 草草大學特設車所 ﹒

台 中 師筒，院 1995.09 依擅 「 疆 農 輿 改 進 山 胞 教 育 J 五年計畫成
原住民教育研究中心 立 ﹒ 主 冒 為從草原住民文化興教育之研究 I

J[!II 畫壇原住民社會 、 生活 帽 " 資 料 ， 培養
原住民教育之教學研究人才以保存原住民文
化 、 提升山地學校教學晶質 ﹒

花草師Il學院 1998.10 重 於近年 來盟軍 土教育及 台灣本土研究 方興 未
iIIII土文化研究所 艾 ， 無自由E圓民教育或甫民文化領域都噩111

六量λ才投λ ﹒ 將鄉土文化強化為一獨立且
專門的姻 ，且 ﹒

中央大學 1999.12 針 對 客 家 文 化 的 歷 史 與現實盟軍間 ， 透 過 λ 文
客車研究中心 祉，科學崎領塌的研究 ， 兼顧理曲曲興，蜀 ，

自E宜興政 府 與 國 內 抖祉，各界具 體 可 行 的 建
. ﹒ 

成功大學 2田0.8 全 面 搜 集 「畫，文學J 的 相 關 文獻 「噩獨立

吉，文學研究所 學」 全 芳 位 的 研 究 E 觀 區 犧 文 學 的 比較研
究 ﹒

政 治 大學 推 展 中 心 目 前 ， 主 要 工 作 為 . 辦理為原住民
l 原 住民按語言教育 簇簇語師資館聾 ， 以及保存 ﹒ 推 廣 原 住 民 酒

文 化 推 廣 中 心 (原 2個。 曹文化原住民研究中心則是，但合政大相關研
民 ， 要 託 ) 究 人 員 ， 過 行 ，衛研究對自由

2 原住民研究中心 2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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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三 新近成立與 r 書 元 文itJ 有周之大學系 所 { 續 )

研究所名稱 成立時間 宗 旨
. 曹 大 學 2曲1.8 共同主旨 .

原住民自醫學院毆有 研究陳住民寶康問題輿理蛤培育原住民建設
l 民.置1.11研究所 λ才慢供相關政寶路絢維 護 並 發展原住民.

2 民銀 僑 曹 與 傳 觸 ， 文化在地賀蘭興服草草原興 國際南島民展研究
系 中 心

3 民11<文 化學系
4，原

( 原
住

為
民

原
研

住
習

民
中

學
心

苑 )
國 立 蛋 繭 ， 備學院 2002 觀音樂為文化之一個現壘 ， 在文 化 中 進 行 對

民擴音樂學研究所 民B聲音樂之考寮興研 究 ﹒ 以中國文化之苟寮
興研究為主要內容 ， 配合對亞太各民11<音樂
文化之鐸 討 ﹒

( 六 ) 'J、信

遣 一 小 館 所 呈 現 的 是 「 香元文化J Ii 述 出 現 ﹒ 如 何在 l凹7 年 後 成 請 國 家
高 層 昌， 述 的 曲 折過 程 ﹒ 它 一 方 面 依 賴 l喝0年代康有的 「 多 元 化 J Ii 述 逐漸普
及與通俗 ， 成為社會慣用昆知的事實 ， 另 一 方 面 通 過 7( 1) 反筑 「 大 中 國 」 的
r 四 大 . ，羊 」 ﹒ 建立 r 生 命 共 同 喧 」 前 述 的 曲 折 ; (2) 通 過 建 立 公 民 窟 ， 與 鄉

土憶舊的社區總值營造工程 ; ( 3) 原住民的 自 竣肯定與 自 治要漿 ， 對於 澳 洲 .
加拿大等地的模的 ( 4) rm.台灣」 與 教 改 工 程 ， 外加另外發 生 的 f女位主
義 此 判 J 以 及 「 鄉 土 教 育 J . 終 於卸本文在 開 她 所 敘 述 的 ， 倒 成 7 1997 年
前 後 的 廣 大 社 ﹒ 氛 圍 ﹒ 這 攘 的 氛 圍 ， 不 但 幫 助 7 原 住 民 運 動 與 政 治 菁 英 在
1997 年 把 r 國 家 肯 定 要多 元文化J 寫 入 中 ， 民 國 憲 法 ﹒ 同 時 ， 固 氮 沒 有 事 鼠 ，
使1串連件事情的重要性沒有獲得應有的重視 ﹒ 而就在既缺乏，人 「驚奇」 或 者
「驚喜」 的感覺 ， 也缺乏自區人 f無慮不安」 或 者 「 慣 怒 J 情緒的情形下 r 多

元 文 化 」 靜悄悄地成�ft圓 的 「 基 本 回 寮J ﹒ 以 及 在 各種 回 家 重 要 慶 典 ﹒ 代
費台灣重要的 「集體賽，世」 ﹒ 曲

事 實 上 ﹒ 當 負 責 台 ， 國 民 教 育 再 生 產 的 主 要 系 統 ， 教育 部 興 師 範 系 統 ，
都 在 為 迎 接 r，多元文化J 時代 的 東留學相訕遇、並 開 始 成 立 新 的 師資軍11 . 機
構時 . r 多元文化」 無昌，是否 「 入 電 J ﹒ 都將成為新的章，型，典型 . 1997年
憲 法 的 規定只是更加保障7它的政治正繭 ， 以及組組 椎 動 的 通行 無 阻 ﹒

但 是 正 因 搗促 成 「 賽完文化」 蛤述等相關 括 個 形 成 的環境種種佳 ， 以及
使 用 者 的 r政治 目 的 J 衝 突 對 立 ﹒ r 多 元 文 化 J 時 代 的 來 自區 ， 並 不 代 衰 過 去
箏，固不 休 的 問 題 的 中 止 ， 下 面 裁 們 將進入本文另外一個 主 題 ， 說 是 關 於 窗 前
「 吾吾 元 文 化 」 的困境與鈍戰問 團 ﹒

屆 比 圍 在 盒 里 的 圈 ， 慶 典 與 政 治 . 式 中 揖棉大暈過E用 和 陳 俊 昆 、 客 家 鐵 . ，也會 r貨主」
有 圓 的 文 字 、 符，隨 實 驗 、 食物典人物畸型隻 ﹒

'是主a 、 '是又紅揖撞在 il Jl的車居鼻囂.. 261. 

