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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It經歷了超過四五奇之卅崗世紀的民主化監學A閱敢並帶動了政治、經濟、社會與

學
文化上的巨變﹒本書以1中攀民國的畫灣ftH話線繁 J統攝戰後lut政治史的發展歷程﹒

分為「中華民國n灣化的段動( 1945-1987)J 輿「中華民國11:灣化的展閱( 1987-2008)J 
兩部分進行誨述﹒

本筍，堅合目前為止中、日、英文學界對戰後登灣史的研究成果，設跨政治學、/ff史

學、語言學、社會學、區級研究、認同政治等學衛領域，是一本具科際擎合特色的戰後

芋，哥政治史﹒作者在先行者研究的基毯上﹒進一步授出其獨特的「分析式架街上被視並

解釋戰後墅，哥政治發展的軌跡，對戰後壹灣政治史研究具有處要

若林正丈教授在本書以政治體制為經，以時間為緣，分析了戰後墓禮，政治體制的結構 ， 也
r ‘自

同時說理了六十餘年來的畫畫灣政治史 ﹒ 定了何1成功地結合社會科學(政治學)、與歷史學研

究手法的佳作﹒

吳密富麗 ﹒國立星星灣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作者熟~於蔓灣的學街成果與現實脈動，在本m運用「多重簇群社會上「遷占者間家」、「七

-三年體制j 、「民族主義政黨制j 等諸述工具﹒更大軍應用最新的研究成果，嫌其深度與廣

度，讓讀者在閱讀上無疑享有「為歐式J 的滿足~﹒

薛化元 ﹒國立政治大學盛灣史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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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出版中心二十週年紀念選輯總序

堂大出版中心是闢立臺灣大學的一級單位 ， 成立於 1 996年 ﹒ 至今

( :!O 16 )整整」卡年。為轍世界各國的大學出版社 ， 對學術研究成果的

傳播 、 學術影響力的發揮 ， 長期以來都扮演著重要角色。與世上知名

的劍橋 、 牛津 、 哈佛 、 芝加哥等大學出版社相比 ， 一十歲的出版中心

尚屬學步階段。

臺大出版中心和上個世紀後期亞洲各國紛紛成立的大學出版社

一樣，以「非營利導向的專業學術出版社」為宗旨 ， 意即出版方向主

要挂學f指出版 (academi c publi shing) ， 出版一本書的優先考星是它的

學術品質與影響力 ， 而不是銷售潛力。臺大出版中心也和其他全是灣的

新興大學出版社一樣，碰到相似的問題 ， 那就是如何從原本服務本校

的印務單位 ， 在空間窘迫 、 人員擴編困難&經費有限的情況下 ， 轉型

成為服務整體學術界的大學出版社。致們解決問題的策略有斗。一是

「開放 J ' 作者不分校內校外 、 圍內國外 ， 審稿品質決定出版與盃。一二

是「專業的交給專家 J '出版的選書/編書/銷書三個階段皆然 : 選

喜 ， 採取「學者專家主導的學術叢書制 J ' 配合嚴格執行的 r [01行審

查 J 以保障出版品的學術品質 ; 編書 ， 也|入專業編輯 ， 建立可微調

編務的標准作業程序 ， 以確保出版品的編輯品質 ; 銷書 ， 則建立專賣

行銷團隊 ， 積極走出校園 ， 廣鋪國內外實體與網路通路 、 參與國內外

各大畫展 ， 、世)主期學辦1i銷活動。一路走來 ， 出版巾心收到不錯的成

效 : 出版壘從成立初始的個位數 ， 到 2015 年全年共出版書籍 73 冊 、 影

音 DVD 兩種 29 }干。學術言亨 、 教科書的品質及出比也逐年提升 ， 20 15 年

學術書占 64 .4 0'0 、教科占 26川 、 一般占 9.6凡。這一切 ， 要成謝校方的長



11 蓋在沒臺空空攻台史一一中華B'.靈童旬，仁的歪理

期支持，諸多學者專家的無私奉獻，以及所有同仁的努力。

也大出版中心在邁入;十週年之際﹒可謂轉型成功，足一個「小

Jfü精的!」的學術出版社。就此發展來說. ._ i.週年對tB版小心別具忠

義 為此﹒我們於主年 3 月開始討論，最後決定從全部 700 多種出版品

巾，選出 10 本占作!.':!; r 紀念選輯」 ﹒ 以 2014 年以前不川年代的毛要的

版品'b;主，有專著、有譯作，也有選集，包話: (中關文學史) l:: f 

冊、( Ip岡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現代「抒情傳統」凹論}、{惡

之華}、{銀線:十九世紀的世界與中間}、{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

王朝}、{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同臺灣化的歷程〉﹒以及f-11畫大版

《殷海光全集) 22 巷中精選前j成的兩本選集{是什麼 ， 就說什麼}、

《隔離的智慧}。這 10 本書 ，特別邀請學者撰寫導讀，裝輛也重重新設

計 ，內容則建革於現行版本之 t ﹒章新緝校，讓醇郁純典的是柄 ， 峰

裝於現代鼠的新瓶巾﹒以罔顧出版巾心走過的足跡。

1司大學，不 4定都要有自已的出版社 o fE1.華:灣作為寸間文化個

體，一定要有幾家科具特色、活力十足的大學1M版社，為華濟學持的

研究成果作最後一日里的出版呈現，進而把毫灣的學術力是推廣、延伸

出去﹒把好的著作引介進來 F 常 J道 : r f.年樹木，青年樹人。」要

成h一家世界級、具有公信力的專業學術出版社﹒大概總得要四、五

十年的時間。學術出版的大環境 ， 雖凶社會形態和科技發展而迅速變

化 ， 我們仍確信現在的方向符合蛋灣社會和巾文學術界的需求 ﹒ 衷心

期盼望﹒大出版巾心在紀念四十或亢十週年時，已成為世界巾文學術出

版界的第 JIU牌。

項;絮 n言，主

全大出版中心主任

2016年2 月

導讀戰後臺灣社會的私密、

政治民主化與臺灣民族主義

放眼近三、四十年來日本對臺灣近現代史、戰後臺灣政治變遷的

研究頡域，如要列舉其中最重要的學者，相信許多臺灣學界同仁腦海

小首先浮現的，絕非若林正丈教授莫屬。如要舉出若林教授在戰後臺

灣政治變遷方面的研究生涯代表作，那麼又非這本《戰後臺灣政治史:

rjl攀上美國垂灣化的歷程}莫屬。

石林教授在 1970年代初步入臺灣研究的學術生涯，他在 1983 年

於日本出版{台灣抗H運動史研究) ( 2007 年至三灣發行中文版 ) .成為

U本殖民統治 F臺灣人區抗運動研究的電要著作。此後若林教授的研

究重點，逐漸轉向畫灣當代政治變遷，尤其是集中在威權統治到自由

化、民主化而風起雲j勇、詭譎多變的政治轉型過程。 1992 年在 H本出

版的〈台灣:分裂關家與民主化) . 隨即於 1994年發行中文版，是若

林教授在垂灣出版的第咱本研究當代臺灣政治的專書。身為日本學界

亟灣研究者第王代的領軍人物 ，若林教授從早期關於至三灣反抗鐘民史

到後來戰後政治史的著作，幾乎都是這些領域的學于與研究者必讀之

作。 l 這對於在臺灣研究剛開始發展的 80年代末至 90年代成長的一代

妥灣讀者而言 ， 更是如此。

出生於 1949 年的苦林教授，目前已從東京大學教養學部退休，轉

11到早稻田大學政泊經濟學術院。在 1992 年的{台灣:分裂國家與民

主化〉一書中﹒若林教授指出 1980年代初到 1991 年的 1-年巾 ﹒ 左右全是

|穹1 F' ~ ~~ :'t~月字為~~~-r-f!~(. ~.!"'t 平~?:可 β 質 4主持美?繁 1')89 . 8-9 ) 



l 、 蓋在俊堇彎政 F古史一一中華畏置室建化的':!~主

灣政治體制變化的方向 ， 是中國間民黨統治下「臺灣型威權主義體制」

的民主化。他並且明白強調 ， 這些變化的方向 . r 一言以蔽之即為『中

學民間的臺簡化~ J 。這本《戰後垂灣政治史) • I可說是石林教授從

1 9削年代之後四十幾年來觀察 、 研究臺灣政治變遷的結晶。這本將近

亢 (Î 頁的大作 ， 莫主主於他過去的每書與相關論文 ， 、監呈現他對戰後臺

灣政治變遷的整體觀點。若林教授指出 ， 隨著臺灣「政泊體制氏主化」

的結構性變動 ， 認同政治也逐漸浮現 ， 因而出現另一種內容與意義不

同的政治結構變動 ， 亦即「中華民國毫灣化」。他強調 ， 這兩者同屬政

治結構變動 ， 但前者屬於政治體制層次 ， 後者則屬於政治共同體層次 ;

民主化也具有臺灣化的意義 ， 但臺灣化在民主化之後卻繼續進行 ， 更

l主i巾閥勢力帽起的刺激 ， 而進一步挑戰美國所有意維持的臺海現狀。

若林教授所謂的「中學民間臺灣化 J . 指的是 r 1 949年以後出現

的 、 所謂『正統中國國家之政治結構(國家體制、政治體制、關民統

合意識形態)只統治著畫灣』的事實發生變化的過程」。換句話說 ， 這

是戰後國民黨政權對立於共庫中國 ﹒ 宣稱以中華民國為名的臺灣為合

法 、 正統的中國時 ， 所仰賴的制度、意識形態 、 政策 ， 與實際所統治

的領域 、 人民 、 歷史逐漸相符的變遷過程。《戰後臺灣政治史〉全書主

屑 ， 自IJ在於探討這個過程的「敢動」與「展開」。

在「敢動」的部分 ， 若林教授指出 ， 臺灣在歷史上先後成為滿

清 、 口本 、 美國三個帝國的邊障 ， 使不同移民移入而形成多電族群社

會。這在經歷多次的社會車組後 ， 成為後來中華民闖臺灣化的歷史

「前提條件 J 0 1 94 9 年之後的戰後堂灣周家 ， 既是國際社會中東問冷戰

的的11月墓地 、 與中華人民共和間對抗而宣稱的lE統付了岡岡笨 ， 也是相

對於哥哥灣社會的「遷占有問家」 ﹒ 而這t!l J是巾幕民械!寄:簡化的「初期條

件」。這種正統中闖闖家與遷占者開家的性質 ， 使 1 94 7 年一二三八事件

所導致的「省籍矛盾」問之下來 ﹒ 並 11真現為不、|王穹的「政 ifî菁英6月
族群:電結構」 ﹒ 亦即外來的外省籍政治菁英占據中央!晉級的優越地

單單獨 蓋在後墓，變社會的私æ 政治民主化與妻灣民族主義 v 

位 ， 而地方政治菁英則主要為本省人。不過若林教授指出 . 19 70 年代

初美國與中間改善外交關係及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向聞等外交危機， 使

國民黨政權做為正統中關國家與遷占者國家 ， 因此喪失外部正當性 ，

使得中華民國臺灣化開始敢動，而接下來也正是 1972 年 6 月就任行政

院長的蔣經國掌握大權的時期。為應付危機 ， 開民黨政權在內政上實

行有限的民主化與臺灣化 ， 以強化內部正當性 ， 包括允許國會部分定

期改選而開始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 、 在黨及中央政府層級起用本省

籍菁英 、 以及實施包容臺灣的文化政策。當時的局勢也激發出「戰後

世代」在政治與文化上的異議 ， 亦即「回歸現實」思潮湧現 、 「黨外」

勢力發展 ， 因此使中華民國臺灣化的動能無可過止。

在「展開」的部分 ， 若林教授認為 1988年蔣經國去世 ， 是中華

民國臺灣化全面展闊的起點 ， 而這個政治結構變動 ， 涵蓋四個相互

關連的面向。第 4個面向是「憲政改革 J .亦即以修改{中華民國憲

法〉來建立民主體制、修正國家體制。在憲政改革的敢動階段( 1988-

1990 ) . 李登輝在蔣經國逝世後繼任總統 ， 並隨之擔任黨主席 ， 與黨內

保守派鬥爭 ， 取得能與體制保守派及反對黨雙方交涉的「平衡者」的

權力地位，也掌控開歐憲政改革的條件。此後在憲政改革第一個階段

( 1990- 1 996) . 由李程輝與國民黨主流派主導二三次修憲 ， 制訂國會全面

改選 、 臺灣省與行政院直轄市的臺北市 、 高雄市首長民選、總統直選

等制度 ， 建立「最小綱領的民主體制 J . 草本上達成政治權力正統性的

臺灣化 ， 使外省人做為遷占者族群的政治優勢面臨崩潰。這期間 ， 民

進黨與臺灣獨立團體與其他在野力量的挑戰 ， 都發揮重要作用。第二

階段( 1996-2005 ) . 在直接民選總統李登輝 、 陳水扁任內 ， 第四到七

次修憲包括廢止是灣省長 、 省議員選騁的 r ì東省 J . 以及修憲案於立法

院決議後須交付公民投票 ， 調整總統 、 行政院長 、 立法院之間權限而

建立「臺灣式平總統制」、立法委員席次減來及採小選區與政黨比例代

表制並立、廢止岡民大會等。這些都超越最小綱領的民主體制 ， 並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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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臺灣化。

此外 ， 若林教授指出 ， 中國民國臺灣化的第三個面向 ， 是「民族

主義政黨制」的形成。從 1 970年代「黨外」形成與「回歸現實」思潮

發展，歷經美麗島事件，臺灣民族主義逐漸成為政治反對勢力的核心

理念 ， 並且在憲政改革與歷次選舉的民主化過程中合法化。民主化所

出現的多黨政治，也形成臺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對

抗主軸。因此可以說 ， 臺灣民主體制的政黨體系 ， 是在民族主義政黨

制下形成的 ， 真有清楚的「族群的 民族的」脈絡 ， 而其政治動員具

有族群動員的特色。至於第三個面向 ， 則在於國民統合理念與多重族

群社會的重組。遷占者的優位喪失 、 針對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等重

新審視過去 、 臺灣民族主義的挽戰 ， 以及原住民運動及客家運動興起

等社會文化多元性的浮現 ， 都使得官方的中間民族主義漸失統合理念

的作用。取而代之的 ， 是多元文化主義，並且臺灣民族主義幾乎已成

為準官方民族主義。這些都促成「四大族群」概念出現 、 原住民族政

策法制化等多重族群社會的族群關係重組。不過 ， 若林教授也強調 ，

由於歷史記憶分歧 、 國民統合概念不確定等因素 ， 都造成多元文化主

義下錢幣 、 紀念日、節 H 中代表中華民國或臺灣化意涵的國家不同象

徵並存 ， 呈現「拼布化」的闊族認同。

若林教授認為 ， 中華民國臺灣化的第四個面向 ， 可以歸納為「 一

個中國」原則的倒退以及與「七二年體制」的衝突。從 1 972 年美國總

統尼克森訪問中國時與中國簽署《上海公報》開始 ， 逐漸形成以「 一

個中國」原則來規範臺灣地位的國際秩序 ， 而美國也堅持臺灣與中問

對立必須「和平解決」。但民主化的臺灣內部對「 一個中國」原則的支

持衰退 ， 因此不 nJ避免地與這種國際體制衝突。這也使得面對帽起的

中國時 ， 美國必須費力藉著〈毫灣關係法》而將臺灣納入其非正式帝

國周邊，以維持臺梅和平。歸納全書 ， 打林教授在結論指出， !扣攀上是

闊臺簡化涵蓋政治菁英、政治權力正統性、間上是統合意識形態 、 以歧

淒清 室里後墓灣社會的私密、政治民主化與臺灣民族主芸 vii 

闊家體制的臺灣化 ， 終使國民黨政權的正統中國國家與中華民國的虛

構形象解體。

整體來看 ， 若林教授這部著作有四點特色 ， 尤其值得肯定。第

一 ， 這是一部縱觀全局、具有開闊歷史視野的著作。若林教授以「中

學民間臺灣化」的角度 ， 綜括 1945 年之後超過一甲子的臺灣政治變化

方向。在學術高度專業化、學者的研究頡域與課題往往分殊嚴重的時

代 ， 這額的著作尤其值得肯定。當代的客觀學術制度 ， 很少對這種著

作撰述有鼓勵作用 ， 而眾多學者的主觀知識心態上 ， 大致也已遠離追

求這種著作。類似若林教授這本書的著作 ， 往往均擅於運用社會科學

的概念與理論角度﹒清楚描述並詮釋繁複的歷史過程 ， 且具有「物語」

或故事的性質 ， 讓不同背景的讀者都覺得可以親近。這種足以通貫長

遠歷史 、 牽涉不同研究領域與課題的論著 ， 經常能為讀者抖落瑣碎 、

提綱擊頓 ， 提供宏闊的理解角度與完整視野 ， 有利於讀者掌握時代大

勢與觀察高度。這不管對於學生、學者，或是對社會一般大眾的讀者

而言 ， 都是迫切需要的。

若林教授在中文版序中談到 ， 由於當前的歷史仍在變動 ， 沒有

「明顯的歷史歸著點 γ 因此撰寫當代史有著「險惡冒險」。但是他

認為 ， r 書寫者還是要或硬是要在面前乍看之下非常雜亂的千變萬化

當中理出個脈絡 ， 給當代歷史編個有頭有尾的故事。本書理出來的脈

絡 ， 我給它的總稱叫『中華民國台灣化.!I 0 J 筆者曾借用美國社會學家

John Shelton Reed 的觀點 ， 談到「敘事的或詮釋的社會學 J ( narrati ve or 

interpreti ve soci o l ogy) 應該受到更多重視 ， 亦即社會學不管基於智識上

或政治上的理由 ， 都應該更加重視描述性的 、 詮釋性的 、 說故事的社

會學著作。而這對於渴望瞭解社會 、 瞭解自己與他人 、 時代關連的廣

泛讀者大眾來說 ， 更加重要 ， 也更有趣〔蕭阿勤 20 1 2 : 1 汁。這個看

法 ， 對社會科學的其他學科 ， 應該也適用。若林教授的這本專著 ， 正

具有這樣的旨趣。他做為日本學者 ， 努力訴說臺灣的故事 ， 既促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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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讀者了解台灣 ， 也幫助臺灣讀者了解自己與自己的社會。

第一 . 全書的分析架構輿論述角度清楚 ， 條理井然。若林教授分

析中華民國臺灣化 ， 主要著眼於政治體制的結構性變動 ， 關述這種變

化的初期條件 、 敢動過程 、 展閱歷程。這本書始於威權統泊的正統中

國開家體制的建立與鞏間 ， 進而探討閱際的東問冷戰體制變動如何從

外部挑戰這個正統中國國家體制 ， 導致遷出者優位結構及政治菁英的

族群;電結構兩者逐漸崩解 ， 形成民族主義政黨制的政治競爭架構。

扣緊結構與體制所開展歷史論述 ， 使這本書綱學問張 ， 條理清楚。因

此雖然全書所涉及的史事相當多 . {旦讀者卻易於掌握 ， 不會迷失其中。

第斗 ， 全書博採眾多既有研究的成果 ， 鎔鑄一爐。若林教授廣泛

吸收臺灣 、 日本與英語世界的既有研究成果 ， 但運用本身的分析架構

輿論述角度 ， 將這些的研究發現與論點融會貫通 ， 成就他的「中華民

圖畫灣化」論證。如同第一點所提到的，在學術高度專業化、學者研

究範聞與議題極其分殊的今日 ， 類似本書以開闊的視野貫穿 、 剖析長

遠歷史變遷 ， 尤其難得。額似地 ， 在相關卻又不同範聞輿議題的學術

研究成果累積到一定程度的某些階段 ， 能夠統整這些成果 ， 將這些既

有發現輿論點聯繫起來而產生新的，意義 ， 同樣也是相當必要且值得肯

定的工作。尤其就臺灣本地學者的研究成果而言 ， 與歐美的主灣研究

學者相比 ， 日本學者經常更能重視並吸收 ， 而若林教授這本書正是一

個範例。例如書中討論戰後族群的重組 、 遷占者的黨國體制 、 回歸現

實思潮 、 政治動員「族群的一民族的」服絡、四大族群概念等部分 ，

大致都吸收融會臺灣學者研究的結果。這除了凶'A日本學者治學認真

嚴肅之外 ， 也顯示他們較之間方學者在地理 、 立化上與臺灣更親近 ，

同時大致有更好的 I tl 文閱讀能力 . [.J;:!此能更充分掌握臺灣學有的研究

發展。閱讀石林教授這本大作 ， 讀者彷彿與他一起回顧 1 990年代以來

戰後垂灣政治變遷的宜重要研究成果 ， 這是相當令人愉悅的事。

第四﹒這本書有廣闊的視野與歷史分析的高度 ， 但也兼顧史實細

空軍讀 數已畫畫1聲社會的私宮 政治民主化與畫灣民旅主義 lλ 

節與現實政治動態。能夠呈現如此的優點 ， 一部分原因即來自上面所

提到的 ， 若林教授莫基於既有研究成果 ， 對前人研究累積的認真吸收

與整理歸納。這除了顯示戰後臺灣政治史研究在臺灣內外都已累積豐

厚，也彰顯作者的學術功力。尤其是書中對於現實政治動態的分析交

代 ， 雖然也有不少來自既有研究或文獻 ， 但充分顯示若林教授長期對

臺灣政治的細厭觀察 ﹒ 以及對政治現實運作的敏戚。例如書中清晰描

述歷時十五年左右的七次修憲日的 、 過程 、 紛爭及結果 ， 使讀者能清

建掌握臺灣民主化或中華民闊臺灣化在制度上如何落實。又例如對李

會輝如何達成「平衡者」 、 「小強人」角色的討論 ， 也相當細緻而清

楚。書中許多圖表 ， 將紛亂的史實化繁為簡 ，也對讀者非常有用。整

體來看 ， 這是一部飛得高 ， 也潛得深的著作。

展望臺灣的未來 ， 若林教授在書巾認為 ， 因為政 iG人物與選民

的世代交替等因素 ， 戰後遷占者國家帶來的族群政治 ﹒ 將大幅退居幕

後。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省思、人權的維護等 ， 有利於族群和

解 ， 省籍矛盾會逐漸成為過去。臺灣的認同政治爭論焦點 ﹒ 將轉到中

間政策與臺灣化政策的實質內容。若林教授強調 ， 雖然臺灣的國家認

同仍然呈現「拼布化」的狀態 ， 但承認臺灣的多重族群 ， 多元文化主

義的國民統合政策 ， 已成為各政治勢力間的共識與基本國策 ， 而這是

以民主化及畫灣民族主義為原動力所開展的中華民閻臺灣化 ﹒ 在國民

統合理念方面所達到的境界。 他指出 ， 即使臺灣民眾的國族認同仍有

歧異而不確定 ， 但主張以誓:灣海範圍的政治共同體的公民自主來決定

毫灣前途已成為最大共識 ， 是臺灣民主化的最重要成果。他同時也提

醒 ， 毫灣社會的政治爭議 ， 應避免訴諸過度簡化的民族主義式論點 ，

以及極端的群眾動員 ， 而政 ifî家也應該們我節制。在書中最後 ， 若林

教授語重心長地歸結道 ， 從卡九世紀開始 ， 各種帝國勢力常將自身的

期望強加於空潛之上 ， 如今空灣仍須應付巾國的挑戰。他深切盼望 ，

臺灣海峽的和平 . ï 更應當尊0/-路以來達成諸多成就的哥灣住民的意



間憲法明文保障言論 、 講學 、 著作與出版自由 ， 但事實上「我們卸處

處受到有條件的管束 ， 在條件之內尚稱自由 ，逾越條件之外 ， 則吉凶

難以預← J (門秀蓮 ， ( 1978) 1979 : 5 日、 62 J 。可

不同↑tt代的毫灣菁英 ， 都成受到不得不寫作畫閱歷史的無奈與迫

切呵;三林教授大作所剖析的巾華民[或]益問化，也同時是掃除思想荷制

與學術枷鎖、追求自由研究華灣歷史的民主化過程。石林教攪在〈戰

後毫灣政治史}巾的描述分析顯示 ， 這-切並非必然會達到的結果 ，

而是在歷史的曲折與機遇下 ， 許多人們面臨與政治結構及體制的緊張

衝突中反思、抉擇、行動 ， 甚至流血犧牲所造就的。如今民主化與華

灣化 ， 使有意探討臺灣歷史的人們 ， 不用再背負著前人的悲憤與恐

懼。 1990年代以來 ， 臺簡史研究或廣泛的毫灣研究蓬勃發展 ， 所累積

的成果已汗牛充棟 ﹒ 令人叫不暇給。我們也有了像閥外學者若林教授

所撰著的事要研究 ， 可以說可喜可賀。

人們往位是時代的應物，每一個世代通常帶著時代的烙印。學者

與他們的學術研究 ，也是如此。他們的研究 ， 經常在於探究時代共同

的問惑 ， 也在於解答特定的tH:代成長所料驗的謎題。若林教授在〈戰

後毫灣政治史》中文版序巾談到 ， 在撰寫 1992 年出版的{台灣 : 分裂

同家與民1:化〉的那均年， r 奄灣政泊正在巨大變動當巾，我這個垂

問北鄰國家的年輕學子被那大時代的巨流所成召 ，也被它沖著走」。

他在更早時主編而於 198 7 年出版的{什冉一一耘換期仿歧治主緝捕〉

1穹 ﹒ 也曾在題詞中將該卉獻給三:八事件的罹難人r. (若林lE丈

19日 7 J 0 4 綜觀n林教授等身的著作 ，我們可以說，他的學術生涯的重

點 ， flll在於戰後臺灣問民黨威權統治的性費及其轉型 ﹒ 而這本書正是

鞍i妥臺J響社會的私至5 、政治民主化與囊，彎民族主義 文l型車;實

志與利益」。

1924年出生而在二主八事件後逃往日本 、 屬於日本學界臺灣研究

第二代學者的王育德 ﹒ 在 196-t年於東京出版的{臺灣 l可悶的歷史}

日文版序的開頭成慨道 r 出於無法克制的心I肯 ， 政寫 f這本書。提擎

的念頭是為 f探討 : 拔一下萬M胞背負著什麼樣的過去?現在處於什

麼樣的境地?將來應該朝哪個地方找尋活路? J 玉育德提到當時沒有

什麼關於童灣的書籍 ， r 空灣人對臺灣的歷史關心的很少，進而研究的

更是寥寥無幾 J '而「統治者唯恐垂灣人關心白己的歷史﹒常施加有形

或無形的壓力 J ' 凶此他「出版這本書仍須以生命為賭注 J ( T_育德 ，

( 1964 ) 2000 : 13-14 J 。

另外 ， 文學牛，涯跨越日本殖民統ih晚期與戰後階段的資深小說家

和評論家葉石濤，亦曾因被懷疑與煽動叛亂者有所牽連而入獄【他在

1965 年發表的 〈華潤的鄉上文學> -文開頭捉到 ﹒ 「打從我會寫幾篇

像樣的文章開始 ﹒ 我的心裡始終存著一個犧烈的願~J ' 亦即「能夠

把本省籍作家的生平、作品，有系統的加以整理 ， 寫成一部鄉 t文學

史 J ( 1965 : 70) 0 1987 年﹒葉11濤的 {台灣文學史綱》終於出版。他

在書序中戚慨道 r 從 H據時代到現在 ， 臺灣知識分子莫不-致渴望 ，

有部完整的毫灣史出現 ， 以紀錄在這傷心之地牛活的臺灣民眾血跡斑

斑的苦難現實，特別是最能反映毫灣民眾心靈的文學 ， 要有一部翔實

的紀錄 ， 以保存民族的歷史性內心活動的記憶。然而由於歷代統治者

的無情摧殘 ﹒ 使得每干代的知識份 f知難而退，廢然擲筆 J (葉石禱，

1987 : :2 J 0 ~ 19 78 年底，片秀蓮以黨外候選人身分 ， 投入桃園縣增額國

民大會代表選舉 ， 並出版《臺灣的過去與未來}一害。在初版序中 ，

她談到 r 很遺儷﹒今犬在臺灣屆(主成長的絕大多數人 ﹒ 對於世灣的歷

-;;u半解 ， 其至一無所知。」片秀蓮 I ， j]時指出，雖然 [t 1 華民

蓋在後室建政治史一一中華民自畫，電化的直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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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代表 ， 並真有總結的性質。

1 988 年 ， 若林教授曾與當時擔任臺大歷史系講師的吳密察進行一

場「臺灣對話錄」。當時不僅是若林教授個人投入當代臺灣政治研究的

初期，也是畫灣國內的臺灣研究剛剛起步的階段。若林教授在對話中

曾說道 :

研究一個地方的歷史、社會，一定要認知它的 r privacy J '若是

不能進入它的意識當中 ， t!r 無法掌握該地方的歷史研究。若是

有意忽視這種 r pri vacy J '則會發生脫節現象。

把臺灣納入中國史的歷史仍然很短 ， 而且在近代史的經驗上，

海峽兩岸實際上是分離的。事實上 ，臺;弩本身t!r 具有與大陸不

同的因素 ， 若是不能掌握台灣特有的因素(即 r privacy )，則

台灣研究將成為不可能。〔吳密察、若林正丈， 1989 : 140) 

雖然這段話是若林教授針對當時「中國大陸的臺灣研究」所說的 ，

但它實為普遍的道理。{戰後臺灣政治史}正是一部揭露戰後臺灣社會

的私密，進入它的意識當中的著作 ， 是若林教授本身對這個道理的實

踐。相信不同學科與研究領域的讀者，都可以從中汲取營養，思考他們

在各領域的理論討論與臺灣特殊歷史經驗及過程的關係。任何人想要了

解臺灣驚心動魄的政治民主化 、 臺灣化歷程 ， 都應該細讀此書。

誠如若林教授所言 ， 當代史的然在我們的面前不斷展開 ， 歷史的

歸著點似乎浮動不定。面對臺灣本身政治的繼續變化 ， 以及中國的挑

戰與世界局勢的演變，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故事情節繼續延伸 ， 未來仍

有待觀察 ， 而我們都是其中的參與者及見證者。在書中〈後記> '若林

教授似有威慨地說道 r 事近尾聲之際 ， 經常預感著另一個新生。」石

林教授老而彌堅 ， 仍然撰述不蝦，而日本第四 、 五代的臺灣研究學者

也己繼起接棒 ， 繼續展現日本與臺灣在歷史上、在學術研究上的緊密

達1曹 ~唆賽1聖社會的也菁、政治要主化與妻、灣民族主義 Xl lI 

關係。相信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優秀的臺灣政治變遷研究，也會不斷

出現 ， 而中華民國臺灣化的後續前程 ， 也仍然會受到高度關注。

蕭阿勤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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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毫灣政的史一-ql華民關臺灣化的歷程》是繼《臺灣

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後，故第:本臺灣政治研究專畫在臺灣以中文出

版。致在覺得高興也戚到光榮之餘 ﹒ 也衷心戚謝臺灣知識界的關心 ，

特別戚謝擔任翻譯與編輯 E作的學術界以放出版界朋友的付出與辛勞。

第一本《臺灣←一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在臺灣獲得了當初預想不

到的多數讀者之青睞，並且享受了相對的「長壽 J . 這算是個幸運。我

想其原因大概是 1 990年代在毫灣出版界似乎缺少類似的書(當時在日

本的情形 ， 也差不多)一一雖然臺灣學術界已料台f --f少優秀的研究論文

發表。聽臺j彎出版界的朋友講 ， 很多大學老師把它當作戰後臺灣政的

史之概論性成入門性的參考書推薦給學生，而j故也在好幾個意想不到

的地方碰到以「老師 ， 致看過您的書」來打招呼的年輕人。

不過 ， 如今面對《戰後是灣政治史》的巾文版刊行此一即將到來

的事實 ﹒ 心中難免湧現些詐的不安。不女主要來臼三個古函。

第一個應該是很常見的個人|大|束。如今 ， 我已料不再;是「不知何物

品懼怕」的小伙 r ( 0 撰寫第一本書的那比年 ， 臺灣政j台正在巨大變

動當巾 ﹒ 故這個空灣北鄰闖京的年輕學 f被那大時代的巨流所戚笛 ，

也被它沖著走。因此臼已只要對面前開展的洶湧汲浪之來龍去脈 ﹒ 能

夠提出 f同學術性的交代 ， 就已輕心滿意足 (. 除此之外沒有太多的事

情;需要煩惱。

第-， f[，司是時間的!別幸 當代史的書寫本來就包含著冒險的一面。

府主來講 ﹒ 在占寫者面前展闊的變動 ， 經常還沒 tHI昆明顯的歷史歸著

點 ， 其實歷史還在波動當 rll 。但足 ， 占寫持還是要或硬是要在面前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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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之下非常雜亂的千變萬化當中理出個脈絡 ， 給當代歷史編個有頭有

崑的故事。本書理出來的脈絡 ，技給它的總稱叫「中華民國臺灣化」。

問題是 : 光陰似箭 ﹒ 本書國文版出版後很快地過了五年多的時間 ﹒ 逝去的

時間愈久愈容易令人懷疑:我這個叫作「巾華民國臺灣化 J 的故事講對

f嗎?眾所同知 ， 這五年的變化著實不口J謂不太 : ECFA 簽 f ' 馬英九總

統也連任了 ; 美閱換了新總統 ， 中共也換了總書記;日中 、 日韓閃領土

問題交惡了 ; 陳水扁前總統還在坐牢 ， 罩、 f很嚴重的憂鬱症. ..... 。如果

本書理出來的脈絡還算耐用 ， 那麼這個「中華民國臺灣化」在這五年當

中又「化了」或「化回了」多少?將「化到」或「化回到」哪裡去呢?

如果「中華民間臺灣化」已經開始成為是老黃曆了 ﹒ 或當代史已輕開始

展現出讓「中莘民國臺灣化」只是另外一個更深一層脈絡之一部分的

過程 ， 那麼這個更深一層的脈絡到底是什麼?在哪裡可以找得到理出

它的線索呢?當然 ， 在五年後刊行的中文版裡頭，最仔筆者能夠就這

些疑問有所交代。不過 ， 這顯然是個比登天還難的課題。至少對目前

的我來講 ， 是如此。

本書日本版出版之後 ， 有同位 H 本學者撰寫了書評 ‘他們在對本

書有所肯定之餘 ， 也指出了它的缺點。令人不安的是 ﹒ 他們的批評在

學術土是很中肯的 ， 無法等閒視之。那麼 ﹒ 既然日本學界已經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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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何況臺灣或中文讀書界當然更應該會有值得筆者傾聽的指教。這

是最後 ， 也是最大的不安的原因。日語有一句話說「洗好脖子等待著

(肯老洗今 τ待台) J '本書是否能夠得到讀者的青睞，將受到如何、

多大的批評 ﹒ 現在還不可得知。筆者只能「洗好脖子」喘喘不安但卻

服心地「等待著」吧。

2013 年 6 月於日本相模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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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首

在 U 本的 1對謝;島國臺灣，政治體制經歷 f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的

封上化歷程。這個歷程開敢並帶動 f涵蓋政治、經濟、社會 、 立化上

的整體巨變。

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 ， 出現巨變的 ， 當然不只臺灣。僅僅放恨我

國同邊的亞太地區 ， 腦海中就會浮現東西冷戰的終結與美國之影響力

( presence )的擴大(其影響力之強大 ， 讓技們在美國總統大選時也想

投 f -票) ，以及有似有意與美國互別苗頭的中闢之急速竄起 、 俄羅斯

威權主義的復活 、 還有北韓想要成為核武國家之(赤裸裸的)危險欲

望。最大的變動 ， 日IJ國守主球化潮流。全球化浪潮透過資諷技術上的革

命 ， 持續擴大、滲透。如今 ， 主1(:們每個人每天都生活在全球化的直接

街種當中。這些變動都是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前無法想像的。

臺灣的巨變 ， 也在這個世界潮流中進行。特別是從鄧小平的「改

革與開放」出發而逐漸竄起的中國 ' rr從政治 、 經濟 、 甚至安全保障

方面對臺商產生前所未有的直接衝擊。筆者關注臺灣所出現的變化 ，

臼 1 9S0年代起以政 ifî搞焦點持續進行觀察與研究。本書就是筆昌在

iêJ.生期間嶽焦臺灣政治結構之變化所做的觀察與研究成果之整理。言占喜

I小1 1 . 將此 .布串

提以』歧立戰後政j治台的起始條件進f行I撿討。按著針對 70年代初期凶為美中

關係的轉變 ， 1(li閒鼠的一連中口J稱之峙中華上是國垂灣化之變動的敢動

(第宣部)以泣其l泛開過程(第Jl't部) ， 依時序進行論述。

*莘 1戶 ::$.吟唱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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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本書探觸了歷史性前提 ， 並按照時間序列依次對初期條件 、

敢動與展開過程進行論述 ， 但從學術上的嚴格定義而言 ， 若要將本書

定位為歷史研究，有其勉強之處 ， 畢竟對於資料的處理並末符合歷史

研究的要求 。 如果真要打破砂鍋問到底 ﹒ 筆者也只能回答 . 本書畢竟

Jf:本打關現代臺灣政 ifî論的占 。 儘管如此 . 本書作為-)拉放眼臺灣

開始見諸歷史紀錄的十七世紀以來之歷史，以及關沌最近之變動的研

究 ， 或許將之稱為研究當代史的一種嘗試也並不為過。這也是本書副

標所以題為「中華民國臺灣化之戰後史 J (編註 : 本書日文版書名副標

題為「中華民固台瀉化仿戰後史 J )的理由。以中華民間萱灣化這一概

念為依歸的現代臺灣政治論 ， 有關其內容和實際過程 ， 請參考序章以

下的總論部分。筆者在此想要幫清的是 ﹒ 如果本書獲允被稱為當代史

研究的 一種嘗試 ， 那哩 ， 從此一當代史之中，究竟可以照見出何種歷

史向量( vec tor) ?針對此 ， 莘者以下將簡單說明，用以邀請讀者進入

本書的閱讀之旅 。

此類探索當代史歷史向量的工作 ， 如果可以等到約:卡年後的未

來才進行 ﹒ 會比較理想 。 比方現在于持本書的讀者未來將成為一位研

究亞洲的學者 ， 約莫 一三 1年後 ， 在懇、必他/她已經成為當時學界之巾

流底性之時 ， 當他/她立足於這段期間學界所累積的研究成果之[: '

關注與本書相同的研究對象 ， FJ是他/她那個時候的眼光能夠被筆者

此時的眼光所同化 ， 將會無比美好。不過 ， 這種事情當然無法如願。

閃此 ﹒ 幸者能做的 ﹒ 也只是小心翼翼地把在當代觀察中能夠看出的變

動曲線之曲率測定出來 ， 、世勾勒出 一些切線。

革於此 ， 筆者大膽地將切線勾勒出來 ， 而從巾所照見的臺灣當

代史之向壘，或許可以用﹒句話來概括 ， 就是毫灣的地區性政泊主體

性格之抬頭 。 在東亞的政ifî結構 rj I ， 所謂中華民間臺灣化的政治結構

變動 ， 不正是在衍生這樣的歷史向是嗎?進一步說 ， 告灣當代史的[，叫

112 . 與包 frt中間大陸在內的東亞地區 . [大!經濟 t l-J益深化的相互依賴

前盲叫1

關係所衍生出的變化向量 ， 兩者處於某種相互矛盾的關係之中。如果

提前借用序章中的說法 ， 那麼 ， 面對此一歷史向量 ， 臺灣可說是「既

期待又怕受傷害」 。

至於此處所謂的「地區性 J '意思有別於因受到巾國內戰與東西

冷戰的影響 ， 相對於白 1 950年代起至 1 980年代為止 ， 在中國國民黨

一黨支配體制下所堅持的意識形態[: ( r 反共 J ) 、 政治上( r 自由中

國 J ) 、 以及軍事上 ( r 反攻大陸 J )的政治主體性 ， 而是一種根植於

臺灣地區之社會與歷史之上的主體性。前者很明顯諒自於在中國大陸

所展開的近代革命史 ; 後者原因究竟何在?用現代臺灣政治論的角度

來看 ， 筆者的回答則如正文部分所述 ， 是由「戰後臺灣國家之初期條

件」所造成。對於在當代史變動上所畫出的切線 ， 如果認同該切線的

起點應該從歷史中主尋求 ﹒ 那麼或許應該認為 ， 此地區性政治主體性

格的歷史向量 ， 是由於臺灣史與東亞史在經過下述三項因素之交互童

聲後造成。

其一 ， 可說是地緣政治學上的必然。請大家想一想亞洲地圖 : 從

南北向看 ， 臺灣位於從日本列島開始往東南亞群島延伸的西太平洋島

嶼鏈之中央 ; 從東西向右 ， 臺灣隔著臺灣海峽 ， 位於中國大陸之東

端。臺灣正處於中華世界之海洋的周邊。居此位置的島嶼 ， 不難想像

勢必受到中國大陸內部勢力與海洋勢力之興衰的強烈影響。由此觀

之 ， 臺灣的歷史 ， 就像筆者在另一本拙著( (台灣一一愛容 L躊躇寸志

7 -1于Y于 4 于 4 一) )中所比喻的 ， 也是「海洋亞洲」與「陸地亞

洲」之「氣壓峽谷」在華灣更送的歷史。

在「陸地亞洲」之霸者清朝領臺以前 ， 早已進駐亞洲的問歐重商

主義勢力(荷蘭東印度公司) . 以及後來將此勢力驅逐之中國海上武裝

交易集團(鄭氏勢)J) . 都曾在臺灣設置交易據點 ， 對 一定領域進行統

泊 。 隨後 ， 將過清朝將近兩世紀的統治 ﹒ 卡九世紀後芋 ， 同歐勢力的

再度入侵力11速 f清朝的哀敗 ， 而 rÞR 甲午戰爭的結果 ， 更使得新興的



、、 11 重要後摹建攻台史一一中華民國薑有化的空空

日本統治 f臺灣。對日本而言 ， 雖然耗時稍晚 ， 此一戰役幫助日本實

現了進入殖民帝國行列的進程 ， 但是半個世紀後 ， 卻因對外戰爭的失

敗 ﹒ 帝閻體系為之潰散。

之後 ， 又困為韓戰開始 ， 臺灣(以及口本)受到美國的影響，被

圈人在東亞扎根的冷戰體系之中。不過 ， 正如外界對其稱呼一般 ， 美

國作為一個「無殖民地的帝國 J ' 對於受到拉攏而進入其帝國體系的

主權國家 ， 所採取的控制方式( r 墓地式帝閻 J ) ，是透過對該國家體

制的尊重以獲取當地政權的協助 ， 並藉由在該地區所配置的軍事嘻地

網絡來展現美國的勢力。也因為如此 ， 1 945 年自日本手中接收臺灣的

中華民國 ， 其所謂國家的架構就被原什原味地保留下來。但是 ， 由於

在國共內戰中敗北 ， 中華民國實際上所統治的領域縮小到只剩臺灣與

對岸的一小部分島嶼。毫灣史上這種「海洋開洲」與「陣地亞洲」之

「氣壓峽谷」的更送 ， 應可稱之地緣政治學上的必然吧 !

只不過 ﹒ 隨著此種「氣壓峽谷」的更途而不斷交替的臺灣統治者

面貌及其先來後到 、 以及臺灣從脫離日本的支配一直到被闖入美關帝

國體系之間邊為止 ， 中間夾雜著一段從 1 94 5 到 1 949 年的歷史間歇期 ，

期間發生了一樁對後來的政治史產生巨大影響的二三八事件，凡此種

種 ， 與其說是某種必然 ， 不如說是一種歷史的機緣與偶然吧 ! 在這種

地緣政治學上的必然加上歷史偶然之交會下所擦撞出的統治者之改朝

換代過程中 ， 除了前述的「歷史之中場休息」是個異例之外 ， 臺灣社

會在進入近代以後 ， 有超過一個世紀以上的時間和中間大陸是在不同

的歷史軌道上行進的。此一事實是筆者想要指出的第 1項因素。

十七世紀以後，統治者按三連丘地變換 ， 每發生一次就帶給臺灣

位民傾大的痛苦 ， 自是無須贅言。口本統治初期，伴隨著對鎮壓的抵

抗所導致的犧牲 ， 然後是對殖民地的差別壓迫 ， 接著是戰後 1 94 7 年的

三三八事件哼哼 ， 都是其巾的顯例。這也是李登輝那一句既膽炙人口

又惹人非議的發言一一「牛為主主灣人的悲哀」的自來。只不過 ， 我們

FJ!J a ~"" 

從垂灣史中所探索的 ， 不應該僅止於此。從現在的臺灣社會背後 ， 我

們應該看到的 ， 除 f臺灣社會如何面對因為統治者的轉換所帶來的犧

牲﹒以歧所付出的代價之歷史外 ﹒ 也應該釐清在這些困境當巾漢族移

民社會如何 F斷找出生存與發展機會的適應能力之展現過程。這也是

莘若想要指出的第二項凶素。

面對這些犧牲與代價 ， 以及對於生活與人生的設計被迫必須重來

的徒勞戚 ， 如果臺灣人不過是一群只會不斷鼠慨的人民 ， 那麼 ， 我們

應該沒有機會日睹今口在臺灣所展現的樣貌一一發達的經濟 、 充滿活

力的公民社會 、 以及那有時候精力有點過度旺盛的政治社會。

這此事實都顯示，過度看待外部因素對臺灣動向之影響的觀點有

欠妥當。包括所謂 r 臺灣怎麼走完全要看美巾關係臉色」、或者「日

毫關係完-f:取決於口巾關係」、甚至「臺灣遲早要被中間併存」哼哼的

觀點。莘岳持續觀察臺灣當代的動|旬 ， 過程巾對於這種傾向的看法始

終無法認同。要理解臺灣的動向 ， 外部因素的重要性本就無可董疑。

只泣 ， 對於外部因素與毛主灣社會動向兩者之間的相關性 ， 應該要有、手

衡且具結構性的掌握。無論我們觀察的是哪一個社會 ﹒ 要求都一樣 ，

沒商必要在觀察毫灣時戴上特別的眼鏡。就算臺灣處於美中兩大強權

的夾縫之間 ， 因此就忽視其主體性的存在 ， 這樣的觀點畢竟有所偏

頗。當然 ， 發白這個「主體」的聲音並~f: 單- . 也是我們應該銘記在

心的。

本占准備[ -JI;~論述的工具 ﹒ 包佑在序章巾介紹並在第壹部的各

章分別進u具體論述的「多重族群社會」、「遷占者國家」、「七一二年

體制」、「民族主義政黨制」哼 ， 希望藉此試若提示這種平衡與結構性

掌隘的門渦。究覓能H多大的成功或失敗 ， 車司守主E將評價委之於即將

k羊頭來晶的諸位讀屑 ， 並在此擱1至 ﹒ 結束自íj 品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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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觀察現代臺灣政治的角度 w

本書是一本雙重觀點的現代臺灣政治論。政治結構變動論的角度

所要論述的 ， 是「中華民國臺灣化」這種政治共同體層次的政治結構

變動、以及因此所牽動的社會文化之改觀與國際政治傾乳的過程。另

外要輔以歷史的觀點，遠眺那些把臺灣當作邊陸的各個帝國之興衰。

臺灣歷經過一個性格迴真的帝國(作為占典之世界帝國的清朝、

作站近代瘟民帝國的日本 、 作為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後「非正式帝國」的

美國)體系之邊陣地位，其中或被編入或被庇護 ， 刻畫出一段獨特的

發展歷程。如今，竄起的中間正;燃燒著炙熱的欲望，企圖把這個擁

有複雜歷史的邊陣再次收編旗 F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 在世界性的中

心一邊陸結構(美凶帝國體系)中 ， 臺灣造就出經濟發展與民主化。

ι足此一成果之上 ， 面對東丙冷戰結束後的全球化浪潮所導致的中

心一邊睡結構之變動的新趨勢 ， 臺灣顯得平推半就。要論述中華民國

臺灣化的原動力，也等於是把現代臺灣政治史放在此一脈絡中來槍視。

﹒ τ~ :t τ t 芳、江 'i



長民選過程 ; 最後籍的 1996年實施總統直接民選，完成 f民主化工

程。就在韓國的民主化與民主體制持續存在的同時，望灣也成立了民

主主義政治體制，這些體制雖帶有種種缺陷 ， 卻也不斷發揮功能持續

運作 ， 已經構成 f東亞政治秩序的一部分。

不過，事情並末就此結束。隨著民主化的進展 ， 臺灣政治中所真

有的強烈認同政治色彩也逐漸浮現。民主化雖口I藉著政治體制之包容

)J的提升而減輕甚至解決有關認同的爭議 ， 相反地 ， 認同的爭議也有

可能[均為民主化所導致的政治競爭之擴大與激化rm受到挑撥與刺激 。

在自由所拓展的政治空間裡﹒臺灣民族主義躍出橙面，開始對抗中國

國民黨政權用來作為國民統合之用的意識形態，也就是官方中國民族

主義2 教條 。 白 1980年代末期開始，所謂「統獨問題 J (應該與中國統

→戚者臺灣自己獨立)、以及臺灣住民「究竟是空灣人或是中國人? J 

之類的問題，隨著對於具體的對中政策究竟是對是錯的追究過程，變

成了爭議性的發燒議題 。 那個存在於臺灣並自稱為「中華民國」的政

泊體、以及構成這個政治體之內涵的住民，兩者對於政治共同體的認

3 

去世 ， 國民黨內部隨即掀起一技慘烈的權力鬥爭 。

最後 ， 在壓制局面的李登輝(總統兼黨主席)之主導下 ， 向來被

譏1:!!; í 萬年國會」的畸形國會，在 1991 至 1992 年之間完成了正常化 ;

再經過 199斗年分別買施的空灣省、臺北市、高雄市等大型行政區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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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日本以歧[喝際社會的注怠 。

Ft!由之一 ， 無疑是政治體制的民主化 。 在經歷戰後~ t-餘年的巾

闖闖民黨一黨統治之後， 三十 tH:紀最後四分之一個 1lt紀所發生的世界

性民主化浪潮 ， 終究也席捲了這個島嶼 。 臺灣的民主化，就在斷然實

施政治內由化 、 導致岡民黨的 -黨統治遭到破壞當中 ， 開散 f進程，

接著著手改革政治參與體制 。 1986年﹒在野的民主進步黨(民進黨 )

獲得組黨許可;隔年，終於解除 f長久以來束縛政泊們巾的戒嚴 。 隨

後﹒ 19RR 作'. 1 月 ， 斷然實施這項 t'j 由化的總統兼rt l閥閻長啥不席蔣總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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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J灣 1 是 一個土地大小和位於 fl 本列島|封方的九州州似﹒人口約

2.3UO I茁 (. .2υ07 年)的品圖 。 戰後長期受到忽!說，近年來﹒政jh開始受

一 、民主化、認同政治、臺灣海峽的和平

的‘全辛\1己Tt t52 中華B=-~亭'1仔仔 J ， i~ 句、



4 敦E皇室;~ie:/台史一一中華民盟室建化的，主~

|司出現 f爭議;此外，那些在公共舞臺上露隘的各個政黨以及不同的

政治家、意見領袖等公眾人物的國族認同 (national identity) 立場，也

被不斷地嚴格追問。

戰後臺灣最深刻的社會裂痕就是存在於「本省人」與「外省人」之

間的矛盾，民主化也促成 f這種「省籍矛盾」的改觀。所謂本省人，是

戰前以來就住在臺灣的人民，人口上居多數，他們因為民主化而掌握了

權力。相對於此 ， 外省人是隨著戰後國民黨政權渡主者，他們在黨、

政、軍、文化機構方面占據要職，在人口上雖居少數，相對於本省

人，卻在戰後臺灣國家占據著結構上的優勢地位。民主化，也可以說

是這批占據支配地位的少數人口在「政治一意識形態一文化」等各方

面逐漸失去其結構性優勢地位的過程。

另外，因為民主化而擴大的政治自由，也影響到在本會人中屑少

數地位的「客家人」、以及在人口上居壓倒性少數地位的原住民族﹒

他們開始展開族群上的自我主張運動。這些運動的主張逐漸被社會接

受，巾央政府行政院層級也按17_ r 導職機構(行政院原(主民族委員會

與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顯示間家開始把回應少數族群要求的責任，化

為行政上的制度化工作。受到毛主灣民族主義對於閥民黨政權依據官方

巾岡民族主義建構的一元性文化支配所發動的批判之影響，企間以臺

灣社會之各「族群 J (後述)的文化相互尊重為原則，讓華灣文化朝多

元文化方向車組的理念、以歧企間實現此可理念的社會、文化 k的實

踐也應運而生。

就這樣，民主化所掀起的毫灣認同政泊 (identit) politics) ，在循

著奄灣「多重族群社會 J (詳細請參照第一輩)的雙車族群界限所形構

的複行式族群政的 (ethno politics) ，與閻族認川成民族認II ，J (national 

identity) 政治的相互童聲~ ql ，展開 r -段複雜的政jh過程。認同政泊

的此種樣貌 ， 在民主體制的建買完成後 ， 力道反而變得史加強勁。

直灣的選民自 1990 年代以來﹒透過幾乎是年年舉行的中央!晉級選

序畫 畫買察現代蔓灣政治的角度 5 

舉，即總統選舉(四年一次)、國會(立法院)選舉(三年一次， 2008 

年以後四年一次)、臺北市長、高雄市長選舉(四年一次，實質上真有

選出未來的總統以及行政院長候選人的意義)， -方面定期確認自己歸

屬於臺灣這個政治共同體的意識，一方面也在政黨之間的競爭、特別

是在選舉期間的競爭巾所展闊的複雜之認同政泊中，經歷分化與統合

向量之間無法避免相互糾纏的政治過程。

另要附加說明的是，此種認同政治並非僅出現在臺灣內部的政治

巾。眾所周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張「中國只有一個 ， 臺灣是中國的一

部分 J ( r 一個中關」原則)。他們過去高喊「解放臺灣 J ' 1970年代末

期，國家方針修正為「改革開放 J '從此以後，除了號召「祖國的和平統

J 以外，一方面也不斷重申絕不放棄武力作為行使統一的手段。臺灣

的認同政治，理所當然地跨越 r臺灣海峽 ﹒ 把強烈主張「一個中國」、

「反對臺灣獨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各號政治人物也捲入其中 。對於這

些相互糾纏的動I句，美I喝或日本往往被迫必須對其中一些做出回應 ﹒ 也

因此，強化了毫灣認同政治與國際政治之間的牽扯，甚至對於臺海的和

平、以及以亞洲安全保障問題為主的國際政治 ， 也都產生 f強烈的影響。

何以致此?一-{'i從空灣政治這一方面探求其因，則本書所做的

觀察認為 ﹒ 此乃因為空灣政治民主化這一結構性變動，做動了另一個

與此結構性變動草鞋、卻又與民主化有著迴然不 fc:i]之內容與意義的政

治結構上的變動;而這個政治結構上的變動所造成的影響 ， 在臺灣民

主化之後不但繼續存在，更隨著中國[封為「改革開放」的成功而在政

泊、經濟、軍事方面的勢力快速增強，導致戰後在「非正式的帝國」美

闕 ， 或茜「美閩南﹒岡體系 J (請參照第二章第一節)所建構的世界秩序

之 F所定形的維繫毫向現狀之體制( r 七:年體制 J ) tU:fJl傾札所造成。

本吉擬將此所謂!;fJ -f個政治結構上的變動稱之為「中華民國(的)

空簡化」。本書則是 4本站在「巾華民國臺灣化」的角度 ﹒ 描寫臺灣以

及關於臺灣政泊之衝擊的現代臺灣政治論。



6 鼓沒要彎正主台史一一中立F'~雲單身化的穿起

作為進入本論的一種預備性考察 ， 以下首先將針對中華民國臺灣

化之所以會出現的最初條件與敢動契機進行檢討 ， 、世從政jh經濟學的

角度來做一些補充論述 按著 ﹒ 把作為政治結構變動概念的巾華民國

長灣化之內容就其與民主化的相關部分進行考察，並指山變動過程中

四個可被確認的面|句。

二 、為什麼中華民國臺灣化?

1.中華民國臺鷺化的起步條件與顧動契機

空潛在 2000 年政黨輪持. IH民進黨取得政權之後 ﹒ 政!內的稿的問

號雖仍維持為「巾草民同 J • íl!泣 ， 外國通常幾于{別再JPJ_， r 空閑 J C 

這是|局搞與小草人民共和l岡 u邦交的|喝家之政府 ﹒ 1)，1 [.~顧慮對方所聲

稱的 r . í阿 rj1 國」原則 ﹒ 以致當他們在提及存在於屯灣之事11 L的闖

京之際 ， 往往避免使用貝卡問家汗，當的用語 ﹒ I而這比岡家的大眾媒體

也t采取和政府間，步調的態度所致 越顯著的例了就hl [1 本的新間媒

體 ﹒ 他們對於臺灣的總統不使用其口稱的「巾帶民間總統」稱呼 ﹒ 而

以「是在問總統」稱之。

如果採取[-.述的修辭法 ， 刀r;麼 ﹒ 「巾華民間(的)~問化」就會嘍

!此「平:閉的垂簡化」 ﹒ ;三(E語 λl:2沒有意義的。 íl[ !丘 ﹒ 「也潤的旱情

化」可É~t:毫無意義 ﹒ 相反地 ﹒ 卻是意義軍大 ! r-大:Jh:J從這棉一Jf-: nJ以 nH:

戰後空間所處的間有憬史脈絡已關於「固有歷史脈絡 d 之具體門作﹒

將 {f第 :TR論述 ， 在此間敢說明 ﹒ 就是戰後在位柄的同家( l去許是對

整體社會進行有效[l排他們統的的組織) . 足 ril 以 F幾個條件所形成

的. ( -)以 r IE統 rjl 闖闖京.J ( {I:位義的巾閥闖京之內的 . !J~U'í';丘 {E

近代 rl1闕民族主義事業( p閃閃t) 巾的定位) fj 屑 ， 對抗在巾鬧大時成

i/~的巾草人民共有l岡 : ( ~)這個|喝家 ， 換 J之就;其-f[，司 r lJ在巾 l喝內戰

rJ1[投逃的「武裝政 ifîf多 l~ . !，l.H叫千多位，旱情後. r11 外行人 (lj搏結構 t之

序章 觀眾!Jll弋 灣政治的角度 7 

優勢地位的「遷市者闖京 J (其與臺灣社會之關係上的性格。遷占者國

家的概念請參照第弋章第」節) ; (三)這個遷占者國家受到在東西冷

戰巾作戰的美國之庇護，被組編人美國帝間體系1 的周邊(在國際上的

地位) .成為影響遍泣~:~洲之東問冷戰體制下的前哨草地。

檢視這 -f~形成的過程 ， 會發現這個「罔有歷史脈絡 J . 是整個 1950

年代在外部透過美國在軍事、經濟上對臺灣撐腰 ， 並同時對共軍「解

放臺灣」 4 以及岡府軍隊的「反攻大陸」雙雙阻止成功 ， 加上內部經過

關民黨一黨支配體制的瓏i iI與「遷占者優位」的結構化所形成。中華

民國毫灣化的原動力 ， 就是在這個被組編入美閻帝開體系 、 受到庇護 、

住ι自命為正統中國閥家的遷占者國家所真有之矛盾下開始呂立動。

以國民黨的一黨支配進行統治的正統中國問家 ， 對於其國家體制

或做jh制度 t的廠研 、 歧，丹利用政治警察與長期戒嚴所進行的苛刻壓

制和迫害、以及遷占者集團(外省人)與本上集團(本省人)在政泊

l:與文化上的不公平( r 省籍矛盾 J )等等 ， 一概藉由包合軍事手段在

內的所謂推翻共青政權一一光復大陸(籍ÁI r 反攻大體」達到「反共

復圓 J )之類的目標 ， 將其正當化。

如果蔣介石能夠帶著他的軍、民以及那」部「還原封不動的中華民國

憲法」成功光復 f大|瑾(或者相反地共產黨實現 f r 解放臺灣 J ) . 那麼

這比蠻橫的行何也將隨之雲消霧散。問題是 ， 美關在阻止共憲黨「解放臺

灣」的同時 ， 也採取了阻止「反攻大陸」的政策 ， 導致所謂「反共復闆」

這-項闖京鬥標事fr L不吋能達成。

理論上 ， 蔣介打和關民黨亦可順應此-現實 ， 選擇斷然、實行政治

改革(結果將使問家 r f}乍 ﹒ 成為新的置閏開家)的措施 ， 然而 ， 蔣介

:< if ~P 主~~岳;至片，也，'';' IZ t 正何~r.呵呵E 三 JPfi畫畫E 主要T!'"~弓山-t.夫" ~()06 J.J本計:當

Jf i.?.主宗二?會叫" ，~ 咒~ 1 臣，了，、

4 蓋了~ ._t~ p;三等行，立?再\;1.主旦、"jll，凡事 L 申 7 先1:- l;'、山去哥哥;:，手~叮請求.肯塔 fH寄 電吸

-章 'i ~主司~ ! ;1 ~ J!1 '守這曹 雪 T. 'F.. 守.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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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臺灣的政治體制更具有電大的意義。在 1950年的時空下 ， 面對正

准備「解放」的共產黨軍 ， 唯一能守住臺灣 、 並真備能力與資源可以

支持敗逃到空灣來的國民黨政權的 ， 只有美關。國民黨政權藉由在美

國的冷戰戰略巾擔負起「協力者」的角色，不但獲得美國在經濟、軍

事上的援助 ， 更可以在國際社會上成為「一個中國」原則的受益者。

對閥民黨政權而言 ， 這是一個電要的政;而正統性來源。這種鋪陳在內

部也可以轉化成統治的正統性( legitimacy) ，就此意義而言 ，這種鋪

陳也成為政權正統性的一部分 ， 也就是所謂的「外部正統性」。因此 ，

隨著「美中靠攏」的出現 ， 外部正統性即應聲潰堤。

實際上 ， 美間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交一直拖到 1979 年 ， 以及美國

藉由{臺灣關係法〉繼續承諾對臺灣提供安全保障 ， 使得臺灣得以保持

事實卡的獨t地忱(實效統泊區域=在華灣、澎湖群島、金門島、馬祖

島上行使具排他性的行政權力以及與少數閥家維持外交關係)。結果 ，

作為一個「非正式帝國」的美國 ， 對於國民黨政權之外部正統性的喪失

雖然袖手旁觀，卻也未把華灣從其帝國體系中踢出。美岡持續把臺灣組

編在其周邊。儘管如此 ， 對於這個在外部上身分曖昧模糊的臺灣 ， 美國

亦未成功地賦予其新的、在國際社會上比較安定的地位6 。如果仿效藤原

掃一的說法〔藤原 ， 1992 : 3的 J ' 則戰後臺灣問家，在冷戰結構之「縱向

結構」 中 ， 首先是以一個封鎖共建中闕之前哨基地的戰略性協力者角色

被組編 : 1970年代以後 ， 隨著美國之「橫向結構」上的戰略轉換(對蘇

觀察現代畫灣政治的角度重序童裝後墓，電政治史一一中華民國重灣化的歷程

石卻未做此選擇 ， 反而更加獨裁 ， r 反共復國」的神話也因此被維持5 。

也因為這樣 ， 許許多多無理的蠻橫行徑 ， 就這樣殘存下來。其中包括

一個只統治臺灣的國家竟然維持著-個正統巾園的國家態勢，而H這

個國家的政府竟然在國際社會上-丘代表著「巾國 J ' 然後是-個根

本不可能「反攻大陸」的闊家 ﹒ 卻以「反攻大陸」為名，讓政治壓迫

與遷占者集團和本土集團之間的不公平關係持續存在 ; 還有，雖然臺

灣海峽一直維持著「美國的和平 J '中國內戰的戰時態勢卻成為政治制

度上的一種常態。

凡此種種蠻橫行徑與矛盾 ， 儼然是在戰後的空灣社會中形成的隱

形彈簧。蓄積在這個彈質上的能壘正是中華民國畫灣化的動能來源。

當國民黨政權已經無法壓抑從這個動能來源所釋出的壓力時 ， 中培民

國臺灣化的進程就此展開。

此-不可逆的變化之最初推于 ， 來白國民黨政權所無法控制的外

部國際社會。 1970年代初期 ， 美關基於世界戰略 l~的考量 ， 開始謀求

與國民黨政權的敵人中華人民共和關改善關係，也就是「美中靠攏

( 1972 年3J J 尼克森總統訪中、 〈上向公報) )。此 A導火線使得豆豆灣的

中華民關與從日本開始冷戰丙側陣營的主要國家陸續斷絕邦交( 1972 

年 9 月 tj，日建交、 fHJ斷交) ﹒ 並被聯合國及其附屬的國際機構

H 

“ 1<)'1"-'- 10 <: • i-譽? 中華民';-，: <t 計失去 J 笠稀有、思封建 d 之 當 J 是區建 ili ~.雙重

代表在是玄 3 箏F: u 三汽呵護其't.:.'全這事會當至 2童車盡 E1 月~. . J. ~要取留在使

-' ..，嗤亡 社~ .., 主芋月 三萬美元占?每.~辛苦口耳，吃令寫一年*è!;嘻嘻持.吃完~.叮戶

中1í-荳 二失去訪北吉 !要雄主主?宮內向左嗤 J\ l!耳題 的空Z i里 ~'t i'jj哥哥 正采伐均 Mann 

1'1<)'1 :62 
7 '在昭著厚、計可~-.: "1/;"'~土吉喔口 τ332 丈夫岳之明 J7 負略:三 1ti克與計:持咳!幸是其 橫向

每日~ / 芳:夢 毛~.，..，..力量t 土主極 b了 f 千 1:. r 毛 間是 ô" 'w. (正 是百會在 1查者空中尋
找 :乎勻者l':1 之三 7 在?早、有種 t之二:::. r.t.，宣誓意義.L苦~t 且是~.1t是一倍 F 無種民地的

令至 1 吃支/.'、民哼唱 1t dt 市村喝 蕙陌 1<)92 31)0 

每個個

掃地出門。

東位千年國在戰後的東西冷戰中被編入內方陣營 ， 這些國家的闕家機

構都以某種形式將美利堅帝i祠的勢力伯人其巾〔白石 ， 2000 : 134 J 。戰

後的畫灣國家也反映 f這項事實。這股勢力不僅是支持國家的實力 ，

5 之，. ，!-:、‘三 ftT 已古，.. - ，;守 L .i 打巳 2aL 泛已 正主 l 啥?字 x 1 走 L 唔，上司~:.~ ，~;~ ~ 

出 門之 1 •、主三九~t.吋可 ILfpt: tk 單:定'-'，.屯 吭吭亡?三三字萃，若 ι 針 .J~

.是行背著t 元 f早摯 苟 h 當~ (, 1j ~乎 對反 缺乏 5于 1年~'宇咚;三 才培訂 1:"..;<;;去-t:. ': 
言寄電 淫，會有在 一筆史 A 奄去 ι，早一?也叫聖空一 τ 二蛤定Io~ E1乞 þ :，!: ~皇之〈

示，人社U:. 當盡責與亨、芳:吧7f ;Z /6 月互 訪手 里，南已有 ;:::1 Z~ ~王 l 三，早 莓，、石~r>守

主食﹒主持 三令〉抒發三':' 7. "ij .:t ~ :" ~t 叭 7 聲音 乎只必 1<1)\7 63.7H 



10 戰後臺警政治史一一中警民圈套:彎化的歷程

和解與對中靠攏) .其作為國家所受到的承認逐漸被美國與其同盟國取

消，卻又同時受到保護，使其「曖昧周邊」的地位逐漸明確。

這種喪失外部正統性的打擊，對閻民黨政權而言非同小可 。 此

時，代替衰老的蔣介石在實質上掌握政權的蔣介石長了蔣經國，面對

這個作為虛構之巾國隊l家的遷占者國家所真有的蠻橫與矛盾 ， 不得不

採取一些內部上的緩和措施(有限的民主化與臺灣化)。關於蔣經國

此時所採散的對策，如果用一個假設來說明會比較容易理解 。 也就是

說，假設前述意義上的外部正統性與內部正統性之總不日具有一定的閱

(直(臨界值) .為避免關值過度減少 ， 當一邊減少時另一邊就必須被強

化，政治正統性的總和真有?重維持閩值的運作機制。當外部正統性

的缺陷無法利用其他的外部正統性來填補時，就只有依靠內部正統性

來彌補民 。

蔣經圓的對策奏效 。 但是，他的成功卻也逐漸培育出一股挑戰勢

力，這股勢力開始挑戰中國國家的對內虛構性以及遷占者國家所造成的

結構性不公平。如果用事後諸葛的眼光來看，會發現，這些緩和矛盾的

措施實際上減緩 f戰後在臺灣社會內部所蓄積的壓抑彈簧的力量。比如

說在接下來的部分將會捉到的「中誰民國自由地區動員戰亂時期增額巾

央民意代表選學 J .從 1972年開始到 1989年為止，總共舉行 f 卡次 。 第

一次選舉時，反對勢力的規模尚只停留在好不容易本推出數名區國民黨

人 t參選的程度( r 黨外」勢力，也就是國民黨以外的勢力) .到 f倒

數第:次選嬉峙，其規模已經成長到具有民進黨之名的政黨，而最後

4次選息時 ， 作為政治壓制之靠山的長期戒嚴( 19~9 年 5 丹至 1987 年 7

H 心立三句 J守主至在 t~ 持( -Jt ft t "'! Ití .~ ;弓 .J. j量月1 吋灰土抖?王弓吃之 三 '#: ~;:~ t:司可~ tt t 

生"{ l-~ '量主弋I.i.~ ":~午- ， ..... '~'J主人5:ä哇哇幸 f~1 ,.. çg_已?三缸片心~ J r~ ~;. "!幸

èL 弘 FE 主九君主一種 ~a 究，草 草 何排除三月望 去件 ÿJ-;;; 苦:吐 會這 院 要 車蓋新t:\哩 幸! 1: 于

一九 主:ill'L~ 司，七 哇手法 血.~ 3l "2. 且ZEE f革取可;i: -r 坪垃古... - ~皇-iJ '_ ~l !lt件亂 ，哥哥，

才于是一信，主 5... ~þ. 可哭哭唷但可.~l:' ，11;~:;三~具有:'Plì.札吉I 正 t~ ~主 . ~-去上的意義 之
!f. • t- 1974 字. 咕:凡 fJ失誠信 矢志更有 2月向

序畫畫 觀察現代畫灣政治的角度 11 

J-J)也已經被解除，這些過程如質說明 r蔣經國之對策的影響。

2. 戰後固有歷史脈絡與黨國資本主義

換個角度，若站在政治料濟學的觀點來看﹒威權政體時期的毫灣

國家，與同時期的韓|喝等關家才是，都是在東西冷戰之 F成功發展經

濟的發展主義閥家( developmental state) 。 本書視之為中華民國臺灣

化敢動之時點的 1970年代初期，由於政府採取的出口導向發展戰略奏

效，臺灣的工業化已經完成了「起飛」階段，在政府主導下除進一步

充實基礎建設之外，為促進新的出口，對於作為中間財的重化學工業

製品，也開始實施進口替代政策 。 雖然受到當時石油危機的影響，政

策仍團成功 。

到 f巾華民[喝臺灣化正式展開的 1980年代木期，作為 -個被稱為

拉洲新興 r業科濟體的新興工業國家( Ne協 Iy Indllstrializing COllntries. 