費五 台 灣 各 大學燭盒里性別研究11構

揖 構 名 稱 成 立 時 間 工作重點

台
r

灣 大 學 λ 口 中 心 1985 數勵婦女研究 ! 轍，區輿彙聲相關資軒 .
婦 女 研 究 室 J 出 服 學 衛 作 品 ; . 辦 學 衛 . . ﹒ 座 毆

r 人 口 與佳 別 研 究 中 心 」 1997 . ' 工 作 功 - 閱 價 相 闕 ， 但

瀾 ， 大 學 1989 推動婦女研究
r

兩位輿社會研究室J 寶貴農婦女研究課程
r 佳 gq輿祉，研究室J 20個

高雄."說 1991 椎 動 兩 性 平 等 教 育
r 隔世 研 究 中 心 」 社區婦女服都聽輯

高峰師範大學 2000 開 毆 碩 士 班 ，單 程 1 培 養 性 別 教 育 草 叢
往 別 教 育研 究 所 λ 國

高峰，學大壘 2001 開 設 碩 士 聽 程 ， 槽 11 性 別 與 . !l' 研 究
性 別 研 究所 專業λ員

中 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2 r 中 國 近 代 婦 女 史 研 究 計 畫 J
r 中 國 近 代 婦 女 史 研 究 計

_ J  
女位學畢， 1993 建 立 女 性 學 研 究 者 之 主 擾 個 組 、 結 合

婦 研 興 ， 還 . ft .!l! 敏 圖 冊 還 ﹒ 對 祉 ，
..發曹

台灣大學 1995 打造無性別岐觀的鐵市
r往別輿空間研究室J

中 央 大 學 1995 椎 動 陽 性 別 研 究 聲 扭 住 少 數 ; . 1flI 1
「 惶 / 別 研 究 室 」 r性教育 ﹒ 佳暈 、 住gq研究畫同性，研

究 國 學 衛研討.J

成功大學 1995 .1flI... . 椎動聲音型研究 、 開 設 型
「 婦 女 輿 闖 世 研 究 室 J 別 研 究 遍1111單 程 、 推 動 闖 世 平 等 教 育

世新大學 1995 開 設 遍 ，團體 程 ， 推 動 兩 佳 平 等 教 育
「 性 別 興 傅 揖 研 究 室 」

東 海 犬 學 1995 開 設過擻，程 ， 推 動 兩 佳 平 等 教 育
「性別與文化研究室J

� 江大 學 中 文系 1998 .備 椎動讀書 . . 舉辦學衛研討，
「 中 圖女性文學研究畫」 叩開正式

成 立

資料來， 劉小琴 、 盧旺 ﹒ < The Developme肘 。r the Women Movement 間d Wo固en/ Gender 
Studiee in Taî.wan) ( 出 廠 中 ) • 

五 、 難題與跳，聽

l蜘 年 5月底 ， 台灣的政治哲學家群愿在中 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祉，科學研
究 所 ， 對自由的主周就是 「 多元主羲J ( 蕭高彥 、 蘇文流主圖 1998) . 這恐怕是 自
1983 年 楊 國 櫃和林鐵生的辦趟之後 ， 台灣的政治( 哲學 ) "看 第 一次 這 種 價 宜
地 、 精心地討翰這 個 問 團團 ﹒ 司， 後 說們 很 章運的能讀到台灣 的 - 些 傑 出 學 者 如
何在另 外一個( 不 全 然 ) r 非政治J 的塌續中 ， 間較包括 Aristotle， Plato， Locke， 
Isa揖 Berlin， 的缸l田 Taylor， Michael Waltzer， Haberm品 等 等 在 內 的思想理路 ， 討

論 多 元給和一元 蝕 ， 民接主 輯和多元主 義 ， 以及 自 由 主 養和社群主義是否能



E262 會 ，的采集

同 時 存 在 的 困 難 問 眉 ﹒ 但 是 道 和 前 面 說 們 所 說 的 台 灣 撞 撞 「 多 元 論 」 ﹒ 「 吝
元 文 化 論 」 好 像 沒 有 直 接 觸 遍性 。 如 果 說 相 互 引 用 與 人 員 網 絡 ， 來 ， 的 積如
此 ﹒

但 是 事 實 上 這 車 ， 種所 攘 的 幢 幢 間 眉 ， 特 別 是 江 宜 樺 ﹒ 寮英 文 、 興.高
彥 導 對 於 「公民」 ﹒ r 認 同 」 ﹒ 「 差 異 」 ‘ r 社 群 主 羲與 個 人 自 由 J ﹒ 「 民 接
主 鑫 與 多 元 文 化 」 等 ， 都有值得加以介紹並繼續討 論 的 地 方 ﹒ 不過嚴於篇幅
與 個 人 能 力 ， 連 個 工作將留待以後 進 行 ， 這 種 將 只 曲直 從 tlt所觀察到的現實 問
團 出 發 ， r 住 上 ( 眉 ) e 寫 」 ﹒

(一 > ..一 : 是主鼓 『多元文化』 簣 ， 還是 r文化，元』 道 ?

台 灣 的 「 多 元 文 化 」 大 多 是 用 英 文 的 multiculturalism 做 為 想 像 的 ， 考 悍
的 ， 而 關 於 如 何 想 像 ﹒ 包 括1l!<群 ‘ 鞋 ， 讀 別 等 各 種 重 要 的社 會分 肢 ， 難 乎 都
無 法 選 免 耍 ， 考 北 美 、 紐演 等 外 國 糧 草t . 但 是 竄 ， 可 希 章 說 們用 的 是 r 文 化
多 元 」 的 想 像 ( 這 種 不 必 附 個 英 文 ) • 57 Multîculturalism 在 賢世 略 上 必 須 強 調 移
民 與 少 數1l!< 育 經般的特殊性 ， 然 後 祖國 大 討 訕 基 礎 ， 試 團 結 合擱於女性 、 同 性
戀以及特蘇宗 教 等 祉 ， 顯 燭 的 社 會 平等參與自圓周 ﹒ 因 為 是 對 所 有 「特殊佳」
的 聲 舍 ， 所 以 有 關 multicultural間1 的 公 共 政 簣 ， 舍 得 依 賴 先 體 定 「 特 殊 圓 民
身 份 」 ﹒ 探行特殊的 「 肯 昆 行 動 J (affirm甜ve 缸tion) ， 與制 訂特殊的話會 ( 教
育 ) 故 宮廣 ﹒ 以 台 灣 原住民政績為例 ( 如 附 費 六 ) ， 包 含 眾 多 已 經 通 過 ， 或 正 制
訂 中 的 法 書， 與 佇 政 規定 ﹒ 運 些 福 利 制度與特殊身份規定 ， 固 然將保障1l!<群文
化與 各種特殊性 ， 賦予他們在 大 社 會 中 較平等與有競爭 力 的 位 宜 ﹒ 但雖 然 是