ICs) .臺灣在世界輕濟上的地位不僅獲得提升，新安幣也在 1985 年

的{廣場協定) (Plaza Accord )後所造成的匯率變動中升值 。 伴隨這些

地位上的提升 ， 面對東南亞與「改革開放」的中闕，空灣開始變成資

本與技術土的輸出者。在這段期間內 ， 臺灣成功地培育了高科技產業

的草本架構，這些架構並延續到今天 。 這種促成經濟成功發展的戰後

臺潛之發展主義間家特質，也是本書之所以將中攀民國臺灣化擺在現

代臺灣政治結構變動之核心地位的原因 。

這種特質就是 ， 關民黨政權採取所謂的 r ~告國資本主義」形態，

以其從殖民關家U本于中接收的經濟資產為基礎 ， 由公營部門(國營企

業、〔毫灣〕省營企業、〔闢民黨〕黨營企業)掌握金融、能源、交通

運輸亨純擠 t的 「 管制向地」 \ 此-黨國體制，在東問冷戰之下 ， 一方

。 î- ; ; 金可 ~t ~ ~:_J.，. 哩去 í~ ";正巧 i; td; :.. 3.. {.之 τ'i， -f;] 對丈實態進

tf 4r ~ '" ，l 幸 好主導 l <i<i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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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扮演前述之美國帝國體系的前哨基地角色 ， 一方面在以美間為中心而

急速擴大的貿易體系中成就其發展戰略。

與此並進 ， 臺灣的社會結構也必然隨之改觀。例如都市化的進行 、

跨業勞動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的增加 、 都市中 pt階級的蹟大等等。卡九

世紀的西歐 、 ;十世紀的日本 ﹒ 面對上業化所導致的社會裂痕 ， 這些

國家在政治上所進行的回應(階級政治或再分配的政治) . 對於形塑民

主化時期的政治以及民主化後的政黨政治或者議會政治，都發揮 f極

大的作用。但是在臺脅 ， 就算民主化實現 、 從上而 F的政治壓抑獲得

解放 ， 臺灣仍無法像上述的國家-般 ， 面對戰後臺灣[gj有的歷史脈絡

所導致的裂痕(族群間的裂痕 、 國族認同的裂痕) . 政治上的國應卻反

向大幅地規範 f政治變動。

在此雖無法對於上述各項問題的相互關係進行充分論述 ， 仍可躍

出幾(國導致此種結果的成l2SJ。

第一 ， 國民黨政權對於階級裂痕的政治化，事先採取了徹底的防

堵措施。為了防止政權被中間共產黨滲透顛覆 ， 國民黨政權對於政治

異議者(共產主義岳 、 社會主義者、批判性的自由主義者、臺獨思想者

等等)採取激烈的揭發行動( r 白色恐怖 J . 請參照第三章) .築起

一張又一張綿密的政治警察網。戰後臺灣國家在東西冷戰中獲得所謂

封鎖中國之前哨基地的地位 ， 正好?為國民黨的這種做法提供了絕佳藉

[ [。此外 ， 對於勞工階級 ， 從極早時期開始就針對公營企業的勞工提

供純為優涯的福利政策(請參照第-章第三節) . 、並以公營企業的勞工

為中心 ， 在國民黨的主導下組織 f金字塔式的勞工國體 ， 藉以控制公

營企業的勞T ' 防止其走向政治化( <排除的﹒月兒動員的立-*予于千

丈b> [石林 . 1992 : 110- 11 6) )。

部: ﹒ 就將濟發展'tf態的j 汀 ， 快速的經濟成長 ， 曾終于主被稱站

「主悶的奇蹟」。到 80年代中<J)À止 ﹒ 純擠成長-直在國民所得差距並未

大幅增加之狀態下進行。比如說 ， 將家庭所得區分為丘個階層 ， 其最高

序童觀察現代壟灣政治的角度 13 

所得與最低所得之間的比窄 ， 直到 1980年為止 ， 呈現持續下降局面10 。

這項成因與第一項成因相互結合的結果 ， 應是直接促使階級問題在民

主化時期並未演變成政治問題 ， 反而是一系列以認同議題為核心的鬥

爭 、 競爭與民主化課題同時成為臺灣政治之主流的原因。在 1 987 年長

期戒嚴解除後的 1 、 一三年間 ， 雖然有一些諸如「正黨」、「勞動黨」等

標榜勞工政黨的小政黨出現 ， 然而不論是作為政治勢力或者是社會運

動勢力 ， 都無法在臺灣政治中成為舉足輕重的勢力。

第三 ， 國民黨政治菁英依靠侍從主義的li e nt巳 li sm ) 方式從臺灣社

會贏取政治支持的手法 ， 也為階級政治之所以沒有在臺灣發生提供了

間接的貢獻。開民黨政治菁英藉由對黨國資本主義體制所控制 、 汲取

的獨占性經濟資源進行策略性運用 ， 構築出一套筆者稱之為「二電侍

從主義」的機制 ， 藉以從毫灣社會贏取政治支持。這種機制是將政權

的政治性恩庇與體濟資源 ， 在令國各地選擇性地分配給外省資本家和

被稱為「本有tH:家」的家族資本 ; 在地方層次則分配給縛，由地方選揮

所形成的派系勢力一一「地方派系 J . 藉以交換對於政權的政治忠誠〔同

的 : 125-I .. Q ) 。這比政治料濟上的恩庇闢係最後都和位居「黨固體制」

之頂點 、 掌握恩庇關係之分配的「最高領袖 J (蔣介打 ， 接著是蔣經關)

形成個別的連結。 nJ以想像 ， 這種由上而下(地方政治)之個別主義式

政治關係的繁衍 ， 對於社會階級的橫向團結以及鍛造這些國結的言論

與運動之成長構成 f阻礙。

最後一點 ， 由於這種結構使然 ， 導致挑戰威權政體的反對勢力一一

「黨外」 ﹒ H能在黨國體制之外 1辜者其縫隙間尋求政治資輝、(意識形

態上的資源 、 運動資金 、 支持基礎)。意識形態方面 ， 正統化的理念

件資源 ﹒ 大部分依靠海外壺，灣獨立運動或者留學歸闊的知識分于提

ijh ; 運動資金 、 各種人脈|制係 ' 以泣一部分的人-1" . HlJ必須從在黨國

IU 19M;三'" 5.33 1 l)l(U 主有-Ir 19l( 1 羔羊言-I .~I ~峙"~fi. ''\:年叮叮 19X 7 年 前!一升究為 -1.69
.... ;- -.，...-主 t 19X9 56 



1.. 戰後事灣政治史一一中慧~塌警Q1f'的磨得

資本主義體制之資源分配上相對被排斥的本省中小企業群巾獲取;而

其街頭政治(參加示威抗議、集會)或者選舉政治(投票)巾的支持

嘻髓，也是來自於相對 t較未得到黨開資本主義體制脅顧的中下層住

民。不管怎麼說 ， 面對「遷占者優位體制」下所出現的政治文化 1之

不平等，本有人心巾所厚:生之族群 t的不滿，其實才是最噎耍的能畫

來源。再者 ， 國民黨政權在外部方面由於庇護者美岡與中間靠攏的關

係，導致其作為lE統中國問家之對外lE統性遭到否定，也為反對勢力

對體制的挑戰提供了意識形態上的空間。

就這樣 ， 在民主化時期，導凶於戰後臺灣之「固有歷史脈絡」而

引發的議題 ， 不但在政治過程中陸續登場 ， 也形塑 f民主體制之下的

政治結構。這就是中華民|竭毫灣化的展開。諷刺的是 ， 此一過程竟與

畫灣經濟體制朝新自由主義方向改革的過程草疊在-起。由於閻際貨

幣情勢的變動(廣場協議)、中間之「改革開放」政策的深化、東問冷

戰之崩潰芋情勢的影響﹒ tJfl速 f全球化浪潮所帶來的衝嚀。

空灣經濟受到這股浪潮的影響，牽動 r公營企業的民營化、法規

鬆綁、 I有場開放等輕濟體制朝新冉由主義方向改革的進程。就像其他

受到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影響的地區一樣 ， 臺潤的社會所得芳:距持續

擴大。若將家庭所得區分為 ii個階隅，其最高所得與最低所得之間的

比率 ﹒ 從 1991 年的 5.0 到卡年後的:2001 年時，已經上升到 6.4 (行政院

主計處. :2 007 : 101 J 。然而儘管如此 ， 同期間內，黨間資本主義的主

要受接者並末在全球化與新 ri 山 1: 義的改革中遭到淘汰，大部分反而

在法規鬆綁所帶來的金融歧證券、電信及媒體、石油銷售、其至是機

場建設穿大型公共工程的參與ql獲得了新的利誼與地位，政jh家與資

本京之間的恩庇關係如今換成h - f是形式而繼續存在 2 它的表現就是

新的政治腐敗一一金權政泊之發場。

就這樣﹒事灣的新興民主體告IJ {E 其形成過程巾，被賦予 f兩項

課題。那就是如何處FR[.大Ih新 n 出主義料濟改革而導致的所得差距擴

I芋章 觀主F現代畫，彎改造的角度 15 

大問題 ， 以及如何克服在黨岡資本體制的重組過程中所產生的金權政

治問題〔張鐵志. 2007 : 149-159 J 。然而 ，中華民關垂灣化的政治過

程，卻被戰後哥哥崗 r [，'~有歷史脈絡」所引起的議題逐一占據 ， 政治過

程上的這種議題結構﹒非常不利於政治對於上述課題的完善處理。

就第-項課題而 I i 直到李奇輝執政的 1995 年，全民健康保險制

度才終於實現，而 l!!l司民年金制度也一直到陳水扁政權末期的:2007 年才

完成 ω去( :2 008 年 10 J::ì起世施)。但此時臺灣政的的財政赤字已陷入

極端嚴重的程度。 2000年，民進黨陳水扁揭棄「清流共治」而在總統

選舉中獲勝，此一勝利所帶來的政權交替. !處可說是新興民主體制對

於克服金權政治之課題的?垂凶應，然而 ， 進人第主屆任期的陳水扁

政權本身，明顯染上 f比 l竭民黨還不成熟上l粗糙的金權政j白色彩，導

致對於政權的向心力嚴重長降低(第五章第元節)。

中華民國畫灣化在政治共同體層次的變動及其所引發的政治問題﹒

以及政權如何l口j應新興民主體制所面臨的課題及其所引發的政治問題，

從這些問題的相互交錯ql. 或許可以找到今後臺禱政治開展的方向。

三 、中華民國臺灣化的展開

1.民主化與中華民國臺灣化

在前述的因緣際會 F所做動的中華民間屯問化﹒擋不住的氣勢與

1980 年代後不開始的政ih體制民主化並進 ﹒過程全面展開 。木書將從

其展開過程巾所展現的問 fl兩面向加以論述。不過 ， 缸進入概述之前.

有必要對截至刊的'h止在無;主義狀態下所(吏的的措辭，賦予大致上的

定義，故確認H與比較歧;而學定義下的民 1: 化概念之關聯性。

再度塹申 ﹒ 筆-(守所謂「戰後臺灣國有的歷史脈絡」 ﹒ 意指戰後的畫

情|羽家透過堅持作 t.~ -0司令皮串n編入美國帝國體系之正統巾國國家的外

長，確?尤其f1: f.)遷 I汀，許問家的地位。 I羽此 ﹒ 如果說巾華民間臺灣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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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後臺灣固有的歷史脈絡下所導致的蠻橫與矛盾中敢動 ， 則所謂中

華民閻毫灣化 ， 或許可以被定義如下 ， 即 1 949年以後出現的、所謂「正

統巾闖闖家之政治結構 ( 閱家體制、政治體制 、 闊民統合意識形態 )

只統 jh著臺灣 」 的事實發生變化的過程 。 換言之 ﹒ 就是構成正統巾國

開家之實體的各項制度、 意識形態、以及維持這些制度與意識形態存

緝的各項政策 ， 也就是那峙被「 最身訂做 」 的政策與戰後間家在現實

t所統治的領域、人民和歷史逐漸相符的一種政治變動過程 。 有關中

華民闊毫灣化的內容，扼要說明其概念 ， 則有如下四種內容 : “)政權

菁英的臺灣化 ; (bl 政治權力 正統性的臺灣化 ; (c) 闖民統合意識形態

的空簡化 ; (d) 國家體制的華簡化 l l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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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民主化的概念 ， 本書採用了民主化比較論中經常使用的程

序性民主化概念 。 換言之 ， 所謂民主化 ， 就是從某種威權政體過渡到

「 最小綱領 ( 最主在本要求 ) 式民主體制 」 的過程 ， 即「定期舉行自由旦

公正的公職選舉 ， 以及[材此所必需的結社 、 表現、資訊的自由及選取

與選單之間的義務責任 ( accoun tabi l i t y ) 都受到保障的政治體制 J ( 值

川 . 2006 : 1 - 2 ) 。 相關具體內容將在本文中敘述 ， 不過 ， 關於臺灣

的政治體制， 若按照'J.!際上已實現的順序來說明 ， 內容大致如下 : .1

凶長期戒嚴的解除與各種崇令的廢止所帶來的言論與結社自由之保障

( 1 987 -1 990年 ) ; 2 缺乏代表性之「萬年閣會」的正常化( 1 99 1 年國民

大會、 1 992 年立法院 ) ; 三 不完善之地方公職選舉的改進( 1994) ; 可

確立中央行政首長(總統以及行政院長)對民意應負起責任( 1 996年實

施第 一次總統直接炭選制度 ， 並由民選總統任命行政院長 ， 對此 ， 立法

院則握有不信任投票的權力 )。

那麼 ， 民主化與毫灣化究竟存在何種關係? 首先 ， 兩者雖然皆屬

政治結構變動的概念，卻各自處理不同層次的政治變動 。 前者當然是

政治體制的層次 ， 後者則聚焦在政治共同體層次 。 將此和前述之中華

民問臺灣化的 (a) 項到 ( d ) 項之內容 、 以及民主化的 (a) 項到 (d ) 項的內

容相互對照 ﹒ 或許就可一刊瞭然 。

其次 ， 若以戰後是灣同有的歷史脈絡作為前提 ， 那麼 ， 從比較政

治學的角度來看 ， 可被稱為民主化的變動內容也將同時具有臺灣化之

意義 。 因為 ， 除 f民主化所帶來的政治參與之擴大將會使長久以來存

在的政治權利分配不公平之現象 ( (a) ) 得以消除之外 ， 在臺灣 ， 民主

化是在臺灣與中間大陸之間依然存在著嚴重之政治軍事鴻溝的情況下

敢動的 ， 因此，各種民主化措施都必須以「中攀上是開 」 的實效統治領

域 ， 也就是僅限於垂灣的公民本呵參加作為前提 ( ( b ) )。

例如 ﹒ 面對 1 970年代初期倒為美中靠攏所導致的外交危機 ， 蔣經國

下定決心實施了前述之 「 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動員戲亂時期增額中央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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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選舉」制度。這項制度把 1 940年代內戰期間在中國大陸選出且從未

進行過改選的中央民意代表維持不變 ， 僅以居住在「中華民國」政府有

效統泊領域之內的公民作為選民 ， 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 ， 並只對這些

增額部分進行定期改選。由於資深中央民意代表占大多數 ， 以致於此項

選擇經常只是國會的部分改選 ， 就算l喝上是黨候選人全數落選 ， 在遊戲規

則上也無法帶來政權的交替。

這樣的選舉 ， 與其說是民主選舉 ， 不如說是「威權主義的選舉 J • 

不能因為這種選舉的實施就認為政治體制已經開始轉變。話說回來 ，

這種形式的選舉雖然有些走樣，但是 ， 選舉這種政治競爭制度 ， 從原

本一向只開放到地方公職層次 . - F子連中央層級也開放 ， 亦可算具

備 f有限的民主化之意義。同時 ， 由於這個制度對本省人的當選席次

並未技限(堅持長期戒嚴 ， 以便維持一種對國民黨提名之候選人有利

的環境 ) . 所以，就結果來看，本省政泊菁英參與國家政治的制度性管

道也因此有限地敞開 。 在這一層，意義上 ， 此項制度不但真有上述 (a) 項

意抽上的臺灣化意義 ， 同時 ， 就實效統治領域的層面來看 ， 這項選舉

真有「總選學」的意味(雖然就國會的法定名額而言算是局部選舉) • 

也因此具備了 ( b ) 項意涵上的臺灣化意義。儘管如此，對於正統中國國

家的架構不但依舊絲毫不敢恤觸 ， 相反地 ﹒ 整個空灣化是在嚴格排除

與 (c) 及 ( d ) 之連結的情況下進行的。

另一項不可忽視的重點是 ， 民主化具有國民形成的意義。如前所

述 ， 由於民主化藉著民主政治將住民高度地涵攝其巾 ， 以致結果上具

信將住民塑造成國民( nation ) 的意義。 1 996年實施總統直接民選之

前 ﹒ 主事者李登輝強調「主權在民 J ' 此舉可謂對於因總統選舉而四年

行使一次政治權利的巾華民間政府實效統治區域內的公民 ， 也就是選

學共|叫體 ， 賦予一種位居盔，灣的主權性政治共同體意油、也就是「臺

灣問民 」 之意義凡此後 ﹒ 從每間年舉行一次投票之前 4年的春節過後

開始 ， 平、政黨開始推學候選人 ， 以及從此展闊的為期將近一年之臺灣

戶手章 !tI!要再現代臺;惠政治的角度 19 

總統選舉 ， 就變成 f以過去不同時期從中國大陸渡海來臺的移民後代

為大多數之臺灣住民 ， 對於本身與中國大陸不同 ， 或至少在民主政治

之參與方面明顯與巾國屬於不同之政治共同體的認知 ， 進行四年一次

之確認的漫長吵鬧慶典 。

與此並行的是 ， 面對採用中國國家體制之遷占者國家及其意識形

態 ， 作為一種批判與抵抗的意識形態 ， 在臺灣內部政治舞臺上登場的

畫灣民族主義 ， 被迫必須變身為新的國民統合意識形態 ， 其實效性也

成為被檢驗的焦點。進入 1 980年代 ， 臺灣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在威權主

義選舉的局限性政治競爭當中 ， 被反對勢力當作一種理念 ， 投入選舉

之中 ， 隨後並作為中華民國臺灣化已完成的政治體制之準官方意識形

態 ， 逐漸滲透到各種政策之中 ， 並在民主選舉的政治競爭過程中開始

爭取其正當性及有效性 。

第三 ， 反向而言 ﹒ 臺灣化也未必具有民主化的意涵 。 因為臺灣化

與民主化是分別聚焦於不同層次的結構變動概念 ， 導致此種結論係屬

必然 。 比如說 ， 假設本省人的革命組織發動革命 ， 並以非和平手段成

功地打倒國民黨政權 ， 這個革命黨隨後鋪陳一黨獨裁體制 ， 致力於本

身之「革命」歷史的「傳統之創造 J ' 並以任何形式的臺灣民族主義作

為官方意識形態 ， 採取從上而下之激烈的同化政策 ， 此時 ， 或許利用

任何形式之制度的創設來限制外省人就任公職的範圍 、 或者限制外省

人的公民權等等做法，在理論上是可能的。然而很明顯 ， 這些情況實

際上都未發生 。

70年代初開始 ， 蔣經開敢動拔權本省菁英的政策 ， 可以說是一個

與民主化並未產生直接連結的畫灣化之典型例 F 。也就是說 ， 這是獨

裁者為 f縫補國民黨-黨體制所出現的破綻 ， 在政權人事上所展開之

1 ~ _ ,_ 手 j1' "j 之，于 í' i. b t-. 令;: ~ff 主 Fllre igll Alf(/ /I 、 ?2tr 位卒 ，在金三E tst 民主':'"
lf;哥二是 .f灣 it 亨~ ~~字記吋勻量 三位早~W'" : 事可喜可盟".'i. ~~ I司 .J. Lee_ Teng-hui_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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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度一一漸進式的基灣化。在前述「增額選舉」開始的同時 ， 蔣經

國開始拔權本省地方政治菁英與技術官僚進入中央。拔擇的規模是歷

年來最大比例 ， 方式雖屬漸進 ， 但其後持續擴大 ， 並未走回頭路。因

此 ， 這確實是在 (a) 項意義的臺灣化之外 ﹒ 再利用本省菁英之進入政權

來強化內部正統性，藉此彌補同一時期在外部正統性上所遭受的打擊

之做法 ， 可以說也真有 (b ) 項意i函 t的臺灣化意義。儘管如此，由於這

種人才的拔擇是透過蔣經國據以培養權力基確的組織 ， 即中國青年反

羔救國團(通稱「救國團 J )之類的途律 ， 或者蔣經國的親信 ， 把受

到蔣經國青睞的人物個別拔躍進入中央的黨以及政府部門。因此 ， 這

個方針本身並未具有任何民主化意涵 ， 也無法具有 (c ) 、 (d ) 項的畫灣化

意義。不過 ， 此種在國民黨體制內一步一步少量增加臺灣人菁英的做

法 ， 使得國民黨對於黨外所升高之對民主化與華灣化之要求的過敏反

應有所減輕 ， 就這層意義而言 ， 或可說與民主化有關。

如果基灣化未必是民主化 ， 那麼 ， 臺灣化在民主化之後持續存在

也就不足為奇。例如李登輝政權後期之「凍省」以及擴充臺灣教科書

中的臺灣歷史記述 、 陳水扁執政後高漲的「臺灣正名」運動(包括國

號在內 ， 要求把具有「中國」意油之公共機關或團體的名稱變更為具

有臺灣意洒的名稱) ，就是最好的例子。

那麼 ， 中華民國畫灣化的極致 ， 也就是最終結果究竟是什麼?比

如說 ， 因為威權政體之轉換所產生的政治變動究竟算不算民主化?這

種事唯有等到民主體制的建畫完成之結果出現後 ， 才能進行事後的確

認。與此相同 ﹒ 中華民闖臺灣化的最後結果 ， 也是一種只能在事後止

可確認的開放性程序概念。假設 ﹒ 中華民國臺灣化開始毆動並發展到

某種程度。屆時 ， 它將 I可能與臺灣民族主義的事業( proj ect )所期待

的變動重軒在一起 ， 那就是讓所謂中華民國這個正統中國國家進入一

個「臺灣問民國家化 J (Nal io n S l a l e) 的進程。但是 ， 中華書民間空灣

化是否會出現臺灣民族主義事業所期待的結局?結果恐怕未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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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 ， 如果中皇之間出現武力衝突 ， 後果將變得極難預測。如果堅

持情勢變化的過程一定要是和平的 ， 則另一種結果也有可能發生 ， 亦

即中華民國臺灣化將成為-~重轉變過程 ， 使臺灣在未來變成一個包含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內之任何形式的中國國家主權之下的自治性政治質

體。如果站在從這個觀點出發所將到達的結果來看 ， 所謂中華民國臺

灣化 ， 可以說是將二十世紀由中國內戰與東西冷戰在臺灣海峽結合所

製造出來的歷史性結構物去除的政治結構變動。

2. 中華民國臺灣化展開的四個面向

依據前述觀點 ， 本書擬將中華民國臺灣化這一個政治結構變動的

過程，分為敢動過程與展開過程的二階段動能 ， 進行論述。本書為一二

部構成 ， 第壹部將論述中華民間臺灣化的歷史性前提與起步條件、敢

動過程。第貳部則針對正式的展開過程進行論述。

第一章將處理本書整體的歷史性前提。在這裡要確認的歷史性前

提是 ， 臺灣在歷史上分別扮演過三個性格迴異的帝國之邊陸的角色 ，

並在這些角色上形成多重族群社會 ， 也經歷了社會的重組。接下來第

二章 ， 要檢討的是初期條件。 1 949年以來的戰後臺灣國家真有兩種性

格 ， 一個是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 r 東西冷戰的前哨基地 J ) 、 以及作

為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存在之另一個正統中國國家的性格 ; 另一個

則是相對於畫灣社會的遷市者國家性格。本章將從這兩個局面上具體

闡明 q-j華民國畫簡化所據以出發的「戰後星星灣固有歷史脈絡」。

第三章將論述敢動過程。 1970年代初 ， 由於美中靠攏 ， 導致臺灣

的戰後國家在闊際社會中的地位出現劇變( r 七二年體制」的形成) , 

造就中華民間是灣化的敢動。為 f吸收此一劇變所帶來的衝哩 ， 內政

上有限的民主化與臺灣化就此開始 ， 就在政策效應所逐漸擴大的政治

空間當中 ﹒ 對抗國民黨的以對陣營( r 黨外」勢力) -路壯大變成在野

黨 ; 而從正面挑戰國民黨體制的畫灣民族主義更逐漸變成反對勢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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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上的主要支柱。

正如第四章開頭所述 ， 本書把國民黨一黨支配體制的強人 、 也就

足遷占有集團的「最高領袖」蔣經國之死 ， 視為中華民間是灣化正式

全面展闊的起點們在蔣經闕死後所展闊的、稱為中華民間是簡化的政

ih結構變動 ， 如下所述 ， 真有在時間上相互~疊並斗互相牽動的問個

面向。本書將其配置在第貳部的第四章到第八章 ， 總共五個單節將會

針對這四個面向的開展進行論述。

|透過「憲政改革」的中華民團臺灣化一一第 a個面向是民主體

制的建罩 、 以及民主體制建宣後之間家體制及其正統悴的生是灣化與1世

居體制頂點的人事和權力動向之間開始相互牽動、開展的面向。

政的自由化以後 ， 華灣的政泊制度改革足以「憲政改革 J (透過

{什 1 ;.會民間憲法}的修正來進行民主體制的建實與開家體制的修正)為

主軸進行 ， 這一展現或亦呵稱之為透過「憲政改革」的小華民國畫灣

化，包常直到實際的「憲政改革」開始為止的敢動階段在內 ﹒ 此心j

面的幸灣化到日前幸福 11-.總共料過 r下述三三個階段。其中 ﹒ 敢動階段和

第一階段將在第四章敘述 ， 第:階段則在第五章討論。

持科闖過世後 . 本省人-'f程輝繼任總統 、 並獲得起，主席權位。所

謂敢動階段( 1988-1 990) . 就是李哇輝的權力在實質化過程巾與「憲

政改革」連動 ， 終於在閃境中跨出第一步的階段。也就是說 ， 由於李

幸去輝輕過與保守派之間的權力鬥芋 ， 獲得了超越蔣純國之剩餘任期的

新任期 ， 掌握了一個與體制保守派和反對黨雙方都司以交涉的「平衡

者」的權力地位 ， 就此獲得 f為「憲政改革」開道的權力均衡條件。

「憲政改革」第一階段( 1 990- 1 996 年) . 是經過李令輝歧闕民黨主

流派l-:導的所謂 í 機關兩階段」修憲 ﹒ 亦即兩1':前íd女選的íî 的第-1ltJ

l喝民大會代表(以下稱間大代表)進行第一次修車 、 由全面改選後的

第:屆間大代表進行第:次、第三次修憲 ， 除 f制定包拍間會全面改

選 、 也灣省及行政院直轄市(每北市興高雄市)的背長民選、總統在

:v章 觀察現代蠹彎政治的角，宣 23

選等各項制度以外 ， 亦將這比選單付諸實行 ， 完成 f最小綱領式民主

體制的建置之階段。這段期間 ， 政治上的自由化也是在經過郝柏村內

閣與民進黨、臺灣獨立運動臨l體及其他在野勢力之間的激烈鬥爭之後

本徹底法制化 v 經由這個階段的改革，使得原本存在於閱會、主要地

方行政首長 、 以歧總統之代表性上的矛盾獲得解決 ， 政治權力之正統

性方面的臺灣化步驟足本上已經達成。這意昧著作為戰後臺灣國家的

巾學民國之政治lf統性已經從內部獲得更新與變更。同時 ， 遷占者族

群在多電族群社會巾所占據的政治優勢也面臨崩潰 ， 而多 i毫族群社會

中的族群關係也跟著積組。

「憲政改革」的第:階段，是超越最小綱鍋式民主化的國家制度 ﹒

朝向畫簡化推進的階段。包括在直接民選的總統(李登輝 、 陳水扁)

之下 ， 進行了第|用次到第七次的修憲 ﹒ 內容抽萃「 j東省」 、 闕民大會的

形式化到廢止 、 修憲案須經公民投票批准的憲法制度化等等。還有 .

在第四次修憲峙 ， 對於總統、行政院長、立法院相互之間的權限闢係

進行了調整 ， 建 ií. ( 一悶棍稱為「毫灣式半總統制」的政治制度。在

第七次修憲當巾 ， 則針對附會議員的選舉制度 ， 胡小選增區與比例代

長並，'{市iJ的方 'L1J進行大幅變更(根據此項制度所串行的第一次選舉於

2008 年 1 月實施)。布這f[耐階段 ， 經過第一階段的「憲政改革」所建置

的民主體制之關家性( slateness )與治理能)J (go、 e rn ab il i l )) . 變成 f

各方爭論焦點。

11 民族主義政黨制的形成與展開一一第 1阿面向是構成民主體制

運作之寶寶內容的複數政黨制之形成與展開。此一面向的展開將在第

六寄電論述。

在成權政體的故後階段 ， 挑戰體制的M對勢力 ， 把對鼠主化的要

求 、 以及要求人 [J 上出多數的本有人在政的 、 文化上的力壘必須獲得

倍(仁之訴求 ﹒ 成功地連結到空倚仗族主義的論述 1-:. (例如「臺灣前途

村民自決」等) 0 4致 l戒11是常也不得不在第三次修苦時將此予以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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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因此， 在民主化過程中所形成的畫灣複數政黨制 ， 就變成一種以

興起的臺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或者說是中華民國民族主義)

之間的對抗作為意識形態之對抗主軸一一「民族主義政黨制」。對抗之

一方的巾國民族主義 ﹒ 傳承了過去官方的巾閻民族主義 ， 對於本省人

在力量上的強化戚到不安 ， 也對於臺灣民族主義在臺灣內部與臺灣海

峽所引起的緊張戚到不安。

民族主義政黨制之下的政泊動員(主要為選舉動員) . 是在「族群

=民族的( ethno-nati onal )脈絡」下展闕 ， 其使用的民族主義辭令或象

徵 ， 在很大的程度上 ， 真有多電族群社會中之族群動員的意義。動員

的要角 ， 是那些在「憲政改革」第一三階段逐漸失去「遷占者優位 J .但

是在政界且有界 、 文化與學術界 、 傳播媒體中依然擁有優秀人才 ， 依

然在政治 、 文化 k占據強勢地位的少數派外省人。外省菁英對於權力

之獲得 、 維持路線的選擇(對於與權力逐漸穩間的本有人總統兼間民

黨主席李登輝之閉的關係之選擇) . 以及與之相呼應之外省選民的高度

凝聚，性(對於最有希望當選的外省候選人之族群投票) . 造成了關民黨

的分裂 ， 也使得政黨體系出現變動。但是 ﹒ 總統直選的邏輯卻也 fciJ時

導致臺灣的政治勢力走向兩大勢力對抗的結構。

111 國民統合理念與多重族群社會的重組一一第三個面向是國民統合理

念與多車族群社會重組的面向。這個面向將在第七章吾先晶。

「遷占有優位」崩潰以及毛主灣民族主義的挑戰 ， 不 f8.導致官方巾闕

民族主義霸權的崩潰 ﹒ 也使得官方中國民族主義在與聖灣民族主義犀

生對抗的詣~ f . 變身成臺灣政治的要素之一。民主化過程中 ， 面對本

村人 [1 益強化的勢力 ， 除 f 外省族群在政治上的動向之外 ， 原住民族

與有:家等少數族群在身分上的向我主張運動也隨之展開 ， 這些動態也

口I說明 ， 在遷占者國家之下 ， 儘管「中國化」不停地往前推進 ， 但是

潛伏在臺灣社會裡的文化多元性卻也逐漸抬頭。

在這種狀況下 ， 官方巾岡民族主義已經失去其作為統合理念的作

序章 觀軍軍現代臺灣政治的角度 25 

用 ， 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多元文化主義的統fT理念。這種多元文化主義

認為 ， 臺灣社會中的各個文化集團(族群)之文化，扎根的歷史雖有

不同 ， 在價值上是平等的 ， 國家威者族群相互之間都必須尊重這種文

化的多元性。多元立，化主義觀點起初雖由民進黨以歧臺獨勢力提出 ，

但泣 ， 隨著.B;:進黨在體制內的勢力逐漸擴大 ， 李登輝政權下也在一定

程度上將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化 ﹒ 並加以實施。就此意義 1訂J ，弓 ， 臺灣民

族主義可謂已悴，提升到種官方民族主義的地位。很難說那比政策達到

f什麼驚人的成果 ，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 ， 這些變化 ﹒ 使得臺灣的多 i聖

族群社會在民主化的進展下也進行了一種向由主義式的重組。

值得注意的是 ， 前述這種變化是在下述的文化結果相當廣泛且深

入扎根的狀況 F進行的。戰後 ， 依照官方中國民族主義，由上而下 、

長期扎強力執行以「中間人 Jh依歸的國民統行政策(也就是同化主

義)之下，造成-種立化結果。這種文化結果包恬諸如幾乎完全普及

的「國語 J ( rt l 閻共通諾言j) . 以控或許有族群 、 世代之差異 ， 卻是

高度滲透的，隨身為「巾岡人」的意識。至目前為止 ﹒ 臺灣民族主義

作為一種準官方討族 E義 ， 其已獲得的成果 ， 不是將這些結果替換成

「空崗丈化」的文化霸權地位之確 ι ， 而是透過它的多元文化主義式國

民統向政策 ， 來導 lE過去在閥民黨政權的有方中關上已族主義霸權之 F

所造成的不公平與過激的單一化主義。

IV r 一個中國」原則的倒退與「七二年體制」的傾觀一一第問個

面向，是達成問我變革的臺灣與仇 1 970 年代以來規範臺j續在國際社會

之地位的「七三年體制」之間出現擦撞的過程。泣{間面向的開展將在

第八章憤討。

巾華民皆l毫灣化 ﹒ 也是一間「民主化+臺灣化」的雙重巨變化。民主

化當然會強化內部正統性 ﹒ 這也使得與 1 970年代初期的蔣經國背道而馳

之政策對應成1..1， 1可能 也就扯謊 ， 在?主持科閻時期掌握主導權的李登

輝. • 月希常 1"1 九民 l ﹒化 rfI î 叫到強化的|付 m~ 11.:統性 IIJ以強化是灣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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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部Æ統性。因此 ， 中華民國臺灣化 ， 就與那拉希望強化、住擴大國

際上對於「民主臺灣」之認知的政治菁英之行動緊密連結。結果 ， 對

於「七:年體制」的前提 ， 也就是「 一個中國」原則的政泊J:支持 ，

使在主灣內部逐漸衰退』但是就在同時， r 改革與開放」後的巾l或!在政

泊 、 科 j齊 、 軍事上全面雌起 ， 告灣也因此直接 、 持續的受到影響。在

這種情況下 ， 向來藉由〈臺灣闢係法}把臺灣納入其非正式帝國之周

邊的美闕 ， 為了維持臺灣海峽的和平 ﹒ 也不得不煞費苦心。

本書是筆者的第二本現代畫灣政治論專書。前一本是〈臺灣

分裂闕家與民主化) ( 1 992 年 ， 本書由播種者文化翻譯出版) ， 該書

中 ， 事者認為政治系統的一三要素，即「政治共同體 、 政治體制 、 政府」

之巾 ﹒ 以政治體制最受爭議 ， 這個位階的變動不但會影響政府層次 ，

也會強烈衝擊政治共同體層次 ， 因此，便聚焦在政治體制的變遷問題

t面。不過 ， 正如該書的副標題「分裂國家與民主化」所明示 ， 筆者

當時也開始關注到政治共同體層次的變動所逐漸牽扯出的政治問題，

筆者指出 ﹒ 隨著民主化的進展 ， 政治菁英與政泊權力之正統性的臺灣

化也隨之進行 ， 並將之解讀搞「中華書民國的臺灣化」。對於這種狀況進

行到最後極有可能出現的闖京 ， 革者將之比喻為 r r:t 1 華民關第二共和

制」。接下來的十多年間 ， 在前-本害時只進行到一平的政治體制變遷

問題 ， 確實在 1996年時因為總統直接民選的舉行而完成 f民主化的進

程，若僅就政治權力的對內正統性而言 ， r 中華民國第三共和制」已是

既成的事賀。此外 ， 聖灣化的進展也顯著可見 ， 可以作為巾華民間臺

簡化來理解的事實 ， 已經不限於在前一本書中所學出的政jh 菁英與政

?fî權力之正統性的是正簡化問題 ， 民主化之後的垂灣政dî ﹒ 呈現出一種

關繞符華灣的濃厚認同政ifîf美貌。在這種情況下，本書將巾華民 l祠哥

灣化重新鍛造成總括政的共|叫體層次之政治結情變動的概念 ， 而論述

也緊D;，fE政j台共同體層次。

國

前期﹒初期條件﹒啟動

1945-1987年



第一章 多重族群社會的臺灣一一

歷史前提 *

有位老臺灣人曾這樣吟誦 r 大正出生者的幸與不幸輩在光復節」

(賴天來)。也曾有臺灣詩人如此寫道 r 君嚮往陸地 ， 吾嚮往大海 ，

君戰死沙場 ， 吾成異國人 J (吳建堂) 0 r 大正出生」的臺灣人 ， 同時

也是所謂「戰時派」的臺灣人。這些詩人 ， 都是十七世紀開始從中國

大陸移民到臺灣來的漢族後裔。如果是漢族後裔 ， 一般組糙地，都被

當成「中國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 ， 在日本的殖民地支配 f ' 不管顧

不願意 ， 這些「中關人」都受到作為「國語」的日語教育 ， 戰後 ， 又

被迫處於新「國語 J (中國共通語言)的支配下。

其中 ， 有些人在所謂「用真心說日語的:戰後 J (高瘦曼)之自覺

下 ， 把日語文學藝術當作白己的資產 ， 生活在臺灣的戰後時代 ， 繁衍

于孫 ， 吟唱出所謂「一家三代兩國語 ， 皆起凶於光復節 J (賴天來)的

心聲。所謂「兩國語 J '就是日本的「國語」和中華民國的「國語」 。

然後，戰後在凡事向美看齊的強烈社會風氣下，送子立出國留學的

人 ， 會出現諸如「太平洋來去無經年，何處是吾歸處 J (顏梅)之類的

戲慨 ， 也就不足為奇 ! [若林 ， 1997 ; 黃智慧 ， 2003 ) 

歷史一路走來 ， 臺灣始終位居三個性格迴異之帝國的邊障。首先

是作為古典世界帝閱之滿清帝閩、然後是作為近代殖民帝國的日本、

以歧戰後的美國這種「非正式帝闕」 I 。每當這些帝閥以不同的方式統

*玄章譯者譜、哇 'ii'

l -f府咕; ;;:1空三定{;:在一 IT 苛玄之旬，聖位置工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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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搞上是地的帝國」之帝國體系崗邊所造成的 。 izi個國家在受到美國庇

護的中國國民黨一黨支配時期 ， 外省人以優勢的少數者姿態登場，更

多重1iJ-君主社會的吾吾灣一一歷史前提章咕
唱

使位與此對抗的身分認同逐漸在早期移民集關( group )之內形成。

這本書，希望能夠把中華民國臺灣化這一齣在時間上距離我們最

近的政治 、 社會戲碼 ， 從頭到區品讀。從逗細觀點來看 ﹒ 圍繞著這樣

一個亟灣的各個帝國之盛衰，以及隨之展闊的原本住民與移民之間的

關係之重組的劇碼 ， 成許口J以說就是臺灣的歷史戲噶3 。

jh 、支配，主灣之際 ， 就會有性格迴異的移民進入世灣社會 ， 使得移民

與原本 f1:民之間的關係在畫灣社會內部不斷進行車組 。 首先'。從中

關大時的漢族開始移肘，主灣進行開Hî以後，移闊的漢族與i手指國 I判“

請系的fJ~{ f1:民族之 rllJ 11', ~兒 f鴻溝 。;是放之間﹒也隨著山身地以及之化

的不 fwJ . 形成 f 楚 inJ ì莫押 。 接 F*的， J 本殖民統ìhH早期﹒[]本人以支

配性的少數 tt身分(t:塌 ， 與此對抗的 「 堂，灣人 」 身分認 fiiJ .前去;以H

殼，主要~ ~1~~ t.x 中華已站等t""r:的 ~tî,0 

本章開頭列蟬的戰後臺灣人所創作的日語文藝作品 ， 清楚地向我

們訴說著臺灣島上的人們不得不經歷的近現代地緣政治學 。 在接續交

備族群性格的身分認同方式形成 。 fj1 於戰後的情界帝闕 美關 ﹒ 足

一個志在透過「殖民地化不徹底的各種手段 J ( r可矢 . :2 OO-l : 6 1 ) .意

間確保其影響力所及範闊的所謂「無殖民地的帝闕 J . 因此，戰後的喜

錯堆疊的帝國支配 F所堆砌出來的 ， 正是中華民國畫灣化的歷史性前提 。

一 、滿清帝國、 H本殖民帝國、多重族群社會

-f問稱為 r '[1蓮香民閥」的闖京 。

更準確地說 ﹒ 這是[大l為在中國大時的國共內戰中吃了敗仗 ﹒ 無法

確立本主J作為繼承滿清帝開領域之 r ( 巾華 ) 價fN帝[祠 J 的地位﹒而

逃到華:街來的「中有害民[戒;J J .隨著月2洲冷戰的白IJ劇，被組編入美閥這個

灣就擁有了

現勻的臺灣社會 ﹒ 雖然是山漢族移民的後裔占壓倒性多數 ( 人 I 1 

的 970/0 ) • fii茱究其內部結構 ﹒ 會發現其中包台具有不同歷史淵源與性

格的*間，他們之悶的界線交錯iR哩 。 對於此種從族群構成的面向所

觀察到的華灣社會形構 ﹒ 幸者借用在臺灣被用來指稱民族集阱 ( ethnic 

group ) 、日，用 ìt已將問定的用詞 一一「族群 」 ﹒ 稱臺灣社會為 r .多單

1.臺灣的多重族辭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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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章程後要灣政台史 中華畏圖畫書看化的考得

『族群』社會」。

「族群」一詞 ， 是 ethnic group 的譯詞 ， 帶有如下的語意 ， 即「族群

相對於其他團體的認川 ， 最獨特之處 ， 在於它是強調成員之間的『共

同來源』或『共同祖先.!I (comrnoll descent ) . 作為區分『我群』與

『他群』的標準 J ( E甫昌 . 2003 : 10 J 。在臺灣 ， 這個用詞雖出臼學

界 ， 但隨著社會一般也開始使用 ， 這個詞便逐漸真備了一種自由的語

鼠，不論是用來區分在文化人類學上可以被稱為上是族( ethnos 、 e thni e)

的原住民族與漢族 ; 或者是用來區分客家人與福佬人(甚至是福佬人

內部的海州人與泉州人)這種漢族內部的語言或者是出身地集團之不

同 ; 以及在殖民地之 F的日本人與喜灣人之區別 ﹒ 對一般性歷史敘述

中被稱為民族性的界線 ， 都可以適用4 。當然 ， 連「民族性」這種不管

在中、[J文的語底上都極難適用的本省人與外省人的界線 ， 族群這個

詞也能完美吻合 。 由於口文和中文都使用漢字 ﹒ 筆者希望利用這項優

點 . (-[接借用這個巾文詞彙 。

隨著臺灣政治上是上化而展開之強烈的認同政治 ， 與圍繞著國族

認同的政治和反映多重族群社會小複雜族群關係的族群政 ifî (eth no 

politíc有 ) 車馬交錯進行 。 由此觀之 ， 所謂中華民國臺灣化的力道強度

( dynamis m ) . 口I謂在 1 949 年前後 ， 因為大量外省移居與遷占者國家之

確立而出現的戰後重組之後，在多垂族群社會裡最新的重組過程 。 此

所謂章，組與再重組過程 ， 雖然受到對外關係的強烈影響 ， 然而就其與

「民主化+臺灣化」這種政治結構上的變動同時展開之意義來看 ， 這是

一種有別於過去透過外部人口的進人與外來統治所出現的重組 . nJ以

4 苟外 r'õ..q 前再句:主產. J~ 民之吾己旦台? 羊[司 ì' ， bangsa ﹒以及其霞在 計 ，馬來進行考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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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垂灣史上第一個自發性或內發性的重組-。

如前所述 ， 此一重組 、 再重組過程 ， 真有兩個面向 : 一個是人口

上居多數的本省人因為民主化而獲得權力 ， 導致戰後身為遷占者的外

省人，在臺灣這個遷占者國家中，其政治文化上的結構性優勢走向崩

潰的過程(因此 ， 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外省族群政治化 ， 也就是外省人

族群化 ， 逐漸參與民主化之選舉政治的過程) ; 另一個面相 ， 則是同時

間展闊的客家人(本省人中的少數者)及原住民族(相對於整體漢族

移民的少數民族)提出族群上的自我主張與獲得權力的過程。

外省人的大量移居與遷占者國家所導致的戰後重組 ， 將在第二章

說明 ; 隨著中華民國臺灣化所產生的重組 、 再重組過程 ， 則留待第七

章與第八章敘述 ; 本章要針對戰後重組開始之前的過程 ， 也就是滿清

統ifî f多重族群社會之基礎結構的形成、以及日本殖民地統治下的所

謂近代意義上的形成過程 ， 進行概觀。

2. 滿清帝國與多重族群社會之基礎結構的形成

對岸中國大陸漢人對臺灣持續性移居 、 開墾的潮流 ， 始於十七世

紀仇 。 當鄭成功的勢力接連擊退荷蘭東印度公司以及荷蘭 ， 在臺灣南部

設軍交易據點 ， 並以此其中心 ， 對一定領域進行支配之事實 ， 也助長

了中閥漢人赴盔的潮流。荷蘭對於來自對岸的移民實施獎勵 ， 加上標

榜反清復明的鄭成功 ， 除了帶來一個小規模的中華王朝形態之文武官

僚制度 ， 還獎勵一種依照屯出制度所進行的開墾。同一時期的中國大

陸 ， 滿清推翻明朝 ， 開始興起 。 清康熙皇帝時打敗鄭成功 ， 將過一些

5 .Ð于奎月砂土，齊的高哼 '.t 半左 w 全球 L ，~'i 1= (是 19l)O 年 4弋.!~ t括。f 芳的進 中~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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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械鬥」的也時有所見。飽嘗苦頭的清朝無法處理，經常將參與爭

鬥的一方當作「義民」或「義勇 J .拉作同夥，使其參與鎮壓，如果這

樣還無法恢復ifi安，就從大陸本廿反兵過來。

在中國大陸華南地區，所謂「分類械鬥」的「頡 J '指的是作為

父系血緣組織的宗族集團，至於在這一片新開墾而宗族遲未扎根的臺

灣﹒所謂的「領 J .在大部分的情況下指的是出身所在地集團，福建省

沛州的出身的(i制叫人)和福建省泉州府出身的(泉州人) . 以及主要

來自廣東省北部的客家人，他們是主要的「分類」。其中 ， 海州人與泉

州人的母語同為福佬話，相互之間可以理解，文化差異較小 ; 但是與

客家人的母語(客家話)無法互通 ， 而且客家人具有漢族罕見的女性

不纏足等種種習慣，雙方之間具有比較明顯的文化差異。「械鬥」以

這:者的所有組合方式發生。到了十九世紀後半 ， 當「分額械鬥」的

情況減少，而且「分類」已不盡然是出身所在地集團之間的問題時-

i章州人與泉州人之間的界線意義銳減 ; 但是，客家人與福佬人之間的

界線 ， 被認為在日後依然具有社會性意義 ﹒ 毫無中斷。也就是說，原

本仔在於i章州人、泉州人以泣客家人之間的界線，到 f十九世紀後

芋，變成了福佬人(海州人與泉州人)與客家人之間的界線。此種界

線，在滿清帝開轄下的臺灣漢族之開拓社會的範圍內 ， 可謂真備了一

種准族群( subethnic )界線 t的患義詞。在所謂「分頭械鬥 」等於叛

亂的動亂中，客家人被認為比較常扮演「義民」角色的事實，也是對

福佬 客家這種准族群 t的界線產生持續性影響的原因〔王甫昌 ，

2003 : 129) 。

另一方面 ， 在漢族與原往民族之間，漢族的優勢很早就在平地原

11: l~族( ï 熟蒂 J .'JX 布「平 irU 蓓 J )之間確 ι ，歷將各種|利緣際會之

章第H 蓋在復重 11政台史一一中華民國墓 E聖化的空空

猶豫後，即將臺灣納入版悶.並在對岸的福建省之下設立臺灣府，向

中央派遣官吏 ， 開始了對臺灣的統治。一直到卡九世紀後半丙歐勢力

再度興毫時為止，清朝統dî所著限的，都為考量如何避免臺灣再度成

為類似鄭氏這種反清勢力的溫床，防止臺灣因為其他動亂而變成王朝

的麻煩製造者，凶此，對於來自對岸的移居﹒頒布j f輯嚴格的禁令 。

但是，禁令並無成效，把毫灣與大陸放在相同的統治秩序之下，

長期來看，對於來內對岸的移居、開唔 ， 毋寧提供了有利條件，在聖

灣的肥決問野 t找到新的生存發展機會之對岸居民，就這樣絡繹不絕

地渡過臺灣海峽來到毫糟 。移民潮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初期 ， 漢人的

開墾從華南開始，往南-1{到下淡/.k i案(譯註 : 現在的高屏溪)流域 ;

往北，在十九世紀時到達臺北盆地，進一步往東拓展到東北部的賀蘭

平原。人 r I也隨之增加，從鄭氏時代來期所推屯的 12-15 萬人，到 1811

年時增加到 19-1萬人﹒至IJ f清朝末期，增加到近 300 萬人。滿清統dî時

期的機構，也只好隨著移居與開塑潮的擴大 IflÎ擴充. rþ (清) i.t戰爭

後的 1885 年，並將莘灣從福建省獨丘出來 ﹒ 設賢，早灣有。

對於中國大陸沿岸地區，特別是對於福建省、廣東省的人民而

言，毫灣是一個新發現的「新世界 J 0 只不過 ，當開墾的人們瞄準這 一

片決土，開始蜂湧進入時 ， 為了取得上地與水利等資源，緊張關係於

焉產生。在這種緊張關係之下，社會性的爭鬥便經常發生。爭鬥不僅

發生在移居漢人(對清朝而言屬於「民 J )與原ft民族( ï 番 J )之間

( ï 民需衝突 J ) .就連移居的漢人之間也經常發生「分類械鬥 J . 也

就是人民分成各「類」﹒持武擇( ï 械 J )爭鬥。這種爭鬥有時候會發

展成大規模的tzi肯動亂﹒訂時候 ， 旬開始足反iJJ動亂 ， 最後翎]發出成

s 11. J. Larnk) ~::吃三令~， 1，聖: 'l 戶 yTFf 呵呵 甘于建 'UhClh Olc nval" tr ·三咯
Lamle). 19XI' 2X2-31X .交之 'ft ,uhclhnic t 伊"- t 冉-""蔓 r~"~ 車 f王氏族~~顏浮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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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 這些平地原住t'Ç族不但接受了漢族的集約式農業形態 ， 也被納入

其農業經濟體制內。在文化和習俗方面也走上漢化一途 ， 與漢族之間

的界線意義逐漸趨淡 。 如後所述，口水統治時期，原住民族在人口統

計上被列為獨立範疇，但是在行政上，平埔族自;落與漢族均被列入同

-範疇。對於那些住在中央山脈、東部&..離島﹒未受到漠化的原(主民

族( r 生番 J ) .則設置不同的行政系統 ﹒ 使得其與漢族之間維持著明

確的界線〔清水 . 2005 : 108 ) 。

滿清時期渡毫的清朝官僚及其家族 ， 數量不多，而且與漢族移民

社會的接觸面也被認為不大。也就是說 ， 在滿清時期 ， 額似後來殖民

地統治時期的日本人或者戰後遷占者問家的外省人那樣 ， 以千重支配

性優勢的少數者姿態自居 ， 不僅身為統治機構的要員，在人口規模上

也成為構成社會的要素之一 ， 並與其他集團有互動關係的集團並不存

在 。 再者，滿清是典型的世界帝國，凶此，所謂「邊緣的曖昧性，同

時患味著滿清對其內部所存在的異質性事物採取寬容的態度，反過來

也叮以說 ， 是對於異質性事物的(引用者)存在本身戚覺遲鈍或者說

犯 f無戚症 J (山室 . 2003: 918) 所致。因此，必須先確認的是，滿

清統治下的臺灣所出現的原住民族與漢族、不同的漢族移民團體之間

的關係、以及他們與國家之間的關係 ' 都與國境明確 、 在內部以追求

貫徹均質的支配為同標之近代以後的國家不同。只不過在這個時期 ，

由於漢族優勢的社會已被確屯 ， 而性格迴異的族群(漢族與原住民族)

與準族群(漢族內部)之間的界線有時出現 、有時趨於淡化，凶此從

這個意義上來看 ，清朝時期， 基灣的多重族群社會之且體結構口J謂已

經形成(如關 1 -1 所 /J之)。如後所述 ， 在語言上意義完整的多重族群社

會，將會在這個主主體 1-，逐漸形成 。

3. 日本殖民帝國與多重族群社會的形成

話說 ，滿 沾{I: (馬關條約}巾把主灣割讓給日本 。日 本 ~I此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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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居漢族

(j)原住民旅~後來的移居者

(2)不5i全是否F哥哥韌的品、台軍íí lJ'

3穴陸出身也與母語之}ìIJ ﹒這些人之筒以各種不同的組合愁常發生「分頭喊:弋」
空J椅苓「分頭持FV J 的可少''f"於界主要的育意識也逐高尚失

出Øl;_ 筆者裂成。

圖 1- 1 清朝時期形成的多重族辦社會之基礎結繕

入近代誼民帝闊的行列。根據山室信一的說法 ，近代單民帝國有別於

巾華主朝這夸獎員，'，-典的世界帝國 ﹒ 它是 4種由具信上權國家 、 國民國

家形態的核心政體，統合異民族領域的「國民帝閻」。古典的世界帝

國 ， 依據儒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的世界觀 ， 認定自我知普遍性的

存在 ， 以不斷向外擴張為職志 ; 儘管如此 ， 其邊境卻是流動與不確定

的，在邊境﹒帝國靠著 一種以無封閉的開放性系統進行支配、吸收的

動)J 作用 ， 在 n以保持生命力〔山室. 2003 : 89) 。滿清時期在逼灣

所展闊的，包恬漢族移居開拓的擴大﹒以晨在漢族開拓範圍內所發生

的原 ít民族之漠化，身Q括在「民(漢)番衝突」中所出現的漢族之勝

利，導致漢族移住地山守主地往丘陵擴大 . JJII 上hf追認這些事實而被

擴張增拉的行政區劃與'(~. f前，這些動能'lE是作站世界帝國的滿清王

朝用以擴張版間的邊境動能9 。

l) l:~~. i!月 t l:1f:二與弋 r' . 1. ;,' 'ê ('" 1 要?可?!曾 41.Eft f失古tr"" ~:;T -+-♂ - . ~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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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此 ， 作為近代殖民帝國的「國民帝國」 ﹒ 則是源們於問歐

的岡民閥家在互相謀求自我生存的過程中因為涵納 f異民族區域而形

成的。那是一種「跨越岡境的民族，利用資本與軍事這兩種力量﹒將

其所獲取的空間當作 4個異於本身的政治社會，徹底將其宜於『外

部 J . 卻X同時把它當作 l可己的主權頡域，逐步將其『內部化』 ﹒ 也就

是兩個相反向量交互作用下所形成的跨領域政體 (supra-territorial bod) 

politic) J [同前 : 89)ol[J寄電把這個「相反向量」的前若隔站「差別

原理」 ﹒ 把後者稱為「統向原理」。在這個意義 F' 近代殖民帝聞所

屬的積民地，被定位在兩個原理組合下的「間內法上的闕外，以及開

際沾上的間內」之地位 C' 形成了一個核心政體(誼民地本國)以外

的「異法域」。核心政體與「異法域」的殖民地之間的境界，雖非國際

法 k的界線，卻是一種「顯示其與統治區域之間的芳:異與階層性的優

越線，同時也是，種將本關從抵抗性入侵之恐怖巾隔離的防護線 J [同

前: 114 ) 。所謂殖民地統治政策，或許可以說就是這種優越線 、防護

線的管理營運政策。因此，本間社會與殖民地社會的差異 ， 及殖民地

社會內部各項要素之間的差異，自行政權依據「科學的方法 J .成吉由

受到行政權支援的學者或者學術組織進行徹底調查，在反映當地的狀

況或是本闕統治菁英的喜Hf ﹒決定或變更「差別原理」與「統向原

噁」應有的組合。

日本的殖民地統ifî特徵﹒ 4甜的皮稱為「同化主義」。如果對照以

上的論述，從統合原理與芹:別原理的組合(從殖民者的角度所看到的

「是別即平等」之機制)來~n . rúJ化主義指出 f的本間主動將殖民地住

民逐步導 r~lJ r 關上是化」的動力較站強烈的面向。吳叡人指出，日本這

個「罔民帝閻 J .雖是來 I~第一個泣代間民間家，卻[，jJ Il .J也斗寸間「遲

到的巾|戒!主義 J '使得核心政體的國民形成與兩|喝形成的過程大幅有{

啊 .jt統jh殖民地的立識形態. Hl1被抽納到統ih 存英所保 {j的[ J 來 i喇

叭|是|家所形成的「行方民族主在 J (nationalisll1)意識形態 11 1 • l大l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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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的統合被認為真有-種強烈的傾向，亦即被設計戚本國國民統

侖的延續( r 國民形成式的殖民主義 J [nationa li zing colonialis ll1 J) ，並

且付諸實行。因此，他對日本植民主義中的「差別即平等」之機制，

賦 r -種「層級是別式吸收 J ( di fferential incorporation) 的性格。這種

性格所展現的做法，是將新取得支配的闊民共同體構成要素當作一個

整體，將之編人層級統治秩序的底層(法國則是以 文明化〕的個人

之方式) ，然後依序定位，將其編入日本問民間家之內[ Wu、 Rwei-jen.

1003: Chap. 1 J 。

這個「層級差別式吸收」機制 ， 對於殖民地統泊之下的臺灣，究

竟創造出什麼?從本書的觀點來看 ， 重點有二。

第一 ， 殖民地空灣的社會 ， 在族群構成上存在著「內地人 J (日本

人)一一「本島人 J (漢族)一一「蕃人(生蕃) J (原住民族)的界線 ，

臺灣社會可以說是在族群界線被刻意凸顯的情況下逐漸組成的 10 。這

是一個在滿清帝國統治時期開始的「民(漢族)番」界線之上 ， 再疊

上一個殖民者「內地人」的社會所組成 ， 也被認為具有依據對「文明」

的吸收程度來分出上下關係的意涵。針對臺灣近代史的這個面向 ， 至

今研究雖不多見，不過，這種界線的形成與持續，事實上是透過以下

的幾項政策所鞏固。

首先是「本島人」的政治待遇政策(曖昧的「日本人 J - r 弋等

臣民」之創造)。這個政策是利用以「國語 J (日語)為核心的日本文

化要素之吸收，一方面追求「同化 J '一方面又盡重讓公民權的平等化

遲滯。再者是山地特別統泊政策(被稱為「理蕃政策 J )。這個政策甚

10 在蓋房'.'Hf 4;/; ←口 λtA 者均計話 .i 'f 月~r、 不島、 J:ι? 究竟咆戶初 "i f 包含 st
T ~.每 生卒 :~ -F ，~.草 ξ 正可-定?守主 甘從 1 90S 生 1 、主主 ø 三年進行一.\ ~~ 
'、口音可~報告書口 袋令花 生蕃 J 鈴 t~ 為 ~島久 (且 7_ 采兒;吉化 f~貼近行荒第一線
日~ i-智主有 t~ ti守何~.j. .Ir {>- ít;ì;' 1" 1903 至 1933 年是早一 生苓 主1 τ~ G; I 、 .7t塵不同
.~ Efi !.且主 fc 芥達官付 7~ f 三 "f ,J. [t~ 在宣f\ ~~.:j 之干， γ: 若是一紋的日本 t、或者
乏足式丟失﹒左空 I主~0位 .i i I ~j: 泠空 ~，島九 三"' 早~ .~:主-，~ 受教jj:'.k 江
~ ~~生j 芒-1~ ，...-;行字川軍 ç :~ 1:-于宇生 ~005 芋 9 1 I~ 仁、 海記此表謝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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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不承認「生蕃」作為一個法律主體的地位，從教育到行政 ， 由警察

執行不同於平地系統的統治政策。總督府所編輯的漢族住民用初等教

育教科書之中，一直採用「吳鳳傳說 J (漢族的「通事」、「通譯 J '讓

向己的人豆豆被砍'使「生蕃」改掉了砍人頭的習慣)的教育政策，試

圖從意識形態上強化山地特別統治政策。讓「本島人」以放「蕃人 J ' 

被定位在一種階級統治性的秩序之中，然、後透過凶日本支配而傳入的

「近代性」霸權 ﹒使得他們在霸權之下雖然不情願'有時候又不得不吸

收日本立化要素的情況下，逐漸變成「日本人」。

第三個重點 ， 當然就是與此分庭抗禮之抵抗性主體的形成動態。吳

叡人把這種從 r I晉級差別式吸收」機制中產生周邊住民之抵抗性主體的

機制，稱為「制度化的臨界狀態 J ( institutional liminality) 。被納入日本

帝開之周邊區域的住民 ，依據自核心政體菁英單方面制定的「日本性」

( Japaneseness ) 之墓準(殖民地居民的所謂「民度 J ) ，在帝關階級統

治的 F階層部分，被制度性地定仕成「外地人 J (在畫灣則是「本島人」

與「蕃人 J ) ，且徹底固定下來 。這就是「制度化的臨界狀態」。

在這種曖昧的所謂「不可能是日本人的日本人」之尷尬狀態下，

作為一個國民帝國的差別原理與統合原理，矛盾顯露無疑，而且也會

將位於帝國周邊的區域範疇( r 沖繩」 、 「臺灣」 、 「朝鮮 J )政治化。

這種政治化，在沖繩被採取的，是一種藉由在帝國內部追求以自治與

平等品目標的同化來達成近代化的言論 ; 在臺灣所採取的，則是追求

一種要求在所謂 H 本殖民帝闢系統之外的自治與平等之「分離的近代

化」言論。作為一種周邊民族主義 11 ，抗日臺灣民族主義 12 的言論 ，已

在「本島人」之中出現。吳叡人認為，從以下各種言論，就可以證明

1 ~吉否 f1 究 u 套司以萃的 ó{.去 拿正是 主良苦豆，只、只憊 的皇家主義去哭笑主義
J'_;' 耳U: 江主要求高F{ t ~dl內丈夫主義 \\'U. R叭叭.Rcn. :!()03: 152 

2 ~ _ :::聖寶貝社主義 乏主苦于時:主三司 令:←ñ ?t把 自華民主

之憂.宵反英.i.f，之 1頁J. ~j 師 ~t';i_._ ~t 丘 吉吾

句 A 4‘-接
‘~ u 

=.也;t: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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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臺灣民族主義的存在。包括從 1920年代起至 1930年代前半所展開

的一種殖民地自治運動，即「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中主張的 r;臺

灣是臺灣人的垂灣 J '還有從 1920年代後半起至 1930年代初期所展闊

的左派抗日運動中「作為應得到解放的弱小民族之臺灣人」的概念;

以及在同時期所展開的各種文化運動之其中一部分，企圖將在政治上

受到此種界定的「臺灣人」本質化的言論( ibid.: Chap. 3. 4 ) 都屬之。

臺灣的社會學者王甫昌舉出了三個構成「族群意識」的要素。分

別是 : 1 不論祖先或起源 ， 我們都與他者不同的差異認知 ; 'g)相對於

他者，我們處在一個不當 、 不利的位置之不平等認知;兮為了去除這

種不平等，必須採取集體行動的認知。此外 ， 主甫昌也強調，上列要

素中的「不平等認知 J ' 是以「人類皆平等，只有文化或形態上的差

異，並無上下之別」的平等觀念為前提，因此，族群意識可以說是相

當近代的產物〔王甫昌， 2003 : 141-23 ) 。如果↓ 、 乞 、 安以及作為其

前提的近代性是族群意識的要件 ， 則在吳叡人所指出的「層級差別式

吸收」機制下的「制度化的臨界狀態」之中所生成的抗日臺灣民族主

義，及在其中逐漸被想像、創造出來的所謂「臺灣人」身分認同 ， 可

以說滿足了所有的要件。若嚴守王南昌的論述，可以說，這個「臺灣

人 J ' 正是臺灣史上最早的族群意識。另外，守所提及的集體行動，如

果是把透過實際行動而投入政治過程的狀況視為「族群的政治化γ 則

前述所謂臺灣抗日民族運動 ， 可以說是一種被日方所賦予的「本島人」

之身分的政治化過程 ， 以及經過該過程而產生「臺灣人」的一種族群

化過程。

臺灣社會在滿清統治下所形成的族群基礎結構，就在以下兩種變

化向壇的相互角力巾被重新組緝。這兩種向量 ， 其一就是口本殖民主

義壓力。這種壓力，一方面對「內地人」、「本島人」、「蕃人」之間

的差異進行階級式的制度化工作 ， 並使其本質化 ， 一方面又逼迫其同

化。另一個向是 ﹒ 是族群意識。這是一種在「制度化的臨界狀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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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化 、 並進一步使用不同方式理解「本島人」的身分認同 ， 把本島

人想像成與「日本人」不同 ， 並與日本人處於平等地位的「臺灣人」

族群意識。如果採取王甫昌的論述 ， 重視「族群意識」的近代性 ， 則

當滿清時期所建構的臺灣社會經由這種殖民地的重組之後 ， 嚴謹語意

上的多重族群社會已經誕生。換句話說 ， 上述抗日臺灣民族主義運動

的展開 ， 正意味著 ， 作為一種族群意識的「臺灣人」意識 ， 已經普及

到一些受過某種程度教育的階層之中 ， 也證明了日本殖民地統治時期

多重族群社會已經誕生。

這裡必須注意的是 ， 這種作為「臺灣人」的族群意識 ， 是一種泛

漢族認同的想像。換言之 ， 是一種(甲)排除原住民族 ， 且(乙)跨

越福佬人一客家人之準族群性境界的泛漢族認同。從上述的解讀來

看，日本殖民地統治時期之臺灣社會的族群關係 ， 如圖 1-2 所示。

有關抗日臺灣民族主義的各項運動之言論 ， 對於原住民族幾乎都

不表關心。就算是以「臺灣民族獨立」 、 以及建立「臺灣共和國」作

為主張的臺灣共產黨( 1 92 8 年 4 月在上海的法國租界創立)之「政治

大綱 J ' 也只有指出「臺灣最旱的住民是生蕃這一額的野蠻人 J '但

是他們被從中國南部遷徙而來的「漢人 J r 趕進深山 J ' r 所謂臺灣民

族 ， 乃是此等南方移民遷臺之後所組成者 J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著 ，

1939 : 60 1 J 等之類。

勉強可以稱得上例外的 ， 是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主要推手之

一 ， 也是「臺灣羅馬字普及運動」的提倡者蔡培火。蔡培火在抗日臺

灣民族主義的指標性文章〈吾島吾民> 13 ( (畫，灣青年) ， 第一卷第四

號. 1 92 0年 10 月〕中 ， 除了指出「生蕃之詞乃吾人(指臺灣漢族)所

造」、「乃吾人過去曾白為人種差別之行而迫害他人 ， 遭天之譴，此乃吾

13 附帶一是 之后川、f: JL 'i-有臺穹良英主義古往與tJ章 是;至高1.: "" õ~ t 4f.í也 臺穹寸，奇

巨-奎清 ﹒ 月:專不要三者等畫~，曹九三臺 i彎 斟#. 也夜 _L .室里可絡之受到勾l;;' rfl 警'Ç d~ 建

主T 票止 ft 行

泰?直 至華夏 、

布震、實f族、

ml聖(含現卑

吉訶 魯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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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5 年以後臺灣總督府使用的正式稱呼 u

門)與其他真族一起語言入一經戶政區‘但是在聾，彎彎曾兩所實施的人口調查中﹒還是被當作
一個主的IJ建留下來

*3 )本島人與畫奮人同樣﹒都是跨越褔佬人、客家人的分頰，本島人是從統治者的角度來看
的分兵員﹒臺灣人則是依草草抗日學奮民族主星星的論述所形成的分美員們

出處筆者製成

圖 1-2 日本殖民地統治時期的旅群關係

人今亦受人種差別泣其迫害之因」之外 ， 並稱原住民族為「山內人 J ' 而

且在以後的文章中也使用此一用語 ， 表達對原住民族的同情。

身為「臺語羅馬字普及運動」的提倡者 ， 蔡培火對於「山內人」

的注~ ， 被認為是受到他對於十七世紀來臺的荷蘭傳教士將原住民族

語言羅馬字化 ， 用來當作對南部原住民族傳道之用的史實影響所致

〔陳培豐， 200 1 : 220 J 。蔡培火提倡的運動 ， 希望以十九世紀長老教會

所造的「臺灣話(其實是福佬話)羅馬字」取代對一般民眾而言難以

記憶的口文與漢字 ， 並使其普及化。但就算是在臺灣知識分子的各項

文化改革運動當巾 ﹒ 這個運動也是孤 ι的。原因被認為是大部分的知

識分于在面對來白日本殖民主義的同化壓力時 ﹒ 無法完全放棄以「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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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上的差異。也就是說 ， 垂灣總督府在透過土地調查事業掌握了土

地利用與土地持有關係的實際狀態之同時 ， 對於反映整個開拓過程的

複雜土地持有關係進行整頓之後 ， 不但讓地主一個農關係持續存在 ，

在農村統治當巾 ﹒ 並輔助性地利用地主的權威，甚至在空灣整體的統

;台政策層次 ， 也對筆告所稱的「本土地主資庄階級」幢盡懷柔之能學

〔古林 ， 200 1 b : 41 6-422 J 。

;彎一一歷史前提多重族群赴會的第一輩

二 、中場的悲劇一一二二八事件與「省籍矛盾」、 臺灣民族

主義的歷史起源

194 5 年 8 月的 [1 . [1 本向 I.;J 盟閻投降 ﹒ 不久之後，主崗就被收編

h'l' i在民間臺灣省 然後 ﹒ 這個巾事民國間上是政府(以 F稱岡府)在

1 949 年 1 2 月 ， 111 於在中間大時與巾國共產黨的內戰中敗北 ， 將中央

政府轉移到空冉來，間府的命運被認為己去11風 ql殘燭 ﹒ 沒想到空年的

1.國家機構統合的成功與國民統合的受挫

民族之固有文化」和「漢字」來作為抵抗方法的執著所致l斗。

另外 ， 在同一時代的越南 ﹒ 越南民族主義者採用 f由天主教傳教

士以羅馬字改造越南話所創造出來的問語字 ( Quoc Ng ) ， 普歧化後

取代 f 由漢字 、 漢文成是漢字所衍生出來的「字喃 J (Ch Ù' Nδm) .獲

得 f越南品之標準拼寫方式的地位〔今n . 2001 J 。如果追憶這一段原

委 ， nJ以說 ， 蔡的改革上張所具有的含義 ， 與他自己被認定的「抗日

右派」之政治傾向剛好村長 ， 文化上 nJ能甚至具有脫離中華文化之含

義在內的-種極具邏輯性的內容。

(乙)項 ﹒ 被認為與日本近代殖民帝國對臺灣社會的差異性管理方

法有關。在廿本的統治政策巾 ， 確質意識到前述從清朝時期開始出現

的平地住上是之准族群上的差異(福佬人 、 客家人 、 平埔族) ， 即使是在

1905年所做的人口調查( í 臨時臺灣戶口調查 J ) . 和實際狀況雖打峙

許芹，異 15 在「種族」項目中也設有「福建人」 、 「廣東人」、「熟蕃人」

等統計項叫〔宙間﹒ 2003 : 94-97 J 。不過，實際上並未有跡象顯示 ， 毫

灣總督的把透過這種方式掌握到的區分積極且大規模運用在對這比人 L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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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居住的手地控丘陵地之支配上。

這種做法 ， 與前述對「內地人」 、 「本島人」、「生蕃」非常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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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6 月，隨著韓戰爆發、美關同時介入，東西冷戰亦被&.臺灣海

峽，此後 ， 開共對峙便隔著臺灣海峽持續進行。從日本投降到東問冷

戰值及臺灣海峽為 lf:.的不到五年時間，可說是臺灣從口本殖民帝間的

邊陣地位 ﹒ 守主新步上戰後美國 r 4f:正式帝國」之邊陣地位的現代史之

中場時間。

被編入'1 1華民悶 ， 使得臺灣往民幣歷 f從十九世紀末以來的第三

次國籍變吏。然而﹒就在此變史發生的五年後，這個「國家」的忠義

竟完全變了樣。這是一個被自己所居住的土地之邊陣性激烈作弄的五

年。在這段 rtl 場時間裡﹒悲劇一一也就是三-二八事件發生了。如下

所見 ， 中華民國政府接收 f臺灣總督府行政機構以及日本人和日本企

業所留下的資尾 ， 並將這些資產變成臺灣省政府行政機構和政府的資

產。可1華民闖闖家機構對臺灣的統合在短期內算是成功。怕是 ， 叫 l 場

時間所發生的這一樁-八事件悲劇，卻訴說 r其在國民統合方面的

控折。這樁悲劇所帶來的 ， 是刻印在大多數本省人心中對於參與政俏

的恐怖、「省籍矛盾」的早期形成，以及在逃亡海外者之間所形成的臺

灣民族主義論述 ， 使得巾華民岡逼簡化的「戰後固有歷史脈絡」之 4

部分 ， 在中關內戰與東問冷戰結佇下所造成的分裂~I家出現之前就已

形成。

2. 臺灣「光復」與日本資產的接收一一國家機構的統合

1943 年 11 月 27 口，在美、英、中三位同盟國領袖之協議後所發表

的{開羅宣 d) .倡議對日戰勝後將臺灣與澎湖歸還給中華民國。{開羅

宣 g) 發表後，除了原本已經對口本展開全面作戰﹒故堅持直灣為什 1問

之-部分立場的間民黨以外 . .L.:J_此為開端，巾關共席:~也明確轉變其 ir:

場，巾國氏族主義主要勢力對於垂灣的恢復土義( irredentist ) 立場終於

確立。臺椅變成了應該被復歸而且闊的 t地。

常時位紅軍慶的[喝 H~f . 在開羅賞 ri 之後即設置是正灣調至5委員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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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接收臺灣。在日本統治時期曾經到過臺灣視察的政學系政客陳

儀，被任命為臺灣調查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1945 年 R 月，當日本接受了

同盟問要求無條件投降的{波攻J:El_宣言) .同盟間最高剖令官麥克阿瑟

旋即對除 f東北滿洲地區以外的中間大陸、北緯 16皮線以北的印度支

那以歧缸哥灣的口市下令 ， 要求 IrJJ 中開戰區最高司令官蔣介石投降。

蔣介石即刻任命陳儀Ä臺灣省行政長官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接受日

本在臺灣的投降。

陳儀在重慶任命了行政長官公署的要員 ， 編組 f接收臺闊的組織

之核心成員 . 10 月 17 日，國軍第七十軍與長官公署官員抵達臺灣。

登陸的軍隊與官員在幕降港的碼頭、望北的街頭，在臺灣住民的歡呼

聲中，進駐以臺北為首的畫灣各地。陳儀本身遲至 24 日才抵臺 ， 第三

天，也就是 25 日，即在華北公會空(現在的中 I J J堂)學行安灣受降典

禪。陳儀代表蔣介石 ， 除接受畫灣總督兼日本第十軍司令官安藤利吉

的投降之外，同時空布臺灣與澎湖編入中華民闕，臺灣省行政長官公

署正式運作(本 R [;:Y聖灣的「光復節 J )。臺灣住民直到空年 1946年的

l 丹，依據岡府行政院訓令，成站「自 1945 年 10 月 25 日起恢復中藥民

間閻籍」之人〔何義麟， 2003 : 132 J 。

依據國府所發布的{華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大綱) . 在畫灣不實

施與大陸相同的行省制度，採取行政、立法、高Ji去權限由中央政府所

任命的行政長官一手抓的「特殊制度 J .不僅如此，行政長官對於駐在

臺灣的中央政府機關還真有指揮監督權。除此之外 ， 如前所述 ， 陳儀

作為毫灣省警備總司令 ， 對於直屬的特殊部隊 、 通訊部隊或者陸軍第

七十軍等駐在臺灣的陸海空軍、憲兵部隊 ， 也真有指揮榷。這些事質

從如今變成「本省人」的是灣人眼中來看 ， 簡直就是賦予比起日本統

治時代前半期的武官總督有過之無不泣的獨裁權限。不久就對行政長

官公署失望，行政長官公署也被椰愉成「新總督府 J (李筱峰 ﹒ 1999 : 

186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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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握有如此強大權限的陳儀之 F ﹒ 自第二個月開始進行軍事 、

行政 、 司法 、 教育 ， 研究 、 報導機關等各方面的接收與重組。至於國

民黨黨組織的滲透 ， 由於既有的派系對江而有所延遲。不過 ， 單就行

政部門來看，接收從省屬層級(舊總督府層級)開始往地方層級(前

州、卜廳、層級)循序進衍 ， 到 f第三年 ， 也就是 1 946 年的 4 月 ， 除 f 分

散在各地的衛生機構之外 ， 接收已經全部完成。接收作業進行極為順

利 ， 各地實際所花的時間大約一星期。因此 ， 早在接收尚未正式結束

之前的 1 945 年 1 2 月 25 U ﹒ 就發表了八縣九市的新行政區域劃分 ， 取代

f至當時為止在殖民地時期所實施之丘州三廳制，並陸續進行縣、市

長的任命。

隨著統治機關之接收的進行 ， 產業資產的接收也隨之開始。行政

長官公署之 F設接收委員會 ， 1 94 5 年 11 月首先進行原臺灣總督府所

屬的公有財產之接肢 ， 次月終 f 。次年 ， 即 1 946年 l 月 ， 在接收委員

會之下設江 r r 日禮處理委員會 J ' 一直到 194 7 年的前半年 ， 持續進

行對於日本人的私有財產之接收與處分之作業。直到 1 947 年 2 月底為

止 ﹒ 接收的財產數字約為 11 0 億元。

被接收的財產暫被列為「敵產」而全部收歸國有之後 ， 除其中一

部分外 ， 主要企業的大部分即被分成國營 ， 國、省合營 ﹒ 省營歧縣、

市合營等問種形態 ， 劃歸公營。依據劉進慶的研究 ， 除了日本統治期

間的菸 、 酒等專賣原封不動地被繼承之外 ， 銀行 、 保險公司 、 信用金

庫等金融機關也變成公營。還有，從一向作為畫灣產業支柱的糖業開

始 ， 到 1 930 年代以後在殖民地的工業化過程中被移植進來的石油、

電力、製鋁、肥料 、 蘇打 、 機械、造船、水泥 、 製紙等所有的主要企

業 ， 無一遺漏 ， 全被轉變成闕營企業。而且，由於陳儀的某種「社會

主義」理念，除 f交通、運輸部門的 U 本企業之外 ， 貿易、商業相關

的企業也被轉成公營，而由空灣省貿易局獨占空灣與外部的交易管

道 就這樣， r 將戰 rìlí的 H本資本以關家資本的形態，更形集中 ， 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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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國家資本就統括 f臺灣的產業 、 金融 、 貿易之『管制高地 J J (劉進

慶 ， 1974 : 26-30 J 。而盔灣人菁英就被排斥在這個「國家資本」的運

作之外。原本期望日本人走了以後能夠站在臺灣經濟復甦第一線的本

土資本家 ﹒ 期待竟化為泡沫。

3. r 劫收」的混亂與二二八事件一一國民統合的挫折

臺灣人民歡欣鼓舞地迎接「光復 J 。怕是 ， 他們對於「祖國」所

抱持的期待與因為對日戰爭而疲憊的國府的實情實在相差太大。蔣介

石所掌握的中央政府認為 ， 在日本殖民地支配下的臺灣 ， 比起東北等

地 ﹒ 不但沒有難以統治的地方軍閥等勢力 ， 而且人民既順從又容易統

治 ， 因此 ， 中央只派給陳儀一支疲弱的部隊。接收臺灣之際 ， 更貫徹

了比東北還徹底的外省人支配〔松田， 1999 : 306 J 。

陳儀帶來了一群從他在戰前擔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時代起就共事的

幕僚 ， 他們和陳儀同樣真有社會主義理念 ， 但是整體而言 ， 來臺的官

吏 、 軍人良旁不齊 ， 以致對於比當時的中閣大陸還要現代化的臺灣社

會 、 經濟，在運作上無法提出令人滿意的結果 ， 儘管如此 ， 陳儀也不

採用本省人。一方面 ， 乘此間隙 ， r 從(中國大陸)各地流竄進來的機

會主義者 、 商人 、 政治逃亡者 、 以及一部分的本島人機會主義者 、 老

干 、 騙子 ， 卻混入其中 J [吳濁流 ， 1972 : 164-1 65 J 。政府各機關以及

公營部門的人員任用 ， 裙帶主義蔓延 ， 外省人取代了日本人。上者在

臺灣籍職員之上 ， 讀兩倍的薪水(日本統治時期的日本人官員領的薪

水是「六成加給 J )擺架 f ; 下者則靠裙帶關係被錄用 ， 以致外省冗員

充斥 ， 本省人的失業卻日益嚴重。

面對著急速升高的戰後通膨、緊張的關共對在等等日益險惡的大

陸政治及經濟情勢 ， 接收就在這樣的狀況下進行 ， 而這場接收 ， 不單

只是戰敗關所殘留下來的政府機構與資產的轉移管理與重組 ， 也成為

對於更大的臺灣社會之財富的掠奪。應該作為復興用的工廠機械被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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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下來當作鋼鐵材料賣掉 ， 臺灣總督府在戰爭期間實施經濟統制而得

以儲存下來的砂糖 ， 也因為投機的關係 ， 被賣到上海去。

雪 k加霜的是 ， 通膨的加速與社會秩序的混亂直接衝擊了民眾

的牛活。行政長官公署~r避免事灣直接受到戰後大陸經濟混亂的波

歧 ， 採取 f將臺灣元(當臺幣)和大陸貨幣( i主幣)的連動性切斷的

措施。這雖是一項聰明的做法，但是行政長官公署的行政支出卻不得

不靠臺灣銀行舊臺幣的增印來支付，加上日用品無法再從日本進來，

所以靠著和上海之間日益緊密的貿易 ， 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大陸的嚴重

通膨被歧臺灣。

加上 1 946年 l 月 ， 行政長官公署廢止了戰爭期間以來一直施行的

白米配給制度 ， 而同時又封鎖了各地的農業倉庫(畫灣總督府在戰爭

期間為 r實行糧食配給管制所設置) . 導致在市面上流通的米量驛滅 ，

且國對於灌溉用水的管理紊亂無章 ， 以致對生產造成影響。在這樣的

情況下，從清朝時期以來甚至有「一年豐收口J吃三年」的臺灣 ， 竟然

出現 f米糧不足以及米價急漲的現象。到了這個地步 ， 接收開始被稱

為「劫收」。

腐敗無能的官吏取代了過度嚴苛卻有規律的日本官吏 、 警官而粉

墨登場。在這批毫無規律的 t兵 、 警官 ， 以及靠裙帶關係而受到錄用

的腐敗無能官吏之下 ， 社會秩序全面快速惡化。從 1920年代即已絕跡

的霍亂竟再度流行 ， 即口J見 F般。不但風紀惡化 ， 學生賄賠學校老師

的惡習開始蔓延。根據澳洲記者杰克 - 員爾登( Jack 8 el den) 的證言 ，

有一張同時畫著「一隻從臺灣島逃出去的狗(日本人)和一隻跑進來

的豬(外省人) J 的海報處處可見。據說海報上的文字是這樣寫的 :

「狗雖吵卻能守護人。豬只管吃和睡 J ( 8 elden ‘ 1965: 12 -1 )。

這種「狗」與「豬」的對比所顯示的是 ， 民眾憤怒的對象已經不

限於陳儀政府. r而變成將矛頭指向隨陳儀來堂的外省人，是一種帶有

族群性格的內容。屬於知識分子之類的領導階層人士 ， 就更釘理由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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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這樣。前面提到陳儀政府的「祖國化」政策 ， 也就是將臺灣住民併

入中華民國的統合政策之實施 ， 將接受了半世紀之日本殖民地統治的

臺灣住民統合成為中華民國國民 ， 這項政策目標本身在此時並未成為

問題。因為 ， 就算陳儀政府在極短的時間內更換 f園歌與國旗等國家

的象徵 ， 臺灣人並未表示任何反對〔何義麟 ， 前揭 : 92 )。問題在於政

策的實施方法 . IìlJ無視實際狀況的躁進與杜撰。其中成為焦點的 ， 就

是語言政策。

對於臺灣住民而言 . í 光復」意味著必須學習取代日語的新「國

語 J (中國普通話)。國府於 1945 年 10 月正式將臺灣併人後 ， 立刻著手

準備普及國語的措施 ， 很快地在 1946 年 4 月即組成「臺灣省國語推行

委員會」 ﹒ 同時在各地設置講習所 ， 全力推廣。國語推行委員會雖然誇

下海口 ， 說要用二三年的時間趕上大陸的問語普及水準 ﹒ 實際上卻因為

各地講習所缺少適任的講師而傷腦筋。

但是 ， 重點並不在於這些技術性的事務上面。真正的問題在於沒

有學好聞語這件事被用來當作政府機關難以任用臺灣人以及地方自治

的實施延期的理由。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處長周一疇 ， 就曾以對豈是灣

人的自治能力表示懷疑的文字發出如下言論 í 國語國文的能力 ， 不

僅僅是語言的問題 ， 更是國民精神和國家觀念的基睡。 J (同前 ， 轉引

自 : 200-20 1 )。行政長官陳儀更以在國語尚未嫻熟的階段若實施由本

省人進行的縣 、 市長直接選舉 ， 將有導致「不是中國的臺灣而是畫灣

人的臺灣」之可能性 ， 並在 1 946年表明 ， 在 1 949年之前將不實施上述

選舉( H s i au 、 2 000: 55 )。

國語普歧政策的急切實施所展現的另一面 ， 就是對日語的禁止與

打眶。望灣的漢人族群與開語之間存在著雙重距離。其一是存在於以

中國北方話為基體所創出的中國普通話與南方話、即臺灣住民的母語

(福佬話 、 客家話)之間的距離。雖然同屬漢語 ， 兩者卻是不通的。另

一個距離是 ， 對於臺灣住民巾受過教育的階層而 8 ' 口語雖然是透過



多重族君主社會的臺灣一一歷史前還 53 

灣人，就集結起來 ， 組成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開始展開運動，要求

早日實施憲法中所規定的省以 F之地方自治〔何義麟. 2003 : 第三章

第一三節〕。但泣 ，如前所述，陳儀拒絕實施縣、市長上是選。此時民怨已

經接近沸騰，到達「暴動何時發生都不奇怪」的狀態( (觀察闢刊}之

報導的標題( 1947年 3 月 8 f=l ) . 若林 、 谷帽、出中桶. 1995 : 15-17 ) 。

暴動實際上還是發生[ 0 有關一二一八事件的詳細經過 ，就交給其

他的研究去說明，-在此僅記述大致經過。 2 月 27 日傍晚，在臺北市內

有位靠著在街頭賣私菸維持生計的寡婦，被來取締的臺灣省公賣局職

員毆打 ， 導致與民眾發生衝突，職員開槍威脅，其中一位民眾被流彈

射中而死亡。第-二天 28 凶，民眾赴行政長官公署抗議 ， 由於衛兵對著

前來的民眾開槍，民眾有的死有的受傷 ， 此學叫:爆全堂北市陷入暴動

狀態。情緒激昂的民眾，在街頭只要發現對方是外省人就打，這種場

面說明 f臺灣民眾的不滿甚至已經變成 f對外省人的族群性反戚。

暴動的民眾進，步占接 f位在堂北 r15新公|主I (令八紀念公園)

內的事北廣播電臺(今八紀念館) ﹒ 呼籲全島起義。由於這個緣故，

從第二天3 月 l 日起，在全臺各主要城市就出現了民眾壓制警察、以歧與

守在駐地裡的駐軍相互對峙的局面。在臺Jt ﹒則 IÍl知識分 f以控參議會

議員等有分鼻:人士組成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負責壽後處理 E作﹒

各地也都仿效這個模式。萱北的處理委員會對陳儀提tU幾項要求﹒包

括處罰貪官汙吏、廢止行政長官公署這種「特殊制度」、臺灣省實施自

治，以晨在行政、吋法、軍事各方面採別臺灣人〔」:八事件處理委

員會〈二:八事件大綱> .向前. 17-21 )。

沒想到 ， 陳儀 4 方面利用解除先前，立(fî的戒嚴等方式，做

表面i上的讓步以拖延時間方面叫密地向|何求的蔣介口空求派遣援

軍，等到 3 月 8 日援軍 -fÚ遠，自11刻進行徹底的武力鎮壓，以回瞎、二二

a 止已

4自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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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若干 1993 "fl 直是 2IJ03 莘 t 毒品

殖民地支配而被強迫學習的語言，但是隨著學校教育的普及(初等教

育就學率在 1943 年時已超過七成) .日語已經成為吸收知識、表達意見

的工真，在與毫灣的其他族群溝通意見時，更逐漸具有共同語言的意義。

站在陳儀政府的立場看來，口語的這種存在，對於國語的普及

簡直就是一種障礙 ， 於是以「光復」後 4年為期限 ﹒ 之後即一律禁止

在大眾媒體上使用 H語。從來臺的外省官僚眼中看來，畫灣人對日語

的使用，只不過是干重「日本實施奴隸化教育」的證明罷[ 0 1946 年

中﹒當全面禁止日語的流言開始傳出 ， 就有臺灣人在報紙、雜誌中表

達反對過急禁用日語的意見 ， 各縣、市的參議會(後述)也陸續通過

反對立即禁用的建議案。但是 ， 陳儀政府僅容許以原住民族為對象

的雜誌和收音機廣播 ， 以例外的方式存在〔何義麟 . 1999 前揭 : 96-

97 )。當時，不僅前述因接收所造成的惡性舞弊與混亂已經相當明顯 ，

報紙與雜誌上的批判聲浪也 H 益升高。而語言的學成需要時間與有意

圓的努力 ， 當新關語的學成還來不及的時候，日語就被禁用和打睹，

結果不但導致本省人的發言被封鎖，也傷害了他們的尊嚴。

面對這種問歸Mi間後想都沒想到的政j台上、文化上以及經濟上的

價值剝奪 ， 本省菁英所採取的手段，就是展開和以前對抗日本時同樣

的自治運動。對日戰爭勝利後，閱府在輿論的壓迫下 ， 依照孫文的政

治發展論(軍政一訓政一憲政) . 進入實施憲政的準備階段(制定憲

法、設董各級議會)。在臺灣，陳儀政府在實施縣、市制度後 ， 從主義層

的縣、市甚至是省級的參議會(行政的諮詢機關) .都實施了選卑 。這

些「民意機構」的形成，司謂是陳儀政府的施政中 ， 少數與他民們想

要去殖民地化的車願I吻合者。

選舉雖然單行[.但是 ， 對於 t述這些充其量不過是諮詢機關的民

意機構所發出的批判聲浪 . r 新總督府」完全充耳不聞 ， 結果反而造成本

省厚英更加不滿。在這樣的情況下，當開府在 1947年!月公布{中華民

國憲法) ( 1946 年 12 月 25 日由闕民大會制定 ) .真有抗日運動經驗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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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要求。中部地區組成的武裝部隊，如「三七部隊」

(由原臺灣共憲黨員謝雪紅所領導)等 ， 也無法進行有效的抵抗 ， 最後

甚至撤退到位於中央山脈入鬥的埔里盆地而自行解散。本省菁英一直

都自以為是在要求自治，蔣介石的軍隊卻將此視為對國家的叛亂而進

行鎮壓。就這樣 ， 許多在言論與行動上對陳儀政府提出批判的本省菁

英，就在沒有逮捕票的情況下被強行抓走，未經審判即被處刑 ， 下落

不明。在國府軍隊的鎮壓下犧牲的正確人數 ， 至今依然無法確定 ， 根

據 1990年代李登輝執政時所進行的調責 ， 推定約為 18 司000人至 28.000

人 I~。這個數字相當於 1947年之本省人口(約 6.437.000人)的 0.28% 到

O.-l3o,o 0 (李棟明. 1989 : 223 J 

4. 對政治的恐怖、菁英的扼殺、「省籍矛盾」、臺灣民族主義

( 1 )對政治的恐怖與菁英的扼殺

~;\..事件與事後的殘酷鎮壓究竟留下 f什麼?

首先 ﹒ 對於本省人的j言，這既;.t .i易藉由恐怖于段而進行的政治

教育，也是對於社會菁英與可能成為政治菁英者的扼殺。-. :"';\..事件

後造訪臺灣的大陸記者這樣敘述:「 JT 口的安灣 ， 所到之處盡是恐怖的

沉默。 J (轉引自何義麟 . 2003 : 259 J 活在那個時代的作家吳濁流觀

察指出 ﹒ 本幸?知識分子成菁英，不是從此不管政治並遠離政治﹒就是

態度-百八十度轉變 ， 轉而對政府卑躬屈膝 ﹒ 有的則逃到加外，其他

的則保持沉默。至於一般民眾﹒則回到和 II 本時期 1萃的態度 ， 對政

ih不關心、開首於日常的生活當rp (吳濁流 ﹒ 1 9日 9 : 209 J 。

l可抗. .關於事件後的鎮壓﹒ Thomas Gold 指出，吐1 1直隊進行的殺

裁﹒ '[:此之 F似于無對象的差別， 1'[際上胡lH .H司明確的模式，日IJ . 

IXι 歌手之4、 ε覽有久{~三行 ~:;:，;r~~ 一二，、手吭 'j ♀'I. a~ 報告書三-而是.<，事" f:旦 71 軒
~ [呵，、口~~羊"事可U~.:~ 斗正主事巴士可 l: ::~垮台，于 且反詩話 1()()2 年 3 月 IR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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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扼殺本省人中的知識分子與菁英( Gold、 1984:51 J 。蔣介石所派遣的

軍隊，奪走了臺灣社會在日本殖民地統治之下一路儲備下來的領導階

層中最優秀的部分。作家集石濤先生(經歷過一二三八事件與 1950年代

的 r 白色恐怖 J )如此緬懷 r 在我這一代，口I以殘活下來的人 ﹒ 都屬

二流以 F的人材 J (對筆者的直接談話〕。依據對臺灣政治菁英的變遷

做過實證研究的吳乃德 、 陳明通的看法 . 1945-1946年(政權從日本移

轉給中苓民閻)之際，參與政治的臺灣地方菁英並未顯現出斷層，但

是在 1949-1950年(分裂國家化之前後)的時候 ﹒ 則有明顯的斷層存在。

本土領導階層的弱化與對政治的恐懼、加上大眾對政治的不關

心，變成了外來威權主義統治的肥訣土壤。藉著這個事件，蔣介石用

可稱之為惡魔的方式先行取得 r未來藉以逃入臺灣的政治條件之重要

部分。從國府首英的角度來看，二二八事件的爆發，正好可以用來證

明對臺灣居民進行 rjJ 國化之政策的正確性，因此事件鎮壓之後 ， 躁進

的中國化政策，就照常被維持 F來。但是，本省人再也沒有辦法維持

抗議的氣魄，導致本省人心生怨恕的不平狀態也照樣存在。這種狀

態 ， 如後所述 ， 在遷占者闊家體制之下進-步形成結構，而多重族群

社會的戰後重組已在此體制 F持續進行。

( 2) r 省籍，屑」的事先性呢成

第三 ， 是「省籍矛盾」的事先性形成。「省籍矛盾」是戰後臺灣社

會中最大的社會裂痕。在外省人這一項人口要素大量遷居之前，在本

上的本省人這一邊，早就已經形成了?畫意識到本身作為一個族群，

而將外省人視作「他者」的看法。

如的íj所述，口本投降後，是是灣被以至2灣省之名編入中華民國﹒接

著又依據行政院命令 ， 主灣住民被視為恢復 f中華民國國籍。於是，

此時的，豆，灣住民除 n判籍之外也同時被賦予了「省籍」。戰後本省

人一外有人的關係從此開始。{戶籍法} ( 1931 年制定)巾，有一項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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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籍貫」的規定 ， 這是一種獨特的國民分類方式。《戶籍法〉第六

條規定 r 中華民國人民之本籍 ， 以其所屬之省及縣為依據。」第十六

條規定 r 子女 .. . ...以其父母之本籍為本籍 ， 父母本籍不同者 ， 以其父

之本籍為本籍」 。

依此規定 ， 所謂個人的籍貫 ， 是縛種顯示個人與其男性祖先所來

自的特定省 、 縣之間的關聯之分類觀念。所謂籍貫 ， 並不一定是個人

的出生地 ， 也不一定是指父親的出生地 ， 是一種曖昧的界定 ， 但是卻

記載在個人身分證以及各種政府發行的證照上面。而過去一段時間 ，

不論是中央民意代表(後述)的法定人數或者高等文官考試的法定及

格人數 ， 都根據籍貫按各有不同設定人數 ， 不僅關係到個人生活 ， 更

闢係到重要的政治制度〔王甫昌 . 2005 : 64 J 0 (戶籍法〉中的本籍條

項 ， 一直持續到 1 992 年{戶籍法}修正時為止。

依照上述行政院的訓令 ， 且依據{戶籍法}的適用而持有所請臺

灣籍之籍貫的人稱為本省人 ， 而不依此訓令 ， 就持有中華民間閻籍且

真有他省之籍實並住在臺灣的人 ， 則為外省人。不用說也知道 ， 本省

人幾乎都是戰前開始就住在臺灣的人(日本殖民地之下的「本島人」

與原住民族 ) .而外有人則是戰後從中國大陸渡海來畫的人。若從其來

歷看來 ， 本省人與外有人事實上雖屬「起棋不同」的人口籠疇 ， 但如

果對照上述的〈戶籍法}規定 ， 臺灣省籍的人如果去到中國大陸的其

他省分 ， 也會變成外省人 ， 因此 ， 從《戶籍法}的觀點來看 ， 臺灣省

籍者與來臼中國大陸其他省分的外省人 ， 只不過是用來管理在各省之

間移動的人口之相對性類別。就算真的有意藉著移動到他省就會變成

外省人這種「中華民國人民」的形式 ， 來進行間民統合 ， 籍貫也不是

一種被當作在 一個整體社會中已將固定的人口分類( r 族群 J )方式 。

儘管如此 ， 如前所見 ， 從「劫收」起到二J八事件爆發為止的過

程當中 ， 本省人一一外省人的族群化開始出現 ， 接著暴動發生[ . 流

血的鎮壓于段被採用了 。一-二八事件 ， 是臺灣在去姐民地化的起點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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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的不幸流血事件。接原掃一對於當國民統合尚未穩固卻發生流血

事件後的狀況曾有如下的描述 r 流血事件或內戰一旦發生 ， 文化上差

異的自覺將會變成決定性的. .....在那個『事件』之後 . r 那群惡棍』和

『政們』之間的差異就像自明之理般地被談論 ， 對於這種差異 ， 也會逐

漸產生應該回溯到古代歷史的認知。在民族意識因為流血事件或戰鬥

而被強化之後 ， 過去的國民統合變成只是虛構 ， 再也無法回到原點。」

〔藤原 . 2 00 1: 19J 

對於那些曾參與事件並存活下來的本省人 、 以及身為犧牲者之

遺屬或親朋好友的大多數人而言 ， 二二八事件 ， 可以說正是這樣的事

件。正如松永正義所指出的 ， 對於相當多數的本省人而言 ， 二二八事

件不但是一個把被暫時當作「祖國」來接受的「中國」外部化的決定

性開端〔松永 . 2002 : 260 J . 也可以說是從本省人 外省人的類別

巾剝奪掉原本存在於「中華民間人民」之內與區域有關聯的相對性分

類，而使其固定化的事件 。

如果外省人作為「那群惡棍」而變成中岡人 ， 那麼 . r 我們」就是

作為一個與「中關人」不同之「臺灣人 J . 這樣的意識將會隨時間而形

成。能夠安住在中國民族( r 中華民族 J )之想像中的外省人並末將本

身視為族群 ﹒ 本省人也並不認為本身形成了一個族群。因為所謂「本

省人 J . 不過是中國民族內部的一個相對性額別而已。但是 ， 經歷過二

一:八事件的本省人 ， 在外省人隨著國府中央的轉進而開始大量進住之

前 ， 就形成了一種將本身與外省人視作族群的看法19 0 

19 日 本 'J~ 這民把文ñi'. "1 1 'i 45 年.士吉$.. 1 'i46 年 之 可﹒巳 卒 ，、書是且都 能 問:臺灣 在二二'、

可~ i-:O l" 'z事性玲主白一旱災只;再!舍.~ ~ f_f_:;J ~l .æ S ~..#E "t、、玄事/';:.:'::::立失于子 ，首任何

其 種 角色 但是 基灣社 會 音7 日 本 位險 J~二二八事件申 fi，乎.Jt;. i~ 凡有半 'j，作用

~?~于t 何 tH益 J~~ 廷. s 立 5-; ;t.'.. ~在二一、 lH" 中于-: .~苦如 :37 角色 '0;: ft e毒 品毛 片或

二二'\事件，是由司與日 家~， -!t 因!":.~ 京 咐:電識到哈特~:~是仟言~ r 酬金~ F;: J 玫 賞自 因

為時丟 在日 玄4 日 玄 3、早已T-是當事 考 g，秩花于 在蓋了贊王起唾!~ .結果是先臺灣人被

拉]" J[. 劇 從這江南哼可:看 二二凡事件 :f; 哇，t zt q 切是巴 士二殖民沌的 r 費主 J '何 ft

U 育'; jJ:; 38~ 、 t 省 t、'i] 日本在馬童 電台終是現代受膺品 "'J 爽，台中的，但擇:荒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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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恢復後 ， 國民黨在政治上採取了幾項懷柔措施 ， 包括將被

諷為「新總督府」而受人厭惡的行政長官公害制廢止 ， 設置與大陸各

省相同的臺灣省政府 ， 以控延攬 4些本有人擔任省政府委員莘莘。但

是，在文化政策方面，事件的爆發滾開民黨認識到在文化1:加強「祖

開化」的必要性。在這裡面或許台有對本省人將外省人視為「那群惡

棍」 、 「中國人」之看法的強烈警戒竄。

(3 )空灣民族 E義的歷史起源

于一./\事件不但是 -項藉由恐怖手段所進行的政治教育，而且如

後所述 ， 配合中央政府撤退臺灣的腳步而對治安的加強 ﹒ 在垂灣jb內

的公共場合談論這個事件已經變成不可能 ﹒ 1.k1此 ﹒ 臺灣人的眼光中所

充滿的怨憤 ， 也深藏內心。然而，在街外卻不是這麼-同事。八

事件留下的歷史影響，卻成 t~毫灣民族仁義的憬也起源 F

結著事件的血腥鎮睡 rfrï被排斥的毛主灣人，所採取的對策;正儘管面

對著「藉由恐怖手段所進行的政泊教育 J . 卻未選擇遠離政的。當他們

選擇不遠離政治也不加入闊民黨的時候，主要發展出兩個方向的思想

與運動。 啥是對於共產黨對抗關民黨的革命以歧革命所展望的「新巾

國」產生期待 ; 另一個是想要將「莘灣人」想像創造成 1間處於「中

國」外部的主權共同體 ， 也就是空灣民族主義的運動。

對於岡民黨政權而 r書 ， 最具威脅戚的就是前者。去日後所述 ， 隨著

在中國大陸的戰況惡化 ， 除了加強 ú:毛主閉的 ifî女體制以外，從 1940 'rf.

代末到 1950 年代前芋，史透過被稱九 r (-1色恐怖J ，的 I或|家恐怖j 1: 在

你下寸長獵殺共產黨、左翼分 f的問清政泊警察網。直灣封假 I~~妻也

是這個岡家恐怖主義所要對付的對象。早日左翼的運動、忠、哇I 樣 . r~~: 

灣民族主義在臺灣島內也被禁銅在監獄之中。在監獄之外 ﹒ 雖然大家

心中對於把「毫灣人」當作 4個族群來看待都 fI共識﹒但;正在公共領

域 ， 不但不敢表現出作為 寸間迫求平弩之主體的角色 ﹒ 更遑論在這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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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體 k推動一個形成民族之運動。

華灣民族主義之論述的形成與維持 ， 主要出現在海外的「臺灣獨

立運動」活動中。最初的據點誰在日本。除 f的於[j本與屯灣曾有過

殖民地支配的關係，以致居留 IJ 本的臺灣人相對比較多以外，也有口J

能 hl 第 4代的占主灣民族主義持 ， 在 i吐代 k國於純際過 4定程度以上的

口水殖民地教育之「戰中派」的緣故。

1950年 2 月 ﹒ 廖文毅 、 邱7J< i莫哼人組成 f r (事灣民日蜀在黨 J . 算是

在 11 45:之臺灣獨在運動的濫觴。廖文毅於 1948年三會與弋一三八事件後逃出

臺灣的共歷主義者謝丐紅等人組成 r;事灣再解放同盟 J .間與廖文毅所主

張的「毫灣託管論」患見對缸 ， 謝雪紅等左翼人士不久就另外組成「華

灣民主臼泊同盟 J . 性與廖等人分道揚攏。廖文毅於是前往口本 ， 並在京

都組成 f這個運動!到體。

隨後，他們在東京組成[ r 哥灣共和岡臨時政府」﹒ ~t-l廖文毅就

任總統。廖文毅的 r;電灣民主獨 ι黨」在主問也曾經技 H地 F組織從

事運動 . 1960 年代初川遭到鎮l璽而j毀源。在東京的「臨時政府」也!大l

b遭到政治警察的臥底滲透|而弱化 . 1965 年 ， 又 1&廖文毅本人放棄運

動I叫到，立，僧 ， 致使臨時政府食面瓦解。儘管如此 ， 隨著餾.l'~{j::_人數的

增加 ﹒ 新組織也時緝令場 ﹒ 例如IE育德等人的「臺灣計年前tJ (1959 

年 ， 之後稱為空間 Il" q三獨 ι聯盟)、以歧史月13所組織的「獨.'，:至是灣會」

( 19的 7 年 )等。

而: r 1 本，毛主問獨 i， 運動家們 ﹒ 除 f利 I lJ r 毛主灣已扣下社」開始發行

後來長期成為向外屯灣獨 ι迫動的代表性刊物(立灣 N1f> 之外 ﹒ 也

川 11 謂公開 111 版 f許多主持獨仇i命的著作 ﹒ 例如廖文毅的(，~灣民本

主義) [ 1957"1三〕、 F 佇德《毛主問 -Jti悶的!然也) [ 1960 1j三〕、y.:明 c字:

僧人 l'可再年史> 1962 年 乎都是。王育德與史fVj的著作後來在美關被

譯成 rjl 丈(依據獨山:派的說法稱i) r 漢譯本 J ) . 性在 1 980 年代解除戒

嚴之前被帶入主問 ﹒ 對，電灣民族主義論述的形成犀乍影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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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 1970年代，海外獨立運動的據點轉移到美國。背後的 [};I素除

f美國對臺灣的一般性影響力強大之外，隨著美國與巾闊的靠攏，臺

間的「巾華民間」在對外關係上出現危機 ， 開始對於在日本的獨立運

動加強壓迫﹒加上空灣赴美國的留學生人數顯著增加哼哼，都是可能

岫素之-。此外，口本的左翼人上以歧所謂「進步的知識分于 J ' 也對

主灣獨立運動態度冷淡。 1970 年，美闊的獨派團體與 LI 來的臺灣青年

獨立聯盟合作組成 f臺灣獨立聯盟 ， 以後，這個團體變成海外空灣獨

立運動的代表性團體，運動的據點也轉移到美國。

1967 年，臺灣出身的國際法學者陳隆志(臺獨聯盟組成後擔任

副主席)與美國學者拉斯威爾 ( Harold D. Lasswell ) 合著 f (垂筒、

中國與聯合閻) (Formosa , China and rhe Unired Narions) 一畫 ，明

確主張在聯fT闊的監視下權行公民投票完成事灣獨立，以及毫灣和]巾

華人民共和岡共 I <1J 加入聯合關。 1971 年 ， 陳陸志進一步出版{臺灣的

獨立與建關}一書 ﹒ 彭明敏則發表 f 自傳{自由的滋味) (A Tasre 01 

Freec/om) è“。這站著作對於 1980年代以後臺灣內部的政泊論述開始草

生影響，扮演著和王育德等人的著作相同的角色﹒ l 。大致而言，可以說

垂灣獨派在美國主要是想在關際法的理論上發展「自決論」 ﹒ 而在口

木 ， 則是發展歷史解釋的路線。

2f).A i且tl- f" !lf "'"r"l青 年怒 之刮到的 1 ;;:~品二三灸 ﹒人吏 的可1: ~~ ~(Xll - t 
汀，人一 有 24字為:r;哥哥弋Ff~l ~ C... 量t r X(J tF_犬，犬 .tf-早早已之 行"惜一毛主革'. ., ;z 

fZ 有 τt~ -..':i ~~ 北 7' 可..壽叮叮 手里去't;: -Jt ~，1' ?去札 f 寶!至 T ，夏季: ~] ~~ .~.;: ";~ 才1

、 hu. ~()1l5 I 1孟 晶，它可再. ~()。的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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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民黨政權的撤遷臺灣

1.內戰戰況的惡化與撤退臺運的準備

( I )人會上的布局

1946 年 7 月，中國大陸爆發了正式的國共內戰。國府軍隊仗著美

國製的最新武譯和裝備武裝自己，在軍備 、 兵力 t取得壓倒性的優

勢。凶此 ，戰局最初是在國府軍隊較為優勢的情況下展開。但是第二

年 ， 也就是 1947 年 ， 共產黨在東北轉守為攻 ， 1948年一整年 ， 國府軍

隊在遼濤 、 准梅、平津的所謂 r 大戰役」中 ， 損失了超過 100萬的兵

力。中國國民黨在中閱大陸的統治，就這樣在軍事上的敗北與闊民黨

本身的腐敗和派系鬥爭中逐漸瓦解。 1946 年 10 月初，蔣介石在觀察過

臺灣後 ， 曾經在口記上寫道 r 臺灣是 4塊尚未被共產黨滲透的淨土，

只要臺灣還在 ， 就無所懼怕 J (沈駿主桶 ， 1990: 27-28) 。到了這個關

頭 ， 鞏固這塊「淨士」對蔣介石而言變成 f必要的課題。

1949 年 l 月﹒當共犀黨軍占領了北京，蔣介石即刻宣布「總統 F

野 J ' 、世由副總統李宗仁代理總統職位，自己則以闊民黨總裁的身分，

除 r依然、掌握軍、政的指揮權之外 ， 並正式開始著手將闊民黨勢力撤

退到空灣的准備。其巾最重要的布局 ， 就是讓自已的心腹、即黃埔系

的軍人陳誠掌握壹灣。在下野前的 1948 年 12 月，蔣介石任命當時間病

在空崗療養的陳誠豈有臺灣省主席，並於次年的 2 月進一步任命陳誠為臺

灣警備總司令 ， 次月又命其負責國民黨毫灣省黨部。

就這樣 ， 全權掌握臺灣的黨 、 政 、 軍權力的陳誠 ， 為迎接蔣介石

的到來所採取的措施 ， 就是開始著于規定 1950 年代以後的遷市者國家

和臺灣社會之間的關係。包括ih安體制的強化、幣制改革與農地改革

的質施、 1史實施地方公職選舉的准備。各個項目的相關問題，有些在

時間上屬於次車要說明的範間 ， 不過 ' '&f行文方便 ， 對於 1949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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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以後的過程與展望 ﹒ 在此先行說明。

( 2 )泊安體制的強化

當闊的軍隊在巾間內戰巾狀況不利的消息，傳來 ， 原水 iíC泣在:

:八事件鎮壓之恐怖中的毛主灣社會也出現 f動搖 ， 而在八官í~二r! l

完全沒有發揮任何作用的共產黨也設立毫灣省工作委員會 ﹒ 開始對學

生、青年發動上作。對於蔣介6而ï~ ﹒ 臺灣漸漸不再是「淨上」。進入

1949年，也開始加強對臺灣共產黨的鎮壓 。

5 月 19 日，陳誠宣布臺灣省在望日施行戒嚴，對港都基陸和高雄

發出宵禁令。由於南京淪陷而遷移到廣州的立法院 ﹒ 24 fj 決議通過 r

用以取締反體制運動且後來在臺背影響深遠的《懲治叛亂條例) 0 27 

口 ， 警備司令部門dfT戒嚴發布î [~~止集會、結社、遊行、罷 主 ， 以歧

取締報紙、雜誌、關書的規定 ， 取締體制更形加強。另外，在毫北 rfí

等地開始進行「夜間j戶 11突擊檢究」 ﹒ 千i許多人|局此被逮捕。這就詰所

謂 r (1 色恐怖」的開始。

這個戒嚴令 ， 一直持縮到 1 9日 7 年 7 H 14 f::l h止 ， 是世界上少見的

長期戒嚴 ，這些自實施戒嚴機關所制定的規定與其他的法規同時發揮

作用 ， 長期束縛諾垂灣民眾的政ifï tl fh ﹒ 支撐軒遷出荷間家的存績，

( 3 )幣制故，'(~、民地改革的'pr施

隨著內戰悄勢的升高l(lÏ的，; j在大陸的惡性通貨膨脹 ( hyper inftation ) , 

[， ;J 樣也製擊 f 告訴;筒。以堂北 r ji的物價 tlí 數 ~IUj' ， 從 19~7 年初到 19~9

年叫 J h 1l-_ ' .共 r.l張 f約的倍。地 f ，'，吉利貸蔓延 ﹒ !而 111 於 I白利i1利

潤比 '1'. 犀利性!還 rtt";J ﹒ 上~H\J 企業的'tÆ活動便逐漸陷入停頓狀態〔劉

進塵，門前7 : 153-1 的 〕。面對此種狀況 ， 險誠所J采取的對策;4幣制改

革( denomination ) Ll 19~9 "1三叫 J 15 I !l話則 ， 發行新華幣 、 廢止~f4~

幣，關Æ:柄，全幣 1 J l: ~Hi! ~1'子~:幣 4 品瓜 ， 位!轟 11.. 不[111;幣之後發行的 ü-: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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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圓券之間的兌換關係。在這之前 ， 上海已經在 5 月 27 H 淪陷。在脫

離日本支配後才開敢的與 t梅、南京地區之間的經濟往來(從臺灣出

r J糧食 ﹒ 從 t海 、 |拘血地區進 rîlI 常雜貨) ， 懂僅維持 f悶年就再度斷

絕 同時在美國的建議 f' 至三灣與 I i 本簽訂 f賀易付款協定 (9 丹訂定

lE式貿易協屯)。如:作( t![J 1950 年)韓戰爆發後 ﹒ 美闖章，敵對關府

的援助，之後，毫灣的經濟就在與美國和日本之間新開鼠的往來中逐

漸找到活路 ， 促成後來「毫灣奇做」之出現。

大家都知道 ﹒ 巾闕共犀黨靠著進行「土地改革 J ' 把農地分配給

沒有土地的農民 ， 鞏固了廣大的農村地區 ， 進而把關民黨逼入絕境。

在臺灣，日本統治下的土地所有制雖然也走 t近代化 ， 事實上卻是地

主制被村息保存了 F來 ﹒ 依據 19~8 年的數字 ， 44%的耕地都是租地 ，

而務農人 11的 57.5 0;0 屬於個農或者干臼耕農〔李筱峰， 1999 : 3 1 ) I而

後在內戰所造成的想性通貨膨脹影響之下 ， 個農的地位變得更加不安

定 ， 地主一個農闢係開始出現動搖。站在國上是黨的立場 ， 起 f安定社

會 ， 也為 f 事部j防止共建煮，走傳的滲透﹒ (f垂灣實施當初在大陸時想

做卻不順利的農地改革﹒就變成 f緊要的課題。

農I也改革分成三個階段實施。第一個階段的「二七丘滅祖 J ( 地租

一律減免 37. 5 0/0 )在國府遷盔的的 1949 作 4 叫到J 7 ) 1 之間實施。如前所

述 ， 此期間已 11施戒嚴。就在已經敢動的「白色恐怖」不容許人民自

rtl選擇的緊迫鼠當巾 ， 地 i三階級的區抗被時告IJ f來，改革也|大|此順利

出|站 站:階段從 1951 .1下 G 川開始1ft施 ﹒ 進行的 ;1:把從 11 本人J: rjl 接

收來而j歸公的農地封給農民( r 公地放領 J ) ，第 三階段從 1952 年 l Jj開

始 ﹒ 實施政府收購地主的民地、l(;將農地背給農民( r 耕抒訂立IIJ J )的政

策﹒ j.J:fI叫政策頗拍成功。

EZ地改革不但大幅度改變 f辛灣農村的社會關係 ' 而 fl建構[[3

後屯灣經濟發展的革睦。|句地主購 ~Ci農地所話重要的資金 ， 其巾三成是

以|叫大公營 1企業(.立問水泥、，草灣紙業、是灣農林、臺灣礦工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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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所支付。有一部分地主就此轉為都市的[商業昂，有-部分則因

為無法適應變化 ﹒ 不久就把股票賣掉並從此沒落了。就這樣 ， 農地改

革除了促成日本統治時期以來就具有權勢的地主階級之分化、解體之

外，也促成 T地主將上地資本轉化吱產業資本﹒變成 f El後民間企業

真正開始發展的起點。

另外 ， 在此之前 ， 政府從內戰時期開始就建構 r 一個用來吸收剩

餘農作物的「肥料換穀制」。依照這個制度 ， 為了提高生~力所不口I戚

缺的化學肥料之生產與輸入 ， 完全由政府獨出 ， 農民必須用米穀肉政

府換購肥料。米 、 肥的交換比例 ， 很明顯是一種對政府有利的不等價

交換 ， 而且因為政府藉著農地改革將地上排除在外 ， 因此可以不須經

由市場而將剩餘農作物完全吸收。

間民黨政權就靠著這個制度 ， 對「軍公教人員」實施米穀配給

制 ， 不但養活了自大陸來臺龐大數量的軍人 、 士兵、以及各種公務

員、教員 ， 而且凶為低米價政策的維持 ﹒ 使得資本得以從農業部門轉

移到工業部門〔石林 . 1992 : 100 J 。另一方面 ， 儘管土地面積不大 ，

但是由於獲得士地的農民生產意願提高 ， 加上與利用「美援」推動的

農業技術指導並進 ， 使得農業的生產力也跟著提高。這個結果甚至導

致農村蓄積了過剩的勞力 ， 加上教育的普及 ， 為 1 960年代以後的勞力

密集犀業準備 f豐吉 、 既廉價又優秀的勞動力。

( 4 ) 地方公職選翠的貨施

在國民黨的政治發展論巾 ， 地方自治被定位為訓練國民在未來實

施「憲政」的重要階段。陳誠在就任省主席的同時 ﹒ 就揭葉以農地改

革興地方自泊的百施 ， 作為「泊輔共~f (共戶主主義者)之政治鬥乎」

的兩大施政日標。 1 94 7 年 7 月性組成「臺灣省地方自治研究會 J . 起

草相關的法規。到 f年底 ， 雖然相關法規草案全數完成 ， 然而如後所

述 ， 法案僅限於哨所管轄的縣 、 市及其下屬的鄉 、 鎮層次 ﹒ 憲法所規

第一章 多重ífr君主社會的妻彎-一一直史前燙 的

定之重要的「省自治」相關部分則被排除在外。

哲年 ， 開J 1 950 年 4 月 ， 制定 f <臺灣有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

f宰相關政令﹒ 9 J-J 進行地方行政區域的重創﹒塑月即依據垂劃後的行政

區域﹒單行第。次的縣、市長以泣縣、 11J議員的選卑 這些都是由成

年的男性與虫;性選I是所進行的普通、直接選息。次年底，單行第 4次

臨時有議會選懼 ， 由的一年的選揮所選出的縣、 rij議員進行間接選蝦。

不過 ， 從 1 954年所舉行的第:次選學開始 ， 則變成由成年的男性與女

性選民進行普通、直接選舉。之後 ， 儘管有若干的變吏 ， 但是這些地方

公職選舉都定期舉行 ﹒ 相當大程度地建構了日後臺灣政治的形態。

2. 國府的撤退臺灣

就在這比改革開始著手的期間，罔府撤退來毫的准備持續進行。

陳誠則被授予 1949 年 3 月撤退來堂的中央政府機關之指揮監督權 .8

月 ﹒ 又被任命為管轄江蘇 、 斯江、福建 、 廣東的東南軍政長官(臺灣

省主席改由吳閥禎擔任)。期間 ， 南京、上海 、 以及 1福建省會福州，

分別於4 月、 5 月、 8 月淪陷。在陳誠的統治下， ﹒ 除 f垂灣與大陸之間

的民間往來事實上被禁止之外.方面則敞開大門 ， 接納前後敗逃到

空灣來的國府軍隊 ， 政府機關也陸續遷移到臺北。 R 月 ， 蔣介石在臺北

郊外的華ILJ (後來被蔣介石改名h陽明山)設缸(開民黨)總裁辦公

室 ， 同月 ﹒ 立法院與監察院也在臺北開設了辦公室。

國府中央機關在首都南京淪陷後 ， 輾轉遷到廣州、重慶、成都，

12 月 8 r I ﹒ 總統府與行政院r~'員從成都拉達臺筒 ， 行政院並於9 日開始

辦公。蔣介石晚 f -天在 10 fJ 抵達 . 1 1 lJ 闢民黨中央黨部也令部遲到

屯灣。有年 3 J j 1 日 ， 蔣介 {ï在臺灣自行賞布復1i視事 ， 號稱要「反攻

大陸」們

就在這才皮政府機關撤退的前後時間 ， 有超過 1 00 峙的人川從大陸流

入毫灣。這個接納，開敢 f戰後臺灣岡家與多可1族群社會之間的新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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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中國， 1952 年 l 月，蔣介石在最前線的金門島太武山之巨石