l!I 六 畫畫圖原住民特鷹，份相間法傳與規定

法規名稱 公布 自 期

中 ，民 國憲法增，儼文 1997/07/23 

原住民身分訟 2個1/01/17

原 住 民 1l!< 教 育 法 1998/06/17 

各 級 學 校原住民族語曹教 師宿曹能力認軍作樂 2個1/02/16

原 住 民 保 留 地開費管理辦法 2棚/02/16

「原住民展保留地閱讀管理儼儕 J 草案 2帥2/01/17

原住民接工作11保障法 2個1/10月1

原 住 民 學 生升學值得及原住民公費留 學辦法 2個1月1/20

畫iII原 住民1l!<固種傳說姓名 丑 J!: lE 姓 名 作 業耍，臨 2刪/05/09

原住民1l!<基本I!草案 立 院 護 案

JJJ! 住民1il費跟當草案 立曉提案

原 住 民 族 自 治邊草案 原民，研擾
r 人 續 保障基本語J ( 法 輯 部 ) 行政蹺，審查

67 另外一圈，曾敏使用的爽文是 “pluralistic culture" ﹒ 

9元克遜 、 多 先文化，單位 11，.的躍居鼻蟬， 且YI

為 7 費略 性 的 目 的 ， 因 為 和 福 利 相 互 包 里 ， 將 導 致 這 些 制 度 不 斷 強 調 「特殊
性 」 問 團 ， 使 得 祉 ， 開 係 個 固 與 持續的特殊化 ， 或 者 將 促 成 祉 ， 頭 別 「憬籤
化 J 、 r ;本 質 化 」 、 「 對象化」 、 「 自 然 化」 的 問 題 ， 在 社 ﹒ 交 往 開 係 上 ， 構
成 「 軟 盤 隔 離 J ' 反而 更 加 限 制 了 人 們 建 立 有 機 的 祉 ， 開 僻 的 空 間 ， 也 不 能
「 發 明 」 新的 「交互佐」 仕的procity) ， 甚至 ， 如 同 在北美以及紐澳 ﹒ 因為單純

考慮大結構的社會不平 等 ， 而沒考慮不平等的情境性與小看境特殊性 ， 都 招

致 reve凹ed discrimination 的指控 ， 引 發 新 的 祉 ， 衝 突 ﹒
制度化的鑽型 ， 建立特殊國民的待遇如社會福利保障 ﹒ 固 有 其 必 要 ， 但

是 其施行必須考慮這 些 制 度 自 將如何改變下一階段的社會 群 體 之 間 的 互 動 ，
是 朝 向 更加冷漠隔離 ， 還是建立 「 相 互 性 」 的連帶關係 ﹒

皮 之 ， r 文 化 多 元 」 的 想 像 ， 不 是 要 求 說 們 將 重 點 放 在 多 樣 的 「特殊文
化 」 、 文 化 辭 髓 的 各 自 「 特 殊 性 」 上 ， 而 是 要 把 焦 點 放 在 所 有 不 同 文 化 「 承
戰 者 」 的 「 多元」 面 貌 ， 強調軍一文化的多種東激 E 文化的柔軟盤 、 多重情境
性 ， 以及其正的 多元發展上 ﹒ 「 苦，元文化」 前不幸地指引人朝 向 「特殊性」 的
僵圍頓別性思考 ， 不泊是族群 、 住別還是宗教 ， 但是 「 文化多元」 ﹒ 指引致們
朝 向 開係與情境性的思考 ﹒ 不 錯 ， 各 llU 草 或 祉 ， 頭 屬 確 實 有 他們特殊的祉，
形 成 歷 史 ， 但 是 發 們 不 要 將 連 接 的 歷 史 發 展 r jI 圍 成 為 單 一 不 變 的 特 質 J ' 
而要把重點放在他們的多重壓史遺構進程 ， 呈現真空，據 形 態 ， 不 但 包 括 香 樺
的 來 源 ﹒ 過往的社會涵容關 保 ， 也包括與之對應的祉 ， 條 件 或 情 境 ﹒

l明8 年 11 月 在 花 草 鳳 神 附 近 的 個 廣 場上 ， 辭 'il: 7 由 台 灣 各 地 來 的 學
者 ， 試圖探討為什麼叫 做 「 東 台 灣 J ? r 東 台 ， 研 究 」 的獨特住在哪懂 ? 叫 做
一 個 時，科的探討 ﹒ 道原來是和前述 「 多元文化」 諂 中 的 「 那 土 」 部分 ， 有密
切 的 關 係 ﹒ 而在遷 ， 當 開 始 桐 ， 當 時 擔 任 師 大 地 理 系 教 授 的 施 添 福 先 生 ， 其
專 題 演 構 中 有一 段 倩 影 的 話 語 ， 我 龍 為 最 能 說 明 我 要 講 的 r -文 化 多 元 」 中 關
於 「 獨特性」 的歷史形成 ﹒ 情境 ﹒ 闊係 ， 以及 「獨特佐」 和 「 主流大社會」 的
相 互 作 用 以 及 觀 點 ， 如 何 撞 開 因 為 強 調 「特殊性」 而忽略7 關 連 性 的 問 題 ﹒
特別 揹寫在道裡

「 而 台 灣 東 部 之 所 以 能 被 視 為 一 個 獨 立 的 地 理 區 域 ﹒ 是 固 A 't 有

一 項 共 同 的 特 性 ， 並 在 連 一 項 共 同 的 特 佳 影 響 下 ， 經 歷 了 有 其 於 台

灣 茵 卸 的 E 史 費 用見 過 程 ﹒ 壇 一 項 共 開 特 性 ， 就 是 「 孤 立 J ﹒
相 對 於 西 部 ， 台 灣 東 部 且 如 「 陸 土 禮 品 J 的 孤 立 性 ﹒ 不 但 在