上，命人刻上「毋忘在莒」四字。這四個字是根據中國古代典故而

來。春秋戰國時代，齊國的出單被燕國打敗後逃到莒城 ， 在莒城ttì新

練軍 .Ji年後終於打敗燕國，復興齊國〔小谷， 1990 : 248-249 J 。當

然，對蔣介口而言 ， 所謂的莒就是金門、馬而且等持續有效支配的福建

新沿岸各島，以及其中最重要的華筒、澎湖群島。蔣介石藉著這個故

事，鼓舞了那些與自己一起敗逃到臺灣來的官兵以及黨政幹部們。對

蔣介石 1f!Î言，臺揖泣比什麼都軍要的「訶 J 是收復大陸所必需的「復

興草地」。

但是，蔣介石畢竟成不 f田單。五年過去了，卡年過去了，蔣介石

與他的將頓和黨政幹部們依然「在莒」。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在世

界上雄霸一方，蔣介石的軍隊與政府如果沒有美國的支持和援助，根本

站不起來。美國為 f阻止共產黨「解放臺灣 J '又同時必須守住臺灣，

完全不允許蔣介石採取「反共復閻」、「反攻大陸」的軍事行動。美國

對共產【l'闊的圍堵﹒等同對巾國內戰的封鎖。蔣介石是:;;ê真的。只可惜

'ti.攻太陸始於堅強的決定 ﹒ 再而變成渴望，隨後變成神話，最終變成

禱:丹文 J ( 8rian Crozier的 1日詞，引 tLj Cheng. Hsiao-shih. 1990: 129 J 。

就這樣，在lt效支配領域被局限於辛灣、澎湖、金門、馬租的狀

態、 F ' ，巾華民間」持續存活下來。諷刺的是 ，白稱「巾華民國」的這

• .、 正r f i' ，j)立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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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問家 ， 由於這一場「被封鎖的內戰 J '變成 f墅，灣史 k第一個幾乎是

僅僅告有臺脅 ， 領土只有臺灣的國家，也就是以事實仁的臺灣闕家之

身分仟續下來。 I人Jh這場「被封鎖的內戰」所造成的「以是j學引起範闢」

f 民主、文 h r 毫鬧大 J )的l喝家﹒本 J?稱?怎「 i戰?主主j彎|刻家」 l
呂立，灣與韓闕 ，就其戰後在美繭的世界戰略小 IlíJ 被納入叫洲冷戰體

制 ， 、正在這個體制 F形成岡家 ﹒之後正體驗到經濟發展的過程rm rr ' 
位階是相同的。在辛: 1E 1980年代，由於所謂新興 L 業科所體( Ne叭 1)'

1 ndustrial ized Economics_ N 1 Es )式的青業化政策權件成功﹒導致社會變
遷，並在這個變遷下促成民主化的進展。在透過民主化而重新建構問

民的背景 F ﹒問族認 I司的可Ul-l也蠢蠢欲動，凡此各項，都可以並行右

待。只不過 ， 臺灣的情形是在間家分裂之前發fj::_ f 內戰 ， 而且內戰的

失敗者把巾央政府遷移到1世間內太平洋戰略要地邊境的iN島[":'可E

~問守在此。而當這個海島 If要踏出去殖民地化的第一步時，這個政

府就在間民統fì r_嘗到了失敗。

在此 rìíJ提 f' 當故們細忠、戰後，事:灣的國家悅格峙，打必要就以 F

三點來思考﹒(→)是戰後臺崗岡家在同際社會中的定(主 ; ( --)戰後

臺灣國家在對「巾國」的關係 i二所具行的性格: ( .:_)戰後寄:灣闢家在

對辛:灣社會的關係 t-_所具備的性格。的此所造成的閥家性格之差異，

形成了特有的「間有歷史脈絡 J '而泣個脈絡讓處在畫:灣的分裂間家在

統ifi技後績的變化具備 f獨特的內柚(巾華民關學問化)。也就是說，

l 學忽 夸彎抖峰 λ叭J代己悼陪只卉斗~歹習 賊仟4荷E γs 旦刊哼

::l，肉" ':-t若哥垂贊卅丹戶叮d 擎古 1陡H~九川'";.~武凡卅 7 平三 T 泛'""冷;計主.迋皂吏吭'1 ，~ιz 千 -于
a舟叮 F 量缸i 已止守 立 r ，~ 會 1 、剖民 ~.-: 什尸-:.. r "1; ,." \ L 末 人 -τ l -T畫

，、 FeJ Z 育、 ;j 苦 EWS 們 几帝王呵呵~~: è~ Ft~ ~ .~. !守(，個 i!!. 7 乏主 言，
已曼訂11怖叫 主姜子~_"' =-1 I‘).+5 d 袋-'-~ :j 上主~，;7.;~ ~__ 

._ _L 7' _l;. M""'.' .!:.>_ r: .._ ...,.. 
S正在i" fr. t- 何之乎已 f 舟、 寸. 、手告~ j, 19X司空叮叮7. Ji..- '"!:;, ~，" ;:--

民社土空-叭1\可:去，告會 今哇!方L ~ι r 可么是叭失 去三句門。。

243 C 吃苦于 t，，;-， F、 4月 1 吼:己哇淳，去ÕI-. ;! 1: Íi于 t.. r- ~ f竟已 吾:.. .~; - !Í" ~ .l三

Il"'" l' 誓言 - 1"_1õ. '" • 'f. _y-'- ,,- 寸 .f; !.~ r: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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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灣閥家受到進人東問冷戰體制的美閥之庇護 ， 一方面以反共前

日自墓地的地位被編入美國帝間體系的周邊 ， 一方面又維持著一種與在

11 1 關大陸成 t/的中莘人民共和閻抗衡的「另一個正統中國」之體制

\ r rþ關 I喝家體制 J ) . 這個閥家也同時確立了結構上由從中闊內戰敗逃

到臺灣來的外省人占居優勢的「遷占岳岡家」性格。

、作為東西泠戰「前哨站」的戰後臺灣國家

1.美圓介入臺海與對中國內戰的封鎖

小羅斯福總統從大恐慌時代起到第:次世界大戰為止領導美國。

他的戰後|哇界秩序構fE1. 其 rþ -環就是強烈要求殖民地與從屬地區應

該脫離殖民地的地位。 hr這個構想，小羅斯福總統在方法上支持託

管或{玉民投票。然而.這個方法的對象並未包合臺灣，因為在 19-D 年

的〈開羅立.1> I f-l﹒臺灣被約定在戰勝後必須歸還給巾華民間。依據曾

對空灣問題涉入頗深的美闊前外交官←睿哲( Richard C. Bush) 的研究，

這是凶為小羅斯福希望持自戰勝的問大國來構思戰後的世界秩序，讓蔣

介訂的rþ莘民國和美國、英國、蘇聯-起扮演 r (世界的)四位警官」

的角色﹒進而擔負起-個大國應有的責任所致( Bush_ 200-+: 27-31 )。

但;正 . 在太半洋戰事結束的夕過世的小羅斯福萬萬沒想到，戰後

在 rll國大陸發生的共控黨革命以及國民黨的敗逃生主灣 ﹒ 讓這個期待海

f空 們 這對美間而 r-.i亨於1正「失去 rjl 闢 J 0 

接續小羅斯幅總統面對「夫上中國」之 I，~面的﹒是杜魯鬥政權。

牡魯門政權內部從 19-+日 {f'- 1 1 J j 起，開始就毫灣的戰略價值重新檢討

〔渴淫 ， 199X : -+7 ) ﹒扒拉克 rjl i言人氏共和岡成 "L以後 ﹒ 就採取 f以 F

tl場 即失!竭在內太干洋地區的「防衛國 J (defensi 、 e perimeter) 並;jÇ

包合空崗(以赴朝鮮半島) ;除 f干[J蘇聯發生戰爭，盃則對臺灣海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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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軍事性介入。眾所周知，杜魯門總統除了在 1950 年 l 月 5 日表明無意

介入中闖的現狀或支援闕民黨軍隊之外，次週 ' 闆務卿艾奇遜( Dean 

Acheson) 明白表示美間的「防衛罔」從阿留申群島、 11 本、琉球諸島、

-直延伸到菲律賓各島〔起迪斯 (Jo11l1 L. Gaddis ) , 2000 : 129-I-U ) " 

敗逃到毫灣來的蔣介抖 ， 在 1950 年 3 月復行視事，高喊「反攻大

時」 ﹒ 希望藉此鼓舞黨政軍要民的↑:氣。但是，大家都認為岡府命運

的結束只是遲早的問題。 5 丹 ﹒ 美關巾央情報局 (CIA) 的報告預測，

年底之前，中關共犀黨呵能會奪取臺灣〔陶渦 (Jay Ta)'lor ) , 2000 : 

212 )。街頭巷尾 rOJ:1解放」 、 r X 月解放」的流言滿天飛，就連左翼

塔礎薄弱的臺灣，對於共產黨「解放」的期待也以學生為巾心開始擴

散〔古林， 1992 : 6的 。

依據冷戰歷史學家自迪斯 (John L. Gaddis ) 的見解 ，當時美岡戚

的內部對於在東亞採取「防衛問」的戰略意見-致，怕是 ， 岡務院、

參謀前長聯席會議以及麥克阿瑟之間﹒對於「防衛問」的主!在﹒各H

f年的盤算。原 lkJ 在於 ﹒ 有 4此偏有可能引起強烈紛爭的j不適用;fs:戰略

的地區﹒也就是朝鮮不島(南北對 I'i) 、臺灣海峽( rr岡內戰)、越南

(針對主前民地化的問題，與市新|吋鍋的法國植民帝國之間的鬥爭) , 

訶可能會[本l為這項戰略的適用而被迫轉換政策，最終導致美|或|不得不

前兩介入這片區域〔島迪斯﹒的揭青: 139 ) 。接原蚓-觀察指出 ，在

美闊的冷戰體制巾，由於「認h1仔細區崎紛爭的結果將會影響整體戰

略體制的仿IìH支. 1大|此，戰昀體制的性格就會隨軒區域的紛 Tí- rfÿ出現

改變 J (藤睬 . 1992 :抖的 。隨符胡鮮、手晶紛爭的爆發 ， 志4屯;在E問干和和[口]朝鮮可芋t 

J幻;沾，~ r咐+甘J 邵 F向iJH時i叮手刊+被皮編入舔原所謂的泠?戰故骨體哇制之「縱 1('峙

;足足刮|闢喝:恕tE巳i旦{主監要t巨H從芷日 .11日l

略拉仙I(向11川，JI小|扣I!-培表人卦氏:共干和[J叫iI闢喝J品Z攏11叫l恃年 . 便遭到巨大的衝哩。

19n 年 :2 J卜的i釘在赴 rt'進行歷史性訪問的出克森總統﹒ I.';J 恩來

總f1~m tH ﹒毛主:灣問題泣「村:ffj 門的總統的錯站所持致之的曰~ - (毛 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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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 '2001: 147 ) 。是不是「錯誤」另當別論 ， 1950年美國對臺灣海

峽的介入，決定性地塑造 f仍在進行中的臺灣現代史之外部環境。以

F' 就其前因後果進行簡單檢視。

韓戰一爆發，杜魯門總統即刻發表( r 臺灣海峽中在化聲明 J ' 

-方面阻止共EE黨軍隊攻擊是灣 ， 一方面要求將介 fj停止「反攻大陸」

的行動，臺灣的地位留待將來討論，並命令美國第七艦隊出動到臺灣

海峽，方針轉為確保墨，灣 (6 月 27 口)。之所以要講「中立化 J '就是

希望「一方面在中間內戰中保持中立 ， 同時又能阻止臺灣受到共產勢

力的支配 J • 1朴此，闕務院開始著手將臺灣的地位問題提到聯合國的

場域來討論。但是 ﹒ 1950年 10 月底，當共產黨軍隊為了對抗跨越 38度

線北上的聯合國軍隊，而參與韓戰之後 ， 關務院不得不放棄此一行動

〔湯淺 ， 前揭書: 54-55 ;葛迪斯，前揭書: 148-151 )‘ 

美國政府-旦決定介入臺灣海峽，立刻開始檔耐強化與關民黨政府

的關係'除了在聯合國積極保衛國民黨政府的中國代表權以外，還派武

官與代理大使赴臺北就任，並垂新開始一度停止的軍事與經濟援助。哲

年 . _erJ1951 年 2 丹，正式簽定{共同防衛協定) '4月起公開派遣軍事

顧問闕， 5 月更公開表明不y承認北京政府的政策 。原本以歐洲為中心對

共歷勢力所展開的「圍堵」政策 ， 至此也適用於巾間大陸 ， 對國府的支

援也被定位成此項政策的其中一環〔高木， 2001 : 116-1 1 7 )。

另一方面 ， 蘇聯不但在 1949 年 10 月中華人民共和間建闊的同時，

就給 F承認，更在聯合i司提出 rr國代表權問題 ﹒ 接軒在想年 2 月又締結

r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而中華人民共和闕 ， 到 (10 月即站在北韓

泣邊的l 人韓戰。隨著韓戰的爆發 ， 東問冷戰也技投屯灣海峽 ， 進-步

與巾關內戰結合 ﹒ 空崗就此被納入東叩的冷戰體制之下﹒成為冷戰體

制的前哨墓地。

美國的軍事援助，直到 1974年結束時為止，總金額約計25億 6.600

萬美元 ， 至於經濟援助部分，是依據{共同安?法) (MSA = Mu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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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Act ) ， 以一般經濟援助(也就是「美援 J )方式進行 ， 到 1 965

年為止 ， 總計約 15 億美元。美國也強迫國民黨政府與H本講和( 1 952 年

簣訂《日華和平條約) ) ，更在韓戰停戰協定締結之後 ， 於 1954 年 1 2 月

主動與國民黨政府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右林﹒的揭書 : 70-71 )。

逃進至是灣的蔣介石高呼「反攻大陸 J ' 把希望寄託在「第三次世

界大戰的爆發 J ' 期待藉著戰爭使「中國內戰國際化 J ' 然後一舉光復

大陸。但是 ， 就美國而言 ， 雖然不得不放棄「中在化」政策 ， 實際上

也從未支持過蔣介石的「反攻大陸」政策。美國意不在與「共產中國」

發生戰爭 ， 最終目的只是圍堵。

在中間軍隊對著國民黨政府占領下的福建省金門島進行砲哩 ，

並對漸江省一江山島發動攻擊的第一次臺灣海峽危機之際( 1954-

1955) ， 芙間與開府締結了〈中美共|斗防禦條約) ，美闖闖會並在總統

艾森豪的請求下 ， 通過了「臺灣決議案 J ' 這個決議案賦予總統在防

衛臺灣時真有行使軍事力的權限 ﹒ 但是一方面 ， 美國政府也取得蔣介

石的切結 ， 約定在未得美懷i承認的情況下不得對大陸進行攻擊。就算

共產黨軍隊猛烈砲擊金門島之際 ， 美關軍隊也以不對中國大陸進行空

襲的方式 ， 衝破共產黨軍隊的封鎖 ， 對金門島上的國府軍隊提供補給

(第二次臺灣海峽危機)。國務卿杜勒斯 ( J ohn Fos ter Dulles) 還飛到臺

北 ， 逼蔣介石同意-份主旨為「光復大陸原則上採用三民主義 ， 而不

依靠武力行使」的共同聲明( 1 95 8 年 1 0 月 2 3 日)。

接下來的廿迺迪政府 ， 讓原本計畫毯著毛澤東之「大躍進」政策

失敗之際 ， 對大陸發動大規模攻擊的蔣介石打消念頭〔同前 ， 7 1-1 7~ ; 

高木 ， 的揭書 : 118- 122 ; 石川， 2007 : 123-12 6 J 。此外 ﹒ 1964 年 1 0

月 ， 巾闖進行第 e次核爆實驗 ， 成吉布擁有核 f武昂的國家 ， 但足闕民

黨政府的核武開發卻被美國嚴格牽制，無法進展〔松1:11 ﹒ 1998 : 255 )。

對於一年比“年[村難的聯合國代表權問題 ， 究竟應該如何應對?

美間內部針對什麼「形式」的巾，里關係對美國最為有利的問題持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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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討論 ， 包括「一個中國 、 兩個政府」 、 「國家繼承論」等等都被檢討

過( Bush‘ op.c it ,: Chap. 4 ) ， 卻在毫無進展的情況下進入了 19 70年代初

的轉換期。實際上 ﹒ 美國的臺灣政策可以說就是「兩個中國政策 J ' 換

言之，美國雖然站在國民黨政府這一邊 ， 承認其「一個中國」立場 ，

卻壓抑其為此所採取的實際行動( í 反攻大陸 J ) ， 可以說 ， 這是一個

維持分別自稱「正統中國」的「兩個中國」並存狀態的政策。

蘇聯也是一樣 ﹒ 雖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締結同盟關係 ， 但是

對於共產黨軍隊的「解放臺灣」卻採取壓抑態度 ， 原因就是擔心有可

能發展成對美國的戰爭。依據下斗米伸夫的研究 ， 1949 年 7 月 ， 劉少奇

訪問蘇聯時曾要求史達林提供對畫作戰的潛水艇和飛機 ， 史達林以蘇

聯經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到嚴重打擊 、 以及有可能因此激化美蘇

之間的對立為由 ， 予以拒絕。在〈巾蘇友好同盟條約〉交涉之際 ， 蘇

聯有意終止對旅順港的租借 ， 毛澤東卻對蘇聯提出要求，希望蘇聯海

軍能夠在「解放空灣」的行動上助一臂之力 ， 結果遭到蘇聯反對〔下

斗米 ， 2005 : 55-5 6) 。

依據蘇聯前外交部長葛羅米柯 ( AH.J，pè l1 A叫pèesH刊 ipoMblK 0 ) 的

回憶 ， 第二次臺灣海峽危機之際，毛澤東提議「應該引誘美軍進入中

國內陸 ， 利用蘇聯的核武將之一舉殲滅 J ' 而要求蘇聯協助。據說從此

以後 ， 蘇聯領導階層對於毛澤東的不信任戚開始個深〔同前 ， 111 ; 毛

里， 1989 : 6 1 )。雖然是第一次臺灣海峽危機之際發生的事情 ， 不過根

據高木誠一郎的研究 ， 據說美國政府一直在注意中蘇關係的動向 ﹒ 早

就看穿了蘇聯並末支持以武力解放臺灣的計畫〔高木 ， 前揭喜 : 11 9 J 。

就這樣 ， 美國對於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反攻大陸 J '採取明確

阻止的態度 ， 而蘇聯對於毛澤東 、 中共的「解放臺灣 J ' 則採取不協助

的態度。可以說 ， 不管是蔣介面的「反攻大陸」或者是毛澤東的「解

放臺灣 J ' 都分別受到美蘇的牽制，遭到封鎖。隔著臺灣海峽的分裂

態勢也就這樣固定 [f來。之後，中國才從「大躍進」的失敗打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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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恢復過來 ，就立刻又陷入「文革」的混亂當中 ， 根本無暇注意臺

灣。如後所述 ， 在這一段期間 ， 臺灣的經濟成功地轉換成出口導向型

政策 ， 經濟成功起飛，進入 f一個在美日經濟循環中達成高度成長的

軌道。中臺兩國就在持續對峙、互不理睬的情況下進入了 1970年代。

2. 非正式的帝國美國、「協力者」政權、當地社會

( 1 )非正式的帝國美國與畫灣的「中華民國 J

在此，想要先介紹本書借用作為鋪陳材料的山本吉宣之美國帝國

(體系)論的骨幹。根據山本的定義 ﹒ 所謂帝間就是擁有壓倒性的實力

( PO\\ er) . 依據此一實力 ﹒ 不但可以影響對方國家的外交政策，對於

其間內政治更具有不對稱的巨大影響力;在國際體系內則是在經濟、

軍事、價值觀上占據壓倒性優越地位 ﹒ 能夠對多數國家發揮影響力的

關家。帝闊體系是一種同時具有以帝國為馬首是瞻之階層性色彩的經

濟、軍事和價值觀的下層結構，以及反應這種結構的以帝間為巾心之

軸心 放射( hub spoke )狀的同盟關係與軍事基地網絡的上層結構 ，

帝岡就以這種結構為前提，對於體系內部的政治體(國家)行使壓倒

性不對稱的影響力〔山木， ~006 : 360-361 )。美國帝國擁有自由主義

的價值體系，內部有以主權平等為核心的主權國家體系以及資本主義

總濟體系並存。這是一種志不在擁有殖民地之「無殖民地的帝闊 J .它

的非正式帝關體系是透過帝闌干E其他主權問家內所租借的上地 t建構

的軍事慕地網絡 ， 以及在東南亞地區典型可見的軸心 放射狀之安

保同盟的關團來維持的。這是-~問「草地的帝國」 、 「和地的帝閩」 、

也是一個「據點的帝闖 J [同前 : ~61 )。

儘管如此 ， 帝閥的實力、世 41:絕對 ， 而會|大|為抗衡帝開朽的實力、

同盟閥之將濟力量的提升 ﹒ 以及帝闕體系本身因為過度拓展導致成本

增加l等因素，造成下層結構在質力上的壓倒性不對稱強度減弱。處

於這梧情況時 ， 只能被迫縮小作為 t層結構的軍事嘻地網絡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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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動的層次以一種「普通的大國」之姿態 ，採取權力平衡( power 

balance) 的外交方式來對應。這稱為帝國體系的縮小〔同前: 228 卜

1970年代的畫灣，受到這種帝國縮小之餘波的正面衝擊，敢動了

中華民國臺灣化的進程。不過 ， 這還是後話。 1950年代(幕本上 1960

年代也一樣)之毫灣的「中華民國 J '在美國帝闊的體系中占有明確的

地位。作為美國的同盟國之一 ， 臺灣在帝國體系的軸心一一放射狀體

系之中被賦予正式的地位(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與聯合國的中國代表

權) ， 軍隊因為獲得大量的軍事援助與美軍顧問的介入 ， 而得以重建、

軍組 ; 經濟也在鉅額的經濟援助下逐步復興 ， 更在美國要求被援助國

經濟自立的壓力下 ， 讓經濟成功步上出叮導向型的工業化軌道。國民

黨政權將這些當作外部正統性的資源 ， 確立並維持了政權的持續。

(2) r 協力者」的兩難

美國帝國對於被視作冷戰前哨的區域並無直接支配的意圖，因

此 ， 若想要在該區域實現能夠反映美國之冷戰戰略的政策 ， 在當地就

必須有協力者政權。敗逃到畫灣來的國民黨政府 ， 靠著美國對臺灣海

峽介人的政策轉趨積極，不但在美國的冷戰體制中獲得此種協力者的

地位，也因此得以草生 。從這個時候開始 ﹒ 直到美國因為世界戰略的

轉換導致帝國體系的上層結構縮編的 1970年代初為止 ， 所謂的美臺關

係 ' 就是美國與作為當地之協力者政權的國民黨政府 ， 以及其統治下

之當地臺灣社會之間的關係。這段期悶 ， 幾乎與現代臺灣政治史上的

蔣介石時代重疊。

在帝間體系內 ， 帝開本身與周邊的協力者政榷之間的關係 ' 常會

使帝岡陷入兩難。如果足 1問得不到當地居民支持的政權，則政治不

們不穩定，也沒把握能夠實行美國所追求的政策。嚴重重」點，如果協

力者政權是屬於傀儡政權，就要有這個政權遲早會倒盔的心理準備 ;

對於區美且獲得當地問民強烈支持的政權，如果的于下涉，反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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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這個政權和「壞分子們」結合在一起〔藤原 ， 1992 : 336J 。除此

之外 ， 那種既不反美又確實掌握當地情勢的政權 ， 或許就會以「協力」

為武器 ， 向美國強求一些美閱認為超出必要程度的資源。

「協力者 J 政權這邊也會面臨兩難。即「透過與美國的合作 ， 雖然

獲得 f在國內無法得到的巨大權力和資源 ， 但是如果無法向人民展現

自己並非僅是美國政策的代理者之角色，其權力將極有可能被『真正

代表民眾岳』追討凶來。 J (同前卜不僅如此 ， 實際掌握協力者政權

之權力的菁英們 ， 面對美國 ， 必須經常阻止「代替可能性」的發生 ，

否則自己什麼時候會被取代都不知道。還有 ， 美國所揭黨的「自由」 、

「民主」 、 「人權」這些大道理 ， 如果超越了原本只是用來作為反共口

號的功能 ﹒ 反過來影響其統治之下的社會 ， 這也會令人傷腦筋。

作為r[l華民國臺灣化的起步條件， r 戰後臺灣固有的歷史脈絡」究

竟是什麼?站在探討這個特有歷史背畏的觀點上，以下將針對 1950-

1960 年代 ， 美臺之間出現的協力者政權之兩難情境進行檢討。

(3 )成功的協力者政權與外部正統性的獲得

蔣介石政權是一個極為成功的協力者政權。

幸運的機緣 ， 加上本身的應對，蔣介石全然徹底地壓制了空灣支

配者被取代的可能性。首先，藉著一三千八事件有系統地打垮本省菁英

之後 ， 對於一般居民實施「藉由恐怖手段所進行的政治教育 J ' 接若是

透過成功的「農地改革」 ﹒ 將本土的地主階級勢力弱化。至此 ， 能夠挑

戰蔣介石威權的本土勢力，已經不存在。當國民黨在內戰中的敗勢漸

成定局之際，美國國務院為了要研究祕密推動「臺灣自治運動」、把臺

灣與國共內戰分闋的政策可行性 ， 於 1949 年初派遣美國駐南京大使館

參事莫成德 (Li\ in gs l on T. Merchanl) 赴臺 。來自吳成德的報告指出 ，

臺灣自治運動薄弱無力 ， 臺灣已經被對蔣介石效忠的「軍隊塞爆 J (葛

迪斯 ， 2002 : 1-+0-1-+1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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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諷刺的是 ， 大陸的失敗反而變成蔣介石確立在畫權力的好機

會。盤據在中央與地方的派系勢力 ，以及派系勢力之間的鬥爭 ， 一直

讓蔣介石傷透腦筋，也是造成蔣介石在中國內戰中敗北的原因之一。

蔣介石藉著逃到臺灣來的機會重整軍隊，不但將被地方派系當作基礎

的地方軍隊之編號取消 、 降級，更將其編入中央軍隊(團軍的「中央

化 J ) ， 徹底排除了地方派系勢力〔松田， 200的: 272-283 J 。

關於政治上的「中央派系 J ' 如後所述 ， 藉著把向來掌握黨務的

r cc派 J (續詮:中央俱樂部組織)勢力禁鋼在立法院以及行政院內部的手

法 ， 成功地將這些勢力單純化並加以排除。結果，當「黨的改造 J (後

述)工作結束後 ， 放眼一看 ， 以所謂「最高領袖」蔣介石為頂點，在其

權力之下 ， r 幕前 J (行政院)的權力由心腹陳誠掌管 ， 長子蔣經國除

f掌握「幕後 J (政治警察 、 情報)的權力 ， 更從「幕後」對「幕前」

進行監控，一種所謂「領袖獨裁」之「黨闊體制」已然形成〔若林 ，

1992 : 92 J 。這個體制 ， 作為 1司遷占者國家，與臺灣社會之間存在著

極大的矛盾。儘管如此，如後所述 ， 藉由對於直接支撐體制的外省移民

進行集中管理並給予優涯的保護，使他們團結在「領袖」之下 ; 至於本

省人勢力 ， 則鋪設一種巧妙的體制 ， r 一方面將其排除在核心之外以抑

制其過度的發展 ， 另一方面則在周圍的領域上對其實施懷柔政策 J (松

來， 200-+ : 138 J 。

這個體制一旦鞏固 ， 當初為了維繫美國的支持而勉強任用的軍方

以及政府中的親芙派要角(陸軍總司令孫立人與臺灣省主席吳國禎)

立刻被拉下臺2 。此外 ， 由於這個獨裁體制的強化以及蔣經國所率領
的政治警察之跋眉，引發了體制內自由主義者的反彈，政論雜誌{白

~ ~系立 1、 I g99-1990 去醫護寄:、 ~ß 伶吉_S' 1事建 ~~ I l)4~ 年成功殺出三í: W i'ßi街是位:ij[吟
E 芽，包 ι 可三毛主 2寧可 茫茫-.告~ Jt( g 1950 年 3 司 莓，、石宅電li.iì 付手記事亡海 一方面
去五噎得美軍支持 戶戶;f.立、有陸軍勾司么 多走if1 J1Z 二手 t哇 ，甚九軍;羊 子手立人[f1
!lt與這 '1 i?C;<.; r.'( ì， 之 1954 年 建眨噶咯燒時參軍長計開教 1955 年 8 司 lλ 俞雷5 屬計
畫建成的罪名 i~ f可 ZE 一直到 1988 年考 "1 ~ 9E i竟為止 -!t斯受到 1'( 禁 持雪道德積重-
~004 633 長百 f串 門的-1984 k 吉普吃訢 4頁-+;學穴 .H )，乎?哥士 是一位人 f再「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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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國}已然擺開 f批判的論戰態勢 ， 而j齒I (自由中國}的主要人物

雷震等一部分的外省籍自由主義者、和參與地方選舉的本省籍「黨外

人士 J (所謂「黨外 J ' 意指「闕民黨之外 J )一起準備組成中間民主

黨時，政治警察{要花草IJ將霄，震等人逮捕，拉禁止〈自由中開}繼續發

行 ， 藉此壓制這些運動〔薛化元 ﹒ 1 996 J 。

也就是說 ， 當外省反對派形成，並剛剛開始打算與本省菁英結合

之際，甫冒出頭的新芽就被摘除。 1964年，受到蔣介石的個人偏愛而

曾經被拔擇其聯合國代表部成員的本省籍學者臺大教授彭明敏，當他

寫好反體制的〈臺灣人民自救宣言> '正要開始宣傳時，政治警察住刻

發覺 ， 並對彭明敏等相關人上展開逮捕〔石林 ， 前揭: 289 J 。

蔣介石能夠在短時間內將政權被取代的可能性徹底排除，除 r有

從抗戰以來就在美國的開會與輿論界情養的強大代言人「中國遊說闢 d

(China Lobby ) 的存在 ， 加上認同並臣服於美國的戰略之外 ， 著力最深

的就是輯力強化對華盛頓的交沙能力。對於戰後美臺闢係史 ， 唐耐心

( Nancy B.Tucker) 做過最出色的調查研究，依據馬耐心的形容，蔣介

石政權「利用獨特的分割支配 (di\'ide and rule) 技倆，滲透進入美間

政府 J (Tucker. 1994: 4 J '誘也最大限度的資源 。例如前述的「美援」

( 1 的卜 1965 ) ， 年平均 i 億美元的金額 ， 以人平均額來計算 ， 是同時期

美國所提供的援助之巾金額最高者( Tucker‘ op. ci t.: 54 J 。

美國政府內部雖然十分清楚 ， 國民黨政府高喊的「白山中國 J ' 

只不過是用來進行宣傳的皮囊;同時也充分知道--八事件後本省人

所受的不公平待遇，以及政治警察在戒嚴下的跋矗行俺，但除了知名

牛生 中華t".~、士 立 ι 堇1--1 ~:守了τ 飢荒孔夫乎每 '-j斗 乏信-tt 三哇曼先 三等八;::;'1
持正事三則: }7. 曜人事變對申 i;\事託懿伍行咒再表們主任令為聖考古主曙 光才 2
'lfi.~ L je 美官:早-，吉~ +:~.f 可‘三主革 t~:.'f :..ι... . ~了一定生~ "7 J 人 有: 1 ‘削寺.t昌、
軍在開形 1 生亡赴是 !司計 354 主子廿 1<)92 的 <)2 

1 卡志 t't研究告也 1950 主，"占主拉 美 ~U- 臺北 t~ ~事非 ft B: f等弋 f且也1;報告出 皂♀ J
當 5尋得伴省Jil.cÞ;民汽車長吋't 6 仁<C.'i嘉巧言﹒持:h玄古人 1~ 件宙人白盜門巴哎 墅書人
民主冬筍'!H'ì: ~l :.堅幸11. ，J...哥'(~日，音院日 d壘的苟弋 J 哼哈 J 均為件對持共 f 1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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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遭到逮捕時才透過外交管道「表示關心」之外，別無所品。這種

「關心」的表明 ， 對於被逮捕者的刑罰之減輕及抑制逮捕範圓的擴大，

或許具有意義( Bush ‘ 2004: 67 J 。不過總體而言 ，由於這個時期的美國

政府「捶為電視程灣的戰略價值 ， 重視的程度到達一種只能藉由在理

論上堅持美闖關家大義與傳統所要求的自由化內容 ， 而不能冒著任何

風險 ， 做出有損雙方互信的行為 J (Tucke r. op. cit.: 77 J 。

由於蔣介石、閩民黨的地位已經變成不可取代，因此，美國就

算偏好把奎灣從中國內戰中分離出來 ， 在國際場合中也只能支持國民

黨政權所主張的「中國正統政府」之立場。美國始終支持國民黨政府

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 ， 就是顯例。確實 ， 國民黨的「分割支配」手

腕再厲害，也沒有辦法把美國的「事實上兩個中間」的立場往前推進

到支持「反攻大陸」的地步。不過，能夠讓美國的支持倒向自己這一

邊 ﹒ 對於與當地社會之間存在著緊張關係的國民黨政權而言 ， 無疑是

為政權帶來 f外部正統性。

(4) 經濟發展與社會變貌

接下來必須指出的是 ， 在這個成功的協力者政權之 f ' 經濟在

穩定的政治環境中順利恢復與發展的事實。有關這部分的問題，已有

諸多說明，在此僅簡明敘述。 1940年代的臺灣經濟，是一個飽受中國

內戰影響而出現惡性通貨膨脹的苦難聽濟。不過﹒由於前述陳誠所推

動的「幣制改革」以及「美援」的到達 ， 惡性通貨膨脹的問題漸被克

服。到了 1952 年，農業生產不但恢復到戰前最高時( 1938 )的水灌，

後續語著農地改革提尚 f農民的生pf意顧，農產品輸且也毫新開始，

使得農業在 1953 年到 1973 年為止，達到年平均4.4凡的高度發展。

i 苟安立壇新「可士，~二'!~竟也日至想?吾吾等事項 另外 在官司E 事 i-'" íÌ' 生之際﹒鎧~~~不久

司令童車呂寸 tf 亭台長?毛總是r. tfJ哇 .;1 上了守派堅'~夾在學生革命 幸益者申也槽，心臺灣是否會食生

司機的事~:' Bush. 2004: 52.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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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生產方面 ， 從 1950年代起 ， 一方面由於美國援助機關施加壓

力 ， 使得經濟政策成功轉型成出口導向政策 ， 並且頗有成效。 1964-

1973 年之間的國民生直至毛額 (GN P ) . 成長達到7年平均 1 1. 1 %的高

度成長。之後 ， 雖然兩度遭到石油危機的打擊，在 1974- 1 979 年之間 ，

GN P也達到年平均 8.4%的成長〔若林 ， 前揭 : 1 46) 。靠著這樣的成

長﹒毫灣經濟得以從被援助經濟轉變成自主經濟 ， 更在 1970 年代以新

興工業闕家 (N I Cs) 的姿態 ， 提升 r臺灣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 1 980

年代後半起 ， 更從技術輸入者的地位逐漸轉變成輸出者的地位。

在這段期間 ， 美國藉著政府援助與直接投資等各種形式提供了資

本 、 技術 ， 同時對於靠著從日本引進、吸收所謂「 二手技術 J (second 

h and ) 而生產的臺灣紡織品 、 雜貨 、 家電產品等等 ， 提供了當時堪稱

無限廣大的市場，對臺灣的經濟發展發揮7不可或缺的助力。非常明

顯地 ， 對於歐美各國的經濟 ， 整體而言美國扮演了一個通商秩序提供

者的角色 。

美國所發揮的功能並不僅於此。看看開耐心所提供的豐富質例就

可以知道 ﹒ 美國不僅是安全保障以及經濟資源的提供者 ， 也是社會、

文化 、 學術資源的懷慨提供者( Tucker、 op_ Cl t ‘ Chap. 5 )。美國的這種

強勢展現 ， 使得戰後的臺灣社會從大眾文化到學術界的制度與習債 ，

都種下了向美看齊的根性。例如在臺灣，戰後很長一段時間裡 . r 來來

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闊」這句話經常被拿來自我解嘲 ， 臺灣最有名

的大學一一臺灣大學簡直就像留美的先修班 。

( 5) 成功的幕後與幕前

然而面對這樣的成功，如果不同時說明成功的幕後與所謂的「幕

的 J . 將告失平衡 具有黨國體制的遷占者國家，在其確住的過程中，

幕後累積了諸多不滿與憤慨，包括對於政治壓抑、人權佳胃、以及

「 有籍」不公平等等的負面|肯緒 。 在經濟順利發展之 f. 這純情緒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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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被擴大且多樣化的經濟活動所吸收 ， 一部分則藉由透過政權所進行

的「由上而下的中國化」運動 ， 被預防性地IIJ除了。另外有些部分是

透過所謂「政府的主子」美國所提供的「避難所」功能 ， 被集中到黨

國體制的「外部 J .這也是不容忽視的部分。

美國所提供的「避難所」功能 ， 呈現出幾個不同的面貌。第一 ，

如前所述 ， 美國「低姿態」地表示關心，牽制了閻府對於政治異議者

的政治鎮壓程度與範圍。其次 ， 正如其文字本身所顯示的意義 ， 美國

國土變成了遭逢政治迫害者的避難所。逃到美國的 ， 除了具體上遭受

迫害疑慮的人 ; 對於國民黨的支配抱持強烈反戚 、 在臺灣卻一籌莫展

而自我放逐赴美的人 ， 以及留學後處在美國的自由環境之下變成反體

制者 ， 更是所在多有。

前述起草{臺灣人民自救宣言〉的臺灣大學教授彭明敏，就是在

美國的壓力下被保釋 ， 並在海外獨立團體 、 人權團體的支援下祕密逃

出臺灣，經由瑞典而流亡到美國的( Peng、 Ming-min ‘ 1 972 )。這是一個

結合了「避難所」的第一與第二種樣貌的實例。如前所述 ， 繼 195 0年

代與 1 960年代的日本之後 ， 流亡 ( di as po ra) 美國的臺灣人社會 ， 逐漸

變成海外臺灣民族主義運動的中心。

處於國民黨政權之控制的最「外圍」者 ， 就是美國的世界戰略。

如前所述 ， 由於外部正統性承受美國的戰略轉變所帶來的打擊 ， 才使

得中華民國臺灣化的動能開始敢動。

一 、作為另一個「正統中國國家」的戰後臺灣國家

1.戰後臺灣國家的「中國國家體制」

敗逃毫灣 ， 導致中華民間的實效統治禎域縮小成空灣(臺灣本島

與附屬島嶼及澎湖群島)與福建省沿岸小島(金門島與馬而且島等)。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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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如此 ， 如前所述 ， 國民黨政權以「反共復閩」為基本國策 ， 將臺灣

定位為反攻復國的「復興基地 J .抱持本身才是「正統中國國家」的立
場 ， 並在政治制度與關民統合意識形態方面堅持相關的各項政策。本

書把這些政治制度 、 意識形態和政策所架構出的戰後臺灣國家所具有

的樣貌稱為「中關國家體制」。

戰後臺灣國家所真有的「中國國家體制」特徵 ﹒ 是靠著以下四種

策略而被維持下來的 : (一)敗逃臺灣之後仍堅持繼續維持和共產黨之

間的內戰態勢。換言之，就是將內戰末期在大陸所採取的內戰態勢恆

久化; (二) 把臺灣「中央化 J ; (三)把統治菁英強烈防範的那些高

度受到日本殖民地支配影響的本省人「中國人化」。換言之 ， 就是把統

治菁英的官方中國民族主義所設定的「中國性」灌輸到本省人身上 ，

並在這樣的前提下展開「祖國化(中國化) J 政策 ; (四)彰顯「巾華

民關 J ïI統性之各種象徵性事物的建賈(例如在政府機關 、 校園內實

施的國家禮儀、貨幣聞案、街道名稱等等)。以下將針對上述各項進行

概觀，第(四)的部分則在第七章說明。

2. ((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 , r 萬年國會」、「中國省籍」制度

1946年夏天 ， 國共內戰正式開打 ， 共產黨在其支配區內實施「土
地革命」﹒把地主的土地沒收然後分配給農民，靠著這個方式一路擴

大地盤。闕民黨從孫文以來 ， 也有一個以重新分配土地權力為目標的

「平均地權」理念 ， 政府內部也成立了上地行政「地政」部門，准備[kJ

應這部分的問題 ， 但實際上幾乎沒有任何成果。

於足，在內戰期間，岡民黨將辛亥革命以來令人期盼已久的「憲

政」付諸實施，嘗試藉此鞏固統治的正統性。這悍的所謂「憲政 J • 

指的足孫文所規畫的從「軍政 J (革命後由軍政府進行革命獨裁)到

「訓政 J ( r 黨泊 J =國民黨的開明獨裁。在此期悶 ， 藉由地方 c.J ifî的質

施，訓練人民朝「憲政」實施的口標邁進) .再到「憲政 J (解除「幫

黨二重 重建後臺彎國家與多重族群社會之重組一一初期條件 的

治 J . 制定憲法 ， 賦予人民普通選舉權)之國家建設階段論的最後階

段。

蔣介石與國民黨召開制憲國民大會 . 1946年底制定了在國家元首

總統之下設有獨特的五院體制(行政院、立法院 、 監察院 、 司法院、

考試院)之〈中華民國憲法) ( 1947 年 l 月 l 日公布，同年 12 月 25 日實

施)。接著從 194 7年一直到 1948年，連續實施「中央民意代表 J (立法

委員 、 監察委員、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只有監察委員是由省議員進

行間接選舉選出) . 並由新選出的國大代表進行總統與副總統的選舉

(蔣介石 、 李宗仁當選) . 接著總統任命行政院長 ， 以及立法院對行政

院長之任命行使「同意權」等等。這一連串制定憲法並依照憲法組成

政府的事實 ， 後來被稱為「法統 J . 也是國民黨持續主張共產黨政權為

非法 ， 自己才是中間唯一合法政權的根據。

然而，這個剛剛誕生的「憲政 J . 際遇是悲慘的。從憲法制定一開

始 ， 對內就有國民黨內派系的鬥爭 ， 對外則有共產黨的反對 ， 國共兩黨

之外，也遭到第三勢力龍頭中國民主同盟的杯葛。除此之外. r 憲政」

在實質上也被國民黨架空了。依照憲法規定 ， 總統的權限在相當程度上

受到行政院長的牽制(例如法律的公布與命令的發布 ， 必須得到行政院

長的副署〔第三十七條J) . 因此 ， 蔣介石是在要求國民大會制定〈動

員毆亂時期臨時條款) .並賦予總統不需經過立法院同意的緊急處分權

之後 ， 才投入總統選舉並當選的〔松田 . 200的: 38 J 。 此處所謂的「散

亂 J .所指的當然是「共匪 J =共產黨的「叛亂 J .此一〈臨時條款}

的制定 ， 以及總統、副總統選舉後依據國民大會的「動員戲亂時期」決

議，閻家為 f鎮壓共青黨的動亂而進入總動員 ﹒ 也就是所謂的「內戰態

勢」。

關民黨把這個憲法加上{動員戳亂時期臨時條款) . 即所謂「內

戰態勢 J f的「中華民間」之組織架構帶入了華灣。這個時期 ， 畫灣

已經由被蔣介μ託付鞏固臺灣內部之重任的陳誠 F令開始質施戒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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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國民大會在臺北召開第一屆第二次大會 ， 決議〈動員戲亂時

期臨時條款}持續有效，並在蔣介石的第二任任期即將屆滿的 1960 年

召開第三次大會，會中以增訂{臨時條款》的方式凍結了禁止總統連

任三次的規定﹒開rN了終身總統之路〔同前 : 126) 0 <臨時條款》實

質上可說是把憲法架空的法規。

遷到臺灣之後 ， 中央民意代表的任期(國民大會代表與監察委員是

六年 、 立法委員是三年)陸續到期 ， 蔣介石 、 國民黨高喊「反攻大陸 J • 

以國家正處於「動員酷亂時期」為理由，決定在尚未「回到大陸」之前

不進行改選4 。因為 ， 如果主張在大陸成立的共產黨之中華人民共和國為

非法 ， 而要把自己正統化 ， 就必須堅持「法統 J ' 讓大部分在大陸各省選

出的「中央民意代表」 繼續存在，正可展現法統確實存在。如前所述，

這些「中央民意代表」的區域代表性 ， 是由依據《戶籍法〉所登記的籍

貫表現出來。 193 1 年制定的《戶籍法》所規定的「中閻省籍」制度以及

不改選的「中央民意代表機構」 ﹒ 共同撐起戰後臺灣國家的「中國國家體

制」。

就這樣，中央民意代表的大部分是從中國大陸各省選舉出來 ，

無法代表幾乎占整個實效統治區域的臺灣之民意。加上不進行定期改

選，因此，整個 1950年代所建立起來的 ， 等於是一個雙重欠缺代表性

的國會。如果沒有辦法靠著「反攻大陸」來實現「光復大陸 J .延期改

選等於是賦予這些民意代表終身任期 ， 事實也是如此。這就是為什麼

在進人民主化時期後，這種國會被嘲笑為「萬年國會 J . 資深中央民意

4 挑起來 憲法口叫規定白了 \表全區還民行俺.19.權 J 的{ij f史六會 1"'. 1{ ﹒有一半 .l ←三，是

有.!.臺$. L;~ 宮 訂 )0的 ? 芷弋/;_，表白白哼只 是.; 195-1年 2 月 J了行J9.弋法早晨二九二元

且可 立，圭委~~監察毛~ ;;;也誤 區.是" '，，]年 l 司司 d去吃苦:法官會主義后再峽交 :t; 擇字京

- ~1C.憲法學 ;1 '有 h:主朱:草行 里~'Z 、 I l)~" IIJ-Ilï 可"品:於泛 f、石在之手í..~
龍的情;'1.叮~ .i量只 法代 的進fî . ::青參娟 、虫﹒常借書 予的-67

5 事實占 當民王化的最六難題 也就是自冉民意代表的全面 ;!z 還可丈斗爭凡 -r ð~ 六陸

代表~tR ~7 -'I:f. f只可立法或土改 巴繕，去 中的玄詩時玄題 ;':1:Jþ 三郎君主 4豈止 199è 年 6

月 23 日立法院，M其 1 王常昌 卸的"“

第二章 戰後臺彎國家與多重族群社會之重組一一初期條件 85 

代表被批評為「老賊」 、 「老法統」的原因。很明顯地 ， í 萬年國會」

的形成 ， 除了因為長期戒嚴下政治自由被壓抑之外 ， 還加上國民在中

央層級的政治參與管道被封鎖所造成。「老賊」 、 「老法統」幾乎都是

外省人 ﹒ 是一項不爭的事賈仁從本省人的角度來看. í 反攻大陸」、

「反共復國 J 只是一種為 f維持非民主的小半等體制的藉口。因為這

樣 . í 萬年國會」後來不但被當作戰後臺灣國家之「中國國家體制」的

不合理象擻 ， 成為民族主義政治的焦點 ， 更被當作遷占者國家的不合

理象徵而變成族群政治的焦點。

3. 臺灣「中央化」的矛盾

在中華民國歷史上 . í 中央化」指的是「因為中央政府的撤退 、

遷移 ， 導致具有中央性質的組織 、 功能集小在某一地方 J (松凹，

2006b : 252 )的，意思。抗戰時期 ， 蔣介石也是在日本軍隊攻打中國大

陸時把中央政府遷往四川。臺灣的 í Lj 1央化」是繼四川省「中央化」

之後的第J次事例。

1949 年 l 月，蔣介石在 í f野」的同時決定 ， 在最壞的情況 F將

以臺灣作為反攻的根據地。去日前所述 ﹒ 他任命陳誠為臺灣省主席 ， 開

始進行準備 ， 隨著國民黨軍在各地敗退 ， 把各式各樣的資源集中到臺

灣來。然後 ， í 最壞的情況」終於變成 f現實 ， 同年 12 月 ， 隨著中央

政府遷移到臺北 ﹒ 臺灣就出現 f全面性的「中央化」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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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中央化 J '為戰後毫灣的國家體制與政治制度帶來 r 有

別於內戰態勢 ， 成為恆久化的矛盾。第一就是助長了政泊菁英在族群

上的三重結構。如前所述 ， 失掉巾關大陸的中有害民闕，事實上是毫灣

史上第一個毫灣國家﹒然而，凶為這個岡家是出統治領域縮小後的巾

華民間藉著把臺灣「中央化」的形式呈現，導致「本省市英只要沒 }I

事到中央政府的頂端，就沒有辦法立足於毫灣的頂點 J [同前 : 202 J 。

而這個現實 ， 前後大約花了問十年的歲月才得以實現( 1 9R 8 年 1 n 13 

口、當時的總統蔣經岡在任期巾過時 ， 副總統李發輝依照憲法規定當

天即繼任總統職位)。

第一二點是憲法所規定的「省白泊」被扭俏的問題。如果排除行

政劃分上屬於福建省的金門島、馬祖J島等離島地區 ﹒ 就結論而言，事

質上是 4個只有統ih奄灣省的巾央政府還移到幸商來的告慰。儘管如

此﹒在巾央政府之下，依然設買了省、縣市、鄉鎮等三級地方行政組

織，主灣省也[祠此被保留下來 '1% r顧全 r it統」的表面形式 ，這~

然泣不得已的作品。

根據〈巾華民間憲法}的規定﹒ f1i中央政府制定{省縣 nifî通

貝|口，地方依照此法行開省民大會 ﹒ 制定{告 f' J?fîi主〉。依照{看 rli台

法〉規定﹒手可議員與省的行政行長(省長)均為民選。憲法制定後 ，

行政院很快便向立法院提出《有縣白的通則}法案﹒ fl:l，足 I材為內戰局

勢:惡化 ， 導致審議 a度停止， 1949 年 7 月，當時的華灣有主席陳誠曾向

El j 省參議員組成的「也灣省地方臼泊研究會」提H~包iT 村長民選店內

的法案。怕是LkJh時間 lE處於 qJ央政府遷垂前不久，結果就放棄 f 千千

身毛皮毛其中 k 弋 i皇之，脅著走守舊在 于:-，，:， f 智紅'1' • ;L ' ''é'' '~:可:至于月丘，冉 l.._;;建立

來的事會..c 19..9 年回亮銀行手里受到聾會哭 ?臺嘻 嘻汽車電~ t 9~ 也有生 有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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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民選的念頭。除此之外的省議員以 f' 包含縣 、 市長民選的地方自

治實施法案，則獲得遷移後的行政院之承認，並付諸實施。同年 12 月

遷移到建北的的主院﹒在 1950年中再度審理包含氧、長民選在內的〈省

臼泊通則〉法案，住進入:讀，山於行政院主張應該慎重其裳 ， 使得

審議就此告終。此時的行政院長就是陳誠。臺灣省主席陳誠所提出的

臺灣有長民選法案，竟被行政院長陳誠所面決。

常政權面臨危急存亡之際 ﹒ 蔣介石均 f博得美國的好鼠 ， 必須

擺出民主化的姿態。另一方面，卻又害怕省冉的的實施所造成的民主

化 ， 會促成美間與本新人勢力的結 i勻，並進一步形成親美的政權。 fB_

是 ， 當韓戰爆發 ， 美關對國民黨政府的支援方針轉趨明確 ， 就不再需

要民主化的假象，省長民選也就束諸高閣 J [同前 : 204-212 J 。在這

裡，將介石也斷然排除 f作為 4位「協力者」政權的支配丹被取代的

可能性。

就結果而 r í 當 r rlJ 華民國」逃入毛主灣的同時 ﹒ 也就是當存在屯

灣的這個遷出有闖家即將開始之際，省的 ff ifî就遭到仟決。統jh菁英

所持的豆豆俏，除了 r JXj?女大陸」必須堅持巾國國家體制之外 ， 另一個

月HI就足 r 1.J:憫人受到 f奴化教育 J [何義麟 ， 2003 : 294 J 。統的菁英

對社灣人的不信任與會戚，在此顯露無疑。

抗戰期間亦有過巾央化科驗的四川省，由於地方存在著強大的勢

力 ﹒ 就算 r rl'央化」之後， '1 1 央也沒有辦法主導省政府以歧省黨部的

人事 ， 然而是毛筒、世不 Hff如此強大的地方勢力。[利此 ﹒ 一在都是有派

的也灣有最高肯職，使古Ij由外省人古居太多數的， t l央黨國體制菁英來

擔任〔松 UI ﹒ IJíj揭書: 201-202 J 回老灣人 J且要寄到 1970 年代蔣經國]

開始發動從 1:ITIi ~'的科似的「屯問化」政策後﹒-1'能夠憶(毛主主灣有主

席職忱。

有自泊的完奄實施，也就iil省長的_B;;選化(還有之後 [!， 1i政院在

轄的主北市與 {r:J 雄 rli rii k的民選化) • f& 1.~後來政ih體制民 t化(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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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的民選化)中的課題。首先 ， 省長一旦民選 ， 不但管轄領域幾乎

重疊的臺灣省長與中華民國總統的權威關係又會變成問題 ， 與民主化

所帶來的關家電組的政泊之間也會買主生微妙關係。隨著臺灣的 rrjl 央

化」所引起的臺灣省白泊問題，是 個國家體制與政治體制互相矛的

交纏的問題 ， 它的影響甚至延燒到民主化之後的閥家體制重組( 1997 

年的「凍會 J )與權力鬥爭( 2000年總統選舉中的「宋楚瑜現象 J )之

問題上(第丘 、 六章)。

4. 由上而下的「中國化」一一制度上的同化政策

如前輩所指出 ﹒ 戰後接收臺灣的陳儀政府以躁進的手法(例如太

快禁用口語等)實施以「閻語」普及政策為核心的空灣住民之「組閻

化」政策 ， 成為在八事件前夕造成本省人族群化的原肉之. c 依

據 fllI義麟的研究 ﹒ 由於事件的爆發 ， 使得「胡同化」政策在事件後不

但沒有減緩，反而變本加厲 ， 墅，灣 ql央化之後 ， 這個政策更是守主自i性

推動〔何義麟 ， 1999J 0 1 950- 內的0 年代 ， 毫灣內部幾乎沒有)J 是 nJ以

挑戰國民黨 ， 是國民黨對事灣社會推動大規模的 r rj 1 閻化」運動的時

期。

這種「小國化」 ﹒ 也就是「學習成為中間人 J ( Iearning lO be Chinese ) 

的事情本身 ， 對於本省人 I fTí 言 ， 意味若被統泊菁英 、 也就是被遷占-ff

集團的菁英們賦予:l.:流地忱的文化所川化。「同化」的途懷有透過社會

牲接觸的 1 ，5J 化 ﹒ 以歧藉山制度途悴的同化(利用學校教育以歧大眾傳

播媒體進行宣傳)。不過 ﹒ 透過的項路悴的同化非常微弱。!大IÃ ' 作

為傳播1-:流文化的傳人|耐受到期待的外省人. l' {fl在人 11 上屬於少數

莉 ， 在語 .j}J面也不!{何個人郎神講標准的「闕訢」 而 lii丘此人之巾

的太部分﹒不管是在社會 l自ï !o!x空間[: ' 年紀愈大的就愈嚴重地被隔離

在本省人社會之外。這種隔離與黨[是|體制對香村的滲透(請參照 F

節) . 成為阻止人口屑於少數的外有人對本省人進行社會性 1.司化的原

第二章 直在受惠電圖書安名越多重族群社會之重短一一初期條件 " 

(lç]。最後 ， 學怯教育變成 TI司化本省人的主要 11最有力途徑 ， 次要的

則是以電視為主的大眾傳播媒體。

制度途徑的 [ciJ 化，日標是達成1語言的 IciJ化( r U對話普歧 J )與身分

同化( r 巾岡意識」的注入)。針對前者來看 ， 會發現「國語」理所當

然地被當作教學用語 ， 不過在 1 9.+0 年代 .hr刻意排除口語 ﹒ 「方言」

(福佬話 、 客家話)也被包合在「闕語」裡面 ， 在教授「標準國語」的

時候 ， 也採取以「方言 J~媒介的方式。但是到 r 1951 年 7 月，不但

以「方言」進行的教學被省政府禁止 ， 從 1954年開始 ， 小學的「標準

閥語」教學-n採取「直接法 J . 而不再透過「方言」作為媒介 ， 從此

以後，排除「方 riJ 的傾向就愈來愈強〔管野 ， 1006 : 138啊 139 J 。

1956 年開始 ， 省政府開始推行「說閥語運動 J . 在校圖禁止使用

r Jiri " 對於說 }j ， 1-的兒童則JJ白處罰規定，種 F[讓兒童互相向老師

告宮、商誰使用 f方 J之惡習〔背野 ﹒ 1003 : 2 J '1 。這種狀況 ， 除 f向兒童

灌輸母語比「岡語」劣穹的，告識之外 ， 在逐漸激烈的升學競爭中 ， 會不

會「閩語」更成為關鍵。外~fY !-!;(在這里!ó t明顯有利 1 966 年 ， 外省

人在大學生巾所市的比例為 34% . 就算到[ 1 9日7年也占 r 300/0 . 超過外

省人11比例的 3 倍以 L . 顯 '1三[1:述狀況的丘11tt: [ Wang司 Fu-cha時、 1989

102-103 )。許多在 1 950 、 1960 年代上過學的本省人 ， 者[~回憶， 1 已在中小

學的作文以及 11頭發表時間 ﹒ 丹被迫嘗到tJ已比不J:外行|司班同學的經

驗。

的統

|胡於後抖 ， 行 Jt必須捐出教科者的內容。學校教科足足岡家制定

-教科占 ﹒ 立科系的教科占內容全部與'1Jj!刮大陸、 rj 1 jJ&J )主化以歧

[戒H.~;~; ( r f剖父」係文、「領袖」作介石)有關。歷史教科萃的內容 ﹒

‘) ~ :'f 官害于f<. ;τ 們l-. ;一〈 芒 til. Æ ~ t: 有 '2 ;J 可言 >，、毛片完 ftLF T L 乎毛的‘'1~
l !;去 εJ 主守:. n- .. ;::. j J.. ~.更有苦 又要 i~ '-~有 j 主 f1. ß:;i巧，主:!i; 品，哼著 常 ;7J

毛主 :主-:~ :" r.: t; "1 y 1 :Z i Z H: ~于司 1 令 εtξ ♂耳其 三千缸子 研 L 主 ~ë主于

~: i~ rr .~長，王I!. 曰:曰: τ= 乏其正t ;l; 1:ζ 僻、足 可丘 訂了 FJ ~主張.， f- iff! :R- r-- I、
令 ?τ 訂 I(J() I!, 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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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以上是「中華四干年 」的歷史 ，現代史只講到「八年抗戰 J (對 1 -1

戰爭)。提及臺灣歷史的部分非常少 ， 對:一:八事件完全沒有記載，在

公開場合提到三 J八事件是千重禁忌。 1988 年，當這峙禁忌逐漸瓦解

時，依據《聯代報}的民調數字顯示﹒全主j費 887 名受訪者當巾，知道

曾發生過;三八事件的人甚至只有 150 0 ( ibid.: 16-17 ) 。

至於地理教科書，與只是「全國三十丘省」之-省的臺灣之內容有

關的，僅僅不到 5川。此外 'hf強調共t主黨統治大陸的非法性，對於變

成中學人民共和關之後的行政劃分以及名稱上的變吏，完全沒有仗映到

教科書之中(例如北京一直被稱尪「北平 J )。

r l~詞語」教科書的教材，使用的是關民黨領導者的文章以歧非左翼的

中國作家之文章，只有極少數是臺灣作家的文章。這種灌輸「中關意識」

的教育 ﹒ 是藉由以下各種方式來補強的﹒包括與大學入學競爭結0(( -

起的背誦、填鴨式教育、強調服從的結內禮儀、「人:室 J (拉在政府機

關或大企業之巾 ﹒ 擔任人事管理上政治性「女全」的部門)對於教師的

監控、高中以 k學校的「軍訓 J (í軍事訓練 ， 1950 年代自救岡悔!負責 )或

者自「教官 J (由軍事部門派遣的軍事訓練 、生活輔導官 )擔負持制j~

生的ff任 (i bid.: 10斗-1 ()的。學校以外﹒還1i r 政仁體系」進駐文化機關

與大眾傳播媒體，在自全闕鼠的政治社會化 1-:扮演電要的角色〔松[11 • 

2000 : 58-59 ) 。

三 、作為遷占者國家的戰後臺灣國家

1.作為遷占者國家的戰後臺建國家

:N:f年 fì {i IfJi , j' (,':] r 戶仁、也就泣戰後妥l筒 IgJ(:J 在 ﹒泣，主問史1-.第

個「遷出者關家 J - í去接研究北愛爾蘭與羅德問 I::i (現蔽的卡巳戚) 'l~ 

例的羅納﹒ f在析( Ronald Weitler ) 的見解 ，所謂迺，'i ,Þ; I到家 (~ett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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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111 ，是揣在 1間從外部遷入的移居者集罔( settler group) 被賦予

一種比本土集關 ( nati\ e group )更優越地位的社會中，移居者集團自

律性地維持著-個不論法律或事實( de jure or facto ) 上都與出身母國

互不隸屬的間家，這裡指的就是這種間家 (Weitzer. 1990: 24 )。也就是

說 ， 一個岡家成為遷t-i 苦悶家的萃，喔 ，必須同時滿足兩個條件: (一)

在某個社會中，相對於本上集團，移居者集團維持著一種優越性的地

位 ; ( -.)建立在這個社會之上的關家，最起碼在事實上獨立於其出身

的母間之外。」旦移居者集團的優越性無法被繼續保持，以及移居者

失去 f在母間之外的獨立性，或者上述兩種情形同時發生時，遷占者

國家就會消贓。

遷 rÍJ者開家不同於殖民地。頭鼠地符fT前述( -)的條件 ，卻欠缺

'. )的條件。不過 ，如果敢民告集關以某畸形式脫離 f母崗的控制，並

維持相對於本上集團之優越性的話，遷~î者[喝家就成立。非洲羅德西亞就

是Jt巾-~lJ . 它是-個FÌl 白人殖民者推動姐民地獨宜的研IJ f- . 而且在獨 i，:

過程巾，並未出現吭民地內被支配民族的民族解放。另外，巾於內亂或內

戰的結果，造成某」勢力長期割據咀定的領域 ， 對外在某種程度 t可以展

現獨占闖京的態勢，並能在其領域內保持( -.)之狀況的話，或許就可被

認定為遷占苦關家的政泊體制 ﹒ 戰後毫灣闖京就是屬於這種形態、11 。

依據羅納 - 韋哲的后，法，遷市者關家的安定必須靠汁重要素: 1 

可以行使獨 \'L於舟l妥l之外的政ih性權嚴與強制力，這-點與前述(

} ﹒豐句共'r T “哼副 主~:"- 'i' 立于三吋 199, ..,,? r:~.:' 'f '，"\{-'-:侃可

• Å 、;__' !:f:'三~ :-.t 聖守 d 缸子互之，主t!~ 有i' ~~主九長-f可仁 C!! 字 rE 零 三.
u ... ~ T' •• ，，_一

~~ _ ~ (:...~ ~ t_ 4~. f.~ i 呵 、 ZKTJ-L7 之‘ • • " t 叮 至立 ι''! 只嗎?弋 L

f! t ':"f.岳 、 E 主句川，、有~ ....呵?曹‘才﹒」羊子主屯 -;-1 _1.::' 軍九二正主汗♀華

‘:三. "ι t:f J哭得是主r- ~ -~三咱外長'Ì I 1".付清 亨氏. " 叮，'\ i;"': , 1 去? 奎
、可笠三 .. Y '1 ...... __.._ ....\.. r. I ~ ~ .. '\? t- ; -1:'" • f? r ~.. ~ ffτ.于是乎 是九

三 11(1"午 三支1I: r é 弓← 'ì f直是主 J ，;l.主 <1 一一'、卜，可由'. i!t停:外 E 勻<t~♀ J~ 錯
吭， 金;缸， ~ .芯，、 直守在't ij' n. :: ?~時 尸，于句子 4卡*: d:-可 γ r; 1.... 重... ~.: ' fY..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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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義， ，2 對於本士居民的穩圍統治 ; 三保持遷占者集團的團結與國家

組織的一體性[ ibid ,: 26-28 J 。戰後臺灣國家，作為一個反共基地，由
於得到美國的支持而獲得 1 (第一節) ，蔣經國所率領的周密且強大的

政治警察之確立(第弋節 2 )則確保了豆 ﹒ 以蔣介石為最高領袖之黨閻

體制的確立(第三節 3 )則保設了 3 。對於確立遷占者關家的政jh體制

影響最大的 ﹒ 就是政治菁英的族群:重結構(第J節 4) 。

2. r 人人心中有警總」

李登輝擔任總統期間，曾在 1994年對口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說道 :

「故們這些七卡幾歲的人 ，以前在晚上是無法安心睡覺的 。我不希望 F

孫們還要承受這樣的遭遇。 J [司馬， 1994 : 495 J 1940年代末期被懷

疑是共建黨同路人的李令，輝﹒直到 1970年代初被蔣經國拔躍進入中央

為止，始終被列為特務監視的對象，李登輝述說的是他個人的歐慨。

正如的章末所述，在巾央政府遷臺之前，臺灣已經實施戒嚴 ﹒ 對

於在青年與學生之間開始展現影響力的共ff_黨 ， 亦已展開 f搜捕的宣

傳行動。政府遷臺後，前述特務機構的重組與黨的「改造」並行，搜

捕行動更是如火如荼地進行，這就是所謂「白色恐怖」。依據某項推

估，從 1949年到 1960年為止，曾發生超過 100件的政治逮捕事件，被

處死刑者約 2 ，000 人﹒被判電刑者約達 8.000人，其中實際為共產黨員
者不到 900 人〔李筱峰， 1999 : 40 J 。依據站 4項推估，在長期戒嚴實

施期間( 1949-1987 ) ，被逮捕的政治犯人數約科 2 禹 9..+07 人，估計其
巾恐怕臼相當於 150 0 左右約 4 司 500 人被處死刑〔陶泊 '2000 :23IJ 口。

這些政1M整肅，是高呼反共 rl號的政府為 f搜捕共應黨員所坊 ，

[求j此就告所謂「白色恐怖」之稱呼。但足被整耳目的性41:只有共在當;到

~ ~j 昆明 ~il ":c !'_志 之 f 女性三 3 位主+- í~ 白色:~':情 J'; 可共汽奎逕註:主，，~ :: _f"._ 

重三 L-5ì ~:' t~ 久，電怨 8': 玄子 再有 L 石，;:q哥拉皂T.. 1'r' -r..至 J}z ~~j 寄望了技主 -zι 苔罪 :~ f{ ~_:.王 Z
./'i -:r;:製去; .午苦苦哥拉持 有位吋 i'." ': \l)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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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同路人 ， 還包括了原住民族對自治的要求、黨國體制內的權力鬥

爭 ， 以及特務機關同仁之間的事鬥〔李筱峰，前揭書 : 40-41 J 。進入

1960年代，與「臺獨」有關的事件開始增加1 [ <臼由時報} 2000年 8 月

28 日〕 。

一般認為「白色恐怖」的高峰期-在持續到 1950年代中期〔陶

涵，前揭告 : 231 J '在這期間，為 f能夠有效監視、威嚇並壓制政

泊異議者，相關系統被建構起來。從執行戒嚴的機關、也就是臺灣省

警備總司令部開始 ， 形成了一張互相重疊、龐大且周密的政治警察

網〔若林 ， 1992 : 108-10的。「白色恐怖」同時也是緊接著二三八事

件之後所施行的「藉由恐怖手段所進行的政治教育」。這項做法比單

純只是打壓政治異議者所帶來的「教育效果」更大。它讓臺灣人民不

得不學會，種態度 ﹒ 就是把政泊視為危險事務，並在認為反抗無用的

心情下遠遠地「退出」政治。恐怖與相互的不信任，變成 f f]常生活

中政治關係的基調。這就是後來在民主化運動中必須呼籲人民克服內

在的「戒嚴文化」、以及「每個人內心的警總」之原因〔若林，同前 :

199 J 。

確立之後的黨閩體制團隊，對於任何有可能威脅威權政體並能組

織政泊反抗勢力的意識形態(社會主義與臺灣獨江思想) . 一律動用物

理性方式將其主力人物一一排除(關監獄 、 處死、逃亡海外 ， 對於海

外的監視也不放鬆，甚至曾經有滲透到海外的毫獨組織內並加以破壞

的例子) .更成功地讓他們在內心養成一種政治自我約束的態度。

政治警察手中既強大又經常纏繞的鞭 J-. 也是黨國體制進行所有

政治性和社會性標制的革睦。

3. 以蔣介石為「最高領袖」的黨團體制之確立

在巾關大陸的敗北雖然環創 f蔣介石，卻也提供了強化對黨掌握

的好機會。戰敗不但使得那些忠誠度靠不fUL長期讓巾央戚到棘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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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勢力就此消繭 ， 老是為了人事和權力鬥個不停的黨內派系勢力也

衰弱 J Q 隨著在大陸內戰中的敗象加深 ， 蔣介石把根本原因指向黨員

的腐敗與組織的鬆散 ， 以放軍隊士氣的低落平日軍閥化 ， 並開始構想如

何進行黨的「改造」們 1950 作 3 月復行視事之後 ﹒ 凶t.;.~韓戰爆發以及美

國介入畫問海峽 ， 使得蔣介石得以避開眼前直接的危機。一哇危機解

除 ， 蔣介石的威望急速攀升後 ﹒ 就開始全力推進改造工作。改造所要

達到的目標 ， ;是希望建也-個能夠解決黨內派系問題並貫徹領導( r 領

袖獨裁 J ) ，同時貫撤黨對軍 、 政的一條鞭式的領導( r 以黨領軍」 、

「以黨頓政 J )之政黨。

1 950年 7 月 ， 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 r r 中國關民黨改造方

案」 ﹒ 蔣介石所任命的「中央改造委員」 ﹒ 規定直到黨的第七次全國代

表大會即七才有大會計間為止的期間為「改造期間」。在這段期間 ， 原來

扮演詢:之決策機構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權限 ， 完全

自 Ir央改造委員會代為執行 ， 在這個一條鞭式領導體制之下 ， 開始進

行黨的整頓。

黨組織的「改造 J ' 以下列順序進行 1 現有黨員的重新特記與

不良黨員的肅清 ; 主新黨員的吸收 ; 主黨員的編組。 195 2 年 1 0 月 ， 封

關 f國民黨七全大會 ， 通過 f包倚「本黨;為革命民主政黨」這-類具

有獨特自我規範的常規約和黨綱 ， 並選出 40名巾央評議委員和 3 2 名中

央委員 ， 算是「改造」的正式完成。接著 23 日 ， 行開第一次中央執行

委且會總會(第七lìl] - 中全會) . 由蔣介石指名選出 1 0 i.'ul l 央常務委

員。與中央改造委員會-樣 ， 巾央常務委員的排序 ， 第一位陳誠 ﹒ 第

. í ，'Î.是將終l喇〔行林. 1992 : 76-79 )。

除此之外 ﹒ 市 }j與政jh宇考察的統制和有1軒i . 則與其他的[或l家部門

分開進行 叭隊內爪的黨組織被稱此「特輯:喔，而J j ﹒ 到'1 1隊規模?為止的

部隊內部都品有黨部 • íE1.!I:受限於憲法所標榜的主張(禁止政黨派系

F涉軍隊 ﹒ 第八~ -I'qü條) . 只能~I:公開地進行。對於軍隊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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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台統制工作 ， 事實 t是由蔣經圓擔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 ， 帶領設在

軍中的「政治工作 J ( 1 963 年以後由「政訥作戰 J )系統 ， 配合軍令系

統和41=公開的黨街系統並行來運作〔若林 ， 向前 : 82-85 )。

在中國現代的國民黨政的史巾 ， 政治警察被稱為「特務(系統) J 

(戰後在空灣 ， 後來也被稱為情(報)泊(安)系統)。特務的仁作不

只是對外蒐集情報 ， 也會對政權內部的政敵或者體制外的反對者進行

情報蒐集 、 監視、逮捕、拘禁的工作 ， 有時候也會變成執行恐佈歧擊

的組織 ， 是政泊權力的電要支牲之一。在大陸時期 ， 有以黃埔系(由

蔣介石擔任校長的黃埔軍校畢業者所組成的派系)為核心的「軍統」

(名稱由周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責統計局而來) ， 以及受到執黨務之牛

耳的 cc派強烈影響之「中統 J (名稱由開民黨中央委員會調查統計局

的簡稱而來)等兩大系統 ， 內戰的失敗也意昧著這些特務工作網絡的

瓦解。蔣介石讓其長子蔣經闕參與特務系統在臺冉的重建工作 ， 最後

並賦予統合的任務。

初期狀況雖|肖 H許多不可j之處 ， 不過據說蔣介石於 1 949 年 8 月在

毫北市郊外設立 r r 政治行動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兩間防部保密局

( r 軍統」的後身 ， 後改為國防部情報局，現為軍事情報局) 、 內政部

調查局( r 中統」的後身 ， 後故屬司法行政部 ， 現在屬it務部管轄) 、

憲兵吋令部 、 國防部第:廳 、 臺灣省警務處 、 臺灣省保安 SJ令部(實

行戒嚴之機闕 ， 後改為臺灣警備總司令部 ， 通稱「警總 J )等情治單位

的最尚長官或次長級人員擔任委品 ， 希望能夠將特務王作整合b;-條

鞭式的指揮。

這個委員會屬於非正式 ， 但是為 r指揮、聯絡 ， 有發公文的必

要 ， 因此 ['1 從蔣介? i於 1 9 5 0 年 3 月復行視事之後 ， 就使用「總統府機

正是，主資料組」的名稱。蔣將關以臼已身為這個「資料組」主任的身

分 ， 利用一站在大陸時期就追隨自己的人鞏固這個組織 ， 以優待軍統

!唔抑巾統的做法﹒推動缸，主閉的1年務噎住仁作 ， 握有 nJ以指揮多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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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組織的實權。 1954年「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以閱家安全局之名，

被正式歸組到模仿美國的國家安全會議而設的關防會議(後來從 1967

年起改稱閻家安全會議)之下，由蔣經國擔任國防會議副祕書長，握

有實權 儘管蔣經閻後來歷任國防部長、行政院副院長、行政院長﹒

權力一步一步往上攀升，但是他自始至終都掌握著特務機關的權力，

從未改變。因為，在空灣被重新整編的特務組織，已經變成「以蔣經

闊為首、以軍統為核心勢力 ， 被一條鞭化的統治工具 J (松田. 2006b : 

340-353 、 367 J 。

國民黨「改造」的政治過程約略如上所述，究竟帶來什麼結果?

以下根據松田康博的研究進行整理( 2006b J 。

首先 ， 蔣介石對於被交付行政系統的陳誠與被交付軍、特務系統

的蔣總闕，都容忍他們在中央培植新派系 ﹒ 藉以排除以cc派為核心的

舊派系。同時把在「改造」過程巾的一種「非常大權」轉移到黨的平

時體制巾，成功地確立 f對於黨的一條鞭式領導地位。用 l胡民黨的用

詞來說 ， 就是「鞏固領導中心」。

只不過，作為組織的政黨之活動已經全面形式化。藉由「改造 J • 

一種從巾央到末端 、與行政等級和1符的金字塔型組織被整頓完備 。但

是，當「改造」結束後才發現﹒原本扮演和社會與黨外組織、機構問

之連接點的「小組 J .活動明顯減少，加上蔣純國所掌握的中關青年反

共救閥團變成了一個新的升遷管道並逐漸抬頭，因此，對於非「黨工」

(專門從事黨務者)的一般黨員而j ,\ . 正規的黨務系統變成了沒有魅力

的單位。

黨對於闊家各部門的控制，也是透過各個機構內的黨組織進行。換

言之 ，為 f對應各級政府機關所設的「政治小組 」 、 h T對應各級民意機

關(閣會以歧地方議會)所設立的「黨團 J .以及為 f聯繫同等級的 「政

治小組」與「黨國」所設置的「政治綜合小組」等等 ， 這些與共建主義

關家的詩;同體制相似的系統，與其說具有效果，不如說在總統兼任黨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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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的設計之下，領袖所具有的領導地位，為單，所進行的控制提供擔保了。

關於中央民，當代表機構 ， 因為其身分實際上形同終身職，因此

無 ì.t進行充分的將制，有時雖也無法避免「體制內的小叛亂」之類的

事，但是除 f蔣介訂本身具有的不容挑戰之威信外，在行政系統上，

陳誠的領導和忠誠已是可期待的 ﹒ 而在軍隊與政治警察方面，蔣經闊

的統帥與忠誠也是可期待的。陳誠和蔣經闕已經分別變成了全新的、

不叫於大陸時代之幫派系的巾央派系領袖，性主l逐漸抬頭。

但是，在政權的最頂端，則採取了以黨領政的明確系統。蔣介石

(接若是蔣純國)所主導的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 ，對於毫要決策以及

政的的人事案，都依照總裁(蔣介石)、接著足主席(蔣經閱)的指/J'

來決定，然後由行政院執行。將經國時代，中央常務委員會通常在星

期~ f:牛召開，次汀，也就是在垃期間行闊的行政院院會(相當於內

閣會議)中，將常是把的-天 rl J常委所做的決定當作政府的決定〔徐

邦男. 1987 : 118-120 ) 。

扼要總結以上敘述，可以說經過黨的「改造 J '黨對間家各部門的

統制住4r-透過各個分別設宜的:這組織之活動來進行，而是透過對領袖

效忠的新派系領導人(蔣經l司和陳誠)在令岡貫徹對各部門的統制 ﹒

藉此確立黨對周家的領導( r 以黨領閩 J )體制。民主化之前閻民黨本

身在說明黨與國家之一體性時使用「黨關」兩字，借用岡民黨的這個

詞彙﹒本書將這個體制稱為「黨岡體制」。

以蔣介石抗朽的「領導 rjJ心」不但獲得「鞏固 J '的iH ﹒由於陳

誠的早逝( 1965 年 )以及將柯:閥對於最高權力的繼承做 f最問詳的準

備，使得「領導小心」可以在不發生嚴眾的黨內派系鬥爭之情況 F轉

移〔打林. 1997 :第悶、fi. T;f. J .這不 1日行助於維繫遷 [1 i -fí集團的關

結，也讓黨間體制的架構-在被堅守到 1980年代巾期政的的自由化開

始時九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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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治菁英的族群二重結構

戰後垂灣國家;正 4 個自我Ji: 1立站「正統巾國國家」的遷占吾國

家﹒這種定位使得凶為一二八事件所產生的「省籍矛盾」固定 f* 。

這種I丹況最明顯表現在政治背英的族群 --IR結構上. t![llp央層級的菁

英站外省人﹒地方政jhE失h本省人。從 1950年開始實施的地方公職

選取 ﹒ 造就 r -些地方政jh菁英 ﹒當然﹒這些人幾乎都是本省人 但

是，國會卻是 4個丘到 1972 年為止完全沒有改選過的「萬年國會」。

在黨、政行政系統巾，除非獲得巾央菁英的青睞而被拔攘，否則告升

到 11 1央的管道非常狹窄。由於臺灣之 í rþ央化」的矛盾，導致國民黨

無法容忍、擁有以整個臺灣拈範圍具權威、聲望的政治菁英存在。的述

之，主灣省政府主席的職位﹒ -直到 1970年代初期為止直都是ril 外

省人擔任。

表 2-1 ~;每t r 改造」之後到民主化時期(實施「萬年閻會」的全

面改選)為止，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以及巾央常務委員會之中本省人所

占比中之變化。國民黨的 It l 央委員會以.& tjl央常務委員會不是政策決

定機構，更像1': -個藉由網羅黨固體制巾各部會之菁英 ，把最高領導

者所做的法定公式化、lE統化的機構 ， 因此 ， 在這些單位裡'黨國體

制菁英的族群性結構就更加明顯。依照表上面的數字 ﹒ 在巾央常葫委

員會裡 ﹒ 蔣經關死後 ﹒ 李登輝是第 A個當上黨主席( 1988 年 )的本省

人，之後奎僧人所占比例才開始超過五成 LJ外在整個 Ir央委員會之

可， . 丘到「禹年[喝會」改選 ， 終於在民主化與政權人事的空灣化上

邁出決定性，步時h止 . 本有人的比例都沒有超過111歧。

fl~泣，從黨[晶荷英所立志的 í I正共 fitf喝 J [1 標來右，這種:毛結

構並~I: 不 {ì flM 0 1，~ f 代表全 11' 陶 . !,:g f 將來Jt!;-天安統治仝巾國﹒不

管是在政府的行政部門拭苦是 i!~ it.部「司 ﹒ 在長灣省籍人員都不構成應該

r1 j 據多數的哩 111 。如果能夠[u]師大陸，臺灣的 í rr央化」矛盾就 "J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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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本省人在國民黨中央委員、常務委員中所占人數比例

中央委員

總數 本省人 上t~學

第 7 怕( 1952,10) 32 

第叫母 195". 10) 50 3 6,0 

第9時川9的 11 ) 寸4 4 5,4 

法 10屑( 1969A) 90 6 6,1 

第 11 祠( 197前.11 ) 130 19 1 -1的

第 12 屑( 19X 1.4) 150 29 19.3 

第 13 屑( 19~R ， 7) IXO 62 3.1.-1 

第 1 -1屆 (19lJ3，X; 210 112 有~ "' 

'1 向合院法盲"昆主立

'2 )包含三名葛1，主席 其他數字均不合地位最高看

出這:章，泉忠，到的: 1-1 1 

總數

10 

16 

16'1 

21 

、，

'、 7

31 

J、 5 • 、

中央常務委員

本省人 上t;;!學

。 o 

6,3 

、』 12,5 

勻- 9,5 

有 可可 7

。 333 

16 51.6 

20 5' I 

立刻消除。到時候只要制定「省自治法 J . 由臺灣人選出臺灣人擔任毫

灣省主席就可解決問題。如果想想黨中央回歸大陸後的問題，就會知

道 ， 趕緊培養一此可以交付省政大任的本省幹部才是更重要的，怎麼

可以這樣就草草了事?

儘管如此 ， 蔣介石與他的幹部們 ， 依然只是賴坐在「莒」。從本省

人的眼裡看來，把政治菁英的三軍結構合理化的理由 ﹒ 漸漸變成了維

持政治資源及權力分配不公平的籍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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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重族群社會的戰後重組

1. r 人口刮颱風 J 一一臺灣人活少 、 日本人撤退 、 外省人流入

國民黨軍隊在內戰巾失敗的結果 ， 到底導致多少外省人跑到臺灣

來?有的說 100 萬人 ﹒ 甚至也有說 200 禹人 ， 大多數都像沒有意義的修

辭一樣。李棟明從戰後初期臺灣人 11之社會增加 ， 來推怕這個時期來

臺的外省人口的數量 ， 據他的研究. 200萬的數字明顯是過大 f 。

根據李棟明的研究，戰後臺灣的人口統計從 1 947年起就存在 ， 從

這一年到 1955 年為止 ， 社會增加總計大約 871.000人(被認為受到內戰

影響最大的 1 9 -+ 8-1950 年的一三年之間 ， 約為 7 1 萬人)。本省人人，1的社

會增加，只有戰後從海外向來的4萬人左右 ， 因此，正確而言，這一段

期間的社會增加 nJ以說幾乎都是外省人的移居所造成。

再者. 1 955 年發乍第 4次臺灣海峽危機，導致大陸站岸大陳島的

居民移JcIi到臺灣來。凶此 . 1955 年的社會增加之數字，是受到巾間內

戰影響的最後-批集體移居人數 從 19-+7 年到 1955 年的社會增加l之總

數，被認為與受中關內戰影響而移居到臺灣之外省人的總數接近〔李

棟明. 1969 : 224-226 ) 。不過 ，這些數字並不包合在籍軍人 、 士兵。

李棟明推佔. 1956年當時的在籍軍人約有 27 萬人(與兵jJ規模有出入)

〔李棟吵j ﹒ 1970: 66) ﹒如果把這比數字和從社會增加所推估出來的人

數)J[J總起來，估計約為 11 0 萬。甘i於這個數字包向 f本省人新Dn人軍籍

昌，以&.凶站和外省、男性結婚而人外省籍的本省立性(也包含原住民

族) • [.kJ此，來臺之外有人的總數 ， 最為妥當的估計約為 100 緝再加數

萬人的程度。

此外 ﹒ 李棟 fl)J 打E 111 î受到戰爭影響|削減少的也是商人 I 1 約旭 70 I迫人

〔李棟明， 1969 : 221 )。其中凶Þ:J ~1詩人的受害(凶為當日本兵而戰 、

病死 ， 以1立戰爭末期受美軍轟炸的j死亡者) Ifrí減少者估計約為 30 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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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940年的數字為基準 ，按照戰前的肉然增加率計算到 1947 年為止

的人口數與 194 7 年的實際人口數之差) 、 因為在臺日本人(不合駐軍)

的撤退( 19-+6年中結束)而減少者約為40萬人。日本的戰爭與戰敗

後的數年之間，人口約減少[ -成，而在接睡而至的中國內戰之數年

間，又有超出減少數的人口重流入臺灣。

正如李棟明所形容的 ， 戰後的臺灣簡直就是刮著強烈的「人口颱

風 J (同前 : 217 )。這個多電族群社會在人H的構成 t進行了一場激烈

( drastic )的重組。這一場重組由來自外部的原因所引起 ， 讓人不得不

戚慨臺灣這個地區所具有的邊緣性。

2. 外省人的社會樣貌

( 1 )遷堂外省人的卅生地、性別、年齡

李棟明另外還使用 1953 年的中國農村復興聯合會(農復會)調查

數字 ﹒ 以及 1956年和 195 7 年所實施的國勢調查結果，分析外省人的出

生地、性別、年齡結構、職業分布、以及居住地等等。在此想要根據

李棟明所出示的資料，來描述後來定居在臺灣的外省人之社會容貌。

如果依據 1956年的國勢調查資料來看遷聖外省人的出生地(籍貫)

分布指標，會發現北起黑龍江智、西到西藏 、 新疆 、 蒙古 ， 雖然滷蓋 f

整個中國 ， 沿海地區畢竟還是超過半數。第 3是福建省，占 15.35% . 

遷畫者以警察站上的公務員占多數(李棟明推測這可能是因為多數的

福建人母語與畫灣一樣的關係)。第二是蔣介朽的出生地樹江省，占

12.37口。，這裡面包向國民黨軍隊從舟山群島與大陳島撤退時帶到臺灣來

的 c 接 F來依次是江蘇省、廣東新、山東啊，以上五個省的出生者鳥

兒凡，如果加上內部南京、 1:圳 、 市島、廣州、加兩島，就變成 62% (李

棟明 . 1970 : 63 )。所謂包括a具打邊疆地區籍貫者的闖述 ，患指包合國博

族、滿族 、 蒙古族 、 出族等4f:漢族在內 ， 不過這些人應該也都是原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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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於南京市及其周邊的政府和政府相關機構工作的人。從二二八事件

後已經族群化的本省人眼中來看，包含遷臺的非漢族在內，都被視為外

省人于一這裡也顯現出遷占者國家之下的社會分類之族群化現象。

接著來看性別與年齡結構。 1950年代，性別比率(女性 100人所

對應的男性人數)非常高;從年齡層來看，呈現中年人口比率偏高之

移民人口特有的結構。性別比率在 1956年的數字是 156 (此為不合軍

職者 ， 若加上軍職者，則變成 230) ，以年齡層來看， 35-60 歲的年齡層

之性別比率嚴重偏高 ， 為 239-445 。有關這部分的數字，愈早期應該是

愈高。到了 1965 年，排除軍職者之後全年齡的平均數降到 134 (同前:

66 )。

以 1956年的數字來看年齡結構，則本省人的分布接近平常的金字

塔型(不過，由於戰爭的影響， 20-24 歲年齡層的男性呈現凹陷的現

象) ，外省人則以 30-34 年齡層最高，屬於巾年層膨大的現象 。但是在

同一年的數字當巾，外省人 9歲以下，特別是 0-4歲的人口比 30-40歲年

齡層的人r-I 更多﹒而且呈現男女平衡的狀態。這可能是因為遷臺以後

生活安定，青、中年齡層的外省人能夠結婚、生育所造成。 1966年的

國勢調查數字顯示﹒青少年的比率是增加的〔同前: 71-73) 。

從上述生育年齡層的外省人男女比例來看 ﹒ 顯示這是以外省男

性配本省女性(包含原住民族)的組合，省籍之間通婚盛行的結果。

但是，從經歷過上述弋三八事件的本省人之族群意識來看﹒可以推測

到 1950 年代為止的省籍通婚，和後續逐漸增加的具有高學歷之本省

人與其同班的外省女性之間的通婚情祝不同﹒而是大多屬於外省退役

軍人、上兵 ， 娶了屬於經濟弱勢階層的本省女性以及原住民族女性的

形式。不管怎麼說，在經歷過對日戰爭以及接下來不[]共建黨的內戰的i轉

戰、流轉的歲月之後，受到美國全面性防衛的保護，在擁有豐富的農業

生產力之臺灣島上，大部分的外省人得到了相當良好的休養生息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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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職業結構

關於職業結構的資料，依據的是上述 1953年農復會的調查，以及

1967年臺灣人口研究中心的調委。這些資料如實反映了隨中華民圈中央

政府、軍隊一起遷臺的移居歷程。也就是說，外省人的職業結構 ， 以包

含公務員在內的第三級產業占最大比例 ， 接著是以接收日本企業而形成

的公營企業為主的第弋級產業，農業與第一級產業所占比例極少。

不過 ， 從遷占者國家論的觀點來看，人口研究中心在 1967年所做

的調查呈現出極為有趣的現象。在外省男性的職業領域中 ， 最大的就

是「保安服務業 J (軍事、警察、消防) ，占 3 1.5% ' r 公務自由業」次

之，占 257% '兩者合計占二分之一以上。以在「保安服務業」整體中

所占比例來看，外省人占 82% '本省人占 18% 0 r 公務自由業」整體，

則外省人占 34% '本省人占 66% [李棟明， 1970:6 7-72) 。雖然這是
1960年代的數字，但是在 1950年代，很難想像外省人在這些額域中所

占的比率會低於這些數字。到這個時期為止，本省人生活在外省人的

監視管理之下，這種遷古者國家式的族群關係結構，也在此明白地呈
現出來。

從另一個角度看。關於外省人在國民黨黨員總數中所占的比例，

有龔宜君所提供的資料。表 2-2顯示，這個時期外省人在國民黨黨員中

所古的比例為壓倒性多數，表2-3顯示「軍公教人員」占國民黨黨員

的比例相當高。支撐戰後臺灣之遷占者國家「核心」之黨國體制的人
員，其主要供給來源正是遷臺外省人口。

13 苟恥 拉U~三句!謂的 是左空! r~_.. 教 玄吋空7 區民暫 且主民古拉~迋)的黨員
rt 跌。其口外古希黨員占壓在， {生多數 1952 年 5守占總數的 94.4% . 1957 年占 87.4% 草草宣
哲 199X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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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國民黨黨員的省籍比例

年度 1952 

8 .1~ 8.r4 
戀人口

卒于1人 -，-1可~.5 -1-1

外t令人
6-1 9 時30.

2lC.959 
憊，口總數

李物、人( O. ) 73.852 ( ~6.1 ) 

外省人們。)
209、 107 (73.9) 

1在Hú，1>:省人 '1'所占比例(%) 1.0 

黨[l{E外令人巾所占比例('. ) 32.2 、

.比E幸的有 2可喜喜現役軍人尚未納入自籍管理

出處，雙宣書， 199日 112 表 10-1

表 2-3 國民黨黨員的職業分布

黨員
島民 勞工

工商

1955 總數 業者

人數比例 2日2.081 18.355 26.798 27.080 
(九)

100 6.5 CJ.5 9.6 

學生

4.321 

1.5 

1969 

14 ‘33-1.86~ 

1 ~.08 1.690 

2.253.17~ 

950.993 

37-1.666 (39 .-1) 

576.327 (60.6) 

3.1 

15 抗

軍人 公教

警察 人員

158.811 33.568 

56 .3 11 。

黨員 廣j魚、業 工商
學生 軍公教

家庭
自由黨

總數 鹽業 企業 主婦1969 

人數比例 950.989 93 ,193 168.326 84,638 50 1.1 73 2拭530 3。可432

('. ) 

100 吹自 17.7 8.9 52.7 3.0 32 

黨員 農林j魚、
勞工

工商
學生

軍公教 家庭

198呵 總數 牧業 業者
會

主婦

1990 

~O.352‘966 

l 勻 .5'8.~:! 持

2 句 7-1 . '38

2.5 -1 6.-I~9 

1. 735.223 (68.1 ) 

81 1.206 (3 1.9) 

CJ.9 

29.2 

自由業

13.258 

47 

其他

4-1 .697 

.U 

專門職 其他

人數比例
~.-IO。六()。 25拭685 -1 1 司 789 ='句 1.511 ~ 19.17司司58.664 135.550 IO-lXI 23U53 

('. ) 

100 IO.X 1 ï. -I 11.3 9.1 31.(1 5.6 -1.-1 。 H

﹒合退役軍人

出處﹒要宣霄. 1'J9X : 224 .表 1 ()-~ 其中一部分數軍內筆者哥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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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閉住分布及其變遷

反映上述情形 ， 外省人集中居住在都市及其周邊。依據李棟明
的統計. 1956 年居住在省轄市(臺灣省管轄的都市，此時包含後來成

為行政院直轄市的室，北市、 r~J雄市)的外省人 rJ數占外省人口總數的
56.2% • 1965 年是 47 . 6% ; 居住在設於農村地區之「鄉」級行政單位

的人數比例(包含設在原住民族地區的山地鄉) .分別只有 10.5%和
16.5% 。針對相同項目 ， 看看本省人的數字 ﹒ 省轄市分別為 15.6%和

17.9% .鄉的居住者分別為 47.1 % 、 44.9 0/0 (李棟明 . 1970 : 79 ) 。具體

來看 ， 1965 年的數字顯示 ，以臺北市為中心的半徑 30公里內 ，約有半
數的外省人鬥(約 80萬人)居住在這裡 ' 以高雄市為中心的半徑 45 公
里內 ，有五分之一的外省人口居住在這裡。緊接著是臺中市〔同前 :

84 )。在設有許多軍事設施的桃圖縣，如果以 1950年為 100的話 ， 外省

人n在 1954年是 469 '在 1965 年是 774 ' 增加速度非常快。背後的原因
可能包括 ， 制度上軍人、士兵只要結婚就可以設戶籍﹒戶籍制度因為

是採父系單系主義 ， 因此，如果妻子是本省人，結婚後就會變成外省
籍，所生的後代也會人外省籍〔向前 : 76) 。

1950 、 60年代的外省人大部分居住在都市，農村地區幾乎都為本

省人。這項事實 ， 如果以主要產業別來對照居住區域 ， 資料也是吻合

的。居住在第三級產業地區的外省人口比例，在 1956年時占外省人總
數的 65.8% ' 1965 年時為 55% ' 第一二級產業則分別為 1 7.6% 與 22. 5% 。
相對於此 ， 木省人居住在第一級產業地區的人口，以同一年度來看分
別是 69.3%與 65.5% (同前 : 79) 。

外省人集中居住在都市的唯一例外 ， 就是在東部的臺東縣以及中

部駒，投縣的山地鄉 ， 兩地也出現外省人集中居住的狀況。這是kSJ站在

1950年代前半，由於美國的壓力 ，對於過剩的兵力不得不採取刪減政

策 ， 不得已退伍的上兵(被稱為榮民)就被集體移居到這裡。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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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移居到山地的士兵 ， 其絕對數量並不多〔同前 : 7 5-76) 。

表 1-4是依據 1 965 年的資料 ， 將外省人口占 30%以上的鄉 、 鎮以

及省轄市內的區列舉出來的表格. í 備考」是李棟明針對各地區外省人

比例之所以偏高的理由所做的推測說明。

這個表的資料不但與到目前為止各種統計資料所顯示的一致 ， 也

更具體地呈現出作為戰後臺灣國家之遷占者的外省人在臺灣社會中的

面貌。這裡呈現一個構圖 ， 就是君臨遷占者國家頂點的領袖蔣介石 ，

在「臨時首都」臺北市郊外的風景名勝地同時建構了政治警察設施

與特別行政區 ， 將自己隔離起來 ， 黨國體制的菁英則居住在臺北市中

心的高級住宅區 ， 對領袖提供直接的支持，承擔國家機構之基層的軍

人 、 士兵及其家族 ， 則集中居住在營村 ， 一方面接受菁英的管理 ， 一
方面防守軍事設施以及重要據點。

表 2-4 外省人口占三成以上的鄉鎮 、 區
3. 黨固體制的「絃IL> J 與「末梢」

( I )黨團體制的「核心 J 輿「末稍」外省人口比例(%)
鄉鎮、區名 備考 外省人口比例較多的環由

1955年末 1965年末

大安區(想Jt市) 66.5 66.1 兩級ft宅區、 j再也才Ï')I商哼哈府所{t:地

永和鎮(且在北縣) 62.0 有u安整北市主要性宅地區

之營區、 r~j~草，Ti 4~.1 56.8 以亟婪的海軍基地所在地

許T亭區(有更北市) 56.2 53.6 高級大樓式11宅多、著名高等學H守所在地

信義區 u在倦rTí) 44.9 48.3 新興住宅區

城小區(空北市) 54.8 4可 l 政治、文化、教fT 、肉菜巾心地區主

松山區(獲北市) 33.X ~5.6 工業區、新興住宅區

小和鄉(坐Jt縣) 32. ' 43.0 也北市郊外緊急避難住宅地區

木柵鄉(平北縣) 20.3 42.7 巾央行政機情緊急切fl用地、文化教育設施所

在地

京一美m (>.J北縣) 23.5 38.- 鄰近壁Jt市的{主宅、 E菜地區

中正區(1];降雨) 37 .4 38.5 港灣設施、漁業區、{主~地區

新!占1頁(五fJt縣) 29 .4 37.9 司宣北市郊外的風說名勝地區、當村多

巾t1 j區(~要北市) 417 36.9 新興住宅地區
前輩耳區(尚雄市) ~1.h 35.0 工業區、街港

鳳lljj良(高峰縣) 24.2 33 .4 隊軍訓練巾心及縣政府所在地

來恆星(尚~市) 34.0 32 .4 新興ft:宅地區(作村多卜名校所作地

間 I lJ~ (尚緩縣) 30.:! 32.3 空軍訓練中心放空軍基地所在地

北 區(昌在中市) 30.4 31.3 新興(主宅地區 (11村多)
北隘(~南市} 21 J 30.4 新興住宅地區(符村多 及T業區

中山區( 1主隊司î I 31 5 30.0 *~主交通安地
Jt投鎮(陽明Ilj) 23.3 30.0 ~北市郊外觀光名勝地區及高級的毛地隘，

與國民黨政權一起倉皇逃到臺灣來的外省人 ， 除了後來把資本轉

移到臺灣來的資本家以外，在臺灣幾乎都不具有獨立的經濟 、 社會基

礎 ， 除 f依附在國民黨體制及其周邊之外，幾乎沒有生存之道。換句

話說 ， 這些人靠著大家常掛在嘴邊的「軍公教 J . 也就是包含軍 、 政府

機關 、 國民黨組織 ， 以及包含大眾傳播媒體在內的黨營企業、從日本

接收來的龐大公營企業 ， 還有以大學為首的公立教育機構 ， 從中獲得
維生之道。

相對於此 ， 一直到 1 960年代後平臺灣工業化真正起飛鳥止 ， 本省

人的重心都在農村。在本省人根基深厚的農村地區 ， 外省人無法以生

產者的身分進入(曾經是殖民苦的日本人也『樣)。在政府的強力推動

下才使得少數的「榮民 J (後述)移居到山地鄉的事實 ， 反而更真實地

說明了這個情形 14 。另一個原因是 ， 日木統治時期 ， 工業化在某種程度

上雖然有所進展 ， 但是 ﹒ 戰後在日本資產的接收過程中 ， 這些企業和

金融機關一起全部被變成公營 ， 就算有後述隨農地改革而進行的四大

*1 )在這一年I街頭中和有車站昌市j內 (原註 J

*2 )陽明山地區是簿介石官;';ß及政r台警察率部所在地?自名為「陽明』管理局 J 的通話是進行特

可11的管理 (筆者 J

出處:李F賢明 (居賽外省寫人口之組成身分布) ( ((臺北文庫區》直字第 11-12 合刊。 1970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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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水泥 、 紙業、農林 、 工礦)民營化 ， 然而 ， 不僅是金融機構 ，

包括能源 、 金屬 、 化學 、 造船等等重要部門 ， 也都維持公營。

對黨國體制而言 . r 軍公教」部門是黨團體制直接的支柱 ， 這個部

門的忠誠 ， 是不管犧牲任何代價都必須確保的。相對於此 ， 農村部門是

一個在獲得「軍公教人員」的支持後必須統治的對象 ， 農村部門對體制

也是重要的 ， 但它是汲取體制運作所需財源的對象。在這個意義上 ， 可

以把「軍公教」部門定位為黨團體制的「核心 J . 農村部門則是其「末

梢 J (龔宜君 . 1998 : 22-24 J 。前節資料也清楚顯示，在遷占者國家的前

半期 ， 所謂「核心」是指外省人處於優勢的部門 ， 所謂「末梢 J . 則是指

本省人優勢的部門。

黨國體制與在其「核心」處於優勢的外省人不日在「末梢」處於優

勢的本省人之間的關係，受到歷史經驗的左右而有所不同。外省人與

黨國菁英之間除了真有共同經歷對日戰爭 ， 以及接下來對共產黨的戰

爭之苦難經驗之外 ， 過去在臺灣為了生存也不得不依存黨國體制。國

民黨政權與外省集團之間，由於共同的經驗與利害關係 ' 存在著一種

一體戚。在這層意義上 ， 蔣介石(後來是蔣經國)可以說是外省人的

「大家長」。但是 ﹒ 黨國菁英與本省人之間卻沒有這種共同經驗，不

但關係疏遠 ， 而且黨關菁英在經過二二八事件後，對本省人抱持著警

戒、不信任的想法。本省人方面 ， 雖然受到了政治警察的監視、壓抑

而導致政治上的自我規範和控制增強 ， 但是在不信任對方這一點上 ，

本省人也是相同的。

如此 ， 對黨國體制 、 也就是遷占者菁英而言 . r 核心」與「末

梢 J . 對黨國體制的意義不同 ， 和他們之間的關係也是明顯不同的。因

為這樣的理由 ， 黨國體制對於各個社會部門的滲透(國家菁英在領域

內逐漸貫徹其意志的過程)方式也是互異的。由於這種對於不同社會

部門的不同滲透方式獲得成效﹒使得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藉著職業選

擇以及居住在「香村」的方式 ， 形成了社會性的分棲配置 ， 可謂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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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定期間內族群關係安定的原因之一。這一點不但在制度上發揮了

造就外省人及本省人的族群境界趨於固定(省籍矛盾的制度化)的功

能，更對於後述的對黨國菁英表示顯著忠誠的「鐵票部隊」社群之形

成、以及日後民主化時期之「政治的族群化」產生影響。在這個項目

內 ， 首先依據龔宜君的傑出研究 ， 確認黨國體制對於「核心」與「末

梢」的不同滲透方式及其結果(藉由圖 2-1 進行以下討論)。

依照龔宜君的研究，黨國體制對於「核心」與「末梢」的不同滲

透方式 ， 是透過「改造」後的國民黨組織系統來進行的。「特別黨部」

與「區域黨部」系統的區別就是答案。「區域黨部」是在省黨部之下設

立縣、市黨部，並進一步在其轄下按照鄉、鎮規模設立最基層的區黨

部。依照地方行政等級與區分所建構的這項系統 ， 用來進行對於「末

悄」的滲透。「特別黨部」方面則有三個系統，分別是管轄軍系統組織

的「特種黨部」 、 擔任公營企業的「產(業)職業黨部 J . 以及擔任大

學 、 專科學校之宣傳的「知識青年黨部」。

除此之外 ， 如前所述 ， 在軍隊裡面設立 r r 政工系統 J (後改為

「政戰系統 J ) . 高中裡面則有蔣經國所率領的救國圈之滲透。特別黨

部之各系統的活動統制由中央黨部負責 ， 結構上 ， 區域黨部不可以直

接操控特別黨部各系統的同級機關。對於本省人勢必成為多數的省黨

部以下之區域黨部系統 ， 黨國菁英並不期待和他們一起遷臺的忠實追

隨者集團擴散到裡面去〔同前 : 54 J 。

(2 ) 黨國體制的「核心」一一外省人的把持

龔宜君的研究指出 . r 區域黨部」系統對於「末梢」之滲透 ， 受

限於前述之黨團體制與本省人社會之間的關係 ' 加上能夠投入的資跟

不足 ， 因此變得消極 ， 對地方政治變成一種讓多個地方勢力( r 地方

派系 J )相互爭奪的間接性控制。相對於此 . [特別黨部」對於系統之

「核心」的滲透 ， 是積繭且直接的。他們透過將對象人口「集中 、 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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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 、 保誰」的方式進行滲透 ， 甚至創造出在各項選躍中能夠依照間民

沌，指揮而投票的選民集樹 ， 也就是「鐵票部隊 」。 接下來就從此點切入
觀察 。

( 八 ) r 鐵法部隊 」 的形成 在「特別黨部 」 的系統巾 ， 所謂「摩

職業丹:部」與 「 知識古年煎部 J .是以「市公教 J 巾屬於「公教 」 部

門的人為對象 ( r 草公教」的「公」包育行政 、 叫法機關等狹義的公務
品 ， 以及公營企業rr受公務員待遇的職員 )。 各個黨部對於不同的對象

集團進行滲透 ， 在其巾發展沌，組織 ， 確保黨員的忠誠 ， 以便在選單時

進行動員。透過這此?在部的滲透 ， 當然會形成一部分的「鐵票部隊 J ' 

怕是「摩職業沌，部」與「知識青年黨部」對於常關體制的最大功能不

止於此 ， 更重要的是確保該部門的「反動員 J 也就是針對公營企業巾

的勞工運動 ， 以及大學校闢內的學4.反體制運動 ﹒ 分別由「犀職業黨

部 」 與「知識青年黨部」負丘 ， 利用由周民黨預先在其中建構組織 ，

住對於組織的人事與活動資源加以控制的方式進行事前壓制 ， 由此形

成 -種藉由「排除性 、 反動員的統合主義( corporatism ) J 來進行社會

將制的 一環 。 ( ~i] rìíj : 第四中: 、 第五章 ， ti林 ， 1991 : 11 3 -11 的 。

依據龔宜君的研究， r 鐵票部隊」的形成以「特種魚，部」系統對於

現役官兵 、 「香村 J (軍人家庭集中住宅區) 、 以歧對「榮民 J (退役官
兵)的滲透最為顯著 。

I 現役官兵一一的於憲法的明文規定 ， 在軍隊中雖然不能公然組

織「持種黨部 J ' ffl泣對於軍人黨員的吸收卻不餘迫力 。 「特種黨部 」

的黨員數從 1 951 年的 83 ‘000人 ， 增加到 1954 年的 2 1 1. 000 人 〔 贊賞君 ，
199R : 80-8 1 )。 在泣桶黨只增加的背晨，之下 ， 從 1 954 年的地方選學開

始 ， 就以「特禪:常部 」 公認候選人的名義 ， 推tH退役軍人參選 ， 在站一

作的縣、 IÍj議il選均是 rj J ， 推~t1l 10名公認候選人 ， 打 1 7 人當選 。

之後 ， 隨著後述大院* ，告1-1兵的退役政策之 l'.r施 ， 以及在空濁
的徵兵制度逐漸完備 ， 使得[大]兵役義務而入伍的 J~兵增加J 0 在此俏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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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可以想見本省人上兵的比例也有所增加，而在部隊中服兵役的狀

態 ， 是最適合以「集中 、 隔離」方式來進行控制的狀態。雖然從來沒

有出現過l列為違反憲法、證據確鑿而在法律上被告發的例于. {A_是對 L 

於作為「鐵票」的現役官兵之選躍動員，依照推測是存在的。 /

2 r 香村」一一 19-1 9 年前後，超過 100 萬外省人流人臺灣的事實，

對於當時的臺灣社會也是巨大的負擔( 1 948年的總人口為 680 萬人) • 

最明顯的是糧食與住宅。如前章所述，糧食方面，在農地改革實施前

後 ， 已經形成了一種由國家直接掌控稻穀﹒並以固定價格提供給都市

各部門的糧食管控系統。對於「軍公教人員 J .還特地實施了米穀寶物

配給制。

住宅則是一大難題。除了外省菁英以外 ， 彷彿難民一般流入臺灣

的人民，在鐵道沿線 、 公園角落 ， 以及日本人所留下的墓地等等臺灣

的都市空地上 ， 蓋起了臨時搭建的小屋 ， 就此安居落戶。就連在首都

臺北市 ， 直到最近為止，都還可見到這些痕跡。

在大約 60萬人的軍隊之中 ， 大平的士兵都是單身居住在軍營裡，

問題是土官們所帶來的家人。對於這些軍人的家屬( í 寄:香 J) . 軍方

很早就提出「集中居住 、 集中管豆豆」的方針 ， 總之就是先在軍隊駐摯

地的周邊 ， 蓋一些木造的臨時簡陋小屋來進行收容。 1956 年 ， 蔣介石

夫人宋美齡的「婦女反共聯合會」呼籲 ' 以民間捐款的方式來「興建

軍醬住宅 J . 就此開始 f軍營住宅建設。換言之 ， 在興建軍營住宅的同

時 ， 發給軍醫一般戶籍 ， 再賦予這種環落「村」的名義 ， 在行政區分

上給予認定。這個婦女反共聯合會所發起的香村建設 ， 到 1 967 年為止

共分卡期進行 ， 加上國防部等獨自建造的住宅 ， 一直到 1967 年 ，全臺

鬧的香村一共有 87 .25 8 戶家庭居住。如果以-戶平均 5人的品，則約有

-l36β00人居住在當村 〔向前 : 83-8 -l )。

當村在形式上雖然被劃人一般行政區，並與其他村落-樣設有村

民大會之類的自治機構，實際上則被隔離在地方行政系統之外，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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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工系統」所管理。醬村裡設有「眷村自泊委員會 J . 在國防部的監

督下執行村的行政事務 ， r 政工系統」也在營村裡設有「聯絡人 J '保

持與軍隊和軍當之間的交流。軍醫在生活上也一樣 ， 從米穀的配給 、

水費、電費半價優待、子玄的教育費補助 、 軍隊相關的以及由「榮民」

醫院所提供的醫療、關軍墓地的提供等等 ， 簡直是從搖籃到墳墓 ， 極

度依靠軍方所提供的資源。

這種來自「政工系統」的滲透 ， 與來自黨的滲透形成一體。國防

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不但兼任王師凱黨部( r 特種黨部」的別稱)的書

記 ， 還要監督並鼓勵黨對醬村的滲透。這種黨國一體的組織 ， 在選舉

時透過香村自治委員會的幹部直接為國民黨的候選人進行選舉動員，

當村的選民幾乎都會把票投給黨幹部所指示的候選人。雖然票數不

多 ， 但是由於選票的分配是透過黨部機動性處理，對國民黨的選票之

有效分配可謂貢獻良多。由於臺灣各級議會的選舉一直都是中選舉區

制 ， 選票的有效分配能夠提高當選率。「鐵票部隊 J (陸海空三軍以外

的另一個部隊)的稱呼 ， 首先是來自於香村的這種投票行動所致〔同

前 : 師-87 卜

在這種黨國一體滲透的同時 ﹒ 我們也看見 ， 醬村一方面被隔離於

其周邊的一般社會之外，另一方面香村住民相互之間雖然在出身 、 語

言及文化上有所不同 ， 其內部的一體性卻受到強化。此外 ， 黨團體制

的這種「反攻大陸」宣傳的滲透 ， 讓替村居民庫是主居住在臺灣只是暫

時的所謂「過客心理 J .而完全不想學「基灣話 J ' 限制了香村居民對

於主體社會( host society )的適應。

如果說 ， 來自香村外部的本省人之族群性脾脫眼神 ， 從外部造就

f外省人的形成 ， 而黨國體制集中且深刻的滲透 ﹒ 則是從遷，草集闊的

內部造就 f外省人。同樣的現象也適用在「榮民」身上。

3 r 榮民」一一遷毫後 ， 闊民黨政權被迫必須進行軍隊的電組 ， 在

電組的過程中 ， 一件深其重大政治意義的頭惰 ，就是官兵退役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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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 。 對於那些在臺灣根本沒有經濟基礎的外省官兵 ， 政府必須連他

們退役後的生活都要照顧。這其中，提供軍事援助的美國之想法當然

也發揮了作用 。 美軍並不支持蔣介石的「反攻大陸 γ 對於 1950年代
初期的臺灣軍隊規模，美闕認為若用來防衛臺灣，規模顯然過大， l大!

此要求裁減軍隊數量 。

1952 年進行部隊編號重組的同時，有6萬多名將官退職以及 12 、000

名士兵退役， r 榮民」即由此而來的 。 但此時由於財政的問題，僅能提

供極低的待遇，特別是因為年齡、體力、知識、能力(也有一些欠缺

識字能力者)、語言 (不但「闖語」能力低，也不會說臺灣話)等因

素，有許多人沒辦法找到像樣的工作(再加上工業化之前的臺灣，就
業機會並不多 ) ，這時的「榮民 J '有許多便沉落到都市的底層。

為 f讓退役更有系統地進行， 1954年透過「美摟」的經費補助，

在行政院設立了「閩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J (簡稱退輔會) (直到

1965年為止都由蔣經闊擔任主任) ，接著 1955 年，第一批約有 33.000

人退役，直到 1970年為止，總計約有 206 ‘000人退役 。
為 f照顧 ( r 輔導 J ) 這些退役官兵的生活，在退輔會的管轄之

下 ， 相關的事業體連續成立 。 事業體系數量在 1961 年時為 75 個，在

1970年時增加到超過 120個。包括專門承包公共土木工程的「榮民工

程隊 J (後為榮工處 ) 以及「榮民總醫院」等 ， 都是其中著名的事業體
系 。 這些相關事業體系的數量與規模，隨著日後經濟的發展而急速擴

增 。 這些退除役官兵們，除了真有工作能力而已經被安排到政府機關

工作者，以及因為高齡、疾病的關係而被收容到「榮民之家」等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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恥 I r 法?的是 :~1J; T 且每臺會主肘迫使軍 t、 馬一方面 本宙人- ~~民眾對台
刊」河 ~p 牢是 fE 刻，主 . 't_ í再為 老字竹」的退 !t. 下毀于共 ﹒皇宮 f抖起''1' '1',' T. 1j 

占正← ~t )L ,7" g;'字，已士生毛
持 τE 兵三E ;口 c' ~臣們可\!三的弘 6 ~.7.士兵引進等 人 再
進而 LL 老芋，干 筒呼:主命的外白干~li.士兵而來 鍋台聽 1990 108-1的

j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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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外 ， 一律被安排到相關事業體系當中。此時，往往以他們習慣了

長年軍旅生活為曲，而採用「集體交涉」的方式進行工作的安排〔同

前: 86-87 J 。 相關的事業體系中，包括在前述的臺東及南投縣未墾區

所開設的農場之經營在內 ， 地方的行政組織如果沒有透過農場內的退

輪會管理系統，根本沒辦法和農民接觸。榮民也是在「集中、隔離」

的情況下接受「輔導 J [同前: 95-96 J 。

依照龔宜君所算出的數字 ， 1967 年時在退輔會系統的事業體系中

受到「輔導」的榮民總數約為 8萬人〔同前 : 9的。這些人口數加上前

述推估約為436、000的香村人口數，合計為 516.000人， 占 1967年的外省

人鬥數( 1.903.000人)之 27.1% '約占整體人口(約 13.297.000人)的

3.9% 。在黨國體制的強力滲透之下 ， 榮民們過著與黨團體制真有強烈一

體厲的生活(其中當然不包含「軍公教人員」的其他部分) 。

對於這些榮民集團所進行的黨國一體滲透，與對香村所進行的如出

一轍 。 1956年「國軍退除役就業人員黨部 J (別稱黃復興黨部)成立，

這是個原汁原味的退輔會黨部 ， 主任由退輔會主任搶任，幹部也是由退

輔會幹部16兼任 。 或許因為其設立於黨的「改造」之後 ， 黃復興黨部在

形式上隸屬於臺灣省黨部，事實上則由黨中央直接指揮 ; 設在各個事業

體系當中的區黨部，也獨立在一般的區域黨部系統之外 。 透過這樣的滲

透 ， 在退輔會、黃復興黨部所管轄下的榮民集團﹒也享有「鐵票部隊」

的盛名〔同前 : 93-95 J 。

隨著歲月的流逝，由於在香村長大的孩子陸續離開，當村人口逐

漸減少 。 相對於此 ， 上述退輔會的相關事業體系，則在後來的經濟發

展中大幅成長(可能有不少營村子女曾來到退輔會求職 ) 。黃復興黨部

(, .;乏 """f主夫人 Z亨氏三。L 門戶JJ JL 丘吉哥王 志之三白了 f; 1'Z:7.; ;'~. í主氏夫吾 L 會與付4nt客家委員會

主:H!:. 迫害字會可 !J 吉;i~ f<得奎司rrrt 上拿一，主專 章草草主 ít 棋書革的行貨 嚕 哎 在 1區 國 體制之

下 :l!.軒會主持吾吾 先與 l 嵩~ 'f; r;t ì.呈外一種 ﹒互接受毒泣區的~治領導 具民主化進展 i主 恆

的九基層建 b 有.;~立前用委會與交委會比杭起~ J-z ，台t.且對會是一包具有強大的族

ff- r-~九句， .' 1z咕:天 t ~i r..11 玄 K 矗表夫之路二月能句7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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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模也因此而擴張。 1957 年當時，黨部所屬的黨員有 5后09 名，到 f

1993 年則為 247 、000人，相當於黨細胞的「小組 J '數量增加為 l -l后00

個，在當時退輔會的 124個相關事業體系常中 ﹒ 估計約有:200萬票是可

以動員的〔同前: 98) 。此種與黨團體制之間具有濃厚連帶關係的集團

之政治性，在民主化時代卻成為新的問題。

(B) 國家財政的偏重式投入一一為了實現對於上述這些「核心」

部門的積極滲透 ， 國家財政進行了偏重式的投入，這一點從前述內容

也可以瞭然於胸。接下來將透過財政支出的分配與社會保障制度﹒對

於財政的偏重式投入做進一步的確認。

關於前者，只要確認國防相關支出的比例屬於高額就已足夠。在

包含中央 、地方的政府總支出中， r 一般行政、國防支出」的比例，

在 1950年為 74.20 0 ﹒以後雖然、逐漸減少 ， 但是在整個 1950年代 ， 所占

比例估計都在六成左右，一直到門的年才見到少於五成的數字( Ku ‘ 

1997: 42) 。如劉進慶所指出，這些問防費用基本上用來支付官兵的衣

食住所需 ， 武器等軍事物資則依靠美闊的軍事援助來供應〔劉進慶，

1974 : 189) 。此外，從土述的官兵退除役事業到「軍公教」部門，也

是「美援」的重要受益者。

關於後者，表 2-5 是戰後在臺灣的各種社會保險之實施時間一覽

表。如表所示， 1950 和 1960年代，很明顯「軍公教」部門每到的待遇

是比較優涯的。在這段期間，政府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不多， 1950 

年為 2.8% '超過 100/0 是 1970 年的事，而這些少額的支出﹒也是往「草

公教」部門傾斜。

(3) 黨團體制的「來梢」一一對本省人部門的滲透

黨團體制的菁英們，對於「末梢」也決患進行直接控制。這種意圖

表現在幾個面向。包括把區域黨部系統延伸到地方行政系統末端的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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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各種社會保險的實施時間與給付範盧

保隘的種類 實施時間 給付範國

勞1:保險 1950.3 
生向、 j\，jj雨、身體殘障﹒差ir ﹒死亡、腐

1餐

求人保險 1950 的 死亡、身體幸運陣、退役

公教人.u.保險 195X.9 
't向、 1笑捕、傷病、身體殘防﹒妥奎、吃

亡、家協作的

退休公務 f1!呆隙 19ó5.R r.;] l' 
i}'叫:關總~磁 1975.X 死亡、段體殘障、耨#實

私江學校教職只似險 1980.10 
生育、 1的司、傷病、身符殘障、養老.91:

亡、家層層持祖

公fJHl家層層疾病保險 198~ 司 疾1雨﹒殘障

退休公務只疾的保險 19日5 .., rti] 1: 

退休公符只配偶j).、約保險 l 。常5 司 rií] 1: 

fL I!:'}lf<i退休級職 n校的保險 ILJK5 崎 r,;] L 

fL ，'L'N<i退休f)~~只配偶吹約[來做 I lJX5 咱 r..] 1 

農民健lJt保隙 19R510 'I:.ft 、吃病﹒ j\1'1舟、手寧格補助、身f.19主防

地 }j孟晶w、nu主及南車長健f;ltf~~險 19X99 't.ft ‘你裙、咚閱、 1英約

公務員家屬疾病保險 1990.1 1英捕、建障

fL ，'l學校教職員家屬疾病保險 1990.1 r,;] 1 

低收入家庭健1Jt保險 1<)90.7 生fî 、妓院、 1失1兩

出處朴成篤. 19911 : 115 表 l

鎮 . 在這裡設置黨組織 ， 並在組織內配置黨關體制的代理人作為專業

黨工;為了堅持黨在各級地方政府中的領導 ﹒ 設置了「政治綜合小組」

(前述) ;企圖對農村的最大社會開體「農會 J (農業組合)進行滲透 ，

在最基層的(鄉、鎮)層級設實「民眾臨務站 J (sen ice station) ，企國

透過對農村民眾提供服務的方式 ， 在接對社會進行滲透。

這些做法性未收到卡足的成效。地方統治足:道，闊體制的內部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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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弱的一環，因為在那裡早已形成了臺灣獨特的地方派系政泊。關

於地方派系政治 ， 筆者在前一本著作中也做過詳述〔若林， 1992 J ' 
陳明通也有專著出版〔陳明通(日譯本) • 199R J . 在此僅據前揭 l伺

2-1 ﹒針對「地方派系 J 與黨，間體制的關係略做描述

: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鎮壓 • }J[I L地主制LkI 1.~農地改革的j

遭到解體 ， 使得實力原本就不強的臺灣本土菁英l丈l此受到巨大的政?h

打擊。在二千二八事件後抬頭的所謂「半山」 l- 勢力，也立刻在短時間

內被黨國菁英壓制下來。經過這些打擊之後 ， 本土勢力根本沒有辦法

形成一個以整個臺灣為範圍的權威，但是也沒有就此消械. rnï是透過

從 1950年開始的地方公職選學 ﹒ 形成了一個在縣、 l有層級的政治巾扎

根、被稱為「地方派系」的「准政jh團體」。

這裡所謂地方派系的實體 ， 其實是-闖「選權侍從主義 (clíentelísm)

網絡」。有意獲取地方公職的地方有力人才了，藉由以小農為主體的地方

社會之血緣、地緣、職業等本土社會關係為革礎 ﹒ 利用地方政府成農

會等機關的職位、以泣獲取這些職位的能力 ， 對選民提供「照顧 J 以

換取選舉時的選票，請求選民投票給派系提軒的候選人。為了確認關

係 ， 選學時亦會散發金錢。(

詩;岡體制在努力對農村部門進行滲透時，不是遭到這些地方派系

的抵抗，就是在獲得民眾支持方面必須面臨地方派系的競爭(在地方

公職選學中 ， 曾發生過I列為黨中央所推出的獨立候選人叮能威脅到選

舉結果 ， 導致地方派系暗中支持有實力的無黨籍候選人之案例。關 2-1

的箭頭 7 )。最後的結果是 ， 黨團體制的菁英無法貫徹對「末梢」的直

接滲透 ， 更多時候甚至不得不把這些派系的候選人當作黨所公認的候

選人，持著與社會關係的密切程度超越黨組織的選取侍從主義之網絡

-; ~~ z ~~ '1 E !.甘于:. ~ t弄了主詞、安慰三.每~{三 t: :l 岐 j1f_之 L j: 臺費 4 是智、于l' ~ 

百有三 tj 有 • ，斗 é'~ --r:. t f~ í玉立 ~:" ~J '~~f ~- f:; 吋:毛八 - r_ 請全"'， -r.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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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裝能力 . 在選~政治中演出一場獲得與更新支持的戲碼Ih 0 

在這種情況下，黨國菁英與地方派系領袖之間的關係 ' 是一種

後者從地方將濟可1獲得維持選舉 f~f從主義的資源之際，前者利用對權

利的公開承認與取締手段的白肅手法來提供協助的恩庇一侍從關係

( patron-clíent ) (恤1 2-1 的箭頭 1 )。換句括說 ﹒ 在對「末梢」進行滲透

的時候，黨闕體制將地方派系當作:逞，開菁英與地方社會成員之間的媒

介，芳:於是你在著 電 i年從主義機制〔石林﹒ 1992 : 第:章第二節〕。

ífi是對地方派系 rM ,.; .來自黨國體制菁英之中的靠山 ( patron ) .只限

於那位「最尚領袖 J (蔣介石 ，接著是蔣經區:J) 。凶為「最高領袖」不

允許qJ央的其他菁英變成地方派系的庇護者，就算地方政治菁英被中央

;拉攏 . 11 1央也不希望他(t:地方繼續維持勢力〔陳明通'的揭書 1 S2 J . 