台 灣 島 上 創 造 J r 另 一 個 世 界 J ' 同 時 在 「 另 一 個 世 界 」 之 內 ， 又 形

成 T 許 多 「 並 存 的 ，1、 世 界 J ﹒ 克 服 祖 立 性 ， 聲 合 ，1> 世 界 ﹒ 並 企 圖 將

6. 爐個研討﹒的名構是 「擻，掌 ‘ E史真空間 一一，使台灣位﹒典文 化 的 11('*研究」 研討會 ﹒
主1111但也膏。研 !1!IU長所 ‘ 固 立台灣lI!前文物 博物館...眩 ， 還有新成立的 「責台灣研
究*J ﹒ 主酬人是台，使師厲的E學 明 ﹒ ( 見 E學 明 、 呂 連 政 扭曲)



圖2由 會，肘采來

r 另 一 個 世 界 J 儕 λ 台 ， 西 部 的 主 流 扯 會 ， 是 清 末 牡 丹 社 事 件 扭 ，

回 軍 權 力 進 入 東 部 聾 的 聲 力 方 向 ， 而 彈 性 01'1 用 矗 立 性 ， 一 方 面 聲 緝

'1、 世 界 ， 另 一 方 面 則 強 化 東 、 西 部 的 差 異 ， 企 圖 翻 轉 主 軸 ， 以 在 東

部 所 建 立 的 日 本 式 社 會 和 文 化 風 尚 化 胃 西 部 草 人 社 會 ， 則 是 日 本 時

代 經 膏 * 卸 的 目 標 ﹒ 不 輯 是 企 圖 克 服祖 立 性 >.t 利 用 祖 立 性 ， 呻 創

造 T 台 ， 東 部 蚵 為 獨 特 的 歷 史 曹 展 過 程 ， 而 風 于 草 都 有 別 於 西 部 的

區 蟻 特 色 ﹒ J ( 施語學 福 羽田 1- 2) 

( 二 ) R周二 r J. 元畫展草草』 和 r國 家 認 同 』 的 仟 楊 閥 周

中 華 民 國 在 台 灣 發 展 成 為 「 多 元 文 化 J ( 也 是 明 示 加 睹 示 的 差， 民 1Øi ) 國
家 ， 這 是 一 個 晚 近 的新聲明 ﹒ 但 是 這 個 新 疆 明 是 經 過 無 數 次 激 烈 的 黨 派 動 員
與 軍 軍區 型 態 門 事 後 獲 得 的 結 果 ﹒ 它 之所以能勝出 ， 實 在 因 為 它 符 合 民 主 的 精
神與制度 ， 而 且 ， 各方都在新的 「 多 元 化 」 、 f 言，元文化」 誼 述 中 ， 選擇性摘
取 自 己 所 能 接 受 或 想 要 的 ﹒ 但是這成這無數次的競爭或衝突的重點之 ， 是
和 國 家 認 同 有爛的統獨問題 ， 或者說 ， 如何 「 想像他者 J ' 以及如何想像 「 中
國 輿 台 灣 」 問 題 ﹒

「 苦， 元 文 化 」 要 求 「 尊 重 與承 詔 典 文 化 ﹒ 包 容 與 開 闊 的 心 胸 J 但道如
何 可 能 用 到 國 內 的 統 獨 問 題 ， 或 者 爾 摩 關 係 呢 ? 或 者 ， 任何一個 國 家 呢 ( 江
宜 樺 1凹的 ? 任何 一 方 的 「 促 統 或 反 獨 」 或 r &. 統 或 但 獨 J 搶述 ， 都 幾 乎 必 然
帶來另外一 方 的 「 受 害 J ‘ 「 恐懼」 、 「 嫌 惠 」 ﹒ 「 被讀專J 等 不 一 的 負 面 感
受 ， 有 「 難 以 共 量 J 的 價 值 衝 突 ﹒ 過 去 的 「 多 元 文 化 J 絕 大 多 數 是 在 假 定 所
有的lØi群或文化岐異 ﹒ 原來均處於同一個既存國家 的屋頂 ( 制 度 ) 下 才 開 始 進
行討詣的 ， 包括許世楷 ﹒ 賣 昭堂各 自 的 「 台 灣共和國憲法草案 」 在 內 一一 都 是
很摟 「 顧 撞 在 一 起 形 成 一 個 國 家 」 的 出 發 點 而 撰 誕 ﹒ 但是現在大家對既有的
「 屋 頂 J 評 價 如 果 落 差 很 大 ﹒ 而 且 只 要 一 有 人 開 始 解讀 ﹒ 雙 方 的 「 強 評 價 」

價 值 ， 就 被 召 喚 出 來 ， 甚至動氣起 口 角 . 69 連 個 時 候 ， 如 果 中 國 大 陸 不 時 又
施 展 「 文 攻 武 嘴 」 的威脅 ， 或者用 「 經 濟包圍政治J 的實略 ， 具 有 不 同 的 「 強
評 價 」 意 見 的 台 灣 各 rlØi群」 人 士 ， 要如何才能進行有意鶴的 ﹒ 「 合理性」 的
「 溝 通 」 呢 。 在 缺 乏 可 溝 通 ， 不 受 扭 曲 的 書 說 條 件下 ﹒ 別 說 討 請 對 話 ， 如 果

要 貿 然 進 行 公 民 役 軍 ， 股票結 果也不可能連成任何 「共IlJ . 10 

假 定 此 一 問 到 不 是 因 為 中 國大 陸 的 「 武 力 J 威 脅 ， 以 及 完 全 否 定 台 灣 人
民 「 可 以 J 有遺揮拒統或選擇獨立的種 力 ， 假 定 單 純 就 台 灣 的 民 主 趟 述 已 經
遭 到 的 「 霸 槽 」 程 度 ， 以及各種既有制度性安排 ， 包 括 圈 ，遍 ， 與 憲 法 修 訂

的 III 評 價 (strong evalua.tion) 是 Charl田 Ta.ylor It 於不 能 化 的 為 祖 制 主 費 、 真 實 的 、 朝 向
'.， 的 自 麓 的 . 連 ( 當高. ，998 ， 489- 呻0) • 

70 .於理解且對話 ， 理性間.典民主 ..考嫂iIII 國 (1998) 且資繭前提 (1998) • 

多元主 a ‘ 9 克又化屆擂鑫 台 ，的軍屠揖蟬. 265. 

的通程 ， 雖不能解決 ， 但必定將能增加 「理性溝通J 的可能 ﹒ 現 在 因 為 有 r鄰
居 大 哥 」 的 經 常 耳 提 面 命 與 分化自Ij 戳 ， 團體重考歐 國 內 不 同 背 景 人 群 間 的 相 互
信續開係輿溝通能力 ﹒

錢 認為 ， 自 前 「 比 較 符 合 現 實 」 的作法 ， 是 在 統 獨 揖 眉 之 外 ， 椎 動 致 認
為 更 貼 切 的 「 文 化 多 元 」 的 討 論 ﹒ 周 前 面 施 海 福 的 買賣 台 灣 敘 述 來 比 喻 台 灣
有其獨特性 ， 自 成 一 個 特 別 的 世 界 ， 但 是 這 個 世 界 中 也 有 很 多 「 並 存 」 的 小
世 界 ， 台 灣 也 一 度 被 整 合 到 「 中 國 」 、 f 日 本 」 那 個 大 世 界 裡 ﹒ 而 不 同 的 時
期 ， 不 同 的大世界有 自 己 的贊略 ， 要 聲 合 這 些 台 灣以 及 其 內 的 小 世 界 ， 改造
台 灣以及其小世 界 ﹒ 但是也有時健一些小世界整合起 來 改 變 了 台 灣 的聲 體 面
貌 ， 甚至和那個外部 的大世界 ( 中 國 大 陸 ﹒ 日 本與其他的殖民者 ) 抗 衡 ﹒ 在這
個過程中 ， 或 們 暸 解 台 灣 的 獨 特性 ﹒ 在還 惶 ， 台 灣 不 是 種 既 定 的 機 棚 ， 台
稽 可以 形 成 自 己 的 多種的 「 中 心 J ' 有 香 樣 的 面 說 ， 而構成台 灣 任 何 的 中 心
的 來 潭 ， 也 是 有 多 慢 性 的 ﹒ 不 同 背 景 的 踐 們 必 須 可目 互 J 反 省 ， 到 能 夠 承 露
這 個 社 會 固 然 存 在 香 蟬 的歧 異 ， 但是遺些歧異處 ， 是 不 能 用 來 完 全 取 代 歷 史
中 的種 雜 闖 係性 的 ﹒

(三) 1畫圖三 : 康有的 r多元文化譴J ' 有足夠的 rtl:會正是直』
的車湧喝 ?

「 多元文化」 必須處於 個 「 相互對待」 的平等制度環境之下才可能發生
作 用 ﹒ 單純的 「文化相對世」 與 「 尊重 差 異 J 無法揭露祉，階級 ﹒ 性別 、 種族
等 各 種 形 式 的壓 迫 ﹒ 或們如果是lIt於不斷被畫畫辱 ﹒ 認 同 的 其 實 性 (authenticity)
不 斷 受 到 否 定 ， 則 受 壓 迫 者 所 需 要 的 不 單 單 是 「 翼 文 化 」 是 否 受 尊 重 問 題 ，
而 是 反 試 種 lØi 主 麓 ， 反 抗 歧 視 與 自 治 的 問 題 ﹒ 台 濁 的 「 多 元 文 化 」 論 述 ﹒ 在
很 多 地 方 ， 明 顯 的 單 方 面 強 調 7 文化保存與語宵的問題 ， 如在 很 多 鄉 土 教 育
縷 ， 在 鹽富 的 話 曹 輿懷 舊情操之外 ﹒ 獨 獨 疏 喝 了 關於社，正聲情境 的 討 論 ﹒

認 真 的 台 灣 史 閱 讀 將 不 會 相 信 台 灣 只 是 一 個 「 單 純 」 的 「 移 民 」 社 會 ，
台 灣 的 「 多 元 族 群 」 有其歷史上不 同 的 殖民與移占過程 、 門 事 與 相 互 加 害 的
歷 史 問 題 ， 道 些 應 史 問 題 ， 涉 及 社 會 正 韓 、 噓 ， 剝 削 ， 或 者 政 治 差 別 待 遇 ，
並 不 是 單 純 的 旅 群 語 言 與 文 化 的 闖 闖 衝 突 ﹒ 我 們 討 諭 多 元 文化 ， 最糟糕的是
假 定 祉 ， 想 厲 的 僵 圍 住 與 不 變位 1 由 當 代朝向古代投射 ﹒ 說們 的 問 團 是 必 須
不 斷 反 頂 撞 究 不 同 的 「 社 會 額 團 」 ﹒ 脹 酵 分 續 方 式 是 如 何 生 產 出 來 的 ? 台 灣
並 不 是 天 生 有 「 四 大 族 群 J ' 即 使 經 過 1997 年 的 「 認 軍區 台 灣 」 的 教 科 書 增 修
之 後 ， 可 能 仍 然 還 不 是 「 四 大 lØi 群 」 的社會 . 71 而 在 歷 史 上 ， 載 們 的 先祖也

71 圈 ， 國 家 ， 塵 ，陵 園 ﹒ 台 大 政 治 系 有 首 膜 祖 先 血 扭 曲 石立刻，教浸在 ‘ 中 團 時，帥 的 - . .
文 〈台灣沒有四欠缺群) (19981027) 中 . 15'- r要面上 ， 台灣簇榜的觀壇 ， 輯人一種面向

未來 ， 克海希望的睡覺 ， 而 四 大 銀酵的觀注 ﹒ 則 .1撞7 文化多克的 自 自 氣氛 ﹒ 無而 ， 事實
上 . 在且繼希望圖 自 自 由歡呼聲中 ， ，﹒眉不住一般陸續輯且想.曲1lI" . 因為 ， 農轉.姐