更不允許縣 IÎi屑級的地方派系之間維持橫向的連繫 u司的: 199 ) 。

ú:民主化實施以前，選躍的最高公職只開放到省轄的縣、市長。

縣、市長選騁的對抗關係，當然會造成多個地方派系出現﹒然而，黨

l喝菁英卻藉著在縣、 rlí fo再級不讓單，一派系勢力長期處於優勢的刻意安

m( 例如Ifl期最兩兩/li:ì s 年 ， 不得連選三任，如果縣長是 A派系的人

物，就安排 B派系的人物擔任縣議會議長哼哼) . ít閻維持主持權。此

外 . {f '(1'議會以歧 1970 作代以後的開會選取(前述之「動員酷亂時期

增額選取 J ) 1f J ﹒ 史採 1日 {1fT選串區制 ﹒ 藉 r13 前述國民黨黨組織的獨

特提票能)J ifIJ r 配:其 J (選;畏的分配)能)J (最主要的就是對於前述之

「鐵;裝部隊」的運JI J ) ( I叫 2-1 的箭頭(3 ) .以歧藉告提高j逞，所公開采招

的派系候選人之前還學﹒來維持與地方揖系之間的相互依你關係。但

x "c:t'之內主 μτ; ι1 '151 -'- j 1 呼X5 斗豈止 三迫于毛一些'的"" .益言!選舉"" ..，.亨，干.手 m
t' t-.... i"，~ 哇，、二 _Jé，"戶電 ι 亮 •. f 吏雯 2、戶的 10.63 可 平均得票..t i 1'J 54Y、 陳句
空 1 '1'1(1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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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時 ， 卻又極力阻止地方派系勢力進入黨國中央"。
當然 ， 在這種機制中，想要確保地方旅系的忠誠 ， 有時候必須靠

著對於後者所具有的鞭策能力(利用政治警察進行監視 、 威嚇 ， 或利

用司法的選擇性使用來進行處罰)來連成。

"--r 

19 k -!tr.串‘ 1月 2 的封電 在 1969 年臣民革 Ehr 一主六會R ﹒了電可反手」﹒車、似文;星、了之于、
l 口央委員會 已售 1、數僅有 1 I 、 而燕子主涅舟萃的←二全弋會 墊付(J ，、 ι但有 X ，1 、 萬人

f'\:s<' 俺們← 仝弋侖 山~~增至 2-1、 “~r~ -~ s 譯仁 19 lJR IR7 

第三章 不合理體制的惡化與調整一一

敢動過程 *

1 970年代初期 ， 由於美中靠攏以及遭聯合國驅逐!而造成國際地

位聽降 ， 在垂灣的國民黨政權面臨前所未有的外交危機。在空灣堅持

「中華民國」這個「正統中閻闕家」立場的遷占者國家 ， 其外部環境隨

著美闖世界戰略的改變而轉落逆境 ， 而臺灣則在曖昧認同的狀態下 ，

被定位在其帝國體系的邊緣。這就是「七;年體制」形成的背景。

蔣介而在內的9年遭遇交通事故後 ， 身體狀況便急速衰弱﹒他的長

f蔣經國在 I叫年就任行政院副院長一職 ， 又於 1 972 年 6 丹出任行政院

院長。雖然蔣經國正式接 F蔣介面過去長期掌握的總統兼國民黨黨魁

大位 ， 還要等到 19 78 年 ， 但:盔，閻體制核心的「領袖」地位 ， 事質上已

在此時由他繼/笨。繭後 ， 直至 1988 年 I ~ 蔣經國於任期內逝世為止 ，

皆是臺灣政治的蔣經國時代。

即使 r l文攻大陸」一語已經「成為神括以11<.祈轎文 J • f世蔣介石

仍然堅持第:次世界大戰後在臺灣的諸項關家體制，以呼應該口號。

然而 . r 小華民間」的外交危機、 11、即外部正統性之喪失 ， 亦使得明明

只統治空筒 、 卻l堅持 r Ir國規模」的統治機構與其意識形態 ﹒ 以及因

此造成政治權力往外省菁英過度集中等諸多不合理現象更加顯著。再

過不久，統泊當局要壓抑針對上述種種的質疑之聲 ， 將更形俐難。而

且 ， 在是世界各國不再將「在臺灣的中苓民闆」承認為中國 ， 那麼這

*么章 s草 F 句:~~ T I 令:究弋學咚斗 t t õ守主~ i- 喧士主 岩 U 教于 土質，r~' 弋左手臺臂之研究
后再 F吾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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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閻家又該是什麼 ? 諸如此類的疑問亦將逐漸浮現。作為父親的蔣介

朽 ， 早已失去回應能力。而蔣經國時代的臺灣政治 ， 口I說是蔣經國 、

國民黨 ， 以歧臺灣社會對於這些問題加以回應的過程

蔣經闋的回應方面堅持 r戰後，主灣國家的 í r!'闖關在體制」

與「遷占折優位體制 J ' 方面也進行 f JpJ部調整。其 I tJl1在 H的雖然不

是在試圖解決戰後，主灣國家的不合理狀態 ， 卻也使其朝緩解的方向發

展。此即「中華民間臺灣化」的敵動。故且 ， 日，開始往緩解的 )j r~JJ 

調整 ， 便會造成無可停止的持續動能。這個動能真體表現在生長於戰

後臺灣的「戰後世代」發出異議 ， 也就是「回歸現實」思潮的擴大 ﹒

以及新興反對派即「黨外」勢力的成長 t 。

其後 ﹒ 當外古巴危機(與美斷交 、 中國採取新的臺灣政策)再度發

中 ， 而關民黨常局對反對勢力的鎮時(美麗島事f't-) Y...以失敗抖終 ﹒

「巾華民間屯灣化」動能正式展開的舞屯 ﹒ 就警備完畢 f 。而將來i1閥晚

年政治自由化、開放前往大陸 ﹒ 以晨死於任內 ， 亦使 lE式敢動 rjl 華民

關在是灣化的要角一一民進黨 、 巾閩 、 以及季芳至關fJ:!-:.舞告。

' 、外部過程一一從冷戰前哨墓地到曖昧的周緣

1.美國的戰略轉換及「七二年體制」的形成

( I )((上海公報))， ' ((坐濟關係法》、《八 ，七公報》

1960年代末期 ， 美間共和黨尼克森政府，方面h f擺脫越戰的泥

們 ﹒ 另-方面也 111於對蘇戰略的考量 ， 而開始向中間靠攏。當時 ， 與

輯聯關係緊張的"q刻也給們111 應 ﹒ 促成( 197 2 1f'. 2 月尼克森總統訪巾

的歷史性轉折。雖然、兩國並末 ι~IJ~主 I'l 手I~交 ， 雙方政府fJ)發表共 l ， jJ 聲

fij J( (上加公報) ) ， 在雙方往關係止常化邁進之改善h ，1 ，] J:取得共識。

在( L海公報) ，料 ， 什'[!兩 }J 出“|蚓益問 jiU逝的主張Jm~' : í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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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閱政府是中闊的唯一合法政府 ; 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 ， 早已

歸還而且岡 ; 解放臺灣是中國內政 ， 別國無權平涉 ; 全部美國武裝力量

不日軍事設施必須從臺灣撤走。'1'同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製造í' -ql

-臺』、~ -fi同 'Þ國、兩個政附』 、 『兩個中國』 、 『臺揖獨立』和鼓吹

『畫，灣地位未定』的活動。」 l

對此 ， 美岡方面表明 í 美間認識到在臺灣海峽雙邊的所有中國人

都認定只有-個中闕 ， 而臺灣是巾圓的一部分。美闆政府對此一立場

不提出異議。美關童中對臺灣問題由中國人自行和平解決的關心。考

慮、到這個前景 ﹒ 美闊確認將從華灣撤出令部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

終 H標。在此期間 ， 將隨著該區域緊張局勢的和緩(指越南和平的進

展一一筆者) ， 逐步減少它在空灣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

如此 ， 美閥方面雖然對中岡方面的 í _個中闊」原則作出大大讓

步 ， 卻仍保持曖昧。根據美閥方面已經解密的會議記錄 ， 尼克森在北

京與問恩來總理會談之初所表明的毫灣問題「亟原則 J ' 幾乎全數採

納 f中閥方面的主張。 e 然而 ， 美間方面考慮到關內反對改善對中關係

的各種勢力 ， 凶此在~灣問題 t試圖尋求不令人懷疑有「密約」存在

「較有彈性的公報用辭」。對此 ， 代表中關政府進行交涉的周恩來總理

表示 í 拜毛主席頓導的威信之賜 ， 政們將 nJ說服人鼠」予以接受 ﹒ 才

終於底定為 I~述公報字句〔毛型譚 ， 1011 : 149 J 。

所謂的「尼克森衝噎 J (捐 1 97 1 年 7 月尼克森總統的問安顧問不字

吉叫背訪中事件 ， 以泣起克森水人噎年突如其來發表的訪 qJ 計畫) , 

給各闊的rH戒l政策帶來，和重大影響。在尼克森訪中前 ， 聯合|呵大會已於

I . 可許~﹒三l 其屯子c 0: f:f ~ 量月'w戶，去 7 古罪 t.“. f; tJτ 哼，干弓 哇長* IÍ i 
r 蛋早在 f 哥 s軍 2n(}1 τ 拉開 T 1ζ 

2 ，5，呎" 中:‘{ 1~ 一 :"i .f脅之"'~， a,; -乳吵著 ~7~ ~L ~主管 ft t-~ -g~公 平?哇哇汽 γ 會再
才可!-::; (~I f ~;~令許三三!o .I~好:; 但自;11， 丟失 fllfir {::t-主法(二，..;弋 h 暨費 2音 7 運動 'l 

L r:ë 咫尺何祥臺司法桂元弋表』先句 "':，會主最~串警句﹒防止日 1、 1: 臺苟白?千 ß.

內.'白 天 1門之待事.費開 fETJ 砍卅正，，'"- lål 失 巧軒在 我l' 4 ，央主主人民主±句曳的lIf. f~ 工
常! f ~1 ~ ;;1, ~l) 



1 ~-t戰後畫舊政冶史 中華民翅臺灣化的歷程

1 97 1 年 1 0R 通過阿爾巴尼亞等國有關「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入會 ，

驅逐中華民國」的提案 ， 國府為表抗議遂退出聯合國。其後 ， 國府連

遭聯合國相關國際組織放逐。接著 ， 以 1 0 月的加拿大為開端. -1[以

來皆未與北京維持外交關係的問方陣營各國，也陸續決定與之建立邦

交 ， 並與臺北斷交。 1 978年至 1 980年間 ， 與臺北保持外交關係的國家

減少到 22 間。 3 這些國家除卻沙烏地阿拉伯、韓國及南非之外 ﹒ 4 悉數

為中南美 、 非洲及南太平洋的小國〔高朗 . 1994 : 5 8 -5 9) 。承認「中

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的數量變化，如表于 l 所示。

鄰國日本也在尼克森訪問中國後不久 ， 決定與北京建交 ， 並與臺

北斷交( 1972 年 9 月)。在宣布復交的{日中共同聲明〉巾 ， 中華人民

共和國政府重申有關臺灣問題的立場 r 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上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 H 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闊政府的這一立場 ， 、ìf~

堅持遵循〈技攻坦宣言}第八條的立場。」〉與田中角榮首相一同訪中

並參與交涉的外相大平正芳 ， 在〈共同聲明〉發表後的記者會上 ， 宣

告日本與中華民國間〈中日和平條約} (日方稱{日吾吾平和條約) )的

「結束」。太平外相在與周恩來的交涉中 ， 針對斷交後的日臺關係表

明 r 在不損害正常 H 中關係的範圍內」 ﹒ 維持與臺灣的「各種民間交

3 乏一方面立定巨f':，l:尺堪回身自::! 1幸 t~~望美 ?H'H年尺寸富的記 j~ . 1971 平均任科交詐
':f、.;.:...，事再三趕去，~ '";苦 ~~q 至 1主臺北→:(電接面聖 母立 ffτ 吧?蔣、石 ï!. N.. ~'.~ ，.由華華"其 丟了?

還 有名司11*費留在將今匠的才:f{ . 1t 日本首句也進行，同慢的呼聲寶 延~ 7 . Jr ( Tkacik 

John J. Jr. ，章lt;咯 2005 年 17 三是 ~ :":.J: l'z R守 i月代堅持在身:t" - ï~' S 
, , 蒸汽T 南立 自~I草‘ 和北令伺機對-r;接受申臺戶]品加入，人聆今因主主的各頂峰￡且

這 式是他 tEZ? 於申量的雙重i;. ~:~ ~心 2日 199tl 256 莓，先是從記 ζ 斗 但，i 有民主
，七 τ? 可~ ~~ t: ß 哩 t，;'1.萃仗-r;言?句r. 1ï -lï 切F1 '軍 Ct，: r'l F"': 它由p<策是
中吉思可:體會d 主占者>tL.體毒 1 :~7: tt 

4 已主丘吉:立在 1990 年 4 九看待 b 丈去丈吟唱:北干

5 1945 年 ï i: 26 C '1 表 Eτ: lf'、 x ~ 14 J 接哎，吭，哇..~ j且正主 事入 -fj tt 出 畫拉問
老三言 中的話[有三手持堅 a支持付 1五斗=: 1二百副主 f董..<': f;吭吭趴在土司 北，每二足 可L 圳;:; G 
z;: c;, 'z吾 A、有法;t其他小島之內 1943 主 11 月'27 E 白小短暫張 立~ 3'爾~;li :.'石共三:

哥哥定 .r: 明這宣言 叮咬字句月 二互主宰已 在剝奪日本自 lqM F 苦 -;'t-- 訊手:我

阿甘情 在太平洋上巧奪侍 Et 口領，三一切島嶼，反日本在中昂的 2萬再再 三~土 如軍北白

F 塾，苟 且， .，'!;~. ~耳主f' l 二等矢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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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邦交國數的變動

1950 1954 1960 1965 1969 1971 1972 1975 1979 1986 

獨家總數 87 91 114 132 141 147 147 156 164 17 1 189 I 

新獨主閱數 。 -、3 。 4 。 ' 3 、 2 I 
與中苦奮災區

37 39 53 57 抗日 55 ,p 27 2刁- 23 29 
也交閥家

同上比中

(% ) 4, .B 46 43 4M 、、 司 29 13 13 15 

與小學人民
共和閥建交 18 20 36 48 牛4 65 86 106 120 133 152 

區2支

I"J 1二比't;
21 勻? 心32 36 31 44 59 68 73 78 80 1 

(% ) 

與雙方皆無
30 30 24 2: 有 27 2屆 18 21 20 13 6 

詞;交陶家

同 I:lt守主
34 33 21 19 19 Ig 12 13 12 自 3 

(%) 

美 給

新獨 美援終 交司; 1聯d堂,. 
'蘭、

與美斷 條約V 鼠進嘗成嘗 自正自仕 返重 國會全 l 

閻介 結 上
海

'肉、 閥數l多N 
公 聯合獨 改商入

中 關家 放陶 報 交/終lr. 
峽學灣海

美 、旬，

/ 式開始
備考 共 拉多 逐 / A中/邦 連動關 選結東防同

分作
與

美共閥交
禮條F 

日 始

斷P云t駕Z 防問禦 最數m: / 
約
、旬，

出處 筆者依續著&fi . (<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之演變( 195日-1972) >>表 3-1 : <<中華民圈外交關係

之演變( 1972-1992 )>>表于 l 裂成

流 J . 而且「彼此有必要以某種形式設置民間層級的辦事處 、 對口機

關。 J (石井明 . 2 0 0 3 : 70) 根據曾列席會談的外務省中間課課長橋本

會、所做軍記 ， 周恩來等人「對於太平的發言 ， 雖然沒有從正面給予贊

同 ， 個卻以一副已有所了解 ， 不需擔心的表惰 ， 點頭示意。 j (前揭 :

373 )其後 ， 有關日臺雙方在此處提及的「民間層級的辦事處 J . 日本

方面設立「財罔法人交流協會 J . 臺灣方面則設立「亞東關係協會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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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設派駐機關處理「民間關係 J '直至今日。

對臺灣而言 ， 1970年代是外交失落的十年。整個 1970年代，毫灣

經濟與美日經濟的連帶關係愈形加深，並消化 f兩次 r {ÎißI危機」的

街擊，逐漸提高自身在世界經濟巾的地位;反觀巾闕﹒值管關際地位

1:界，卻無法克服毛澤東兩位路線打擊所造成的經濟停滯，與垂灣的

經濟差距更形擴大。兩者相較 ﹒ 成為一種諷刺的對比。

與美關斷交也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1972 年美關正值總統選舉年，

尼克森抱持著再次當選的自佑﹒在季辛吉為尼克森訪中鋪路而祕密訪

叫 l以來的一連串會談中，雙方領導階層之間達成了「在尼克森第二任

期前半期間完成建交」的默契。然而由於美中雙邊的政治混亂，邦交

的建立被迫推遲。儘管尼克森大勝民主黨候選人|而再度當選 ， 雙方亦

在彼此的行都設 (r_ r 常投作聯絡辦事處﹒米料尼克森身陷政jh醜閩

r l./<.門案 d 而被迫辭職( 1974 年 8 JJ ) .巾國則發生 f所謂「內人幫事

件」﹒「丈革」餘波尚木、v息。這段期間，與尼克森、幸1:吉交于的毛

澤東晨周恩來都相繼去!宜。

不過在這段期間，美關也版行 f停止對臺灣提供ñ接草~援助的

約定 1973 年 1 月越南達成不IJ 干後，在返美軍實施大規模撤退﹒ 1975

作刊 j 撤￡留在臺閉的最後-主戰鬥機部隊 F--l什 l 隊，住 ['1 197-+ 會計

年度起停止無償的軍事援助〔打林， 1992: 177; '7'/ ( Mann ) . 1999: 

109 )。接著 ﹒ 中間「內人幫」事件餘燼已除 ， 共革黨;最後 4位具領袖

特質的禎導人鄧小平復 11\ 。當美關的卡特政府 4有場 ﹒ 兩闢政府便開

始朝建 iL外交關係的方向發展，住在歷時一年數個月的交接之後，於

1978年 12 月的 1:::1 (美關時間 16 [J) .發表 f r l'I 1979"f;已叫起開始雙方將

控 iL外交關係」的聲明。近段期間，美l兩政府做出衍生 IL第七艦隊巡航臺

商海峽、 h 對豈灣減少武器IMl I總額穿決定( Tucker. 199-+: 1-+7 ) 。

已作為旬申 n鍵的掌 m ~ - 1? !- ~主~~， 1 f.守主;t "_ $Ji -":封信，.0.:、\肘，吃月，是 Jj， ''t-_ 也有

思哥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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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外交關係的共同聲明中，美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關

政府是中國的唯-合法政府 J '同時亦「認知中闊的立場，即只有一

個中闕，而臺灣是巾國的自1分 J '並實稱在這個框架下. r 美國人

民將與毫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和其他非政府關係。 J (上點為筆者所

JJIl ) 美間與臺灣之間仿照 LI吏，關係，美閻方面設在「美國在臺協會 J ' 

臺灣方面則設立「北美事務協調會 J (Coordination Council for orth 

American Affairs. CCNAA) ，令其負責「非政府關係」的運作。

至於在臺美軍的撤退，則是藉由共同生犀 F-5 戰鬥機等軍事技術的

提供，同步調整雙方的合作態勢 ， 強化臺灣的自主防衛力量，因此在

兩間交涉的過程中. rr關方面的課題便是要求美國停止對臺灣提供武

諱。持一方面，就美鬧而言 ， 最重要的則是中國在空灣問題的「和平

解決~ r.' 採取何種態度。

有關前者，卡特政府雖然表明在外交關係建 i1後，仍希望能對空

灣出售「經過慎重選擇的防禦性武器」﹒並尋求中闊的諒解，卻遭到中

闕方面強硬反彈。最後雙方的交涉達成妥協，自IJ美國依照{中美共同

|坊禦條約〉規定，在停止通信 4年後令其失效，配合於此， 1979年中

將不對逼出售武器( r苟木 '2001 128-129) 。中國方面則保留 r (中

美共同防禦條約}失效後，就此-問題再進行交涉的權利。而美聞所

J采取的解釋，則認為前引共同聲明中所載「與華商人民的非政府關係」

的「其他」範疇，亦包的提供武器在內( Bush. 2004: 1 -l4) 。在美國政

府單獨發表的政府聲明巾，表明與 [~l 國建起外交關係的同時，將終止

對空灣的外交關係﹒並在通告-年後結束〈月1美共何防禦條約) .於四

個月內從書灣遣返餘甜的足可:防衛吋令部及顧問[喝穿軍事要員。上述

聲|圳特付諸實行。

7 司手"主守主主〈 J 、:每軍 已主~ J.... _ '--口 ."""t- 生也 recogmze {芷若大， ，~ 

午 三 ac k. no\\ letigc f:" tr ~、 γ .，. ;:~乎于'. I電1.:什 1、可 Bush , ~O()4: i3R-I -l5 A\: <;1 

布之守有 V~ 時 LW I Ft J 哼代 T r.' 咒，雪 ~I~ -t; '" ~几 乎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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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關於後者，卡特政府似乎原本就認為 ， 要從中關方面

得到「和平解決」的聲明保證是不可能的〔同前 : 142 J.~ 因此 ，他們

只在政府聲明中表明「美國確信臺灣人民將迎向和平及繁榮的未來。

美國將持續關注垂灣問題的和平解決，期待這三灣問題將會由中國人白

身以和平方式解決 」。中國方面則在政府聲明中強調 r 有關解決空灣

回歸祖國 ， 完成國家統一的方式，完全屬於中國內政」。在建交後在即

告開的記者會中，鄧小平也明白表示拒絕聲明不對臺使用武力〔同的:

149 J 。不過 ， 詳如後述 ， 中國共產黨於美中建交發表後立即召開的第

卡一屆中央委員會第J次全體會議(十一屆二三中全會)中 ，已決定轉

換「解放畫灣」方針為「祖國和平統一」。

然而 ， 美國國會對於僅被告知結果便成定案的這個事態發展﹒表

現出強烈反彈。有關對巾外交 ﹒ 卡特政府亦將電點放在尼克森政府以

來的安全保障關係上 ﹒ 政府內部戰略家(卡特政府時為總統閱家安全

顧問布里辛斯基， 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 )亦延續僅由上級部

門的少數人士來進行政策決定的做法〔湯淺 ， 2005 : 209 J 。美闕岡會

對於垂灣在美國閱內投宜的「聯絡辦事處」不被收認真有官方性質，

以及沒能強烈向中國安求不對毫灣行使武力的保證等事態發展 ﹒ 均表

不滿( Tucker、 op ， cit: 132 J ﹒因此在政府為 f與臺灣繼續維持「非政府

關係」的{垂灣關係?t) 巾，增列 f í 出乎政府預料且不樂見的條件」

[? / (Mann) .前揭: 149 J 。

最終在美國間會通過的法案，將 í (與中間)建 \'L外交關係的決

定，是基於毫灣末來將會透過和平于段來解決的期待」、「凡是試圓透

但芸辛~ Hen l') Alfred K'>>l ng"r t 1 'I Î 1 主 I1卜，必可之士、.，頁品已 方言曰~ ". .i 'j荒草色
求 Fi 皇﹒哩 已表走?至可工 f 1: _電 ':5 犬-哇吋;;" ~ ~;" '~ ~.電三 TET司 l 叭有佇

恃強?要求亡們 J 丟失?作品";~ ~已 E ~ f':、世計 l.JEJ\;建究會 r乏 主?于 有

4年;r.z 't; ~'; ."J l1'i t. .午吃官寸、t.. l'i;: ←玲在 2IJIJ7 年 12 ~ 5 己已泊且 i; ， ~'.if ,;.; f.. τ 三
年~ 建立封建方二是 ;1 d:J 訂立毛之l;~. 1974 年 i~ 持 山是共 r 失" r :t e1 元咒/
待站!拉治差.曹又~ ‘ II 代.1. 1T ..;~9 t:j:曹 志， .-表示沒有主 hllp 叭叭叭 chmadec l1 ons ， n"l

PrintNews ，asp叫e\\ 、 ID 1)"'1 字J17， -'門 2 1lIJ司生 12 r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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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和平手段以外來決定臺灣未來的嘗試，包含杯葛、封鎖等任何手段

在內 ， 都是對西太平洋區域和平及安全的威脅，應視為合眾國的重大

關心事項」、「合眾國將維持能夠對抗所有妨害臺灣人民安全及社會、

經濟制度的武力行使 ，或其他強制方式的能力」等事項均規定為美國

的政策。同時為促進上述事項，美國應該提供臺灣「能夠維持充分自

衛能力所需數量的防衛性武器及人力協助 J 0 1979 年 4 月，參眾兩院以

足以對抗總統否決權的壓倒性票數將法案通過，儘管此舉激怒了中國

的讀導人 ， 但卡特仍不得不在上頭署名[同前

當美國政府軍毆暫時中斷的對臺提供武器之際，中國便展開反

擊。當時 ， 美國的政權已經轉移至共和黨的雷根于中。政權內部雖然

檢討了臺灣方面「要求出售 F-X戰鬥機以作為 F-5E 後續用機」的問

題，但中關方面卻聲明 ， 不僅必須停止出售 F-X .對臺灣出口武器的質

與量亦應限制、漸減，最後達於停止，更以降等雙方外交關係來反覆

要脅美閱。雷根政府雖然放棄出售 F-X . 中關仍然安求美國設下武器

出售的停止期限。雷根政府內部在有關對中間方面壓力的回應上歧見

漸j菜，主張對中國讓步|而與白宮對立的國務卿海格 (Alexander Meigs 

Haig ‘ J r. )被迫辭職 ， 雷根拒絕定下停止出售武器的期限。最後. r 中

美對臺軍售的共同聲明 J ( (八一七公報) )於 1982 年 8 月 17 日公布，

中美外交關係則未降等〔高木，前揭: 132-133 J 。

根據孟捷慕 (James Mann )的見解 ， 有關達成此-聲明前的交涉

過程，連美國政咐內部對中國最有好鼠的官員都認為是「不能將北京

當作交涉對于的典型案例 J 0 ( ? / (Mann) .前揭: 195-196J 在公

報中，美關方面成受到白身接三連三地被迫做出對毫灣揖端不利的聲

明。他們被迫再度確認同意{上海公報}以來巾倒在直在灣問祖上的立

場，甚至在表明贊|叫什!闢「祖國和平統 J 呼籲的同時，也被要求應

在軍售問題上聲明「不將對空軍售作為長期政策 : 賣給華灣的武器在

性能及數量上 ﹒ 皆不得超越r!l美建交後最近幾年的J_k准，對毛王軍售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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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階段遞減，對於在一定期間後達到最終解決應有所準備」等等。

但是 ， 雷根在其後立刻開始悄悄地架空這項共識。雷根政府在

公報發表前，即透過美國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處長李潔明( James 

R. Lilley ) 向蔣經國提出所謂「六項保證 J (李潔明 . ..，∞3 : 228 J 。

雷根自己又對國家安全會議亞洲部主任席格爾 (Gaston J. SigUL J r.)口

述了自己對公報的見解。其大意是 r 闢於美國對臺出售武器的減少，

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遵守和平解決與臺爭端之約定為條件。這才是美

國外交政策的永久規範」、「供給臺灣武器的質與量，乃依中華人民共

和國所構成的威脅而定。臺灣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防衛能力，在質與

量上皆必須維持 J '雷根令國務卿舒茲( George Shultz) 及閻防部長溫

伯格( Caspar Weinberger) 在這份備忘錄中署名，並保管在國家安全會

議的保險櫃裡〔同前: 229) 。根據孟捶慕的敘述 ，往後每當對毫灣武

器出售發生問題﹒當局都會將這份備忘錄從保險櫃中取出，確認這是

雷根的解釋( ?:/ (Mann) .前揭: 196 ) 。日後政權官僚們也持續遵

守的這份「雷根備忘鋒 J .顯然就是針對上述公報 rp未列明條件的補

充，也將美關政府立場往{臺灣關係法》拉近。

在對中建立外交關係的同時，美國雖然放棄了防衛臺灣的義務，

卻說得上是藉由制定{臺灣關係法〉﹒保留 f防衛臺灣的權利〔松田，

1998 : 157 ) 。要是與中關約定了對臺出售武器的停止期限 ，等於就是

放棄這項權利﹒對臺灣情勢也會帶來深遠的影響。美國於最後關頭踩

住了腳步。在東西冷戰結束前的 1980年代 ﹒ 中美彼此承認對方的戰略

性價值，美國對臺軍售雖然規模不大﹒但有關尼克森政府以來臺灣政

策單方面向中國傾斜的走向，在此可說是踩 f煞啦。 1991 年， tl l 間自

。 r ~J百倚在 廿一 iitEEE;電 "!:1~ i:4é 往 事 先下快斗問"fl -r 會主:;'~~1 1: t了 tF1: 至軍

售」作草寄~ '-0 W. 主;電卒，賈奎弩?，? :3;仁"可若有但 只會 r;j~， f%-}-':,. 臺暫嘿!于去 r.考

究更令 h 圭 i會三哼尺之 3品 主 ~.1: 宮，可''Ë~f.[ ~t.;更三公口夢_.三共品，三是'-:"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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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購得先進的蘇愷 SU-27 戰鬥機後，共和黨老布希政府在決定向臺

灣出售 F-16 時. r 雷根備忘錄」應該也發揮了效果。其時 ， 有關美國的

對臺政策. (臺灣關係法}也被評價優於{八一七公報}。以國內法制

定關於其他大國視作自身領土區域的國防安全規範，總統口述的一張

備忘錄可以架空政府之間共同聲明的主旨 ， 這果然還是唯「帝國」政

府方能為之事。吾人可以說，美國在躊躇之後，還是選擇了將臺灣留

在帝國體系之內。

(2 )作為曖昧臺灣海峽秩序的「七三年體制」

1970年代末期，巾華人民共和國與臺灣「中華民國」的國際地

位逆轉 f 。與北京維持外交關係的國家，對臺灣迴避官方關係只保持

「民間關係 J (非政府關係) ，以政府為對象的國際機構亦拒絕臺灣。國

際間這種對臺態度﹒雖然肇端於美、中兩大國的彼此靠攏 ， 但早在美

巾建交前，聯合國相關的國際機構泣日本等西方諸國便已陸續採取。

當然，有關這點，並不存在正式書面化的多關共識。

不過 ﹒ 各間在表現一定程度動搖的同時(從而，也因此事與中國政

府歷經摩擦) ，仍依此安排來與臺灣接觸，形成一個圍繞著臺灣的國際秩

序 ， 從某種層面來看，應該也可稱之為一種國際體制。原本 ， 這個發端

是肇於美中靠攏，具體而言則為 1972年美關總統尼克森的訪中及〈上海

公報) • I大l此本文在此將之稱為「七三年體制」。 lu 身為當事者的中閥及

臺灣，雖各白對這個體制抱有不滿(一方面也促使各間態度轉變到對自

10 :!l" . "1 年 1有討論者牛羊 J'" 緊 i手斗質化 日生t f.!: <.趕回臺早艾滋身旱情呢烏 七二年遭

f. f:~ :.;' ::!003 "~~至 ~(X )7a fi\ :I1 ~IX)7b ~~， r- 身:;~ ~~ S~ L 一年噎互 之 -0 玄

之研亡 的 ~1~ j:是在~~奇主想乎有計 s: -:.-i, "是程中. ~:- i: 會海峽 P~=/ 伐封底療體制、

l訂直等等奎守口 Jk~ 至 4 千九茍-J:.;';.，、 主三日奎._;.:: ，~ι 王三嘆 7 仁一三f-~幸 和本書

巧情 1~ 七二年噎哼! 可>E 哩乎可 ~C;J 具有待考的情$:噎早先是 dt 噎祟的垃幫 閑山

l'吉三是玄學 EZ 體手三者刀司有'~ .~ 主E Ji0年體和 表J足于2 日 Æ 芳:是偉長J /} 'i .\中
央主耳正!污 w ，~ 叮 叮垂 ß'空手一管得慢﹒← 七二 lf 哩主 中再 ~4在 再強化宮'~ l/ 日 美
丐{羊毛要在L *-:"' 臺勻耳目 唔，去 伊 習結慢 青 lt 但基月~ !平草了7 日查出Iìf.:，n哥#使~I:哩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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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有利的方向上) . 但總體而言 ， 仍然不得不消種地接受這項安排 ，此狀

況一直持續至今日。

如前所述 . r 七三年體制」正是中華民國畫灣化這個政治結構變動

之敢動、進而展開的外部環境。如果把將臺灣定位為冷戰前哨墓地的

國際體制 ， 依美國介入臺灣海峽之年而稱為「丘0年體制」的話 ， 那

麼在此架構下獲致成功的「協力者 J . 也自然不得不接受帝國變更戰略

所導致的 ， 從「五0年體制」到「七二年體制」的轉換。這個衝擊敢

動了中華民國的臺灣化。本章將探討此一過程。此外. 1 980年代末以

降中華民闊臺灣化的正式展開 ﹒ 可以說一方面受限於此一體制所設條

件 ， 一方面也成為攝動體制的一個直接因素 ， 促使二十一世紀的臺灣

海峽形成新秩序。

處於美中兩大闊夾縫之間的小闕 ， 其政治結構的變動之所以能成

為攝動「七二年體制」潛在且直接的因素 ， 乃是因為此一秩序原本就

是建立於兩大國間不安定的妥協之上，亦即美國的「和平解決」原則

與中間共垮黨的「巾國內戰」原則之間的妥協。將中華人民共和國視

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而迎入國際社會 ， 並與「中華民國」斷交 ， 為

時雖晚 ， 卻也等於是在國際社會中 ， 給予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內戰勝

利者的果實。可是 ， 這個果實對巾國共產黨而言很難說得上是十分甜

美。美國呼籲臺灣問題要「和平解決 J . 對臺灣繼續提供國防安全的承

諾，在共產黨眼中則是平涉內政。巾國共產黨的「中國內戰」原則和

美國的「和平解決」原則 ， 極端說來是無法並存的。因此 ， 兩者的妥

協即便在現實上再怎麼長存 ， 原理上都只是暫定的。

或許 ， 對於 1 970年代追求改善對中關係的美國政府內部戰略家

們而品 ， 這個矛盾問題並不大。 月方面 ， 尼克森總統在交涉之初 . t!fJ 

以近乎全盤接受的態度 ， 同意 [1 1國方面有關垂灣問題的主張 ， 並以此

為前提投想了第 ~ fl期後半的建交 ; 同時 ﹒ 以「人權外交」為招牌的

卡特政府 ， 在與中[喝交涉建交峙 ， 亦尋求與尼克森政府相同的相宮、外

第三章 不合理體制的惡化與調整一一歐動過程 133 

交。從上述交涉過程中 ， 美國並不熱衷於從中國政府主張中得出「和

平解決」承諾等事例來看 ， 可以窺知美聞戰略家是如何地看輕這些矛

~ 盾。 11 當時臺灣雖在經濟方面搭上美日的貿易連結而順利發展 ， 然對美

國而言其規模尚不大，且若從對蘇戰略的觀點出發 ， 以將中國拉攏到

美國這邊所得之利益為前提 ， 如果臺灣被中闊合併一事能夠和平地進

行 ， 那麼以此作為代價 ， 應該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12

只是 ， 若中華人民共和關要求的「毫灣統一 J . 是要訴諸非和平

手段 ， 那麼理當不在此限。一般認為 ， 美國之所以未從中國政府方面

得到「和平解決」承諾便進行妥協 ， 其背景乃因為判斷以當時中國的

軍事力 、 戰略環境及內政情況來看 ， 其訴諸非和平手段的或然性極低

之故。平松茂雄就這個判斷的直接因素 ， 舉出如下三點 : 司中國軍隊

欠缺跨越臺灣海峽 ， 侵犯臺灣的能力;三由於與蘇對立 ， 中國必須考

慮「來自北方的威脅 J .空中關豈有使「改革開放」這個攸關政權正統性

的近代化計畫成功 ， 與美國 、 日本及西歐等國的經濟關係發展不可或

缺 ， 武力攻擊臺灣將使得此一關係惡化。筆者在此想再追加一項直接

因素 ， 即~(上海公報〉中 . r 美國認識到 ， 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

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闕 ， 畫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段字句的意之

所指。也就是說 ， 當時的臺灣由闖民黨進行一黨專政 ， 而國民黨也堅

11 全德芳( June Teufc1 Dreyer 指出 當時季辛吉考哩的最﹒切何~畫 .. ~LJ.某種形式被中華

2、民共←莖''Z J失守次是程 7 要太迂難看 Drc}cr. ~006 

12 代1! Anhur Wa1dron )指出.在現今對中 對臺Ji{~哥兒形的 1970 年代 -~(預測臺灣當

茍一旦共美 J.\'Z 吧?已多數出身自中官大陸:r;斐，曾統治者一 *迪之武裝是t Ji{權維持的

;+f費 苦哼哼意見，可~Jk:~ 妻"!'t\眾的意臂一﹒:草行問:電。自跨出巨﹒自身份已會取得在由思 Iiz 哼

內諒自7 名譽=:s L而回到口巨 史此，卡特 fz 府當初弘唱忠、長達~妻間悍的機關。只考喔

，羊毛一它只是r.直是三走向1:1: "1 ~~嚕tl按 可~ r ~、， • \ \ 'aldron ~005 -l 1--l2 從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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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一個中國 J . 嚴禁「臺灣獨立」的主張。上述問點 ， 可以說與美國

方面妥協的背景同時構成了「七二年體制」安定的要件。

手於 ， 周恩來在當時尚未公諸於世的領袖會談巾 ， 與尼克森兩相

叫陣時所表示的「我們完成的應該會比現在所約定的更多吧? J (毛里

譯 ， 前揭 : 198 J 期待 ， 最終卻是落空 f 。若從第一輩所述「作為各帝

國邊緣的臺灣」這個觀點來看 ， 美國國會對尼克森以來持續進行的對

巾祕密外交做出反擊而制定〈毫灣關係法) . 或是為防止{八一七公

報}政策失算之影響的「雷根備忘錄 J . 皆可說是「無殖民地帝國」美

關意志的體現 ， 即使承認中間共建黨的「內戰原則 J . 終結「圍堵共產

中國」的政策 ， 卻仍欲將是灣編入其邊緣。

按照第一-章所介紹之山本吉宣「美國帝國論」的說法 ， 美國雖然

由於對越戰過度介入而導致開內政治危機及經濟負擔圳大 ， 以致縮小

了帝國體系的上層結構(自臺灣撤去軍事設備、終止軍事援助 ， 以及

廢除軍事同盟條約)及變更行動方式(為了對蘇聯取得權力平衡而進

行的美中靠攏 ， 即「普通大闢」外交) . 但在體系下層結構中 ， 美間

所保有的相對於他國力量的非對稱性並末消解 ， 而且其上層結構亦未

持續縮小。藉由《垂灣闢係法〉對於持續軍事保障所做的承諾 ， 以及

其巾所蘊滷的政治支持之持續和對中國之牽制力 ， 美闊繼續讓空灣留

存在帝開體系內。從美闕帝岡體系變動的觀點來看 ﹒ 所謂「七弋年體

制 J .可以說是 1 970 年代結構暫時縮小時形成 、 並維持於臺灣海峽的

秩序吧。不過 ， 這個秩序在原理 t充其量只是暫定的。

這樣的變化 ， 讓戰後畫灣國家仍舊持續曖昧認同 ， 孕育出「民主

化與毫簡化」的結構變動 ， 也迅速深化美閱帝閥體系內進退兩難的問

境。從這層意義而，"'f • 1 970 年代初期寄:灣的「巾蒂民間」外交危機 ，

也是「丘0年體制 J f暫時性的安定後 ， 臺灣對外認同危機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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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國的新臺灣政策與臺灣的因應

亡 ( I )從「解放臺鴻」到「祖國的和平統一 」

中國在 1 970年代初的向美靠攏中 ， 雖成功地扭轉國際地位 ， 卻無

法在預期時間內完成外交關係的建立 ， 再加上本身政治不安定 ， 因此

到 1 970年代末為止 ， 在對臺工作上並無值得一提之處。周恩來雖然在

與尼克森的祕密會談中 ， 表明將「和平地 J r 投資時間」致力於「解放

臺灣 J (毛里譯 .200 1 : 146-1 -l 7 、 21的。但據松田康博的詳細考察指

出 ， 有關此一時期中國統治官員有關臺灣政策的發言 ， 在中共領導人

公開的言行及媒體報導中 ， 並未出現 1950年代後半短暫提倡的「和平

解放」字眼 . r 到處可以看到無法徹底回到『和平解放』路線的痕跡」

〔松間 . 1996a : 42 J 。不 j再說 ， 在臺灣民眾眼中看來 ， 苦於收拾「文

革」餘坡的中國是不真任何吸引力的。

中國發動新臺灣政策 ， 與美中建交幾乎是在同一時期。新政策之

所以可行 ， 是因為鄧小平輕歷了毛澤東死後的混亂而復出 ， 共產黨總

算得到強而有力且穩定的政治頭導人。因為 ， 一般來說 ， 國家若是處

於脆弱 、 不穩定的政治領導下 ， 便只能沿襲既有路線。

新政策的內容可以整理如下 : -.0以「一國兩制」來呼籲「祖國統

J 三對臺灣提供經濟利益 ; 主進行擁護「一個中罔」原則的外交鬥

爭及軍事建設。換言之 ， 中閱對臺政策新條件下的基本態度 ， 就是藉

由外交鬥爭及軍力的增強 ， 來確保臺灣不會脫離「一個中國」框架。

他們在政治上提出帶有一定程度彈性的統一構想 ; 在經濟上 ， 則將臺

灣社會捲入中國經濟的發展中並給予利益 ， 牽制 、 拉攏以國民黨為主

的臺灣各股勢力(套用中間共產黨的政治用語來講 ， 就是「統一戰線

工作 J )。其目標是將空灣逼人中國設定的「一個中國」框架中 ， 促使

堂灣坐上統一協商的談判桌。這個對臺新政策中顯見的草本態度 ， 即

使是後述的「第7次國共合作」路線因臺潤的民主化而破滅 ， 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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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

鄧小平在 1980 年 l 月將臺灣「回歸祖國」揭示為 1 980年代「二個

主要任務」之， ﹒ 1 983 年 6 月亦表示 r 90年代也必須這麼做」。即使巾

間以 r 國兩制」的方式﹒使香港及澳門分別在 1997 年及 1999 年「凶

歸而且闢 J ' 然而與臺灣之間則連協商都尚未展開。不過 ， 這個新政策

逐漸給畫灣帶來更深更複雜的影響 ， 其原因為 : 第一 、 中國與新臺灣

政策同一時期轉換且深入施行的「改革開放政策 J '是一具有整合性的

政策 ， 並充分發揮了臺灣與中國大陸間既存的經濟互補性 ; 第二 、 中

闊最終獲得 f與美國建立外交關係 、 令美國放棄對畫的政府間防衛協

定 ， 以及牽制臺灣外交行動等更加有利的條件。此乃本書將中關視為

中華民國臺灣化正式展開之重要角色的原因。

有關 3 所提到的外交鬥爭 ， 前述迫使美闕簽 F (八一七公報}的

外交即搞一例。而國際社會問中臺外交鬥爭的深化，則是在臺灣內部

民主化有一定進展 ， 以及 1 980年代末李登輝看準中國內部挫折( r 天 心

安門事件 J )而展開「務實外交」以後的發展 ; 至於中臺關係中有關軍

事方面的問題再次浮上撞面 ， 則是 1 990 年代初蘇聯崩解以後的事。因

此 ﹒ 有關上述立的面向 ， 本書將放在第八章討論 ， 在此僅就 1 及 2 概

述之。

( 2 ) 鄧小平的「祖岡和平統 J

眾所周知 ， rt1 倒共戶主黨於 1 978 年 1 2 月召開第卡一屆三巾全會 ，

在鄧小半主導下放棄毛澤東時代封閉的發展策略 ， 將國家政策轉換為

r (科濟體制)改革與(對外)開放」。在會議召開前日的 1 6 日 ， 亦

即政府當h，)發表將與美關建 Îl外交關係的記者會巾 ， 並未使用「解放

畫問 J -詞 ， 而在 n 口的〈三中全會公報}裡 ， 也以「祖國統 J 取

代[ r 解放」一詞。接著 ， 在美中外交關係開始的 1 979 年元丘 ， 又以

全悶人民代表大會(令關人大)常務委員會名義 ， 發表{千奇裝灣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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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 r句「贅灣當局」及「臺灣人民」呼籲 ' 共同致力於「祖國和平統

一」及毫灣與中問大陸間的「三通 J (通郵、通航及通商)與「四流」

(學衛 、 文化、體育及工藝的交流)。

「解放臺灣」一詞 ， 具有在統一之際 ， 強制將臺時社會經濟「社會

主義化」的會意。對此 ， 鄧小平所持有之在不變更毫灣現行制度前提

下的統一構想 ， 雖然在 1 978年中 ， 就曾在未載於中國國內媒體的對外

非正式發言中表示過 ， 但其正式發表 ， 則要等到 198 1 年 6 月 ， 鄧小平

就任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等黨內領導權的最終確立後 ， 才在同年 9 月

30 日由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葉劍英 ， 以談話的形式發表。 此即

包含了邁向統一之進程及統一後國家體制構想 ， 俗稱 「葉九條」的九

項方針。 13 其重點整理如下 :

Îì~了實現祖國統一 ， 共建黨與國民黨在對等立場下進行第三次

國共合作。

空實施「三通四流」。

T 統一後臺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 J ' 享有高度自治權並保有軍

隊 ， 中央政府不干涉地方事務。

4 臺灣現行的社會及經濟制度 、 生活方式不變 ， 同其他外國的經

濟 、 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產 、 企業所有權 、 外國投資不受侵

犯。
(含臺灣當局與各界代表 ， 可任全國性指導職位 ， 參與國政。

官臺灣地方財政困難時 ， 由中央政府酌予補助。

了保障臺灣住民定居大陸 ， 及和畫灣的自由往來。

E 歡迎毫灣正商界人士到大陸投資 、 創業 ， 保證合法權益與利潤。

學歡迎垂灣各界人上有關統一的提案。

這裡提示的統一後國家構想(Q)與@) ， 不久就以「一國兩制」的

13 叮嚀女特-Iz i~ 封 誓言?、 谷 :r æ 申嗔 199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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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定型化 ， 且作為唯一口I行的統一方式在國內外宣傳。「特別行政

區」制度列入空年 1 982 年 1 2 月改訂的憲法中。鄧小平雖然如前所述拒

絕「承諾不行使武力」 ﹒ 但與「改革開放」國策具有整伶性的新毫灣政

策，足以「和平統 J 為主、「行使武力」為輔的政策〔松出 ﹒ 的出 :

27J 。就此而莒 ﹒ 口J說這乃是一個順應 r í 七:年體制」的政策方針。

如同上述 ， 鄧小平藉此迫使雷根政府對臺灣停止提供武器。

í 國兩制」的方式在當初雖然是以臺灣為構想對象 ， 但如同後

述 ， 臺灣的蔣經國 、 國民黨政權對此不予回應 ， 再者中 、 英之間不久

後便展開有關香港回歸的談判 ， 使得此一方式首先適用於香港。經過

1 984年的中英協定， 1 997 年 7 月 i 日「中莘人民共和岡香港特別行政

區」於焉質現。至於葡萄牙政府統的 F的澳門 ， 也在中國與前政府的

協定下，於 1999年實現了同樣的結果。

í -葉九條」內向的新空灣政策 ， 雖然延續之前的草本態度 ， 悄告

將之作為 1 980年代初期對毫統 4戰線 E作的一環來看 ， 可以說它是

將焦點集中在蔣經關政權體制下的菁英 ， 乃一要脅「城下之盟」的勸

降書。有關香港 ﹒ 共建黨是打著「港人治港」的 r 1號來提出「一間兩

制 J '他關於臺灣則嚴格禁止同樣的說法( í 臺人泊臺 J )。這是因為

香港是英國殖民地 ， 需透過與英協商達成「回歸祖國」 ﹒ 反之 ， 去倚在

rj 11!祠的存社巾則是屬於 í I tJ 闊的 4部分」。

不過 ， 松田康博研究鄧小平將是灣統-視作 í 80年代的任務」

峙 ， 觀察到他進想拉著蔣經國(當時已患有糖尿病)亨外有勢力還位

居權力主流峙 ， 與他們展開對話。在維持著「中國國家體制」的「遷

出者優 íiL體制」尚米從根本改革的狀況 f ' 所謂的「毫人泊益」 ﹒ 際

fT 了本省人藉以打倒現有體制等不利的可能悅。真11向本單後續討論

地 ， 從垂美斷交到 1 980年代前芋 ， 關上是黨處於內憂外患的危機ql 。在

此情況下， '1 1 閥期待將輕間與其選擇~主化 . -1'I.I IJ選擇「 怯j兩制」

以繼續維持一黨專政體制。換兵之 ﹒ 所謂 í _ ~喝兩制」政策 ， 是 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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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獨裁體制為默契前提」的政策〔松田， 1996b ' 

(3 ) 邁向通商之海一一蔣經闊的「 三不政策 J 與民間交流的開故

1979年元日 ， 中 i司政府在向臺灣呼籲「王通」、「凹流」後 ， 開始

接-連三地採取相對應的圍內措施 ， 這就是所謂「對臺灣統一戰線工作」

的活化。作為對「全國人大 J (告壺灣同胞書}的呼應，國務院民航總

局、郵電部 、 對外經濟質易部等機關 ， 均表明希望就 í~通」的具體措

施和臺灣有關單位協商 ; 至於「四流 J ' 中華體育會亦持續呼籲與臺灣

體育界人士就交流措施進行協商。政府的各部門陸續設置臺灣事務部

門 ， 而各種「統-戰線組織」也接連設立 14準備與臺灣全面接觸。

在經濟面上的誘因亦按階段進行整備。 1 980年 4 月 ， 中國將對臺

貿易視作「間內貿易 J ' 採取 f免除關稅等優待措施，自月在臺灣對岸

的福建省廈門設置經濟特區 ， 期待來自畫灣的投資。 1 983 年雖然取消

f免稅措施 ， 相對於經濟特區的投資則給予減稅等優待〔松田 ， 前揭 :

129-1 30 ; 若林 ， 1 987 : 39 1 J 。

對於中國的「和平統一攻勢 J ' 臺灣方面是以「不妥協 、 不接觸、

不談判」 ﹒ 即所謂的「三不政策」來應對。蔣經國在美中建交之際的總

統聲明中 ， 表示「中華民闊政府在任何狀況皆不會與中共政權談判 ，

也絕不放棄光復大陸 ， 解救同胞的神聖使命。此一立場絕不改變。」

這段接站 ， 很快地就被稱作 í 不政策 J (若林 ， 前揭 : 393 J 。

在政治及官方面向上 ﹒ í 不」勉強算是堅持住 f 。但經濟面以

及民間的「不接觸」則是不 IIJ能的。有關其背崇 ﹒ 可以指出的是 : 第

l斗亡針守 f 門 -iJ :t J\ 何- ;;~宣誓，奇事 哼哼，至 17 h; r. J 齊 .a ~ f:. ;''t 置 ?:1堅智仁賀司(!i

餒，~ .f主f!.f~ ~ ~ 、 f .!{, i.. 17 " ëj 草率; ~超華1; ~.. 1::' l~.:1 會 i.-~~♀丈 i哼了丐竺叫 高r~建立生可

:;-z;于"~聖費五矜持 μ 正 在埠-疚。車組織-r查 研'. a~ 二血吾吾全玄奎曹南.f:.~畢誼會、臺 j彎

]學會 令 F~ -f寶石主會見苦二字亟苦，是叮叮l 學會等 '_, J1 1996b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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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1 979年元旦(就結果而言 ， 與美中建交同時)起國民出國旅遊自

由化。國民經濟水準的提升使此一需求升高 ; 並址 ， 由於和各國間沒

有外交關係﹒所以在政泊上有依據民間交流來強化維持「寶貴關係」

的必要 ， 這是其決定性背景。第: 、 可說是「中學世界內第 f地區圍

的香港 ， 在 [1' 、 全直接交流歧來往門檻依然很高的情況 f. 口J成為臺

灣海峽兩岸間物資 、 人 、 資金及資訊的中繼點。第三 、 由於當時中國

輕忽民生用品之產業結構及發展 ， 造成經濟上的落差 ， 使得中臺經濟

之間相互貿易或來自臺灣的投資具有其互補性。

在中國大陸擁有親屬的臺灣人民，或前往香港或東京等第三地與

中國大陸親人取得聯絡 ， 或在當地與親人相會 ， 甚至也出現悄悄回到

中國大陸的人 ， 其數量顯著增加。“而且由於「黨外」勢力挑戰所造成

的政治自由空間漸次擴大 ， 也出現了退伍老兵們訴求解除返回大時限

制的社會運動. r 黨外」勢力由於本身立場也是尋求那些因反對國民黨

而不被准許歸闊的在美、在日流亡人士自由歸國，於是對於該項訴求

亦給予支持。

儘管當局有所限制 ， 然而經由香港進行的間接貿易非常熱絡 ， 伴

隨著當時中國民生相關製品需要急增 ， 臺灣產業較為擅長的電子計算

機及日用雜貨等輕工業製品凶而流入大陸。臺灣漁船則是透過設置在

福建省沿岸等地的「臺灣漁民接待站 J . 以賀易方式(從臺灣當局的角

度來看是走私貿易) . 將用計算機交換帶回的中國茶 、 茶器及中國酒等

萃 ， 公然在堂北等地販售。

形勢所逼 ， 政府不得不採取鬆綁措施 . 1 984 年 3 月解除 15 7 項「可

能由大陸進口的貨物」之進口限制 . 1 985 年 7 月方針轉向默認「間接貿

易 J 0 1 987 年又如後述解除長期戒嚴和攜出外匯的限制 ， 同時更開放在

的 19X7 主 3 月.~控告f d台守空﹒島公有雄，宇宙 包會當局戶革提前斗。00 吾吾考古內，守主~~! I 萬

'， 37 壹灣注仗f 往弋陸 考抹 19X7 .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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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有二三等親以內親屬的人 ， 可以前往探親。這個限制後來又逐漸放

寬 ， 此乃蔣經國晚年重大決斷之一 ， 也是中臺關係初期階段中的決定

恃突破。

彼時﹒巾於{廣場協定〉的口國升值帶動臺幣升值、泡沫經濟帶

來的地價高漲、結構性勞動所得增加 、 環境保護運動高漲等問內投資

環境惡化 ， 以及先進關家貿易保護主義的登場 、 以勞力密集產業為主

的東南亞國協 (A SEAN) 的急起直追等因素 ， 作為勞力密集產業推

手的中小企業 ， 陸續將工廠遷移到東南亞各國或中國大陸。這樣的投

資 ， 又增加來自臺灣的中間材料 、 半成品等的出口 ， 使得來自臺灣的

投資開始擴大貿易的循環〔若林 . 200 1c : 2 5 2 ) 。

如此 ， 中國對臺灣採取新政策的數年之間 ， 臺灣海峽就從「分斷

之海」轉為物資、人員、金融流通的「通商之海 J 0 r 通商之梅」拉近

r兩者的距離 ， 儘管「第三次國共合作」無疾而終，但中國新政策的

基本規毫仍然是有效的。

不過 ， 早在大陸探親解禁前 ， 蔣經間便做了晚年的另一個重大突

破 ， 亦即政治的白由化(允許民進黨成立 、 解除長期戒嚴)。而他在此

一決斷後 ， 卻旋即去世。這造成戰後噩灣國家首次出現遷占者菁英的

「最高領袖」不在的狀態 ， 中華民國臺灣化從此正式展開。只要中閻共

產黨拒絕民主化 ， 其官方民族主義又無法包容從空灣歷史中所生出的

一種獨特「中國性 J (C hineseness) 16 的時候 ， 中苓民國臺灣化就是使

臺灣遠離巾間的動因。而所謂中華民國毫灣化的展開 ， 也被「拉離中

畫但又難以抗拒地連結 ， 在根本上相互矛盾的衝動 J ( Tucker. 2002: 15 ) 

所牽動。

16 這遙遠拉;，句 3 之~ -:.. 1é 1:書已定義者也早已 f; ;!1里住 已建主，!，lJf ~可吉、王義的言 iil

中 成功作為字*哥哥 4賣身生 Ta l\' anesene;s fl守規令寸、宣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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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r 1_大建設 J )寄各層面〔石林. 1997 : 123-128 ) . 但從本書觀點而

ι - 最重要的無非是 l 國會部分定期改選制度( r 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

取 J ) ; 2 政權人唱的臺灣化 ; 以及 ， 晚 f數年後實施的主包容臺灣的

丈化政策。

不合理體制的享化學2輛警一一敢動過程章一
一

第灣政台史一一中華民國臺灣化的還程

二 、內部過程一一從體制調整到體制轉型

1.美中靠攏的衝擊和蔣經圓的體制調整

章說後142 

( 2) r 增額'1'央氏意代表選取」的質施

臺灣的闊會 ， 也就是「 ι1 1央民意代表機構 J .在當時僅由在中國

內戰中選出的民意代表來維持。此一不合理現象 ， 經常為臺灣省議會

的非國民黨籍議員所指摘， i 國民黨本身也 f解此一情況。因為 ， 隨著

時間流逝 ， 重要的「法統」實體將自然消誠。「增額選學」的制度 ， 在

決定將介石總統阿迪任的 1966 年國民大會巾提案 ， 但未獲通過 ， 最後

實現的是只補充「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不需改選的民意代表)的

「增補選 J . 故於 1969 年實施。

為了實施「增額選學」而進行的{動員散亂時期臨時條款〉修訂

准備 ， 是從國民黨政權對尼克森總統對巾政策開始抱有疑慮的 1969 年

開始 ， 有三 1972 年終於實現。 1972 年 3 月 ， 在尼克森訪中的隔丹，於確

定蔣介而丘連任的〔松凹. 2006a: 75) 國民大會中通過此案。在與日

本草閱陸續斷交的同時 ﹒ 同年. 12 月實施 f肯次選舉。如同後述 ﹒ 在對

外認|吋危機開始時爆發自知識分 f的革新主張巾 ， 雖然也有「國會全

面改選」的聲音 ﹒ 但在闕民大會的場合中，卻沒有任何寸生可以代站

發 t 了。

此一制度的LÞ-:點 ， 就是 1 r 自由地區 J (國民黨政府有效統治地

區)歧海外僑選rjl央民意代表名額大幅增加，的者是透過普通選息，

l呵?究 f ;1，斗笠 、 : 于.?， I哇 , 丸 '1; ，..~ 'Z 之一 手呢~弓

元月f. - 'fJ 弋 1t f子 I~' 主?是反們 手'1'司空可議會賞;可叮咚金﹒欠 1 '150 年代至 19的年
代宰亨土 待費.:~ i 且 糞土豆會 :犬 t;呈 1-;.皇之 Æ l~，才會l:.-::全 EEJh-ιJ. 且永臺 1;乎?