圖2面 貨 ，的來來

不 是 用 r 四 大 tIÆ 群 」 來 個 互 融別 的 ﹒ 惟 有 錢 們 進 一 !J7 去 媒 究 人 辭 分 類形 膜 的
祉 ， 儼 件 ， 童聲 們 才 ， 發現 原 來 祉 ， 階 層 等 嚴 ﹒ 壓迫與反說壓迫 ， 是 如 何 在 祉
， 中 和 文 化 語 曹 差 異 ， 如 「 鄉 土 」 的 想 像 所 措 涉 的 ， 一 起 進 行 ﹒ 曹 如 設 們 惟
有 知 道 何 以 在 清 末 與 日 . 初 期 ﹒ 台 灣 「 平 埔 簇 」 如 何 績 .. 成 「 漠 化 J 7 的 審
人 而 一 度 r 消 失 J ' 才 ， 個 道 國 家 ﹒ 土 地 與 市場 ﹒ 戰 爭 ， 優 勢 的 祖臣 民 族 文 明
制 度 ﹒ 如何共同 決定7 廣大台灣先值的 「 消 失 J 命運 ， 而糟的 「 屯 讀書 J 玫 簣 ，
叉 如 何 迂 遁 的 影 響 到 戰 後 的 土 地 改 革 問 題 ﹒ 或 者 ， 也 惟 有 知 道 「 二 二 八 J
「 費 周 島 」 的真相後 ， 才可能產生 「移情J 式的暸悟 ， 可以反，認知 到 殺 It與

恐 怖 統 治 對 於 所 有 後 代 人 的 畏遠 影 響 ， 而 不 是 如 同 一 些 人 做 慢 的 回 說 r 雪里
又 沒 有 出 生 ， 和 設 有何平係 ? J 

在 這 個 賽完趟和祉，正麓的關連住上 ， 紀毆傑 (2田1) 的文章 ， ( 邁 向 多元
的種新j與平等區 ﹒ 社群種 ﹒ 自 由檀輿代間正羲) ， 提棋一個好的對自由的起，也 ﹒
而何擱 r i社會1EIIJ ? 或個人在閱讀女性主羲者 Iris Marion Young 的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 Diffe凹nce 時 獲 益 良 苦苦 ﹒ 她揖出 r l! 迫的五個 面 向 」 作為違反正麓
的 社 會 事 實 : (1) 經 濟 成 果 被 剝 削 ( 如 勞 工 ) : (2) 祉 ， 生 活 被 過僵 化 ( 如 貧 ，
與 少數 ) ; (3) 個 人應 享 有 的 幢 威 ﹒ 地 位 ﹒ 尊 僵 的 被 剝 奪 ( 威 植 E 迫 與 敵 視 ) ; 
(4) 被主 流 「 刻恆印象化J ( 如婦 女 ﹒ 外， 人 士 ) ; (5) 受 到 ，力侵犯威脅等 ( 如
侵 略 與仇恨把持)(Young 19明 311- 312) . 當 然 違 只 是 一 些 候 ， 苟 的 面 向 ﹒ 它

們 之 間 並 不 排 斥 ， 也沒有輕重 ﹒ 反 而 最 常 見 的壓 迫 ， 是仔" 個 面 向 與社 . 關
係 的 重 疊 ﹒ 觸 於 這 個 問 題 的 更 多 深 討 ， I'lUt 考 戳 在 其 他 地 芳 的 文 章 ( 11茂控
1997) • 

(四) .周四 : 如何祠二十一世緝的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組遞信
想 ?

台 灣 r � 元 文 化 」 政 治 的 聲 明 真正獨頭 ， 受 1970 年 代 的 北 美 政 治 新 思 潮
的 毆 . ' 也 通 過 借 用 「 澳紐J 的 實 際 經 . . 但在 1阻0 年 之 後 所 形 成 的世界資
本 主 義 ， 借 新 式 的 高 適 交 通 網 興 通 訊 系 統所 帶 動 的 各 種 「 流 動 」 以 及 新 型
憊 的 經 濟 ﹒ 由 老 帝 國 區 的 歐 英 國 家 帶 動 ， 闖 出 7 所 開 「 全 球 ft J 的 各 種 組
述 . 72 r ;全球 化 」 假定在民tIÆ 一一 國 家 系 統上的區 壩組 織 ﹒ 如 WTO ， lMF 和

不敢面對的 ﹒ 霆，甚咽.山名立的死亡與渾沌隅 . ' 制團咽不住的陣陣潭 ， 癮 . . ， Jl.1t 
.τ剛﹒時間所記 ﹒ 主建會!E '﹒村111咽，曹」 蓋到 'SUt文化敵，使帽勘芳，展』 肘.8:下 ﹒ 並
且把﹒村信昆泡上新名間 ' 1研 住民」 ﹒ 軸 ，1取住民J 並"1 蜀，.1真解 ' .到盟國消 息 ， '. 
柯宜.， 作'"且是個何臣. 1 名小組掌聲大響 ， 用 他. '.1'1揖』 的.aflftI樂而團扭
曲 ， 啊 ，所.新世民 ' .沒有圖書..曲，政 客 ， . 111 團會紋，軍帥，軍 帽 子 ， 矗叫蔑斷
而單薄的分團 ﹒ 帽 間 ，寬 ( 圖詞組件事 )有什盒..IlIUt蠱 ，電線官 ， J (2個1曲23 (中圓
..，的 立信，會1II. ) ﹒ 針對a﹒ 間 ，區 ， 湯圓，寇在 ，台灣文學研究工作重J 寫 ]' - . <紋，掌
軸圖國宏姐民化的重行不悍〉 做 7 不 間 角 度的分析 ﹒ 闡址在E : www.twl.ncku.edu.tw/hak
chia/i/iu-seng-ko祖jchokkun-hohai.htm

η 抽 Featberstone (1989)， Bird (et al) (1四3) '" • 

9正主a 、 9正文化，單位 倉 ，的軍....14囂， 站71

World B血k(，) 等 ， 將取得重要的位置 ， 它們要在世界掃蓮的主要敵人 ， 說是和
國家保護主羲 ﹒ 民tIÆ 主 羲 ﹒ 工， 主 義 、 祉，福利 、 社區主種與所有和 r llE 同 J
有闋的公共政績 ﹒ 在通 同 時 ， 世 界 貧 窮 國 家 與 傳 統 左 翼 發 動 相 對 廳 的 r r;;: 全
球 化 J 抗盟國與各種論 述 ﹒