< Zq f失望 L TF 苟言'i .~至量三只亡于、古今文支 持(品 ~()()I 151-1 焉。 有先字的主

a.. [;了，只之 1 <1 70 ". '弋，i'事 j扭頭雯毛主 i71'.í.弓

蔣經國在權力競手上的對手陳誠於 1965 年去世. 1970 年代初期，

在「中學上是關」面臨前所未有之外交危機、亦即持續至今的童灣對外

認同危機開始之時 ， 將在體制內外都沒有足以匹敵的挑戰者 ， 確 ιr

他在日後屢屢被稱為「強人 J (strongman) 、在黨國體制各環節中威信

無所不歧的強勢領袖地位。臺灣核受對外認[0]危機的政治過程 ， 便是

「強人」蔣經關對體制內各環節不予保留地行使駕取能力、開始進行體

制調整，以繼續維持體制的政泊過程。這雖然只是，種不碰觸「中闕

國家體制」歧「遷占者優位體制」骨幹的調整，卻真有利用內部正統

性的強化，來彌補體制外部 lE統性所受打擊的政泊意渦。

在美國帝國體系邊緣以「協)J岳」角色獲致成功的國氏黨政權 ﹒

雖然在「圍堵共產中國」的戰略範圈內 ， 對權盛頓有較強影響力 ， 但

對於美闕朝縮小帝闢體制方向轉變的帝國戰略本身 ， 卻是真可奈何。

隨著美闊的戰略轉換 ， 其「反攻大陸」的神話亦明顯崩壞 ， 儘管如

此，只要不接受共產黨以新臺灣政策作為「城下之盟」的誘惑 ， 那麼

遷占者國家就會逐漸被迫必須正面地面對臺灣社會。這也就延中華民

間臺簡化之所以在原本單純的體制調暫改革中殷勤的原因。

幸虧 ， 蔣經國和其他 [ciJ樣直接面對 f外交危機的亞洲分裂國家領

袖不[，;J . 擁有所謂黨附體制這樣 個強而有力的政治 E具。 I !l於他的

徹底掌握'4'能夠採取開放部分遷 I'i -ft汗英權力、以擴大垂問社會支

持之徵集範[刻的政策， 1972 年 6 } J 就 íl行政院長後 ﹒ 蔣經 l峭的多 fflÍ I('J 

改革﹒遍投口吏的風紀暫且;f~ 、企業徵稅體系的強化、 I封家主持之人，規

模交通運輸墓禮建泣的整備 ， 以技化學、軍r.業的投資(也就足所謂

( I )以強化內部正統性彌補外部正統性缺t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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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則由總統遴選以進行定期改選。三「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 J (內戰

時期當選的民意代表及「增補選」當選的民意代表)不改選，繼續行

使職權。在「自由地區」舉行的選息，除了中選區制的「區域選息 J ' 

還有原 ít民族的特別名額( Ul地山胞歧半地111胞)和社關主義的職業

問體名額(商業圈體、王業團體、勞動悔!體亨)。此外，監察委員叫:正

透過臺灣省議會歧臺北市議會(高雄市刊後升格為行政院直轄市後的

市議會亦然)實施的間接選舉。至於中央民意代表的任期，國民大會

代表及監察委員是六年，立法委員是三年，直到 1989年最後一次選學

為止，立法委員選舉躍行 f六次，闌大代表選舉及監察委員選舉舉行

了 f次。 1978年的選舉，則由於選學期間美巾發表建交消息，而在總

統緊急處分令下中止，延到 1980 年質施。

這個名為「增額選舉」的制度，一直到 1990年代初「憲政改革」開

始為止，部持續顯/1'出恆映蔣經國體制調整之窘境的歧義，性 (aπ山guity) 。

表 3-2 顯示屯法委員泣關大代表選鼎中「區域」名額的各黨派選蝶結

果。如表所示，國民黨在所有選舉巾都獲得近八成的席次，同時得票

率在 1970 年代也超過 700/0 0 í 增額選躍」從「中華民間」闢會總顯來看

是部分改選，但自實施地區來看則是一幢大選。只要國民黨在允許 4

定名額非間民黨候選人參加的前提上獲得高得票率， í 中華民間」有效

統治區峙中民意對政權的支持 ij_場，便可以定期地更新。

當然，吾人不能將這種選權和民主體制下的大選等同視之。整體

rfrJ仁:岡會巾 4t:改選民意代表仍市絕對多數﹒ tm L~有總統捐名的「海

外華僑」名額，選舉結果無法左右政權走向，此點從一開始就相當明

向;再者，長期戒攝下政治上的自由限制依舊存在。由於只有在Jf-:式

的選舉活動期間，候選人所受的」論限制才能稍有緩和，這使得選躍

期間被稱作 í (戒嚴體制 F的)民主假期 J .但非國l(黨人上泣不被允

許另組政黨來參與選鼎的(即「黨禁 J )。即使如此 ﹒從 -f[以來被封

鎖的巾央層級上打開政治競爭空間的這層意義來右，這項改變 I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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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中央民意代表補完/增額選舉「區織」名額中各黨派席;欠及得票率

士曾富員總數 國民黨 無黨派/民進黨

實施
選舉類別

(內舍總統
投票率 席;欠 席;欠

年分 指定之海外 席;欠數 得票率 席;欠數 得票率

華僑總書頁 )
比率 比率

:t ，l 妥Ll. 51( 15, 55.0(1 b 
甸、司

06.0 3 、 2 可 3 ~-I .U , -
1'i69 tf 

陶L.，;大會代公 15 5日 xo 15 I()(I。 可9.7 。 。。 20.3 

:iil妥H 51{ 15) óH.~5 4、、 可X.6 ïO.:! h 2 1.-1 29.8 
1972 年

凶L(大會代表 、 1 (';.3 -1 、 7 '5. (1 7~.O 9 25.0 28.0 

19'5 年 t'r:?主委.0 5~{ 15) 可6.00 、-t?去 '9.3 78.7 6 20.' :! 1.3 

) 'l' ~;f 
選聽H~動期間由於美巾守在2至連任邦交﹒肉總統發布緊急:處分令後巾 11: ﹒於 1980 年重

|站。

的l.ÞH 。7{2i) 65. -1-1 -1 1 司H 但 -2.1 11 2 1.2 27.9 
19RO 年

I*jL.，;大會 f-t l是
司6

自5.38 -10 78. -1 66 .-1 11 2 1.6 33.6 

I '1x3;1三 。rlt妥n 98(~-) 63.17 -1-1 X3.0 70.7 9 17.0 ~':I .3 

:Iil 妥n 100(2 句) t、 5.39 焉。 83.1 66.3 12 16.9 2-1 .9 
19徜徉

闢民大會ru.是 8-1 前5.08 68 86.1 60.2 11 13.9 勻，、、

IlJX'I ff >'Ul妥11 13li~'1) 『弓 ì lJ 『可
司司 4

的3 日 三 l ~2.6 27.3 

主 I r 區域」有臺建省、臺北市、高:!t市 19XO 年前包含在臺彎宮內 1

:主 2 : m;次中不合「山地同鮑 J 、「職業團團體 J 、 r 婦女舊體」及「戀、統治名:海外華僑 J 名額

主主 3 : 1 ':1 86年以後2萬民進黨方面的數據﹒至於 1986年以前的所謂「無黨派 J 數據，經然包括該

:t:高于身的「黨外」勢力之數據 但也包含禾必可以稱為反f"'J畏的「直至簣，反」數據 根草草

198的年 1 2 月 7 日的《自立晚報)) . 1980 年、 1983 年立法委員選舉中 r.外後還會 J 被罵

哼起的，等穹~~ 分)5"月 13.9% 16.82% 

出處 :1至奢華軍〔盛杏妾， 1986 : 12 ;中央還恩委員會， 19X-I l 以及投票雯日臺彎各大新憬的
資料裂成

具有有限的民主化意義。

然而，與此同時 ﹒ 在「內由地區」定期改選、作齡上也較年輕的

民意代表出現在國會議場，其中也有少數的反對派。這個以不需定期

改選，幾乎無法代表有效統治地區的民意，也無法代表世世代代持續

增加之戰後世代的民意代表占絕大多數的「巾央民意代表機構 J '其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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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性在每次選舉中將更加鮮明地突顯出來。這個畸形性，是採取「中

關國家體制」的遷占者國家中不合理的象徵。

(3 )擴大起用來省人

兩於「增額選舉」僅在臺灣實施，單純就人口比例的i言，對本省人

的當選有利，當選者也大多是本省人。根據林泉忠所處集的資料，在學

行二三次的關大代表選舉中，當選者中本省人的比率皆為 900/0強，而舉行

六次的立法委員選舉中，則為 82-94% [林泉忠 ， 2005 : 146-147 ) 。這個

制度的實施雖有其限度，但真有政權人事臺灣化的意義，此外蔣經國

還進行 r由上而下的直接拔擇，也一定程度推進了政權人事的畫灣化。

此一擴大起兩本看人的政策，具有兩個面向。其一，是蔣經國主

導的「青年才俊」起用政策。真體而言，是在 1971 年 10 月「退出」聯

合闖三日後召開的國民黨第卡屆臨時中全會決議中 ，採用了這個方

針， 12 月中常委決定 r r 人才獲得擴大方案」。負責執行此一方案的是

蔣料闊黨政工作的心腹李煥，蔣經闕令李煥兼任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

會主任、中國青年反共救闖關主任，以及革命實踐研究院(黨的高級

研究機關)主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組織工作部門等青年相關或組織部

門的要職，由他負責執行此方案。透過李煥提拔的人才，也包括一直

以來較少起用的中央黨部幹部職員，以及地方黨部主任委員等階級。

在政府任用的部分，由於是將部分事務官職位變更為不經公務員考試

即可就任、實際上為政務官職位之形式來進行，而引發較大的反彈，

但這項政策仍以「中央」為後盾加以排除〔松田，前揭: 78-80) 。

這咕「青年才俊」中本省人較多 ，被椰愉是「吹垂青 」。所謂的

「吹屯肯」 ﹒ 意指「愛吹牛的空灣省籍青年」 ﹒由於岡語發音與常時頗受

歡迎的女星「崔苔菁」幾乎相同，因而流傳〔若林， 1992 : 186-187 ) 。

此外﹒在被提拔的人當巾，也有被黨中央提名而投入地方公職選學者

(特別是縣市長選單)。這是蔣純岡所主導的地方統jh改革 ﹒目的是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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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治由地方派系勢力，導向由黨訓練人才來加以統治，亦即地方

派系替代政策的一環。有關此點，將在下一小節中討論。

另一點，則是由蔣經閱所主導，在黨及中央政府層級中對本省菁

英的起用。有關黨方面的資料已如表已 l 所示﹒根據此表﹒蔣經國在蔣

介石死後召集的閱民黨，卡一全大會上被選為主席後，就以增加中央委

員及巾央常務委員總數的形式 ，將本省黨員拉進中央 。

表 3-3 顯示行政院閣員中本省閣員的人數及比率。自 1972年的蔣經

國內閣開始，本省閣員即呈現倍增。同時在職位上，過去一直以來都

僅限於政務委員及內政部長，此時則加上副院長及交通部長 ， 並且臺

灣省主席一職，也首次由本省人擔任。不過，這個時期獲得任命的是

「平山」謝東閔 '從謝的下一任開始 ， 就由非「半山」的本省人獲得任

命(首先是林洋港、接著是李登輝、邱創煥、連戰)。眾所周知，李登

輝一開始是在 1972 年蔣經圍內閣時，以負責農業問題的政葫委員身分

人間而進入政界的。 1978 年蔣經國就任總統 ， 首次有本省人被任命為

副總統。這個任命亦首先由「半山」謝東閔獲得任命，接著蔣經國於

1984 年連任時，李登輝才出線 。

蔣經圓所採取的這項人事政策被稱作「本土化」尸，臺灣外部媒體也

稱為「臺灣化」川( Tai剖i川、帆叫、

過 . 上述的「吹臺背」椰愉之所以存在，也顯示自當時起這個政策就

是在「省籍政治」脈絡巾被認知的。

然而，這樣一項起用本省人的政策，是漸進且有限的。一直要到

李登輝就任黨主席以後﹒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中本省人的比率才超過五

成;間員中的本省人比來，在空煥任閣撰擔任起用政策推動者時，也

沒何超過五成( ~長 3-3 )。

1X '主持它不幸2 元 t、 1 '195 年 1， :長嘆 。的訪問 交 ;:ii: 1~ 可\') &.!ì.有 古詩正哭笑 4 也?是有

玄-1- 11: ' ift 可i .... ~，宅 2005 . ló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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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閣員中本省人的人數與比率

行政院長 閣員總數 本省籍閣員數 本省軍審問員比率(%)

194日 7 一 1954.6 陳誠 20 5 日

1954.6 一 1958.7 俞;再直:] 19 5.3 

195h.- - 1963.12 險誠 26 一， 『‘

1963.12 - 1972.ò 嚴家;金 36 A 11. 1 

19門了 6 - 197 X.6 作終陶 主b H 30.R 

197日 6 一 19R4.6 孫道璿 29 8 27.6 

l 。自4.6 一 I 'IH9.5 俞闕華 35 12 3.t3 

19R9.5 - 1990.5 可~ t唔 了。 9 45.0 

1990.5 一 1993.2 劇;柏村 21 10 47.6 

註一閣員總額中包含臺建省主席，以及成為行做院重轄市後的妻北市長、高正在市長在內。

出處甘泉竺 2005 : 143 

此外 ， 就算起用本省籍政治家 ， 正如臺灣省主席及副總統等職一

開始皆由「半山」擔任所示 ﹒ 乃是考慮黨內資歷來進行的。並且 ， 行

政院長 、 財政部長 、 問防部長以及教育部長等重要職位 ， 皆未起用本

有人。即使是在往「臺灣化」方向走的蔣經國政權下 ， 本省菁英也僅

止於從屬的地位而已。雖說如此 ， 從這些從屬菁英角度來看 ， 一旦獲

得起用 ﹒ 不可避免地他們對於體制「忠誠」的報償期待也會增大。蔣

經國的體制調整在這個面向上 ， 雖然一面踩著煞車 ， 卻仍無法避免或

許促使體制改革變化的一個困局。

在軍隊方面 ， 亦如林泉忠之資料所示(表 3-4 ) ， 軍事幹部的「臺

灣化」比其他部門要晚得很多。唯自蔣經國正式就任總統 、 獲得三軍

統帥地位後 ， 本省人起用的速度似乎稍有增加。即使如此 ， 本省人首

次就職最高軍職參謀總長 ， 仍要等到蔣經國去世十年以後的 1999 年。

(4 )蔣經國的「文化建設」一_ í 包容童灣」之文化政策的開始

1 977 年 9 月 ， 蔣經國在 i立法院的施政報告中表示 ， 即將致力於新

的「十三項建設」。這項政策主要是接續「十大建設」 ﹒ 是更進一步的

是體建設整備 ， 該政策最後一項提出了「在各縣市建設真備闢書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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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軍將校士宮的省籍別比率 (%)

將官級 校官級 尉官級 士官級

外省籍 本省籍 外省藍藍 本省籍 外省籍 本當籍 外省籍 本省籍 |

1950 年代 9日 7 904 96 Xb 2 J:\.X 4~.2 52.8 

1 %5-"X ~f. 已)2 前 句 4 只 1 2 1X.X 65 .3 14 " 3 1.6 óX .4 

Iq7~-88 年 日4 .2 15.8 67 .4 3~.6 5 1.7 48.3 2 1.3 寸8.7

出;;，ï : ((自立晚報)) 1 ，}88 年 9 月 2，}日〔林泉;:'， ' 2005 : 1 +t J 

博物館 、 音樂廳的文化中心」的「文化建設」。

在此之前 ， 蔣經國在 1 976年 11 月國民黨第十一屆全國代表大會中

就任黨主席後 ， 就將臺灣大學文學院院長陳奇融( 1 923 年出生於臺南

市)拔權為黨中央副祕書長 ， 接著又在空年 l 月任命為行政院政務委

員。陳奇祿曾任戰後臺灣大學歷史系助教 ， 隨著考古人類學系設置而

轉任，是以臺灣原住民族研究為中心、從事戰後臺灣人類學研究的代

表性人類學者之一。陳在 1 97 1 年發表題為〈中華民族在臺灣的拓展〉

的論文。此篇論文提到所謂的「中華民族」雖以漢族主毛主體 ， 但漢族

原來並非同質的族群 ， 而是藉其文化包容力 ， 融合中國廣大地域內異

質要素進而擴大後的結果 ; 而臺灣的開拓雖然比大陸晚，卻最明白地

呈現了這樣一個中華民族的開拓 、 發展過程〔陳奇禱 ， 20 0 4 ( 197 1 ) : 

327 J ' 簡要地敘述了戰後外省人來臺前的歷史。

這個論點 ， 是基於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在 1970年開始的「臺灣史

蹟源流研討會 J í 尋根」活動 14的宗旨 ， 意在讓參加的青少年們 ， 意識

1，}尋誓旦 活動 在 1970 之至 1 ，} 75 年為止每年冉冉三日 參甘者故事的年了T 也7.'是 128

立 '17 仁 1976 幸之汁呵叫!-?-:空 r昔)1 至 I l)X()~' .口 F 丸土 1.1..;要守口 r: 平;.~ 50() 主懇切 ，舌

計制!耳其1 十日 乏對畢生恥、 tt 九取 l百-'lë六至門字方占主?左手王長訂本九 位，豆 tE 數字顯

示弋多數已:全 4蟬，、 }:i-. ::哭了 l 行三五針丹在』吉7 豆 w 可以:: -~;， 主_ t 1î .1 之官又干11 ~~ 1，、

士表示 這個活動具有 FEE嘆模的才能﹒提吾土對臺彎墜li: -t fl~持興趣的人士 得.J.有在

TdE H 治機 ZE;實 i~ -r持續至雪夫的建含 1立 4 11 :b :三包后對是 笠甲軍民央主義灌輸的同

哼 因寫:‘臺灣人自身 tt:f，驛吏的間，斗而女主文法 受 1司活針是三1I!'1]月i.!.盾已達臺;彎史 IS

什﹒叩幸了哎恥 J:. :.(~;主;' IZ.堅 fft ~I，吏，正 -5k~了!:\. ;干干校立空了 [置上 2007 162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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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臺灣的文化或社會源流在中國大陸。其後陳奇祿頻繁地受邀參與演

講等活動，甚至受聘為救國團顧問之一。從 1952 年創立到 1973年蔣經

間就(不行政院長後為止，救闕間主任一職均附蔣輯關搪任 ﹒ 而陳fiT祿

1F.蔣輯關于仟任期尾聲峙 ，主期在臺北市內教罔聞總部的會議巾與作

純國碰面〔陳怡真. 2004 : 173 J 。持科鷗l在活用民間捐款 、促使全國

第一座文化小心在畫中lÎi落成後( 1976 年 10 月 ) .到立即視察該處 ( ，吉

野. 2006 : 252-253 J 。因此 ，一般推測蔣經國在拔揮陳奇融為黨副祕

書長時，就抱持設在「縣市層級文化中心」的念頭﹒讓他負責即將推

出的「文化建設」。

「文化建設」的方針，在 1978 年 11 丹行政院的〈縣市文化中心計

畫大綱}及 12 月的{文化活動強化方案〉中具體政策化。如果說前盡

是在硬體面實現蔣經國政見的計畫，那麼後者即揭示 f充實其內涵的

軟體面政策〔陳怡真，前揭: 181-82 J 。以下根據管野敦志的研究 ，概

述具體實施的主要政策〔官野，前揭〕。

第一，蔣經國最早列為政見的「文化中心」建設。此建設以丘年

期計畫-*進行，從 1981 年高雄市文化中心落成品始，至 1986 年 10 J-:I新

竹市文化中心落成為止，完成了十九縣市的文化中心(剩餘的在 1996

年前完成)。根據當野的研究，這些文化中心在當初被椰愉是缺乏內涵

的「蚊 f館 J '但逐漸因設置「地方特色展示館」而有所改善，終於獲

得戰後豈灣立化施政漸次表現出地方主體性的評價〔同前 : 294-298 J 。

第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 F稱文建會)的技置。上述

{文化活動強化方案}的第一項中 ，提歧 r 1為 f推進文化建設與文化政

策﹒在適當時期於行政院設買文化部乃至於文化建設委員會哼專責機

~() j;} j_~f 九九亨于 ....;:.:τ~: -f.:Þ可 T ...fL~.:: ....~ ... lJ.!:l ~1亨企 持f:;i!:!'訂 λ 叮叮符合主月最后， ez亨 、 i

J、 1%斗之五直.干.的持千! 空 P 三 Z書人}司H')叮咬立守了 75~員 ~;:E":' 咦，可宇宜 。~ -:i:: S. [: ;' 
兩三年、.f1仲而有科贅，土 17 高嚕毒句、諸 于吾吾其導 'l ~q手，江 τ: 紗，再且正內( (L 口，、台";~~

在 三九建設 ;1.. 句11 ..- =t 宜 Etzr\ 口，、 護其: 實~盟"令1Z_--'!-計較一哇 2了 ~.jlj i~ 

.' ;y，i:_ 耳H~ 白雪~'"有 ;T ~ ~t 口心 1f fl' :w。而 252-25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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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要求設宣擁有獨立行政權之「文化部」的呼聲很高 ﹒ 結果由於

分散各部的權限整合不易，便以尋求協調政府各部門的「委員會」形

式來設置。 1981 年 11 月文建會開始運作，首任主任委員由陳奇融擔

任，至 1988 為止在任七年。其後，歷任主任委員除了 1993 年到 1994 年

的申學庸之外，都任命本省人〔向前: 267-271 J 。

第亡，文化資建保存法制及體系的建構，以歧藉此執行的臺灣史

跡保護。有關史跡及市蹟保護法規，雖有 1930年制定的{古蹟保存

法) , f月政府官員的態度是「臺灣哪有古蹟啊 ， 古蹟都在大陸嘛! J 

〔陳怡真 ， 2004 : 20幻，因而臺灣的古蹟遭擱置不顧 。進入 1970年代

後，由於都市化的進展，古蹟保存問題頻頻浮上檯面， (古蹟保存法}

修訂之必要亦重新受到認識。新的法規以〈文化資產保存法) ( 1982 

年 5 月公布)與{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 ( 1984 年 l 月 )的形式實

現。在這些法規冉，不僅歷史文物、市頓、民族藝術、民俗及其相關

文物，甚至是「自然文化景觀」也成為保存、保護的對象〔蕾野，前

揭: 2日2-285 J 。

第內，是臺灣本土民俗技藝的獎勵。上述「文化活動強化方案 J • 

提倡每年學辦「文藝季」等綜合性大規模文化活動，盼能持益國民文

化生活，在其應辦項目巾 ， 增加( r 地方戲劇 J 。陳奇誰讓戲劇研究

岳邱坤良在 1982 年至 1986年間，每年都在臺北市增辦「民間劇場 J ' 

表演各式各樣臺灣本土的民俗戲曲，此外也讓南部屏束的歌仔戲劇

國一一明華|詞在國父紀念館揖辦公演 如此，過去被視作「不登大雅

之堂」之低俗民藝的華灣本 t文學，被賦予作為「國家藝術」的正統

性〔間的: 294-295 J 。

蔣經間在父親蔣介[Í 12tt廿主逐漸開始的「文化建設」政策 ﹒ 明顯

地調整 f過去蔣介而時期以「巾繕文化復興運動」為代表的文化政策

-元主義傾向。 1966 年 11 Jj 12 U f羽父誕辰紀念[1.以呼應「最高額
袖」將介 fî 發表之<1'改l 父誕辰-(ì -. j-作及 rtl 山樓落成紀念文〉而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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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J ' 乃以國父餅、文的三民主義為繼承堯舜以

來的中華道德 、 文化正統的這個「道統」意識形態為主軸 ， 並以大陸

時代起主導文化教育政策的CC派之保守文化觀為墓禮所 E張之中華民

族、巾華文化形象為標準，直接利用黨和政府各級部門的資源投入，

是一種由 r-_而下的權戰時體制精神動員運動。~ I 就由上而下注入-元主

義的「中閥性」這 -~ó來說 ， 可說是將 1 950年代以來既已在學校教育

中追求的方向 ， 透過仰賴黨國體制與資源所進行的運動 ， 擴大至社會

全體，以補強政權的內外部正統性。

相對於此 ， 蔣經國藉起用陳奇禱而敢動的「文化建設」政策，則

是由政府籌畫整套的制度及政策工真 ， 支持 、 鼓勵個人或團體的文化

活動以保全文化資產 ， 其性質稱得上是現代國家一般性的文化政策 ，

即便它使用了「實揚復興墓地的中華文化」一等口號 ， 但「準戰時性

精神動員」的色彩則顯著減少。此外，從本書「中華民國臺灣化」的

觀點來看 ， 必須指出，這是在文化面 t首次提倡有限的畫灣化政策，

也是根據蔣經開意志所進行的體制調整的一環。如同其「文化建設」

以「縣市文化中心」為先聲所象徵的 ， 被設定為政策主要對象的是「地

方 J 0 r 地方特色」展示成為各縣市陸續設立的文化中心之重要事業 ，

過去被視為「難登大雅之堂」的本土文化地位因而得以提升 ; 甚至在新

的文化資歷保存體系中 ﹒ 包含現存於華灣的史跡及「自然文化景觀 J ' 

以及過去不受關沌的「臺灣特有的記憶 J ' 也變得有保存的可能。

這是將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所顯示之一元主義式的中華民

族與文化觀中 ， 易被置於對立立場 ， 並視為打壓 、 排除對象的「奎灣

21 11;,;] 山等互，L i電興運動 國 ~~br~71rlJ 是:究ft:.....果孟買到的 使首好、有7 倍 τ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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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J '滷蓋進官方民族主義當中 ， 也就是「包容臺灣」此一文化政策之

展開。這一點 ， 可說是國民黨政權面對 1 970年代初期外交危機中蔓延

開來的「回歸現實」思潮、或「黨外」民主化運動中所出現的「承認

與尊重 J r 奎灣」的要求(詳如後述) ，所做的一個回應。

從結論來講 ， 蔣經國的「文化建設」由於真有「臺灣化」動因 ，

逐漸取代已經徒具形式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J ' 成為民主化時期李

登輝政權文化政策的主角 ， 更是創造了延續至民進黨政權文化政策之

傾向的基睦。但就其「包容臺灣」之直接政治效果而言 ， 這個發動可

以說來得遲了。如下所見 ， 在對「黨外」進行一致打壓的美麗島事件

後 ， 向「中間國家體制」本身直接姚戰的臺灣民族主義 ， 已經成為了

反對運動的理念。

2. 地方統治的動搖與「黨外」的形成

( 1 )地方統治的動搖

上一小節所談到的「增額選躍 J . 以及黨和政府人事中對本省人

上的擴大起用 ， 皆具有有限的政權人事基灣化的意義。在此範圍內的

臺灣化 ， 既緩和了作站遷占者國家特徵之政治菁英的族群;重結構，

也擴大了本省菁英對體制支持動員的幅度 ， 這與「增額選舉」中國民

黨能夠用來證明獲得了「民意支持」的選舉結果-併觀之 ， 可以解釋

這項政策吸收了外交危機衝擊並彌補內部正統性 ， 對政治安定產生助

益。 1 97 1 年至 1 97:2年的外交危機發生後 ， 接睡而來地在 1 973 年發生第

一次石油危機 ， 物價暴漲 ， 使得 1974年空灣經濟留下零成長的記錄。

白 1973 年開始 ， 在臺美軍開始進行撤退土作。即使是在這樣的情勢

下 ， 全灣仍然避免了過大的政ih混亂，經濟也再度[uJ到尚度成長的軌

道，在 1970 年代末成為新興工業化國家 (N I Cs) 的-員。全球化經濟

體制巾的成功，使得空灣即使在悶際外交上處於孤立 ， 也能夠維持廣

泛的「賈寶關係」﹒、世成為民主化時期對外白我主張的基盤。



11 名年輕黨幹部並全數當選。派系提名候選人則減少為上次的一半( 8 

名) . 亦全數當選。「青年才俊」政策也是公職選舉中「派系替代政

策」的一部分〔陳明通(日譯) • 1998 : 19 7-100) 。

1977 年的選舉既是「派系替代政策」的巔峰 ， 也是曝露出黨團體

制脆弱環節的一場選息。黨中央在這次選躍一舉提名[ 1 7 名 4~派系的

候選人 ﹒ 而i派系候選人僅提名 3 名。被壓迫的地方派系表現出強烈反

彈 ， 明裡暗裡都支持無黨籍候選人(包括反對派色彩濃厚的「黨外」

候選人) . 導致國民黨在四個縣的縣長寶座讓給 f無黨籍。在同時舉行

的省議員選舉中 ，也讓包含「黨外」在內的無黨籍候選人 ﹒ 取得了 1 1

席(全數 77 席)。站一方面 ， 身為前{大學雜誌> (後述)成員 、 退出

同民黨脫黨參選的省議員許信良 ， 在桃園縣長選舉的激戰巾擊敗 f國

民黨提名的非派系候選人。這場選學圍繞著選舉不公的質疑，因而發

生 f:1八事件以來的首次民眾暴動(巾壢事件)口。對閻民黨 l而言 ，

這是臼 1950年代初開始公職選舉以來的空前揖折〔陳明通(日譯) • 

前揭 ; 吉林 ﹒ 1992 : 192- 193 )。

「派系替代政策」在巔峰處遭到重挫 ， 這提供[ r 黨外」成為一方

勢力的力量，同時，就擁有高度催票能力的地方派系|市」﹒也可以說

反而增強 r他們對黨中央的交涉能力。其後，雖然在歷任臺北市黨部、

毫灣省黨部主委 ， 以及黨中央組織 L作委員會主任等職的關中主導下 ，

引進[ r 黨內初選」制度 ， 但壓抑派系的目標仍無法成功〔同前: 100-

10汁 。結果除 f後述大規模鎮壓的美麗島事件剛發生後的那段時間之外，

也無法成功抑制「黨外」的發展。 1989年省議員選躍投與最後-次的主

委1 i r 增額選聘」同時單行的縣市長選嘻嘻巾 ，闕上是黨失 .l:[_:_分之 一的

縣 rlî (民進黨 6 縣、 ~l判進黨之無黨藉 1 r• í ) [打林 ﹒ 的IÎj揭: 151-15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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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推測，蔣經國的體制調整，是在評估美巾靠攏後，與美斷

交可能接躍而至時 ， 為了承受其打擊而有的構想 ; 而美中建交既然延

後 ， 危機的打擊也得以暫時避免。蔣經國改革的領導能力，在其後可

以授為臺灣賺取了數年的寶貴時間。但是﹒堅持「中國國家體制」而

沒能從黨國體制矛盾本身著于調整 ， 終究只是一種調整，無法避免促

使體制弱化的變化。這個變化就是臺灣獨特的區對派 . tl[J r 囂，外」勢

力(以下略稱為黨外)的誕生及成長。這是由「青年才俊」政策所導

致的地方統治動搖，以及得利於「增額選舉」所擴大的新政治空間所

導致的連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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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第→章所述 ，地方統治是黨國體制較弱的一環。黨團體制在

1950年代初的地方選舉實施後，不得不默許所謂 「 地方派系」這樣一

個准政的團體=選舉侍從主義網絡形成 ﹒ 黨闊的「最高領袖」與地方

派系領袖結成恩庇 侍從關係( -墮侍從主義) . 在黨國 r cfl摳」部

分之政治動員)J 、 2之所謂政jh警察之 J空間體制「鞭策」的背景下 ， 進

行對「末梢 J (地方 、 農村歧本省人占多數地區)的政泊將制。「地方

臼 jh 」作為冷戰時期「白由中岡」的表象 ， 也就在這樣的布局下完成。

然 I(，ï ﹒ 就算是地方統泊，黨國體制也沒有放棄過由上而 F直接滲

透的努力。起初是透過設置鄉鎮層級「民眾服務站」等民眾服務 ， 多K

j要作人心歧把握政情且歐覺到黨組織已經}:[軌道 ﹒ 就開始採取

將選取公職中的地方派系人才 ， 替換為黨國體制直接培育人才的政策。

這個政策﹒隨著蔣料關在政權 rl J 掌握實榷的趨勢而顯著。開始

足 1963 年的縣市長選舉 ， 起初1) 1正一名出身非派系的黨幹部被提名而j後

當選 接軒. 196日作的選躍X提訊林洋港 ( 1封投縣)寄~:fJ{r輕薄;幹

吉r; .正使他們可育部當選 。縣市長的才可額共有 21 :fl .常|峙的j無「黨外 」

!反選人，地方派系在國鼠手菩提名 F推出 16 -1'， 11美選人.{Ll_其 rj 1 3 名落選

[ (其他 fj，黨提名的外省菁英則有-名當選) 此外 ， 在 1971 年于1議

i1選取歧與第 1前「增額選取 c [， i]11年進行的縣市長選取 rj' .躍捉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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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的諸多弊害(對言論報導及校園學生活動的過度限制 、 國民黨黨

務工作及特務〔政治警察〕工作的混淆 、 任意起用文官)提出批判 ，

範國從外交政策(意識形態的僵化)到經濟政策(對農業 、 農村的輕

視)哼哼，展開了廣泛的政治、社會批判﹒對社會帶來影響。對當時

而言極為敏鼠的「國會全面改選」主張 ， 也在此際登場。這些論調，

由於具有支持蔣經國「革新保臺」諸項改革的方向性 ， 而被允許發聲 ;

但當蔣經國順利地開始運用權力後，就受到了壓抑， 1972年底{大學

雜誌}集團就分裂了。

而後 ， 其中一部分被國民黨政權所吸收(如上述的關中亦為其中

一人) ， 一部分則透過選舉與「草根黨夕h 結合。在{大學雜誌》集團

中，有以歐美留學歸國的大學教員其中心之「洋派 J ' 及以中小企業或

因「青年才俊」政策獲得起用的本省籍黨幹部為中心之「本士派」等

兩個派別〔南方朔 ， 1979 : 44-45 ) . 而與「黨外」合流的為後者，即

曾被國民黨中央黨部起用的張俊宏、許信良等本省青年。「青年才俊」

政策在此亦遭遇樣折，成為反對派的來源之一。

有關{大學雜誌}集團的言論改革活動 ， 蕭阿勤從知識社會學

觀點來研究臺灣現代思潮的開展 ， 將之稱為「回歸現實 J . 是 1970年

代思潮胎動的重要出發點之一。這個胎動，是生長於戰後臺灣的世代

( r 戰後世代 J ) . 不分本省人 、 外省人，在國民黨統治教育下內化的中

國民族主義思考框架內，針對臺灣國際認同危機所做出的思想上的國

應〔蕭阿勤. 200汁 。這一點將在下一小節討論 ，在此先討論政治的反

對派，即「黨外」形成的軌跡。

不合理體制的惡化與調整一一致動過程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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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的選舉政治巾，自 1950年代初地方公職選舉開始以來，就

存在著不受國民黨收編、持續著選學對抗的所謂「草根」的「黨外人

十」。此外 ﹒ 也存在著雖然被鎮壓，但如《自由中間〉般以 lj 南主義

批判國民黨一黨專政、要求民主化的言論。 1970年代的外交危機與蔣

經國的權力繼承，以及其體制調整的執行，給反對派提供了新的發展

條件。就算是在戒嚴下，也因為是體制內所舉行的公職選舉之故，使

得選舉活動期間 ， 對於言論或政dî活動的取締較為和緩，也就是所謂

「民主假期」。並且 ，對於在這些選學中當選的公職﹒執政當局也要表

示-定的尊重才行。其中，便出現了?重「自由的縫隙」。新的參與者

趁隙而入，就算是挑戰言論或活動的「限度」也不會遭打壓，這使得

「自由的縫隙」成為一種公共資產並逐漸普晨 ，接著又有為數更多 、 ι

更多樣的參與者登場。「黨外」的誕生及成長，即使是在這樣的機制

下 ， 也攝動了黨岡體制的「脆弱環節 J .甚至導致了體制與反體制間成

為政治新分水嶺的衝突 1979 可c 12 月的美麗島事件 。

在 1972 年就任行政院長，實質地全面繼承權力之前，蔣經闊為了

提高自己的聲望 ， 曾經短時間地容許青年知識分于的改革言論。扎在

這樣的特殊內部環境 F ﹒ 加上 1970年至 1971 年的釣魚臺群島(日本

稱為尖閣諸島)主權歸屬問題( r 保釣運動 J )一 ，接睡而來的美中靠

攏、「退出」聯合國、美巾《上海公報}、與日斷交手外部「傷痛嗔

件 J ( traumatic e\ ent )的衝擊草種種背景下 ，青年知識分 f們提出了改

革言論。{大學雜誌}月刊成為他們的據點。他們藉著該刊物，對黨岡

( 2) r 黨外」的挑戰與美麗島事件

1969年的「增補選」中，黃信介在臺北市獲得「草根黨外」的

支持而當選1立法委員 ; 1972年的「增額選單」中，獲得黃信介支持的

市議員康寧祥( 1938年生 )苔，選立法委員，其他另有數名黨外人士當

選。康寧祥以來省人較多的臺北 11i嵩草地區為主要經營地區 ， 用其獨

特的臺語(福佬話)街頭演說 ， 對岡民黨進行(在當時而言)甚為激

24 . ....- ~于持 ~J ;:三已哼! 玄之訂皆是每&; 1'- i~ 于:文-:r L t.~~r~ Þ ~，~..i: I l)Xï '1'::~ ~ 

25 與基密特色建在巨型導持壹百 τL 有吸 1970 .Eò l)月日"!:J-'z "1五告!; ，晶臺群島 針尖司司法島

三持自不 對此 書 L 'iJ畫是令人司豆豆各-r:.左手:i~憂穹支吾 r巷 1洹擎立 自 19ï1 .Eò 1 可之 持走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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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批判 ， 吸引了許多聽眾。臺北當地有許多大學生 ， 許多數年後在

「黨外」各個層面上成為推手或是支持者的人 ， 在學生時代對於康寧

祥、或康寧祥式的選購演說亦竄到印象深刻〔美麗島事件n述歷史編

輯小組. 1999a : 174 J 。

在 1973 年的地方選學中 ， 上述的「青年才俊」張俊宏 ， 脫離國民

黨參加臺北市議員選舉。他接受康寧祥的支持 ， 和其他i名候選人共

同組成「黨外四人聯合陣線 J . 展開選舉活動。最後雖然四個人都落選

[ . 但他們的選學活動也和 1 972 年康寧祥的選舉活動一樣 ， 成功吸引

了許多聽眾(日後張俊宏於 1 977 年當選省議員)。在此 ﹒ 出現了黨外

人士支援理念相同的候選人 ， 且彼此間組成一定連繫的一種模式。

此外 . 1 975 年 8 月 ， 以黃信介為發行人 、 康寧祥說1社長、張俊宏

為總編輯 ， 創辦了《聖灣政論}。這是首次以本省人為中心的政論雜

誌。雖然在第五期就被禁止發行 ﹒ {旦第五期的發行量卻高達 5 萬份 ， 康

寧祥也在同年底的「增額選舉」中再次當選。在此 ， 我們可以說「黨

外雜誌 J (作為「黨，外」民意代表將公職作為一種政治保護膜 ， 發行

批判體制之政論雜誌的集結點)與向公職選舉挑戰 ， 這樣 4個持續至

1 980 年代的平為止的「黨外」運動模式自此形成〔同前: 86 J 。其後 ，

張俊宏更在 1 977 年 8 月到隔年 1 2 月間，發行[ (這一代》雜誌。

在該年 1 2 月在法委員「增額選躍」中 ， 以宜蘭為選區的「草根

黨外」郭雨新高舉落選，支持者懷疑當局有作票之嫌而聚集街頭 ， 開

票當晚的宜蘭街頭 ﹒ 瀰漫著暴動前的緊張氣氛。並且 ， 享[1雨新指摘對

于國民黨候選人有買票行為 ﹒ 委託律師j林義雄及姚嘉文提起訴訟。然、

後，其巾林義雄律師以「司法當局已經淪落為政治工具」為由 . 1977 

年親臼以「黨外」候選人身分參與省議員選取並鐘，品，選。這也是 1 979

年美麗島事件中區覆出現的選躍訴訟一一「黨外」方面律師加入選舉

之模式的先驅。

以後. 1977 年地方選恩、 197自年「增額選覺悟」等 ﹒ 「黨外」的挑

空再三章 不合理體制的惡化與調整一一敢動過程 159 

戰及其所激發的選舉「熱度」不斷地升高。站在 1977年的選舉中 ， 黃

信介和康寧祥展開了巡迴全島的黨外候選( r 助選活動 J )。 此外 ， 如

前所述 ， 圍繞著桃園縣長選舉開票不公，還發生了史上第一次的選舉

暴動。 1975 年雖然只發生了差點引發暴動的街頭示威遊行，但在 1 977

年時 ， 同一問題卻引發 f實際的暴動。

根據當時相關人士的回憶 ， 中壢發生暴動的消息 ， 早就透過各地

開票所監票的黨外運動人士爭相以電話告知而傳遍全島 ， 此次轉變使

得國民黨方面對一直以來習以為常的作票有所顧忌 ， 亦導致了前面提

到的黨外躍進〔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 . 1999b : 41 J 。此外 ，

中壢事件也令「黨外 J 頡袖產生一種也許能夠動員進而得以強制當局

意志之街頭群眾的期待 ， 這應該也影響到了兩年後的美麗島事件。

當局也從這個暴動中得到教訓 ， 進而整備選舉法制。臺灣的各種

選權運作並沒有統一的法律 ， 而是藉由幾個行政命令來進行 ， 但國民

黨政權於 1980年制定了{公職人員選息罷免法}。其內容有許多關於

「助選活動」的限制 ， 黨外雖有不滿 ， 但選舉法制的整備本身也是「黨

外」要求之一〔若林 . 1985 : 10 1- 102 J 。

以後 ， 闇繞著選單活動歧動員不當的相關糾紛雖持續發生 ， 但與

開票結果有關的嚴垂抗議行動則有所減少。如此， 開票過程可信度的

提高即是選取制度 nJ信度的提升 ， 對後來政治體制轉型期的政治過程

亦稱得 t有所貢獻。往後 ， 雖可見小規模的衝突 ， 但直至 2004年春天

間民黨 、 親民黨屆三!無法接受以些微票數輸掉總統選舉 ， 長達二週的街

頭抗議行動為止 ， 均未在開票上發生太大的紛爭。

1 978年末，原本預定舉行立法委員及國大代表的「增額選學」 ﹒ 但

|且活動期間遭逢美中發表建交的消息 ﹒ 而在總統發布緊急處分令下中

26 i了 tf 民" ;L 才， ι之 1 '177 及其有一情才吉品已;{車主 2 吃得 I lJ7~ 年﹒室主注'"'支持 J早在 70.33%

1977 笠p; ~()..f ()0 。 其輕農事性 ft 吋 19XI 主掉 j'， 7 1. 940 '0 王申 J 1996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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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 然而在這場選舉中 ﹒ 「黨外」作為反對勢力的角色卻進一步地成

形。真體而言 ， 他們組織了「臺灣黨外人士助選圈 J (總幹事為施明

德) .提出「十二大政治建設」及「黨外共同政見 J '展開了競選活

動。相關內容整理如下，其中大多可以確認在往後的四分之一世紀間

實現了 ((J 表實現年分) (姚嘉文 、 陳菊編著， 1979 : 1- ::2 J 。這些政

策若能全數實現，就是一個具有民主體制之福利國家的面貌。在這場

選舉中 ， 黨外堪稱是一具有競選組織 、 提出政治體制層次整套方案的

反對派 ， 向國民黨做出了挑戰。

管徹底遵守憲法。國會全面改選( 1 99 1-1 992 年〕 、 省市長直接

民選( 1 994年〕、軍隊國家化( 2000年〕 、 司法的獨立〔達成

時期不易確定〕 、 禁止參與政黨者控制學校、發行新聞與雜誌

的自由( r 報禁」的解除) ( 1 988 年〕、解除新設政黨的禁令

( r 黨禁 J ) [ 1986 年〕、國外觀光旅行解禁[ 1979 年〕等等。

?解除戒嚴[ 1987 年〕。

守禁止拷問 、 不法逮捕與監禁等。

?實施國民醫療保險( 1 995 年〕與失業保險。

P 過止保護資本家的悔企業政策。

~實施長期低利的住宅建設融資。

?實施農業保險( 1 989年卜

?制定勞動基準法[ 1984年〕。

雪保障漁民的生活與安全。

IQ 制定環境保護法與國家賠償法。

II 反對省籍與語言歧視 ， 廢止電視方言節目的限制( 1 993 年〕。

12 釋放政治犯 ， 反對歧視出獄政治犯及其家屬。

「黨外」接到選舉中止的緊急處分令後 ， 中止了競選活動 ， 但在 12 月

::2 5 日於臺北市內臼閒「黨外人上國是會議 J .並在 70 名連署 F發表了

{黨外人十團是聲明》。在此所提出的「十項呼籲 J . 雖然和上述「十

第三章 不合理體制的惡化與藹整一一歐動過程 的1

二大政治建設」是同樣的改革主張 ， 但其結尾寫著 r 在國際強權的縱

橫捍閣下 ， 我們的命運已面臨被出賣的危機，所以我們不得不率宜地

申明 : 我們反對任何強權支配其他國家人民的命運，我們堅決主張臺

灣的命運應由-下七百萬人民來決定。 J [同前: 54 J 這點在日後具體

化為「臺灣前途住民自決」。這時由於競選活動中止 ， 對於政治過程幾

無衝擊。在「黨外」方面，一直到 1979年底的美麗島事件為止 ， 可以

說都限縮在體制內「忠誠反對派」範圍內。但是 . r 住民自決」主張原

型提出的時問點 ， 是在尼克森與季辛吉的意圖晚了數年後而來的與美

斷交當前 ， 亦同時地預示了 1970年代改良主義式政治運動的終止 ， 以

及 1 980年代臺灣民族主義運動的開始。「臺灣前途住民自決」的主張

在有關「中國統一」和「臺灣獨立」的選項上雖然是開放的 ， 卻是以

民主政治制度下自我決定歸屬之政治共同體的存在為前提。這樣一個

臼決的政治共同體 ， 已經可以說是主權共同體，也就是民族( nation ) 

了吧。這是本書之所以將之視作臺灣民族主義運動前兆的原因。

後來， r 黨夕h 勢力在對於國民黨政權的因應上，產生運動路線的

分歧。康寧祥等穩健派於 1 979 年 6 月創刊政論雜誌{八十年代) ， 施明

德等人主導的激進派，則在 8 月創刊《美麗島》。延續 1 978年選舉的氣

勢而成為「黨外」中心的是《美麗島) ， 據說創刊號的發行量到達了 1 0

萬的。

美麗島團體甚至借用了雜誌社組織的形式 ， 計畫組織實質的政黨

「沒有黨名的黨」。真體而言 ， 他們以美麗島雜誌社「社務委員」的形

式 ， 網羅全島各地的「黨外」領袖 ， 同時又在各地設置「服務處」。

「社務委員」最多時達到 9 1 名 . r 服務處」的設置達到 1 ::2縣市。此外 ，

群眾的街頭動員也展現出前所未有的積極性，整個 1979 年 ， 始於 l 月

的高雄縣「黨外」領袖余登發逮捕抗議示威遊行 ， 終於 1 2 月 1 0 日的世

界人權日示威 ， 共有 14 件規模較大的群眾活動舉行( 1 0 丹 2 日高雄縣

以慶祝余奇發生日為名間所舉辦的活動 ， 有超過 l 萬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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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體制的惡化與調整一一殷勤過程第三章

(3) r 戰後世代」的「回歸現實 J 思潮輿「黨外」運動

1970年代臺灣反對派的形成與發展，在思想和人才上，都和「回

歸現實」思潮有關。蕭阿勤認為 ， 這個思潮的知識社會學內涵，從第

-層意義來講，應該將之作為→個不問「省籍」之別、基於「戰後世
代」強烈的世代意識而形成的體制內異議來看。

筆者將蕭阿勤的論點延MI如下。 1970 年代初期， 20 至 40歲左右、
生於臺灣長於臺灣的「戰後世代」青年知識分子，不問本省人成外省
人，皆有著受到 1970 年代初期-連串對外「傷痛事件」衝擊而覺醒的

經驗。他們將此一種j擊﹒敏在國民黨統治下、藉教育而內化的中國民
族主義歷史認識框架巾來認知，將眼前臺灣的現實當作巾華民族近代

ι:難歷史的，環，而展開了歷史敘事( narrati \"e )。

然後，隨著 1950 年代末以來「反攻大陸」逐漸絕望，他們批判瀰
漫在外告人上 4世代斗。身也有所Igt染的「流亡、漂泊心理 J '以泣
r (對查灣所抱有的) -時過在心理」 - m並透過「叮 rl'l巾國」此-理想

r J 號 F視為lE統的 r ['J 由與民主」價值觀 ﹒ 提倡上述的廣泛改革〔蕭
何勤， 2005 )。

蕭阿勤的研究，針對一一從 1980年代以降的現實來直接回溯 ﹒ 而

過度地將胺群的脈絡、甚至是民族的脈絡，解讀為 1970年代思潮一

這樣的 4種理解提出批判。他躍出以 F事例來說明 r 戰後世代」的
「包'JlM現實」互論 r t，不問「省籍」而清楚浮現的巾國民族主義歷史論

述﹒以歧由此出發且共通性強的世代意識，外看籍評論者對政府及國

上是黨的批判﹒在批判強度歧發 ι壘}:皆不遜於本有人;另 .)j面，至

在這些活動中，有的群眾在警察的噴水下遭到驅散( 7 月 28 FI 臺

中市公園的演講會) ，也有「愛國」團體鬧場( 9 月 8 日右派《疾風}

雜誌相關人士以扔砸石頭妨害{美麗島}創刊慶祝活對的進行) ，而加

深了緊張威〔王甫昌﹒ 1996 : 15 1- 1 53 J 。可以說﹒無論在組織化層面

成群眾活動層面上 ， 美麗島團體都日漸鮮明地突顯了自已挑戰戒嚴體

制的姿態。

在這樣的過程中 ， 美麗島團體為了 12 月 10 口世界人權日於高雄

市舉辦遊行 ， 進行全島動員，他們在沒得到當局許可的情況下發動遊

行與集會，並與戒備的員警、憲兵發生衝突。當局從哲 H起即對美麗

島團體展開「三合一敵人 J (臺獨分于、暴力分子、叛國者)的猛烈批

判。與此同時 ， 自 13 日開始逮捕全島的「黨外」運動人士，站在「黨

外」運動第一線的主要人物，除了被視作穩健派的康寧祥以外，哥哥數

遭到檢舉。黨外雜誌立刻遭到停刊一年的處分，康寧祥的《八十年代》

也不例外。最後， 8位中心人物及其餘的 33 人分別在軍事法庭泣 般司

法法庭被起訴。公開審判在 1980 年 3 月到 4 月間進行，幾乎有青數有罪。

這就是美麗島事件。

鎮壓並非到此為止。事件處理期間的 19日0 年 2 月 1 曰，軍事法

庭巾被列為被告的省議員林義雄臺北家中 ， 發生了其母親和女兒慘

遭兇乎不明殘殺的案件。難以想像，政治犯的往家竟未有政jh警察的

酷視，這至少也算是基層政治警察默認下所發生的政治恐怖事件。此

外﹒同年4 月，華灣主主督長老教會 10 名牧師因藏匿逃亡中的施明德，

也遭逮捕入獄。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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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日後往往被理解為族群 、 民族政治課題的國會全面改選主張 ， 當時

就算是本省籍評論者 ，也是將「戰後世代」世代性的政治疏離作為主

張上的極大依據，而非族群、民族問題。 1970 年代「同歸現實」思潮

與 1980年代主灣民族主義之間﹒是存在著跳躍性發展的，因此 ﹒ 吾人

不能將後者視為前苦的必然、進展〔蕭阿勤 ， 2003 : 240 )。這是甚為妥

當的批評。正如以下所樣討的﹒對臺灣族群、民族政治的理解而且 ﹒

究竟是什麼、且又如何地促進 f這個跳躍，觀察這個過程是重要的。

即使如此，在關注 1970年代的思潮，特別是「黨外」運動理念或

形式的關聯時 ， 亦不能忽視附帶在「戰後世代」提出異議的這個主要

脈絡 F' 要求「承認與尊電 J r 臺灣人」這個「族群」的次要脈絡的存

在。最明顯的現象 ， 就是「戰後世代」在中國民族主義歷史論述中自

我定位的努力，在「黨外」論述形成巾，是以臺灣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抗日運動的再發現，以及將其傳統與自身連結的言論來展開的。

將「空灣史」帶進「黨外」連動裡的 ﹒ 是在年齡上雖屬「戰後世

代 J ' 但在「黨外」政治系譜中卻屬於「草根黨外」或「傳統黨外」的

康寧祥。康寧祥個人過去曾與口本殖民統治時代的抗口運動家相識，

對空灣歷史、特別是口本殖民時代的抗日運動史及運動家們抱持關

心。 1969年康寧祥以臺北市議會新手議員身分 ， 在「增補選」中參選

立法委員的黃信介造勢演講中 ， 介紹了臺灣文化協會(日本統治時期

1920 年代的中心抗日團體)的歷史，以及蔣i胃水(醫師、文化協會發

起人之一 ， 臺灣史上第 4個政黨臺灣民眾黨的領袖、碎、文的崇拜者)

的事頤 ， 稱頌蔣i胃水在 f1 本殖民地統ih下為臺灣社會改革奮鬥的精

神。並且 ， 他在 1972 年白身參選「增顯」立法委員時 ， 在臺灣大學的

正門演講rr ﹒又提皮該大學過去曾為 11 本統jh時代 f r 臺北帝國大學」

的 3段歷史，向眾人訴求「臺灣歷史所賦予的使命戚 J ' 據說在場的大

學生為之動容。最後 ， 康寧祥在那場選串以壹北市最高票當選〔同前 :

215-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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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選舉政治方面 ， 黃信介 、 康寧祥等「傳統黨外」與{大學雜

誌〉集團「本土派」的合作、集結亦旋即開始 ， 這就「黨外」理念的

形成，特別是對臺灣歷史的關懷，尤其是 1920年代抗日運動及其人物

再發現的這點而言也是一樣的。他們在回顧及再評價抗日運動史的同

時 ， 於人際關係上強調了包括當時尚且在世的抗日運動家在內 、 「黨

外」運動與日本統治時期抗日「先覺者」之間的歷史傳承關係。

在張俊宏以總編輯身分參與的{臺灣政論}中 ， 過去曾擔任林獻

堂( 1920年代右派抗日運動的重要贊助者)祕害的葉榮鐘，發表了三

篇介紹抗日運動人物的文章。以此為契機 ， 其後「黨外雜誌」就時常

刊載抗日運動史回顧、再評價及宣揚的報導。根據蕭阿勤的調查 ，張

俊宏創辦的〈這一代) (刊行期間一年五個月)中有九篇，康寧祥的

{八十年代) ( 1979 年 6 月 -12 月)有六篇， <美麗島}則有四篇文章或

座談會紀錄刊載〔同前: 217 、 228-230 )。

在這樣一個 1970年代毫灣對 1920年代抗日運動的再發現及再評價

中 ﹒ 扮演重要角色之一的，就是民問歷史工作者黃煌雄。和蔣i胃水同

樣出身宜蘭的黃煌雄 ， 在當時有限的研究條件下，以一位民間學者的

立場 ，進行 J 1.-:1.蔣清水為中心的抗日運動史研究。除投稿於上述各刊

物或報紙的文化專欄外 ， 還陸續刊行了{臺灣的先覺者一一蔣滑水先

生) ( 1976年)、《臺胞抗日史話) ( 1977年)、《被壓迫者的怒吼一一

蔣i胃水先生選集) ( 1978 年)等著作或資料集。

黃煌雄透過這種抗日運動史再評價的書寫，加深了與「黨外」的

關係，他在 1978 年選學中參選國民大會代表 ， 並在 1980年末重敵之

「增額選學」中參選立法委員並獲選。

這一類與「黨外」政泊異議主張緊密相關的「毫灣抗日」再評

價 ， 其明確的巾國民族主義歷史認識的框架及強烈的世代意識等等 ，

鮮明地顯現出「戰後世代 J r 回歸現賀」言論的特徵。而蕭阿勤更指

出 ， 這些「臺街抗 II J 的再評價言論 ， 是一個藉由自我定位於中關民



166 教妥立彎訣，台史一-中三三民國 種化的空運

族主義的歷史論述內，來評價、實揚「臺灣抗日」的意義，在公共EE

間尋求對臺灣歷史中的「中閱性」承認與尊重的言論。

例如，黃煌雄在〈空胞抗口史話》中指出，華灣的「先覺 fïJ 及

臺灣 [d]胞-貫以來都抱何強烈的「民族情戚 J .認同巾華民族，並對孫

文及其革命或中間統一的事業懷抱希望，因此垂灣「先覺者」歧毫灣

[ül胞「絕對沒有對不起而且開與中華民族」。這可以說是 4個典型的論述

([司前 : 231-233 )。

這個「承認與尊重」在政治上印象最深刻的場面，應該就是 1975

年 3 丹在世法院中進行質詢的康寧祥及行政院長蔣經國之間有關歷史

的問答。康寧祥從鄭成功將全是灣作為「反清復明」基地起，到十九世

紀末 H 本占領之際的武裝抵抗為止，遵照官方中國上是族主義的模式回

顧後 ， 又強調臺灣在第一次!fJ:界大戰後，受到美關威爾遜( \九'oodro\\

Wilson ) 總統民族臼決論歧巾闕丘四運動等影響 ，出現[ r 毫灣文化協

會」、「主主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灣民眾黨」、「堂灣地方正l 泊聯

盟」哼抗 H運動﹒指出學問同胞在日本殖民地統治 F所付出的犧牲及

所遭受的古痛﹒「較大陪同胞八年抗戰之苦尤有過之 J 而當時抗日人

去的「懷念祖國之，占 J .是抗U最大的心靈寄託 。

接茗，康寧祥正表示臺灣人民的抗日史也1\: r 中有書上是岡歷史文化

的寶貴財理」 ﹒ 要求應該將之列入歷史教科書巾，讓Jþ:們籍學生了解臺

筒 Jt人為IÏlfl間與民族尊嚴奉獻的事肢。對此蔣經闢芥種表示. r 非常贊

[ü] J r 把寄:澎向胞這比轟轟烈烈的戰鬥事蹟 ，編人教科書小 J .使-般

青年ü起更大責任. r 完成μ共復閥的神聖任務 J 0 ( (缸法院公報) . 

19 7 5 1f3)j5fl: 12-1 -l、 19 )。持科間在世時所完成的敘利書改革:4 f'E 

皮雖然、倆'V"微小. fA.政們可以解釋，對蔣經關而J I 卜 ;4足寸桐對於if

2\1事=ff r 1~\ "于-~ 1 i.句法才 i f zt 可 持|廿20 年天塾，暫時戶，】至香: ./: t: fJ.知九九 "t -r已 73室，已
f 苓笠 T，. 19% ~ ;~ ~ 、生哇抖t: 'i‘含量*. "(了 tz .J... f;-.\ 革 J 執斗'# i F ..:.. i!'守

f.. r n=-. ~~;~ 可 EL T 生 '7， -三唔，.三 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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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闕民族主義的框架中尋求對「臺灣人」過去的「承認與尊重」之思

潮，民覺到必須給予回應的場面。如前所述 ， 將輕闊在其後便展開可

以說是「文化政策，草簡化」的-個包容臺灣的文化政策。 111

在此須再次捐山，蕭阿勤在論及 1970 年代 r J常外」以遵循官方中

間民族主義之形式 ， 強調 r r~l國性」的臺灣抗 H 阿評價后論時 ， 排除

f一一原本就是事灣民族主義者的「黨外 J .在戒嚴令下「欺敵悔裝」

的言論一一這樣一個工具主義的解釋。他所主張的是 . 1970年代「黨

外」的認同言論，到 1980年有了跳躍性發展。

口J是，另一方面也應該確信這個「黨外」言論強烈追求的「承認

與尊重」政治，同時存在著族群政治的面向。「黨外」將焦點放在 1 920

年代的抗日運動，並於公共領域中尋求其價值的復權。在官方中閱民

族 E義下的華灣歷史解釋模型中，有關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 ， 時常如

康寧祥在法院質詢時歷史議論的開頭部分-般，先舉出日本統治初期

的武裝抵抗﹒接著列舉巾口戰爭期間的「宰。民化」運動，並強調日本

統泊的負面遺言表(然後藉此將自上而下的「中間化」政策正當化)。

30 、持主宰 f+真寺九五 f; :~ ft "1 1: 悶、$. . 11 烈至最 l 綱領民主 :t O~ i( iii.“7199X 年華北市長達
學活動中 李登輝 盡玲 1世佳句 純真'1:反革王唱 本古人 與位民 n是名 l竟還 r、馬英九

1:圭 7年苦.'長. 7" 柄，、 叮叮~ :、九 "f.. 月F 反之 ;~勻后ι 諾 伊.f會 2、 J 吱答 哼唱j 是
1 ~ j 1 口，去 草 h毛主;司r )1. .士可 E 有:.!1 ....叫王詩。!t_ 亭苟任 ，孟伊拉 長民

主Z 九可芸芸.，.， r. it{量表的音。

" f.' 乏哼哼

冉 說告嗯 ft.. ft~:己奎勻元，喝壺，費水長六的新臺符 i、

于 ffJ?f T 去吧草、~ :'i i , 弋 f f:丈 h 臺寄 T.主 主~U斗壞活 t 丹:畫要.....
奪走 ιZF 兒，

年 ~ 我要走丟失月.，至現 2手打，，- J呂

1:1 羊量最 1 99X ~ I ~ J 2 J _ f!; 有1: ./于 F平方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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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竺:剛已笠;;.1 f';:咽 i' 伊哎 1: 科口 f 'lrl 1999 年 l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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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此. r 黨外」的臺灣抗日再評價 ， 則是以強調在官方解釋模

式中一直以來被無視 、 輕忽的 192 0年代抗日運動意義的方式 ， 來提出

異議。如同第一章根據吳叡人研究所指出的 ， 他們所強調的 1920 年代

抗日運動 ﹒ 正是 一個根據在其巾形成的抗日臺灣民族主義論述 ﹒ 將相

對於「內地人」的「本島人」族群性加以政治化 ， 而產生之所謂「臺

灣人 J r 族群想像」的運動。我們在第一章已經確認 ， 戰後回歸中誰

民國以後臺灣人被賦予的「本省人」認同，在與戰後接收有關的混亂

小 ， 由於與陳儀政府在語言轉換或政府人才起用上的紛爭 ， 或再度開

始的自治運動等等而再度政治化。

在 1 970年代宣揚臺灣 1 920年代抗日之「中國性」 一事 ， 無非就是

將真有這般來歷的「臺灣人」族群想像 ， 作為中華民族內部族群想像

而加以正統化 ， 並且尋求對這一個「臺灣人」族群想像「承認與尊重 」

的再創造。只是 ， 這個想像尚被定位為中華民族內部的想像 ﹒ 而不是

作為與中華民族相對的其他民族來想像。在這層意義上 . r 回歸現實」

思潮中的「臺灣抗口再評價 J . 是企圖重新包容臺灣過去的一種中國民

族主義言論 ， 這一點既得到了對國民黨官方中國民族主義抱持批判角

度之外省人的支持 ﹒ 蔣經國也在其「文化建設」政策巾做了一定的回

應 。 但是 ， 如果要在這裡對「承認與尊重」的脈絡作解譚 ， 那可以說

是非常「本省人」的 。 31

要指出「黨外」運動的族群性格 ， 必須再探討一項語言問題。

如前所述 ， 康寧祥創造 f一種以垂語(福佬話)談毫灣史 ， 對關民黨

\ I ):“~ : if"" ﹒沾有i .." ~去 了 ;;;n;_ 'e' 宅，其費 -i] ~ ft (;':-"- f~ 叮 e墊付正是泊
涅特為有臺彎丘克實 i'F考 試實際令全伊::J Æ 失的口玄 巴了古學 3至~':人更宇平
飢荒 tbt、 J ， f 1: 其主"~_.~ "才臺字一弋外面 4、九三這 " " 這 于5 月等~~， <t 事~ ~ ~ ~ τ: 自
叮叮哼哼吋 J 描寫慢忙之工戰 i、 1、柄的悲欽本主題的 r情緒士持重內
行詳情 甚至)_ 1~ 口，~:;革熱 1至肉可夜肉?肖杰墅，魯 和丈學 11'再V冒著等'T- fiij 三

i f恥 的 全會于'- :l ~耳評價 ﹒具有 本主之定忘乎九凶臣民族玉 在 村+口. ~~T ~士t. ~"!J ~在

句 .正持 n 'ë?局妻中天~~~ ~電元h 咕 !'f F可 賣7 2000 2002 

言有三章 末合理體制的惡化與調整一一敢動過程 l的

進行異論控訴的政治溝通風格。這樣一種畫語演說風格 ， 正因為他將

在國民黨官方政策下普及滲透的「國語」語彙與修辭中無法充分表達

的，在國民黨統治下本省人所民受到的不公平戚 、 無論如何皆與官方

歷史觀相違的歷史戚甚至是文化鼠 ， 以不會觸及當局禁忌的形式充分

地表達出來 ， 才能夠在街頭招致人山人海的場面 。

1 970 年代的「黨外 J . 不論在主觀或客觀上 ， 都說不 t己可從正

面挑戰閱民主義官方中國民族主義的正統性。但是 ﹒ 這些浮現在現實生

情中對於「中國國家體制」與遷占者國家種種不合理現象之批判的正

當性 ， 以及藉由瞄準體制的不合理而獲得的政治課題設定能力 ， 可以

說是反對派從「黨外」運動到 1992年立法委員全面改選時能夠取得

1立法院三分之一席次、占得體制內部勢力一席之地前的能量來諒。同

時 ， 儘管在戒嚴之下政ifî警察帶著相機進行監視，以臺語進行的反國

民黨演說仍能湧入大量群眾 ， 這更顯現了「黨外」即便僅有少數議

員且在體制內影響力有限卻仍然真備的力量。在獲得7這種力量之

際 ， 反對派在大眾媒體仍壓倒性為遷占者菁英所控制 、 新刊報紙遭禁

止( r 報禁 J )的情況下 ， 無法避免地必須選擇依賴那個連大眾媒體

也無法瓦解、人口上最大族群母語(福倍話)所具有的龐大隱私性及

傳播力。因此 . r 民主假期」同時也是「母語假期 J (陳培豐. 2005 : 

24 8 )。

如上所述 ， 國民黨立基於官方中國民族主義的文化和言論政策 ，

令人聯想到口本殖民統治皇民化時期的一元主義和同化主義政策 ， 在

此政策下 ， 本省人的母語(福佬話 、 客家話 、 原住民族各語言) . 相

較於應該嚴格普及滲透的「國語」更低一等 ， 這種評價透過學校教育

也內化在本省人的「戰後恢代」巾 。 在這個同化主義的「國語」普及

政策下 ， 只要在教室講母語就會被要求拿 r:我要說國語」的牌子 ， 在

朗讀不日演說比賽 rþ 1J、備受屈辱 。 由於學校教育普&與「國語」徹底普

歧 ， 這樣-種「戰後世代 」 本省人的經驗便普遍存在 。 在此背景下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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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作「家庭與市場」語言的臺語(福佬話) . 在公職選舉活動這樣一個

公共場域中 ， 與一個運動的力量結合 ， 並同時成為創造那股力量重要

的直接因素。在此 ， 反對派還不是要挑戰「中華民族」的國家整合概

念及「國語」的地位。然而 . í 主承認與尊重族群文化」則是他們的訴

求 。

如此 ， í 黨外」在 1 970年代的運動 ， 一方面具有「戰後世代」廣

泛陳述異議之一環的性格 ， 同時也具有與民主化運動難分難捨之本省

人族群運動的性格 ， 可以說同時具有改良主義式民主運動及族群運動

的兩個面向。在遷占者國家體制下 ， 就算不談文化 ， 民主化本身也具

有令本省人賦權 (empowerme nt ) 的一種較強的族群意義。但是 . í 黨

外」要追求的不只如此 ， 也包括對族群過去及文化的承認與尊重。

3. 民進黨成立與臺灣民族主義的登場

( 1 ) í 黨外」的激進化與民進黨成立

始於美麗島事件的 4連串鎮壓﹒短期而言對「黨外」是很大的打

擊 。 在判定事件相關人士的罪狀後 ， 1 980年 12 月重新舉行的「增額選

舉 」 、 198 1 年的地方公職選舉，以及 1 983 年立法委員的「增額選舉」

中 ， 黨外的得票及當選人數皆未見成長 ， 直到 1 986年民進黨成立 ，

其勢力方見回復 ( 參考表 3 -2) 。 然而，鎮壓並不能阻礙反對運動的延

續 。 1 980年的選舉巾 ﹒ 代替美麗島事件被告投入選戰的家屬們 ， 以及

198 1 年地方選舉中曾於美麗島事件軍事法庭巾參與辯護的律師們，均

投入選舉並獲選 。 此外，當選舉再毆 ， í 黨外雜誌」的發刊數便顯著增

加而再起 。 32 1 960 年 { 自由中國〉事件鎮壓之後民主運動沒能再起 ，

1980年代的 「黨外 」 卻迅速地復活了 。

32 主gj哇王lf.昌f) &'lJ丘 1980 年代寸土己約有 50 餘鍾的，聖外雞之吾吾叮 王苦昌 針指 J(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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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華民國臺灣化政治結構變動的觀點來看 ， 美麗島事件的最大

意義 ， 在於對 í'當外」民主化運動的領導權威及其改良主義的政治理

念造成打擊 ， 並成為運動激進化的契機。運動路線的激進化( í 組黨」

運動與街頭群眾運動的再敢)及意識形態的激進化 ， 即臺灣民族主義

成為主流理念。對此 ， 國民黨政權無法徹底壓制。蔣經國有限的臺灣

化政策 ， 就這個意義而言是失敗的。 33 í 黨外」民主化運動(臺灣)

民族主義運動化 ， 結果「黨外」強行成立國民黨不得不承認的新政黨

「民進黨 J ' 民進黨作為一個以「自由與民主」再加上臺灣民族主義為

中心理念的政黨 ， 登上了在自力衝撞及蔣經國決斷下而大幅開放的政

治舞臺。最後 ， 臺灣民族主義便如此地在臺灣內部政治舞臺登場 ， 獲

得了政黨組織 ， 透過這個影響 ， 民主化階段初期的政黨政治格局於焉

形成。

「黨外」領袖遭到大量逮捕 ， 也使使了運動頡導權威的激變。在

鎮壓剛結束的一段時期 ， 運動尚能在未遭逮捕的康寧祥主導下繼續維

持 ; 但在 1 980年及 1 98 1 年的選舉中 ， 美麗島事件相關人士(家屬 、 律

師)當選公職 ， 各自創辦「黨外雜誌 J . 同時 1970年代後半開始 ， 參

與助選的青年們也加入展開活潑的論爭 ， 他們一旦在「黨外」勢力內

對意見走向具有影響力 ， 在反政府行動上態度慎重的康寧祥 ， 其領導

權威便因而受到挑戰 ， 1 98 3 年「增額選舉」前有部分黨外雜誌批判康

寧祥 ， 康寧祥也因此影響而落選。

「黨外」運動因新帽起的讀導者們而激進化 ， 這在其政見及新黨成

立運動的面向上顯著地表現出來。「黨外」在 1 980 與 1 98 1 年選舉中得

票率雖下降但成功復出後 ， 便開始強力主張前面提及的「臺灣前途住

民自決 J 0 1 982 年 9 月黨外人士集合於臺北市中山堂 ， 發表六項「共同

33 1，二是 #.句於嗯枚 u李登恆為代表的可~g 菁英 也可以說有助芳:、民主化時期自民黨 的 生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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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 J ' 與 19 70年代後干「黨外」提出「共同政見」時不同之處在於 :

「臺灣前途住民自決」列為第一項 ，被提升到可以說是「黨外」連

動招牌口號的地位 ; 穹民主化的構想明確地牲 r 中國國家體制」臺灣

化的方向修正。具體而言 ， 是在第一三項主張「依據憲法政治精神， (為

使闕家制度一一括號內容為筆者所加 ， 以 F同)符合(只統治臺灣的)

現狀，制定國家基本i.t 14 ，廢止{臨時條款> '解除戒嚴，改選國會，

解除黨禁、報禁 J 15 (國史館 ， 2000 : 278) 。附帶一提 ， (大學雜誌}

中主張的國會全面改選方式 ， 是以增訂《臨時條款》來制定選舉方法

〔國史館 ， 2001 ; 陳少廷 ， 1971 : 328 J 。

1983 年 10 月，以 12 月的也法委員「增額選舉」為目標， r 黨外選

舉後援會」成立 ， 並發表了十項「共同政見」。在第一歧第二項中分別

列入「住民 ['1 決」歧驅止《臨時條款〉 ﹒ 此點與的年相同 ， 但「國家基

本法制定」則被刪除。同時 ， 在第十項中也首次列入他們面向開際社

會「正視現賀 ， 突破外交困局 ， 重回闊際社會」的主張。這個「共同

政見」化為「民主、自決、救臺灣」的口號 ， 唯中央選串管理委員會

禁止「自決」的政見。許多「黨外」候選人仍然使用這個口號 ， 並以

「 川來暗示「向決」二字。往後 ， r 臺灣前途住民自決」確定成為

「黨外」的主要訴求 ， 1986年秋天民進黨成立以後也被繼承下來。

另一方面 ， 1983 年 9 月青年運動家組成了「黨外編輯作家聯誼

會 J ' 璽年其中一部分成員創辦 f運動理論雜誌〈新潮流}。這是黨內

34 臨時向 ZY 苦是亨吾土. ~~廢品Jjfi_ 冶金中盟主持有可提而幸1] Æ: ((申 華民~'if 法 與實際只

峙 l台蓋，譬如d 區的 r '"華民區 三筒)';乎看就會建凸 E賣出爽 幸!走了霞，主基本法\\ ~用

;電﹒常在可.叮咚莖作一示了可獎品制定的官1 名法律 ~ A 萬互命科共至$，;甚付內 FE E17: 早~， 11'~ 

吾土 ~J; t)年 I， r f.~ 叮叮代 特 11 法~荳 迢迢分灰白 fT 茲可~ 9~ 主含量與正如注問題 'lf

JC ~盲 f主Jlr. • ~:幸 I奮民五七;偉志 們叫一?其它最先空泛支 至今可;.-;t.己官 j-\ ，~~; :.干 fl: f,i: .:!{! 