台 . r � 元 文 化 」 趟 述 所 面 對 的 問 閣 ， 一方面是台 灣 將 面 自 來 自 世 界 各
方 面 要 求 「 開 故 J 的 壓 力 ， 開 鼠 的 影 響 不 只 是 經 濟 的 ， 而 是 整 個 社 ﹒ 的 ， 包
搭載們很此間的祉，開係 ﹒ 說 們 社 會 的 財 富 分 配 問 團 與 經 濟 轉 型 都 面 聽 吏 11
厲 的考 擻 ， 農 工 部 門 將 面 趨 前 所未 有 的嚴峻鏡戰 I 而 國 際 ， 爭 力 的 要 求 終 將
迫 使 台 灣 誠 少它 的 「 祉 ， 資 本 」 的 支 出 ﹒ 而在祉，文化塌績 的 流 動 ， 也 只 會
更 加 速 ﹒ 另一 芳 面 ， 全球化不只是台資與外資管制的閑飯 ， 也包 括 更 苦 大 陸
人士輿外章，人士的入簣 ， 不只對於外勢的更大需求 ， 也 包 梧 對 外 壘， 勞 工 的 人
懂，巨大的保護壓力 . 台 灣 的 多元文化必須有吏"鼠的想. . 在 此 同 時 ， 台 灣
也 在缺 芝 圖 際承認的局勢禮和其他圖 象 ， 進 行 對 等 開 鼠 的 協 商壓 力 ， 如 對 於
資 本 、 人 員 的 保 體 措 施 輿 公 民 續 與 歸 化 間 組 ﹒ 而 「 吾 元 文 化 鵲 J 仍 然 必 須 更
加 強 ， 輿 「 祉 ， 正 聲 」 的 撥 通 值 1 用 「 祉 ， 正 學 」 作 2、 一 種 普 遍 價 值 ， 更 高
的 祉 ， 統 合 昌， 述 ， 才 可 能 同 時處理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 壓 力 ， 否 則 「 多 元文
化」 趙將更深陷入 「 相 對 主 羲 」 的無力 困 續 ﹒

( 五 ) ..五 : r J. 元 文化』 是 r高文化』 還是 『 常 民 文 化J ? 

不繭是 r 苦， 先 文 化 J 訕 還 是 「 文 化 ， 元 J 誼 ， 其 實 都 是 一 種 新 的 發 明 創
造 ﹒ 不 但 不 是 常 民 用 詣 ， 各 政 黨 代 費 人 也 團固 然 有 很 苦 奮 行 不 一 致 的 地 方 ﹒ 在
大 多 數 時 間 它 只是一種有佇動黨略考量的政治修辭 ﹒ 按 說 不 是 常 民用 語 ﹒ 可
用 附衰七來衰示 ﹒

在附衰七中裁們試用 r !D時報紙，圖索 引 資料庫J ﹒ 選擇 r � 元 文 化 J 做

1994 。
1995 1 
1996 8 
1997 9 
1998 21 
1999 13 
2曲。 27 
舍It 80 

資'HI<i軍 緩 緩 演 珍 「 即 時1II 11.圈 011: 引 賣輯
]a， ' 連﹒專. ' ..1高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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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 尋 的 名 闕 ， 結 果 只 獲 得 共 80 次 的 使用 次 數 ﹒ 而主要是從 時間 年之後次數才
有 增 加 ， 在 1993 年之前 ， 幾 乎 不 曾 出 現 ﹒ 造 和 前 面 附 衰 _ r 多 元 化 」 用 語 出
現 將 近 1，5個 次是不能比較的 ﹒ 社 ， 上 對 於 r 1lÆ 群 政 治 J ‘ F 政 治 展 群 化 J • 

有 很 多 不 同 的 意 見 ， 要續受 r1lÆ群.MJ ﹒ 「 性 別 昆 同 J 是一種 「文化」 可以
聽 抱 可 以 大 聲 說 出 來 ， 仍然 有 顧慮 的 ﹒ 而 設 們 祉 ， 中 仍然 普 遍 出 現 關 於 「 他
看」 的總 鐵 、 污 名 ﹒ r a 1lÆ 中 心 主 羲 J ( 傅 仰 止 2叩1) . 在 最近的研究中掏出 ，
台 灣 讀 人 對 於 原 住民處境的 看 法 ， 其 實 很 種 雜 的 ， 特 別 是 在 東 部 原 住 民 人 口
比串連三成的地 區 ， 萬 人 尤 其 顯 現 出 給 予 原 佳 民 負 面 的 評 述 ﹒ 而 聾 ，直芬 、 顧
玉 珍 (19個) 的研究 ， JUr:抱台灣最具 「種族主羲」 傾 向 的 r 山 地聽早地人種益
促 進 * J ﹒ 而他們和陳水繭 的 重 要支持 者 ， 商投立要幫燼輝 ( 的任立法院民進
黨 團 總 召 ， 遣軍包括和 平 與 繪 聲 南 山 地 輝 與 鄰 近 的 豐 原 市 )2 者之 間 ， JlJ 11\;有
沒 有 利 益 代 實 人 的 關 係 ﹒ 仍單單寮者感覺挺蔥 ﹒ 而台灣也存在一些對於所有
和 r 車 土 」 有 闋 的 事 前均探取11視與敵視的人 ， 他們 用 雙 重 標 單 對 待台 灣 政
府 與 和 北 J;!: 政 府 ， 不 斷 否 定 台 灣 ， 見縫 插 針 ， 但 對 中 國 卻 是一片歌頌，慕 ﹒
至 於 台 灣 各 貨 單 ﹒ 各 候 選 人 當 他 們 在 對 「 設 銀 J 進 行 號 召 峙 ， 鱷 常 無 法 忍 耐
對 於 r 他 1IÆ J 不 攻 擊 與不污嚕 ， 道種對身背 「裁1IÆJ 動員和 r他1IÆJ 動 員 鐸 用 不
同 的 商 黨 號 召 ﹒ 甚至相互矛盾 E 一 邊 說 族 群 融 合 ， 一 邊 說 裁 們 自 己 人 投 自 己
人 ， 已 經 不 算 新 聞 ﹒ 道 些都 容 易 使 人 們 覺寮 JlJ r 多 元 文 化 」 政 黨 的 虛 傷 性 ，
不 泊 是 「 苦， 元 文 化 r 還 是 還 裡 要 說 的 「 文 化 多 元 J . 距 離 ，官 民 的 認 知 ﹒ 成 為
常畏的 r 評 價 」 ﹒ 仍有很大 的 落 差 ﹒

六 、 結誼

通 篇 文 章 追 溯 7 台 灣 如 何 成 為 一 個 以 「 多元文化」 主 種 為 立 圓 的基本原
則的過程 ， 並在最後討讀了說看到 的 「 香元文化」 繭的問題與挑戰 ﹒ 連個 過程
的 特 色 ， 說 是 一 些 混 沌 拉 扯 的詣 述 ， 和 雙 邊 中 的社 ， 現 實 之 間 的 不斷撞擊 .
.管他們相互胡適借用 ， 但 是 裁 們 軍 偉 ( 台 灣 社 ， 力 的 分 析 〉 所 展 現 的 台 灣
中等階層 的政治企圖 中 ， 是無法草續推指出租 《中 國槍壇〉 有 關 的 「 多元 誼 」
來 的 ， 除非經過7 如 { 中 國 人 的 性 格 } 、 f夏潮) • ( 美 麗 島 } 等 的自由述方式
的 鐘 ，塵 ， 也 除 非 經 過 7 1i1f. 植 的 高 壓 與 對 抗 性 的作 法 ﹒ 男 一 方 面 ， 說 們 也 無 法
從 居 於 中 ， 在野位置的 r 多 元 詣 J . 推敲 出 「 吾先文化J 來 ﹒ 除非透過 「 四 大
1IÆ 群 」 ‘ 「 社 區總體營造」 ﹒ 「 教 改 J 輿 「原運」 的 書 虛作用 ﹒

而 這 些 也 不 過 只 是 r 後 見之 明 」 ﹒ 遺種所呈現的 是 一 個 利 用 和 誼 述 研 究
有 關 的 逾 擾 ， 割 草去 錢 翰 述 間 彼 此 的 刺 適 值 與 斷 裂 盤 ， 一 致 性 與 不 一 致 性 ，
解 審 一 個 特 定 的 苦 元自由 述 如 何 取 得 優 勢 ， 成 章為 立 國 基 本 原 則 的 「 散 漫 住 址 、
通 過 思辯道而成為 真理的嚴肅宣 告 」 的過程 ﹒

說 鹿 為 台 灣 的 「 多 元 文 化 」 諭 述 仍 然 面 路 很 多挑戰 ﹒ 載 道 裡 限 於 篇 幅 ，

9 正主 擾 、 '是又能，堪 鑫 f!I "的軍屠揖蟬. 269. 

只 摳 出 7 5 項 ﹒ 裂 的 基 本 看 法 是 目 前 開 於 費 元 文 化 的 一 些 制 式 思 考 與 想 像 ，
將之視為對於族群 ， 性別 與 佐 取 向 ‘ 宗 教 ﹒ 壁畫 歸 者 的 祉 ， 福 利 與 特 殊 國 民 額
型 ， 對於祉，事實是選擇性的認知 ， 固 然 有 寮 略 性 與 目 的 盤 ， 但也不章地侷
限 7 人 的 恩 寺 輿 社 ， 闇 係 聲 明 ﹒ 截 獲 到 對 於 r 文 化 吾 先 J . 而 不 是 「 多元 文
化J 的強繭 ， 是試圖扭轉 「 多元文化J 的 「 本 質 化 J 輿 「 對 "ftJ ﹒ 突 破 「 軟
盤桶，監」 和 F 祉 ， 福 利 制 度 」 的 相 互 包 裹 闇 係 ﹒ 同 時 用 「 社 會 正 羲 」 來 建 立
「 多 元文化」 的積極性 ， 而不幢幢是被動的容忍與尊 重 ﹒

最 後 要 說 ， 這 篇 文 章 的 最 個 始 ， 寫 計 . ' 原 本 是 要 針 對 「 多 元 文 化 論 J
所 面 蹋的挑戰進行討說 ﹒ 但是在，寫過程中 ， 益 發 感覺到 ， 理 解 過 去 是 如 何
疆 生 的 ， 才買賣能 清楚理解開圖 在哪裡 ﹒ 結果 追 溯 起 草草就 占 去 7 大 半篇 幅 ， 真
是 始 料 所 未 及 ﹒ 特 別 是 胃 里m ( 美 麗 島 〉 的 一 段 ﹒ 更 多 的 「 情 同 J 感 受 ， 屢遭
篇文章又缸畏7 許 多 ﹒ 但是 真 的 ， 不知道 r 過 去 J . 怎暸 解 「 現 在 J ? 不暸解
r 現 在 J . 姐 何 討 自由 未 來 呢 ? 聽 踐 引 用 台 灣 史 研 究 者 擻 ， 村 的 一 些 話 ﹒ 作 為

這.文章的結尾
r 1979 年 發 生 的 美 麗 島 事 件 ， 對 台 灣 有 相 當 深 刻 的 影 響 ， 當 時 大 眾 傳矯

媒 值 與 學 敏 當 局 全 面 扭 曲 醜 化 ﹒ 往後 則 是 刻 意 罔顧忽載 ， 形 同 未 發 生 過 這 件
. ' 反 映執 政 當 局 不 顧 面 對 壓 吏 ， 過避 壓 史 的 裁 判 ， 也 不 圓圓 以 此 一 史 例 來 作
為民主政治攪進過程的教 材 ﹒ 11人民..享受無知的快樂 ﹒ 二 二 八 事 件 是 超
過 40 年之後才寫進教科. ' 美 麗島事件則是 羽年後寫道教 科書 ， 遣 大價就是
台 灣 式 的 『民主進步a ﹒

統治者另一誓於抹除人民記憶的手段是 要 往 前 看 ， 不 要 往 後 看 ， 結 果
台 灣 人 是 宋 當 知曉 ， 就被迫要遺忘 J ( 戳， 村 1999)

設 想 這 些 話 用 來 作 為運.探討 「 台 灣 未 來 J 的 「 多 元 化 」 文 章 結 尾 l 應
該是特別 適 當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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