了!叮叮只 h 仟否;有苦';. Il1X5 90 
35 立 ;L 吉了另 H ':, {';;:-, "'-壹生 t ;;:: ......1 j主 共仆三哼 it 表宇- ".,-.;: k :b 九一七

外主革 ρ 巳 t1ft 司楚 ，、 t 公報 l 恥 的 1玉民自泠 空事口禿的'1"，主化 ，人'Z'電:.(

蔣住區向 kÆ 在-i站台代表峙中吋 包持 民主 t 在「穹的回頭 fli .，苦 -=T ~ ~ ~;t -.t究手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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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進派系「新潮流派」的開端 ， 這一新潮流派在民進黨成立後也成為

黨內激進化的推動者 ，相對於海外的獨立派「洋獨 J '被稱作 「土獨」

〔若林 ， 1992 : 224-225 J 。

「黨外 J 的組黨運動，首先是以選舉時後接會組織強化與常設組

織化的形式來進行的。 1982 年後 r í每外」在立法院以也委針對「黨禁」

政策進行質詢的方式來提起組黨的政治課題 ， 在「黨外雜誌」中，對

於政黨組成後應有的性格等等問題也進行 r熱烈的討論。後來為 1983

年選躍而組織的「黨外選舉後援會 J ' 具備了內部規程 、 幹部組織 、

共同政見 ， 僅以選舉時期來看便可稱為一政黨組織。選舉後 ﹒ 更組成

「黨外公共政策研究會 J '並於 1986 年 l 月明白表示，將在各地設置地

方支部。這堪稱是實質的組黨宣言。

對此，蔣純間在 1986 年 3 月的開民黨卡二屆三中全會中通過「政

治已在新」決議。呼應此一決議 ， 國民黨為 f制定具體法案 ， 在黨中央

常務委員會內成丘 f r 政治革新十二人小組 J ' 但議論遲無進展。 Jó

「黨外」見情勢如此，祕密地直接開始準備成立政黨 ， 而非成立「黨外

公共政策研究會」支部 ，他們在 9 月 28 l::1為了年底「增額選舉」而在

臺北市內圓山大飯店舉行的「黨外選舉後援會」候選人推薦大會上 ，

突然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 J (民進黨)。

由於預期將有鎮壓， r 黨外」的組黨相關人士預先決定第二次組黨

預備組的成員 ， 以防當日名單發表後第一組成員會直接遭逮捕入獄 ，據

說他們甚至准備 f牙刷來到組黨賞瓦的現場。但是 ， 蔣經國將已經宣告

組黨的這個黨 ， 視為尚未確定幹部泣黨規章程的「準備階段」而避開取

締 ， 接著在 10 .H 7 日與華盛頓方面主要報紙〈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

姆( Mrs. Katherine Graham )的會面(tJ ， 以提出 l 遵守〈中華民國憲法} 、

3ó t-]羊毛主與 一一、 if 叮乎全緩﹒至王，在土耳拉伯i' t~ 表示 ;Ji éi.~是þ- ,-' ，!~ f-t :$. 
:、在 ?先后 J 歐主呵?? !組 ~p' ~T 位是在講台巨作示下 才也為其實E

.w.:;.:. 1'; 李登極 2004 16-1 

但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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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支持反共國策 、 3 與「臺灣獨立」派劃清界線等條件(筆者在上一部

著作中將此稱作「蔣經國三條件 J )的形式 ， 明白表示了解除「誨，禁」的

方針〔岡史館 . ~OOOa : 438 J 。 在 1 5 R 召開的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中 ， 蔣經

閱兵辛促使與會者同意「政治革新十 -人小組」的提案37 1 制定新的

{動員戲亂時期國家安全法) . 解除戒嚴 ; '2 . ~樓正現行{非常時期人民團

體法》放《動員戳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調整政黨活動辦法 ， 同

意新黨成立(在此將之稱作「自由化二三法 J ) (同前 : 抖2 J 。

如第一章所述 ， 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是要在集了主管黨團體制各部門菁

英的最高決策機關。儘管實質決策還是由蔣經國及其倒近負責 ， 但讀大

決定例如政府高有人事 ， 通常仍是以此機關的正式決定來公昭於世後，

再發落到行政院等體制各部門中〔徐邦男 '1 987 :11 8J 。即使「自由化

云法」的制定在先，中央常務委員會的這個決定 ， 仍說得 t是在有關政

治體制的自由化上 ， 對空灣內外發布 f一個正式且不易撤回的承諾。這

是盔灣威權政體轉型的開始。必

民進黨於 11 月 1 0 日在臺北市內舉辦第一屆黨員大會 ， 制定了主張

「毫灣前途住民自決」的綱領及黨章 ， 選出中央執行委員 ， 又在哲 H的

巾央執行委員會中選出黨主席。主席選舉中 ﹒ 曾擔任美麗島事件中林

義雄辯護律師的江鵬堅得到激進派的支持 ， 以些微差距擊敗康寧祥等

穩健派所推舉的外省籍民主派大老、也是不需改選之立法委員費希平

而當選 。 如此 ， 民進黨走過( r 準備階段 J . 但當局在蔣經國的主導

37 切可~+-王斟示 F 十二人小組 的 寄 :是畫畫 J令 其 莘進寄至 但在 9 可 28 B 民﹒藍藍 牛耳妞:a: (~諸 實

付 1再 笠臣也表示了:于鎮壓吋'1針 f主 持*;: ~ r. 30 日封克平主有軍 指示他代理 Lq喔，益

血可 (t 丁的前純青先較笠，全令任 'J 、 'iL j'七 九 九.~弋峙。?在-r: :"電丸還可~W憲法 3: '~ [t: 
內 承 ;~}t 且互交立，"可能性 j\j] "t: 18x æ ~:'事警車變為民逸 l~車行 t且直 有.， *-'< 句茁

~-. ，主i Ji1 1王;-+ 可;(i丸~\ 7.. 1月問正直升-'ic 峙，自由l!:(<六~r.f 九叮 'J 迫 于明旬至作
列 在青:著 t 奎臂一一全T 手t 0: 1: 科氏三~ 1. 1;":= lt 苦心句- , 正，特 JLZ 住在 2 、 喔

4ZZY 嚕青Jf:t科部份早已針，手提供 自由的{是彈 1 角 k樣 將 I '1XO .$- l 朴 的愧，至句作種

各.1 轉型的鬧去? 至 19X6 年血止 Jç 至可 非 6月弋:主 J~ 白 æ:乙 詩抄 但是 文詩 í"; ~哇 以體制
可哥 ~t~ 二百元 I~ i，. L七進行巨!三lf至;~，.J:定持 j' ~噎尋 ~~J可呵...."'1 氧吧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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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仍採取「不承認 、 不取締」的態度。同年 1 2 月的「增額」立法委員

選息 ， 成為畫灣政治史上第一場實質的多政黨選舉。民進黨的得票較

「黨外 」 時期有所提升 ， 展現了新政黨的氣勢(參照表 3-~ ) 。

( 2 )垂灣民族 E義的登場

接續著美麗島事件及省議員林義雄減門慘案而來的體制暴力 ， 給

「 黨外」相關人士、文化人士及學者等支持者帶來極大的衝哩。它和對

美斷交 、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廢止 、 中國新臺灣政策的發動等外

部衝擊同時發生 ， 對他們而言 ， 也如向 1 970 年代初期外交危機所帶給

「戰後世代」的一樣 ， 是一個「傷痛事件」。並且 ， 正由於這個暴力發

生在 70年代 ， 這個要求對族群過去與文化「承認與尊重」運動 ， 已經

從政治到文學開展出一定規模及廣度的年代 ， 因此儘管蔣經岡柵柵來

遲地發動 f包容臺灣的文化政策 ， 但此一體制暴力仍被視為來自當局

對於「忠誠反對派」方面要求「承認與尊重」的一個否定訊息 ， 也證

明了配合此一立場的運動路線及理念是無效的。

由於鎮壓的訊息被「黨外」做如此解讀 ， 我們可以解釋這因此為

前述反對蔽的論述帶來了跳躍。若是在承認「中國國家體制 J 框架的

前提上要求民主化卻仍遭拒絕 ， 那麼這個體制框架本身就必須被批判 ;

若是在這個意識形態框架內追求「承認與尊重」卻仍遭拒絕 ， 那麼這

個意識形態本身就必須被挑戰。不僅是「黨夕h 運動人士 ， 廣義上站

在反對派一方的學界及文化界人士們，儘管在時間上各有早晚，皆陸

續地自中國民族主義敘述中跳脫了 。 39

政治反對派中在 1 983 至 1 984 年於黨外雜誌中展開的所謂 r r 中國

意識』對『毫灣意識』論戰 J 亦清楚地顯示出這一點 。 1 983 年 6 月黨

3'1 ~:可 ELfP 往里，再~~ .~量 rr t~l望全 可:31 ←完 吾吾?皇 帝 .~對莘 .L~ 羽絨由們變化﹒鳴之

~Q， IF i- ,... t 化~埃乏義 的咽 tp竟會 H日au. 2000: Cha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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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雜誌之一的《前進) ，刊登了左派巾國民族主義者本省籍作家陳映真

批判了「臺灣與臺灣人」意識的短文，他曾有遭國民黨政權指控「為

匪宣傳」而下獄的經驗。陳映真稱揚「中國與中國人意識」是不分省

籍 ， 超越現在與過去之政泊權力，附歷史與文化而形成的自然民族情

鼠;並批判相對於 r rþ國與 rt I岡人意識」而獨立存在的「臺灣與臺灣

人意識」所形成之論述 ， 是「近兩年來，筆者看見它在一小撮輕狂的

小布爾喬亞知識分于中蔓延 ， 並且自始帶著一種令人傷痛的、落後的

反華意識，發展到對於參與和堅定支持黨外民主運動的外省人 ，也毫
不顧及起碼的禮貌 ， 可以當面對人任意諷刺和挑激的地步。這其實已

不只是思想上的幼稚，也是政治上的嚴重小兒病了。 J (施敏輝編著 ，

1985 : 35-36 ) (上點為筆者所加)這段批判字句本身(加上點部分 ) , 

間接地證明「黨外 J r 再起」後 ， 臺灣民族主義的相關論述在陣營本身

及周邊，於檯面上已經相當程度地展開。

對此， (前進〉歧其他黨外雜誌均進行了種種批判 ，陳映真也展開

.反批判。至於將「毫潛意識」主張與「黨外」運動理念做連繫的 ，則是

陳樹鴻翠月刊登在〈生根}的〈臺灣意識一一黨外民主運動基礎〉一

文。這裡看到的「臺灣意識」論，就兩點來說可以看出相對於 1970年代

「黨外」運動理念的跳躍。第一、針對國民黨官方中間民族主義這個長

期以來被「黨外」視為批判對象 、 支撐著非民主政治制度根幹的意識

形態，儘管國顧慮鎮壓而使用間接性的修辭，仍然作 f公然批判。

陳樹鴻主張「黨外民主運動」應該除去的是關民黨一黨專政、戒

嚴以及〈動員戲亂時期臨時條款) ，因為它們的基礎是建立在dt定「臺

灣現實意識(華潛意識) J 上的。同時 ，陳樹鴻回顧清朝時期以降的

臺灣史，強調是問與中關大陸分離後、戰後工業化成功所帶來的社會

經濟變化 ， 結此「全臺灣已經結fY成-個非崗的政ih經濟共 lú]體」﹒而j

「是簡意識」便是從這樣一個「毫灣實體」出發 ，使 r ，事簡 l'f體」更加

鞏固﹒、世 11促進「直是灣經濟活動、文學活動、民主運動、社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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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識。

雖然文中並未言明，但那個否定諒自「臺灣實體」的「臺灣意

識」、進而構成非民主體制的意識形態，無非就是關民黨一直以來堅

持的官方中間民族主義。即使 1970年代的「黨外」言論即主張全面改

選畸形國會，但廢止《動員毆亂時期臨時條款}這個令畸形合理化之

憲法架空法規的主張 ， 這樣的主張在 1970年代「黨外」言論中是看不

到的。陳樹鴻在論述中引用了堅持禁止新政黨成立的內政部部長林洋

港，在立法院面對「黨外」立委質詢時的發言 : r (如果說要承認新政

黨的成立) . 那也可以提起攸關國家最高基本國策的問題， (而不予承

認) J '而陳樹鴻的文章，正是在「提起攸關國家最高基本國策的問

題」的同時，以一種雖然仍是隔靴搔癢的修辭 ，批判了在其背後支撐

的意識形態〔同前 : 191-205 ) 。

其次 ， 從文中言及的「外省人」論中，亦可窺知在「黨外」的認

同意識中出現了一種逆轉。陳樹鴻指出外省人已經成為形成於臺灣之

「牢固政治經濟共同體」的一部分 ， 成為別無選擇須融入臺灣社會的

臺灣人。其中存在的矛盾 ， 並非實體與實體間的矛盾 ， 而是客觀質在

( r 臺灣實體」的 4部分)與主觀意識( r 中國人 J )的隔聞 ，而這個矛

盾會因他們認同「臺灣意識」而消解。在此，對於畫灣歷史的優越性

已經不從「巾國性」作辯證或企求被承認作中華民族的一員，而是以

自我為主體 ， 要求其他方面的合流。

在畫灣民主化過程中，如陳映真所代表的論述 ， 表現出與國民黨

官方中國民族主義定義相異的中國民族主義 ，也表示出與民主化運動

相繫的可能性;然而 ， 很明顯地 ， 其後成為黨外運動主流的是陳樹鴻

的立場。於是 ， 此一非關民黨的中間民族主義勢力，在黨外運動中急

速地邊緣化。

如此，畫灣民族主義的言論首先是作為以「黨外雜誌」為舞畫之

理論鬥爭層次的「臺灣意識」論，以及選學巾的「臺灣前途住民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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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在臺灣內部的政治舞臺登場。而在蔣經國下了政治們由化決斷

後，則是「臺灣獨立」主張，反對附加在此一自由化上的「蔣經國二

條件 J '提出「百分之再言論自由」、「主張臺灣獨立的自由」等要

求，公然老是場於政論雜誌的言論及街頭示戚的口號裡。而在民進黨內

激進派的「新潮流派 」 ﹒則展開 f I 臺灣獨立」的綱領化運動。

(3 )擴大的自由化影響及族群關係重組的開始

1987 年 7 月 l 口，執政當局力排民進黨激烈反對，制定、公布納入

前述「蔣經國三條件」的《動員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 ，世間罕見的長

期戒嚴終於在同年 7 月 15 日解除了 。如此，蔣經國所決斷的自由化完

全是附帶限制 ， 且與蔣經國在世時國民黨菁英所同意的保守派民主化

路線(保留 {動員散亂時期臨時條款> '在此原則下增加立法委員席

次 ， 亦即所謂「法統」擁護路線)是成套的。此路線在蔣經國甫去世

時仍被繼續堅持，如 1989年 2 月「第一屆資深中央民意代表自顧退職

條例」的立法化，以及納入「蔣經國三條件」於〈動員戳亂時期人民

團體法) ( 1 989 年 l 月 ) 、{動員歡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 ( 1 989 

年 2月)。然而，自由化-B.開始就無法過阻，不久「蔣經國三條件 J

與「法統」擁護路線便一齊有名無實化了。(參閱第四章)

政治體制轉型期的政治空間充滿著不確定戚。但是 ， 自由化的深

化與民主化展望的擴大﹒亦開始影響臺灣多言貴族群社會的族群關係。

那是li;J為自由化、民主化，無疑地會造成遷占者國家中~~遷占者族群

的賦榷。在本省人賦權展望的同時 ， 文化方面以「臺語 J (其實是福佬

話)的賦權為始的「臺灣性」賦權也在進行 ， 戒嚴解除以前原住民族

的民接運動( I 苓灣原住民族運動 J )就已開始 ，戒嚴解除後，客家人

的文1t 、話 a 復權運動亦隨之展開。此外，在.j~遷占者族群復樺的趨

勢中，遷 t1 î 者族群的外省人也直接面臨到自身族群的少數化，導致在

民主化過程中，外省籍選民亦產生 f新的政治凝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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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上述過程，雖然在時間上跨越第賣部及第貳部所述時期 ， 但

由於論述行文之故 ， 本書將在第六章討論後者 ， 在第七章討論前者。

4. 強人蔣經國的最後奮門及無後繼者之死

( 1 )蔣經國最後的會門

蔣經閱有糖尿病的屆疾。他不是一個聽話的患者。 1970年代以後

的治療也只有注射，在飲食或生活上 ， 醫師的警告或部下的忠告一律

不聽﹒專心致力於政務。 1972 年他就任行政院長時已經 62歲。進入

1980年代後﹒持續惡化的併發症已無法控制。直到 1988 年 l 月去世為

止 ， 有兩次病情的起伏。病情最後的惡化是在 1980年代初， 1980 年 l

月因前列腺手術入院， 1981 年 7 月底因眼疾入院﹒整年 2 月因視網膜症

入院 ﹒ II 月官方對外公布蔣經岡疾病是因糖尿病引起的末梢神經炎。 4。

其後體力雖然奇跡似地恢復， 1985 年夏天又因再度惡化而入院進行白

內障手術。 1986年 4 月官方發表其心臟裝設支架的消息， 1987年「雙

十節」活動他則是坐著輪椅出席，之後就不再出席中央常務委員會 ，

1988 年 l 月 13 日 F 午 3 點 50分去世〔若林， 1992 : 217 )。與臺灣民族

主義在政治舞臺的發場同一時期 ， 蔣緯國在如此病情起伏中所作的決

斷 ， 形塑了中華民國臺灣化正式展闊的舞臺。

病情惡化一開始的起伏 ， 是始於美麗島事件之後， I 黨外」復活、中

美{八一七公報}發表時期。在這期間，除了發生上述的林義雄誡門慘案

之外， 1981 年 7 凡，在美國卡內基大學執教鞭的陳文成教授由於支持在美

國的臺灣獨立運動 ， 向《美麗島〉雜誌援助資金，因此在回臺北探親時遭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偵訊 ， 其後屍體離奇地在臺灣大學校內被發現。此外 ，

在將終I竭的情kd暫回復的時期， 1984年 10 月，寫下含有批判性內容之{蔣

-10 iE'ê. H悶悶
;r!i~:' ~;"T 位

主專九洹戶一考正有 4于再吃侍笠 fÞ '. 1音?于傳話可〈紋，于 J.z f嘻
嘻-r:本~ : f，去 ?可同 199' ló -1 

-!t，正當玲也流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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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傳}的美籍華人江南(本名劉宜良) ， 在洛杉磯郊外自宅中遭不明人

士暗殺 ， 後來在美國當局的調毛主下 ， 釐清這是臺灣黑社會幹部受臺灣國防

部軍事情報局幹部的指示而來美犯行 ( ，江南事件 J ) (同前 : 2 18 )。

由於蔣輕國是一位對政務事必躬親的強人，因此極可推測 ﹒ 他的

健康惡化所導致的活動力低落 ， 致使在體制各環節發生了各種怠忽或

脫線的情形 ， 安全部門的失控也是其中一環。

由於政治警察 、 戒嚴機關及其周邊暴力波及到美國 ， 可以想見

這亦造成了特別的壓力。 1 970年代後半「黨外」運動的盛行，提高了

臺灣獨立派影響力較強的在美臺灣人社會之關心。其時 ， 由於與臺斷

交 ， 美國反而變得容易在自由、人權 、 民主等課題上平涉臺灣內政。

自美中靠攏以來 ， 美國已不再要求臺灣扮演「圍堵共產中國」前哨基

地的戰略性角色，也透過(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停止及在臺美軍撤

退來確定這個立場。

另一方面 ﹒ 就國民黨政權而言 ， 儘管在美國戰略上的角色已大大

減弱，但只要不接受共產黨為達成「祖國和平統一」的「第三次國共合

作 J ' 其外部正統性的絕大部分 ， 就不得不依賴{臺灣關係法}所象徵

的美國支持。而{臺灣關係法〉中連同對臺灣提供(消極性)防衛的承

諾 ， 一併列入了可作為美國介入之制度性依據的字句。該法第二條(政

策表明)中規定須向臺灣提供防禦性武器 ， 其中C項條文提到，本法

律的任何條款不得違反美國對人權的關切，尤其是對於臺灣地區一干八

百萬名居民人權的關切 。 拉此重申維護及促進所有臺灣人民的人權是合

眾國的目標 。 」美麗島事件後 ， 在美臺灣人組成北美洲臺灣人教授協會

( 1 980 年) 、 臺灣人公共事務協會 ( 1 982年)等團體 ， 透過在國會展開的

公關遊說活動 ， 牽制著國民黨 。 美麗島事件後緊接而來的政治警察及其

周邊暴力的爆發 ， 提供了美國國會進行人權介入的好藉口。 41

41 有哎 1980 年~_;...;且是弓之會在奎會 1、權問題上的八入 可 有長老""tr哲著 11'中從 事兒呂立場 FT做

ô: ~ "': Bush. 2004: Chap. 6 當時卡'f登 l人穿故技!'l:~早戚係委員會豆太小組(王略是民

τ 黨內宇 :#7 茲 St<phen Solarl '{ 1..，叮身? 實考學生主 f 乏，王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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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曾經擔任美國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處長李潔明回顧 ， 1982年中

蔣經國請他傳達了~臺灣將民主化 、 @這會是「臺灣之路」 、 @維持繁

榮、 4 對中國進行開放等四點 ( Tucker‘ 200 1: 421 ) 。 李潔明解釋，其中

第空點，就是於 1984年總統連任之際選擇將李登輝任命為副總統 ' I!J

則是 1 98 5年「對中間接出口」的解禁 、 1 987 年開放大陸探親等政策。

主則與上述「政治革新」的指示有關 。

在這段傳話當中 ﹒ 或許顯示了蔣經國在危機與疾病之中 ， 對於所

謂臺灣政治戰略轉換的方向 ， 與轉換之際所應留意的平衡所持有的定

見吧。所謂的戰略轉換指的是民主化 ， 且那必然容許一定程度的「臺

灣之路 J 0 (臺灣關係法}中「人權條款」的存在 ， 應可說是美國帝國

在給予防衛承諾的同時 ， 對處於邊緣的臺灣課加的「習題」。蔣經國特

意在私底下請「帝國」派駐的代表傳話 ， 在開頭便提及「民主化 J '這

應該可以解釋成是強人藉由完成「習題 J ' 確保了「帝國」的防衛承

諾 ， 決意將臺灣這艘船的舵，駛向繼續保持臺灣此一政治體在事實上

的獨立。 但在此刻 ， 經濟的繁榮也是不可或缺的條件，且面對中國的

新政策時亦需要更柔軟 、 彈性的應對 。 廣義來說 ， 這種戰略性方向與

平衡戚 ， 就結果而言也為蔣經國的後繼者李登輝所共有 。 2000年首次

實現政權交替的陳水扁 ， 也可以說受到了蔣經國晚年及李登輝執政期

間 ， 基於這個方向性與平衡鼠的諸項政策所形成之結構的拘束 。

不過 ， 在當前的政治進程下，蔣經國仍無法直接進展到民主化。那

是因為黨國體制菁英中發生了危機 。 蔣經國「班底」中有「文」的李煥

( 1 970年代任救國團主任 、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主任 、 黨中央黨部組織

工作委員會主任 、 革命實踐院主任 ) 及 「 武 」 的王昇(統率蔣經國權力

上升基礎之一 、「 i攻戰系統」的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 )。

一手煥在 1977年選堪失敗中失勢 ， 王昇在政權內的影響力則相對地增

加 。 王昇在 1 978 年 1 2 月的岡民黨十一屆四中全會中進入中央常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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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 同時也讓數名「政戰將校」當選中央委員。此外 ， 他也擔任政權上

層為了因應與美斷交後的中共「統一戰線工作」而成立之特別單位( task 

fo r仗 ， r 復關小組 」 或「劉少康辦公室 J ) 的召集人 ， 擴大其影響力〔若

林 ﹒ 前揭 : 214 ) 。 美麗島事件的大規模鎮壓無法想像是在沒有蔣輕國許

可下執行的 ﹒ 而反過來說 ， 林義雄城門慘案及陳文成事件的背後 ， 雖無

法斷定是否有王昇的意間在運作 ， 但那無疑是在王昇勢力在政權內抬頭

的鷹派氛圍巾 ， 病情惡化的蔣經闊無法充分顧及令盤狀況下發生的 。 在

這期間 ， 蔣經國臥病不起 ， 把三男蔣孝勇留在身邊以口頭傳達的方式執

行政務。國民黨內部戲稱「劉少康辦公室」是「第二中央黨部 J ' 在蔣經

國病情惡化期間對王擴張權力的反戚亦升高〔若林 ， 1997 : 1 64 卜

在開始請李潔明轉達「民主化」之前 ， 蔣經間一定要對體制菁英

進行懲罰 。 1983 年蔣經間病情稍有凶復後 ﹒ 5 月命令解散「劉少康辦公

室 J '接著將王昇從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的位置拉下 ， 甚至在秋

天命他為巴拉圭大使將之外放。塑年任命李煥為教育部部長以調回中

央，更於 1 985 年將與王昇走得較近的黨中央祕書長蔣彥士 ， 以涉入金

融醜聞事件為由令其辭職 ， 把李煥拉進中央常務委員會( 1 987 年 7 月命

為中央祕書長) 。

期間 ， 如前所述又令臺灣省主席李登輝就任副總統一職。李登輝

受到拔擇 ， 顯示政權人事臺灣化的方向不變 ， 同時也可以看作是蔣經

國針對他認為太出風頭的本省菁英 ， 亦即李登輝前輩謝東閔(副總統)

及對手林洋港(內政部部長)所採取的打壓措施〔向前 : 1 64 - 1 66) 。

在病情惡化期間 ， 據說臺北方面觀察蔣經閻恐怕已無法再起〔同

前 : 16'+ ) ， 透過這樣的懲罰，蔣經問至去世為止的強人威信稱得上是

保持11: f 。 結束上述的應對之後 ﹒ 其病情又再度惡化 。 在惡化的健康

狀況下 ， 他決斷地進行開敢「民主化 」 道路的「自由化圍，又進行對中

間接貿易及開放大陸探親以作為平衡措置。後岳姑且不論 ， 前者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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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確保強人威信下無法順利進行的。 42

( 2 )強人的無後繼者之死

不過，我們亦須探討蔣經國至死為止仍有哪些課題尚未解決。第

…是對民主化讓步的不徹底 。 附帶限制( r 蔣經國三條件 J )的自由

化方針 ， 以及既不徹底又不明確的政治改革 ， 特別是對於「黨外」一一

民進黨日後關注的有關國會改革方針決定上的推遲(黨的正式決定是

在蔣經國死後) ，而且其內容也只是在不觸及〈臨時條款}的前提下大

幅增加「增額名額 J '並向不需改選的「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支付

龐大退職金使其自顧退職等等 。 載入「蔣經國三條件」的〈國家安全

法) ， 於 1 987 年 7 月在民進黨等激烈的立法院內外反對下強行制定 ; 而

解除戒嚴，歧合法化政黨組織的〈人民團體組織法}及〈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的修正，則是在蔣經國死後的 1 989年才完成，國民黨及民

進黨皆根據該法進行登記 ， 使多政黨制正式毆動。然而，如前所述，

「自由化三法 」 在國會中的提出 ， 成為「臺灣獨立」的公然主張被帶入

了空灣內部政治的契機 。

蔣經關在世時罔會改革之所以沒有進展，可以判斷是病情惡化導

致政治領導遲鈍 ; 41 同時改革葉之所以不徹底 ， 是因為考慮到這可能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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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占者菁英帶來影響。抖但是由於這種不徹底 ， 使得畸形閣會及其不需

改選的民意代表 ， 被民進黨支持者批判為「萬年國會」 、 「萬年國代」 、

「老賊」 ﹒ 而成為反對派最佳把柄。另一方面 ﹒ 保守派菁英反而又對這個

附帶「蔣經國三條件」卻無法抑制臺灣民族主義的狀況抱有不滿。“

蔣經國還有另外一件無法辦到的事 ， 那就是後繼者的決定。 1 980

年代反覆入院 ， 讓臺北政界開始私下議論後繼者的問題。 1 98 2 年 11 月

病情回復時 ﹒ 行政院新聞局不得不公布 ， 蔣經國的疾病是長期糖尿病

所導致的末梢神經炎 ﹒ 坊間的政論雜誌還針對可能成為後繼者的人物

作了品評。

蔣經國並不是什麼都沒有做 ， 他曾做了形式上的安排。 1 97 5 年

父親蔣介石在總統任期中去世 ， 蔣經國雖然馬上繼承了黨內的頭導地

位 ， 但有關總統職務則依憲法規定由副總統嚴家連繼任 ， 自己則在嚴

家捨總統任期結束的 1 978 年才首度就任總統。這在日後自己也於任內

逝去時 ﹒ 成為一個強而有力的前例。並且 ， 在上述江南事件期間 ， 外

界遍傳犯人與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的幕後有蔣經國次于蔣孝武的參與 ， 蔣

經國曾於 1 985 年Lj l 兩度表示 : 1._，蔣家後代不會繼任總統職位 ; ~總統

職位的選舉依制度而行 ﹒ 也曾公開發言否定有關軍事政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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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還有「臺灣化」的問題。的確 ， 蔣經國向李潔明預告了

「臺灣之路 J .並選李奇輝為副總統。然而 ， 儘管下屆總統由本省人出

任的可能性提高 f. 但那會是李登輝嗎?這位本宵籍總統實際上會有

多少權力?例如，他會不會就任關民黨主席一職?會不會獲得實權?

真是採取集體領導體制?種種問題仍然曖昧。

李登輝在日後與司馬遼太郎的對談中曾表示 r 他就算罹患了那樣

的重病 ， 也沒想到白已會就此結束生命。所以 ， 臨終的父親並沒有對

兒予留下任何像是遺言的訊息。 J (司馬 . 1994 : 500 J 此外 ， 在蔣經

國死後 ﹒ 與李登輝對立的參謀總長郝柏村事後亦回憶 ， 蔣經國在後繼

者問題上雖強調制度 ， 但具體人選上則看不出他的想法 . r 他似乎沒有

選擇接班人的意思。 J (郝柏村. 1995 : -1 09 J 

顯然地 ， 民 Ht的開始與繼尺長問題的走向 ﹒ 會對戰後臺灣國家的

「遷占者優位體制」帶來極大衝擊。其巾，有關過去居於從屬地位的本

有菁英及外有菁英的關係將如何定位? (尤其是黨主席的職位如何決

定? )如果李警輝的觀察正確 ， 可以推測蔣經國原本打算在下任總統

副總統選舉巾( 1990年)親自作安排。郝柏村也說 ， 如果蔣經國真的

有意中人選，那麼或許就是行政院的孫運璿。但是 ， 孫在 1 984年 2 月

就 l主l腦溢血病倒 r 。根據郝柏村的說法 ， 就算中意孫運璿 . r 他(蔣經

國)也沒有系統性的計畫。係因疾病倒下後 ， 計畫就亂了套。沒有預

備的人選。 J (同前〕

1 988 年 ! 丹 1 3 口 F 午蔣經國主世後 ， 笛，日便依憲法規定 ， 由李

發輝繼任總統職務。如此 ， 蔣經國的死給戰後臺灣的遷市者關家體制

帶來前所未有的狀況 ﹒ 1 9 5 0 年以*的戰後堂灣首次出現缺乏屬於遷占

持族群一方的明確領導人 . f或1家形式1-:的最高職枕巾本有人 2李登輝就

任。李登輝在開家機構的頂點可以掌握多少實權?這個問題 ， 便和臺

灣民族上義的抬頭 ﹒ 共同成為「中第民間臺灣化 J 11-:式展開的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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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臺灣化的展開

1988-2008 年



第四章 民主體制的設置一一

「憲政改革」的第一階段 *

1992 年 3 月 25 日，國民黨主席(兼總統 )李登輝在臺北三軍軍宮

偵樂部 ， 與歷經多年終於在前一年底進行全面改選的黨籍國民大會代表

(第」屆代表)懇談 ， 提醒「此次憲法修正以條文增訂的方式進行 ， 增

訂的部分只在國家統一前適用 ， 並非修正憲法本文 ， 一旦國家統一 ， 增

訂部分自然不再適用。 J ( (中華週報) , 1992 年 4 月 13 曰 : 2) 當時，

正是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剛進行憲法修正案審議(第二次憲改)之

時。該年初李登輝拍皈定案，決定選擇以「公民直選 J (由臺灣公民直

接選舉)作為「憲政改革 J (後述)焦點之一的總統選舉方式 ， 卻由於

形同選出「毫灣總統 J ' 招致黨內外的批判。上述的發言乃針對此種反

對的回應。

黨「內」指的是國民黨的「非主流派 J '黨「外」在此指的是中

國。李登輝發言兩日後，中國闖務院畫灣事務辦公室(國臺辦)在接

受臺灣{聯合晚報〉採訪時表明了以下憂慮 r從前臺灣以全中國的政

治體制運作 ﹒ 明確表達出大中國的思想 ， 然而目前的憲政改革 ， 如總

統直選等 ， 卻正想往『臺灣化』的方向前進。 J (伊原 ， 1993 : 45 ) 

在上述的發言裡，李登輝強調雖然實施總統直選，但所推動的

「憲政改革」是為 f保存〈中華民國憲法) ，因此改革並非在抽象意義

上放棄「中華民闕」的「法統 J . 希望以此降低反對聲浪。可說他表

明了改革的界限，強調戰後臺灣國家的中國國家體制最外緣的結構不

• ~二章:軍1f tT.~ B!f 政治+..生是聖.彎才'J;Ç+呵呵旦有遠教于吃



190 章說受警電取?史一一中華F盔j警 仰自0:ü~i~

變，然而相對於此，國臺辦則對改革發展的方rúJ表達 f疑慮。

月艾許國民黨「非主流派」並非凶國星星辦批判李登輝而j受到鼓舞，

扒在第:次修憲時 í ~I: t: i的反」強烈反對總統在j室 ， 致使李守主輝無法

於此時 H所突破。{f時買車tji 今次激烈的權力鬥 ß後 ， 才終於11": 1994 1f第

J次修車時確克總統 Fl:選。

如果從後見之明來看. 1992 年 3 叫李哇輝的說法與小 l喝關是辦的

疑慮，兩者都很正確。雖然、李登輝運用 f關民黨「反共復關」傳統意

識形態的修辭，以「後退式的正當化 J (backward legitimation )的手法，

賦予「公民直選」正當性 ， 不過這也反映了部分的真實。凶搞不論在

李登輝統治時期(擔任總統時期為 1988 年 l 月至 2000 年 5 月) ，或華灣

民族主義政黨民進黨執政之後 ， í 中華民闕」憲法結構的大致框架 ， 以

歧保證不廢棄《中華民間憲法}所展現的「中間lliXl家」法想歧象徵空

間，依然存在。徹底廢除 í 'p闖闖家」的做法仍須面對內外偏大的障

艇。

但是另-方面，如本單與 f -章所述 ，蔣經閥死後，巾華民間臺

簡化 I正式展開 ﹒ fF令輝任期內在幾fl再也jr;'] tlJU速此傾向， 1而且越過 r

最小綱領民主體制的投資， í rr華民間」的「中關國家」也變得名作質

亡。

如前 -章結尾所述，蔣經國死後 ， 最高權力的應有樣貌與政治改

革規則，兩者的不確定性浮~~憧面。若換另一種說法 ， 從毫灣化的角

j支 j(Ti r t . 政的體制開始轉變之際 ﹒ 卻也是戰後臺灣國家第 次出現遷

占吾菁英的「最高領袖」缺席的狀況。在很難說是民主的「遷占有優

位結構」依舊殘存 ， 從而仍然無法賦予政泊領導者民主JE統性的情況

F' 儘管制!對於反對 )J 罩在保自政的資源上仍占H壓倒性的優勢，還

，Lj者領袖的缺席對於「遷出占優 1世體制」而言 ， 仍是一大破綻。而iH

此告 11'，現在不符不 W~{地/承認 IE面挑戰遷市有關衣，自識形態的政黨後

不久﹒[大I r(lí " '權民 l喝這簡化JE式的起點 ， 雖然從政的體制移行開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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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口J說是一種合理的思考 ; 然將起點放在體制開始出現破綻的時間

點 ﹒ 或許也算妥切。本書採取後者的觀點。 l

依此，本章將聚焦於「憲政改革 J '探尋蔣經國死後至 1996年所

展闊的.L.ç 1::化與壘問化的動力，亦 íllJ ::'f. 1996 年拜天實施總統直選，完

成某於「憲政改革」的民主體制技置之時為止。此為「憲政改革」第

一階段。

臺潛在完成民主體制的設置後﹒繼續進行「憲政改革 J '這是作為

臺灣化一環的「憲政改莘」第二階段( 1996-2005年)。關於此點將於

第丘章詳述，不過從「憲政改華」第一、第三階段所看到的過程是 ，

分裂國家的其中一方所進行的民主化 ， 隨著政治體的正統性於內部依

民主原則而確立，與外部的政治摩擦也跟著加深。可以認為 ， 由於分

裂闖京裡的其中一方所進行的民主化，另一方的人民並未參與 ， 因而

是以單邊政治體內部的使民意志為基礎 ， 確立且實踐 f僅僅單邊的國

民主權原理 ， 使得單邊政治體實質統治領域中的使民形成帶有主權性

質的政治共同體 (civic nation )。

避免

右分裂國家的另一邊堅持盃認此種主權性格，雙方的緊張將無法

垂灣的「憲政改革 J '在第一階段帶有明顯的對外意涵 ， 第二階

段則更直接表明此種意間。此種意涵指的是，由於中國將 2000年登場

的民進黨陳永扁政權所欲推動的「憲政改革 J '視為最終走向「法理逼

獨」的前奏而堅決阻止 ， 而美國帝國則對於陳水扁政權的行動將引發

巾圓的強硬行動，會造成管理豈能i形勢的困難 ， 給予強烈警告。

1 , J t 吐‘ (;, ;r再也屯付之 ~t~ f安心噎主! ..~ ，是~~..;' -ñ. i.~ι 豆去古 建口者菁英 最

高 ~i古 拉宮 d 于抖 了，主 {"Î }_寄 自華民反臺脅 't tf 峙，是涅的最突r."r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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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憲政改革」的敢動與其政治藍圖

1. r 憲政改革」的敵動一一「平衡者李登輝」的誕生與發展

( I ) r - 月政事」與 r 月學運」一一「手衡告李登輝」的誕生

1 990年代 ﹒ 幸者第干次聽到木省籍政治家提起「李登輝徒手進總

統府」的說法 ， 這種說法相當程度地傳達了蔣經國去世後 ， 李登輝所

面臨黨開體制內外的權力狀況。在黨閥體制內 ， 由於蔣經闕晚年所安

排的人事 ， 使得行政院長俞闆華、黨巾央祕書長李煥 ， 以及參謀總長

郝柏村等外省資深政治菁英 ， 擁有各自的管轄部門 ﹒ 互相牽制。而李

老主輝在黨團體制內部所能依靠的華礎究竟為何?當初他所擁有的 ， 只

是副總統時代所培養對黨閥體制與體制內菁英動向的觀察能力 ， 以歧

闕民黨內外對史正首位本省人總統升高的期待戚。而對於李噎輝依憲

法規定繼任總統職務-事 ， 黨內亦出現了他不該繼任黨主席 ﹒ 或即使

是總統職也俺該繼承蔣料闆剩餘任期等暫時性安排的主張。

在外省資深政治菁英互相牽制的影響下 ， 李登輝雖然得以在 1 9日 8

年!月 :' 7 日闕民覽中央常務委員會決議 F擔任黨代理主席 ﹒ 同年 7 月黨

卜三全大會正式就任黨主席 ， 但如後所述 ， 李警輝的領導須經過資深

:莓，內菁英的討論決定，是外省籍資深菁英彼此間的默契。

而體制外，則是要求徹底民主化的群眾運動(聚焦於立即可壁面改

選「禹年開會 J )、民進黨激進派以及終於在臺灣內部獲得 1立足之地

的毫椅獨，'(運動 [WJ體 ， 逐步公然地進行毫灣民族主義的宣傳運動。當

然; ﹒ 民進黨內並~Iê只仔激進派 ， 主張即使與岡民黨妥協也應優先推動

民主化的黨內勢力亦不弱 然而 ， 即使是這些穩健派 ， 也很難接受將

純國晚年有限的臼由化與「法統」擁護路線。包合民進黨在內的在野

力是(解嚴 lìí]後時續啥塌的各種I社會運動團體) ， 於體制內的交涉力量

較弱 ， 徊在體制外卻已健美爪 f不 rlJ小莉的動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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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導體制改革議題的反對力章 ， 只有不到三成的支持者 ，雖然意

謂著反對力量無法推翻現行體制以進行改革 ， 但也表示現行體制無法

強行抑制反對力量。與反對)J重達成某種「協議 J ' 成為維持過渡時期

安定不可或缺之事。

的述 1 989年底同步學行的各種選躍 ， 國民黨的合併總得票率首次

低於六成 ， 民進黨則獲得佳績。-蔣經國晚年所安排 、 維持「法統」的

最小限度改革路線已無法達成政治上的安定 ， 國民黨無法避免與因民

主化而形成的反對力量再次交涉 ， 而同時與之並行的 ， 是體制內菁英

闊的權力平衡逐漸崩解的過程。

最初有所行動的是以中央祕書長掌握黨榷的李煥。李煥於 1988 年

7 月的黨十」全大會中，支持李登輝就任正式黨主席 ， 並以擔任行政院

長為何標 ， 欲將俞闖莘從該職位拉下。李煥在該次大會的中央委員選

學巾進行動員 ， 讓自已得到最高票，而j俞國華雖然身為現任行政院長

卻只能間居第 35 位 ， 大失顏面。李登輝支持俞國葦 ， 並未立即將其撤

換 ， 但俞國華在立法院中受到國民黨籍委員的強烈攻擊 ， 隔年 5 月提出

辭逞 ， 李登輝不得不任命李煥接任行政院長。

其次有動作的是李發輝本身。 1 989年 11 丹李登輝命令參謀總長郝

柏村卸下職務 ， 接著任命他為國防部長。臺灣軍隊的慣例 ， 參謀總長由

陸海空三軍輪流搪任 ﹒ 但郝柏村從 1 98 1 年被任命為參謀總長後 ， 直

到 1 989年仍擔任該職。參謀總長替換一事 ， 不僅解決了陸軍出身的郝柏

村長期在任所導致人事輪替制度混亂的問題 ， 同時也含有將對軍隊有極

大影響力的郝柏村調離軍令系統的企圖。宋美齡(蔣介石夫人)召喚李

景輝到她的宅郎 ， 遊說郝柏村留任之事 ， í貝李登輝未因此動搖〔李登輝

2 臺軒~::! I i~ι f. '" ~，:! (;~ í尋 ó:司 ?f f、'Z I ;;<.;llp: .Ht _,;:_ 浮泛二三~/; -:1:-于是 在 才;Il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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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景雯) • 2001 : 69-7 1 ) 。

最遲到 1989年底選堪之後，李登輝才較真體地決定與反對力量再

度交涉 ﹒ 以推動民主化 。 )為此 ， 在蔣經國剩餘的任期結束後，必須獲

何新的、 ]flÎ .}I主名義上的總統任期 。 就在當時﹒ 」李登輝決定在 1990 年春

天預定召開的闊民大會(仍告是「萬年間代 」 占多數的「第一屆 J ) 中

成品總統候選人 ， 並選擇法學學者出身的總統府祕書長李元簇為副總

統候選人 ， 開始尋求各界的支持理解〔同前 : 72-73) 0 1990 年 2 月 11

口問民黨召開臨時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 ， 決定 3 月串行的闊民大會中所

提名的總統 、 副總統候選人 。

然而從李煥與郝柏村等資深黨內菁英的角度來看 ， 這些行動是「連

反集體領導默契的行為 J (汪叫芋 . 1996 : 290 ; 三字管輝(鄒景雯) . 前

揭 : 73 ) ﹒ 同時對之手空空輝外交態度的疑慮也使他們無法(割下他的「 一個

巾闖 」 立場 。 這些對李奇輝的不信任戚轉為意識形態，這或許是使得

原先互相牽制的外省菁英決定共同行動的理由〔周五蓮 .1 993 : 155) 。

在此次行動中 ， 除了李煥與郝柏村 ， 包括王昇(被蔣瞬間派任為巴

校長大使 ， 正趕回臺灣) 、 許歷農(行政院退輔會主委) 、 關中(因 1989

年底選躍成績不佳而辭去問民黨中央組工會主任)、李慶華(李煥之[-)

與陳履安(經濟部長 ， 蔣料國的競爭者前副總統陳誠之于)等人互相集

結 。 他們打算在 11 日臨時中央委員會常體會議中 ， 首先提案改變強人時

代起在表決正副總統候選人的投票方式 ， 以挑戰千字警輝的權威 ， 成功的

話便接著提案被視為主乎尋輝競爭者的本省籍政治家林洋港 ( 司法院長)

與陳屜安為正副總統候選人 。 該方針決定後 ， 於 2 月 10 R 前開始遊說各

~ 14~l) 竺;、 t r' ←乏有結~.."兩 色 ， :2 虫草 ι~ ~ 1:- '~rl !了一A 令 ρ 玄之主!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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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委員〔同前 : 156-159 ) 。

從李登輝的角度來看 ， 這些行動可說是「政變」的準備。總統府於

10 日下午終於察覺此種活動 ， 對中央委員展開徹夜的遊說 ， 結果在 11 日

的會議，上午以差距不大的票數差距由「起立表決」取得勝利( 99票對

70 票) .下午通過李脅蟬的提名案〔李登輝(鄒罩雯) . 前揭 : 7日5 )。

由於此事 ， 國民黨內的對于Z浮上檯面，李登輝派被稱為「主流派 J . 郝柏

村 、 李煥被稱為「非主流派」。過去國民黨一黨支配體制的組織原則是

「黨外無黨 ， 黨內無派 J . 但此時已承認「黨外有黨 J • r 黨內派系 J 也

已然成立 。

總統選舉問題在上層菁英之間正面對快 ， 接著部分國民大會代表

預計在 3 月的關民大會中展開反李登輝的行動 ， 這比動向反而賦予李登

輝「民主改革派」領袖的形象 ， 成為勇於對抗外有保守勢力的本省人

領導者，提高了他在族群中的人氣 。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結束後 ， 部分國民大會代表展開以林

洋港與蔣緯閻 ( 問家安全會議秘書長 ， 蔣經關之弟)作為正副總統候

選人的連署活動 。 雖然林與蔣採取「候而不選」的態度 ， 但主流派憑

藉精密的估票與對圓大代表的遊說 ﹒ 獲得600多名代表中約400名的連

薯 ， 確定擁立林一蔣配的連署數無法達到規定的 100多名〔同前 . 77) 。

結果林與蔣獲得以「八大老 」 說服的形式保持面于 ， 只能宣布退選。「八

大老 」 其中一人是前是灣省議會議長蔡鴻文 ，他對林洋港說「甚至有人

批判你說，你是臺奸，不愛臺灣 。 J (官麗嘉 . 1995 : 2-+0) 此外，在此

次政爭中 ， 即使是非主流派擁立的候選人 ，也推出總統為本省人 、 副總

統為外省人的組合 。 與1'1:到將科間時代為止所不同的是 ， 開始敢動的民

]:化=毫灣化的趨勢 . {E此次權力鬥爭的過程 '1 1 .可說為族群政治帶

來 f新的平衡關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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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部分國民大會代表﹒在審夸大會議案的預備會議中，陸續

提出國民大會每年定期封閱 、 大幅提禹會議出席費等自肥提案。這些

都是仗著有選舉正副總統權力的敲詐，從蔣介石、蔣經國時代以來就

形成慣例。在民間對民主改革步伐停頓[竄到焦躁的背景下，部分國代

預見到國會必然將全面改選 ， 已是能勒索的最後機會 ， 國 I fTí如同既往

進行政治要求的慣例行動，引發輿論強大的反彈。地方議會接一二連三

對此提出譴責的決議案 ，地方政治也就是縣的層級 ， 基本上如同在第

二章所見是地方派系的世界，這意味著地方派系事實上已轉而支持主

流派。

輿論反彈最尖銳的表現，是爆發了戰後臺灣史上最大規模的學生

連動。以 3 月 14 日 . 50 多名臺灣大學學生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前抗議為契

機. 16 日群眾在黨部旁的中正紀念堂廣場開始靜坐. IR 日參加者達數千

名。該日民進黨與市民團體也到場會合，人數膨脹到 2萬人，決議提出 :

斗終止〈動員戳亂時期臨時條款) ; 在解散國民大會 ; 互為促進政治改

革，西開國是會議 4 提出政治改革時間表等四項要求，隔日部分學生

進行絕食抗議。 5 20 日南部的高雄市亦開始有學生靜坐 ， 數間大學亦進

行罷課〔石林 • 1997 : 196-197) 。同口，立法院也通過支持除上述第

二項要求外 ，學生所要求的其他決議〔李登輝(鄒景雯) .前揭 : 327) 。

李登輝在 21 n 上午以壓倒性的多數獲選為第八任總統後，立即召

集團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決議舉行國是會議 ， 當夜會見靜坐學生代

表，承諾儘速封閉國是會議，並於 5 月 20 日的總統就職演說中提出政

治改革時間表。學生以「我們的四項要求已成為全闖同胞的基本認識」

為由，終止了抗爭活動。同時 ﹒ 1 9 口李登輝派黨中央祕占長宋楚瑜會

見民進黨主席黃信介，對召開間是會議﹒事達成共識，而民進黨由於

5 三學笠，直令人n 納悶tJ扎 7亭、治安~哎

占 2001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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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受到李登輝的誠意，決定暫時停止街頭群眾運動。 4 月 2 日 ， 李登輝

吏請黃信介與民進黨祕書長張俊宏到總統府懇談 ， 表明兩年以內實現

政治改革的決心。一週後民進黨正式決定參加國是會議〔若林，前揭;

197-199 ) 。

經由上述過嗯 ， 李登輝贏得黨內「二月政爭」的勝利﹒於國民大

會獲得自己的總統任期，取得與體制內菁英交涉的力量 ， 而且因為成

功應對「三月學運」 ﹒ 亦取得與體制外民主化勢力的交涉能力。的「平

衡者李登輝」由此誕生。

( 2 )郝柏村內閣、國是會議(國家統

開展

綱續》一一「平衡者李登輝」的

作為「平衡者 J .李登輝對體制內外各方勢力發揮交涉能力，成功

將毫灣的民主改革推向前述「憲政改革」的軌道。在5 月 :20 日第八任

總統就職演說中，李登輝宣布 4年之內終止「動員戳亂時期 J .兩年以

內以「修憲」的方式改革國會、地方制度(省長 、 直轄市長民選問題)

與政府體制(總統選舉方式 、 行政院與立法院關係等)等政治改革方

針。李登輝當選總統後 ， 為了統合黨內意見 ， 以黨政高層組成「七人

決策小組」 討論重要問題 ， 總統就職演說內容亦經過該小組的討論

(李炳南編著. 1997 : 11 )。經過「三月學運 J .可以說為了避免體制

垮空並延續政權，進行某種形式的民主化以電新確立政權的正統性 ﹒

是連非主流派都不得不同意的事(葉俊榮 ， 2002 : 36) 。

成為輿論不滿焦點的「萬年國代」退職問題，由民進黨立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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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水扁亨人所提出的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憲案(第 26 1 號解釋) ， 在間

是會議行開前夕公布釋憲文 ， 除 f增額選舉所選出的代表之外 ， 從未

改選的 I fJ央民意代表任期至 1 99 1 年最後-日 :'&11: 0 x 巾於國民黨中央常

務委員會A卅日在 4 月時曾通過「黨 rll央政策會擬定的資深巾央民意代表

在 1992 年 2 月全數退職」的決議 ﹒ 因此對於大沾有的解釋並沒有犀牛

太大反彈 ， 很乾脆地就決定了「萬年閻會」的終止日程 。

6 月底 ， 召開了作為總統諮詢會議的跨黨派間是會議 ， 發表以 F幾

點共識 1 儘早使未曾改選的中央民意代表退職 ; 三臺灣省長 、 毫北

市長與高雄市長直選 : 3 總統民選 ﹒ 形式未定 ( ~I:透過關民大會寄:機

構進行選權) ; --1終 IL: r 動員毆亂時期 J 古以是灣人民福祉品的提的

「大陸政策 J (後述) 。 當初在巾正紀念噎廣場所通過的決議 、 要求廢止

國民大會的意見並沒有達成共識 ﹒ 而關於總統選榷的方式， [!喇民喝:方

面的出席者主張美岡式選取人闡的「委任直選」 ﹒ 民進黨則主張在接選

舉 ， [大Jlm此點亦無法達成共識 ， 僅以「由臺灣全體性民選增選出 」 的

形式發表 。

國是會議後 ﹒ 關民黨在黨內技宜「憲政改革小組 J '討論「:害政改

革 」 的具體方案 ， 該年底依此小組結論 ， 黨決議 r 機關兩階段 」 的

改革方針 。 「 一機關 」 指的是關民大會~兩階段巾的第一階段是所謂

「 程序修憲汀，自「第 -flÈI代表 」 仟闖關民大會 ， 巖 [r. (臨時條款 ) • 

H 吾吾有句~ c.~ ~ 句:含而毛之可 E品 J守 情 廿 三只基 f' r.l 葦f':.& 憲 法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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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更動憲法本文的情況 F以「增修條文」的附加方式修改憲法 ， 制

定第三屆中央民意代表的還學辦法 ， 以及到第三階段修憲為止統治的

ìl源 。 第 三階段即所謂「實質修憲 J ' 也新選出的第二屆巾央民意代表

所組成的國民大會 ， 決定政府體制的改革 。 同時 ， 還加上對現行「五

院 」 體制的堅持 ， 以及小幅修車等附加條件 。

從民進黨所提出的{民主大憲章〉來看，亦即擱置〈中華民國憲

法》、建立法問式的半總統制的憲改案(核心為總統直選)來看 ， 上述

車改程序乃極為保守的憲改方案 ， 但若實施的話 ， 臺灣的戰後國家體

制將可能進展到距離當時體制傾為遙遠的地步 。 {臨時條款}的廢止與

憲法修正 ， 不問其原先正當性來源的中國大陸公民之意向 ， 只由臺灣

選民進行盟會全面改選。因而在從肯定民主政治理念的立場來看 ， 國

會改選以及與此連動的政府再造 ﹒ 使臺灣的「巾華民間」「正統中闖闖

京 」 的「法統」變得極為抽象淡薄 ， lo 同時也使得遷占者菁英的獨占政

dî崩壞 。 進 -步而 言 ， <動員散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廢止與終止「動員

散亂時期」的種種規定 ， 等於是放棄了視中華人民共和聞為叛亂闢體

的 「 反共復岡 J r 基本國策 J ' 反過來說 ﹒ 形同打開 [ r 白已到底是什

麼」這個有關戰後是灣國家的認同爭論的潘朵拉之盒 。 這些情勢 ， 對

於欲提出戰後臺灣國族認同替代方案的臺灣民族主義勢力之抬頭是有

利的 。

隨著此種情勢發展益加明朗 ， 使得那些安於之前戰後臺灣國家

體制而累積資歷的體制內菁英與後備軍變得不安 ， 且b正對力量在體制

內尚未卡分強大 ， 在此種情況下所進行的改革，為了抑制固不安而帶

來阻礙改革的凶素，不得不採取一些平衡措施 。 雖然贏得「 二丹政

}1- J • IEJ. ;李令輝在黨內的指導權{~沒有採取平衡措施( r 後退式的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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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政策」的調整 ， 立即成為無法迴避的事。此外如前所述 ， 由於進

行「憲政改革」 ﹒ 必得終止「動員戳亂時期 J ' 中國大陸與臺灣兩者的

定位與相互關係都須重新定義。在制定規範行政措施的法律時 ， 若中

閣大陸不是「叛亂團體 J '那究竟為何?此點也須重新定義。在行政措

施方面 '4 月行政院決定設置大陸事務的主管機關「大陸委員會」。 此

外 ﹒ 在國是會議中不僅討論政治制度的改革 ， 同時也將大陸政策排入

議程 ， 強調以下共識 : CD與中國大陸進行政治交流的時機尚未成熟 ，

大陸政策「應以兩下萬臺灣人民的福祉為前提 J ' ，診為了與對岸進行交

流 ， 設置非官方的中介機構 。

在此情勢下 ， 李登輝突然於 8 月表達意顧 ， 要在總統府內設置由總

統召集 、 屬於臨時工作小組性質的「國家統一委員會 J ' 國民黨中央常

務委員會通過後擇定成員 ， 於 1 0 月第一次集會 ， 開始制定大陸政策的

指導原則{國家統一綱領}。行政院則進行相關機構的設立準備 . II 月

行政院設置大陸委員會 ， 開始運作 ， 並設立上述的「中介機構」財團

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

國家統一委員會於隔年 1 99 1 年 2 月通過(國家統一綱領) ， 國民黨

巾央常務委員會與行政院院會(相當於日本的聞議)立刻加以追認。 12

該綱領重點如下 : 巾中華民國以建設「民主 、 自由 、 均富的中國」為

目標 ; 令中國大陸與臺灣皆為中國領土 ; @ r 中國的統一 ， 其時機與

方式 ， 首應尊重臺灣地區人民的權益並維護其安全與福祉 J ; @中國的

統一分階段逐步達成 ， 在「近程」的「互惠交流階段」 ﹒ 互不否定對

方為「政治實體 J ' 在國際間相互尊重 ， 互不排斥〔若林 ， 前揭 : 208-

211 J 。

第四章200 戰後臺彎政 l台史一一中草草民國臺;變化的ðf程

化 J) ， 政權運作將無法穩固。

在獲得新的總統任期之前 ， 憑在野民主運動力量而起的李登輝 ，

接下來必須反向操舵。李登輝所採取的平衡措施為 : l_.，任命郝柏村為

行政院長 ; 三修憲過程巾爭取國民黨內的支持 ， 在形式(不觸及憲法

本文)和內容(維持Ji院 ， 小幅修憲)上與保守勢力妥協「修憲」程

序 ; 主策劃〈國家統一綱領〉。關於第三點上述已提及。當然 ， 民進黨

對於李登輝先就政治改革姑且探求民意 ， 之後具體的改革方案卻在國

民黨內閉門處理一事 ， 大搞不滿。

任命國防部長郝柏村為行政院長 ， 其實為含意甚多的一步棋。此

舉雖然可說如同其標榜為「治安內閣」 一般，具有把軍人安排於行政

體系的頂峰 ， 用以改善解嚴後治安惡化的意園 ， 但最重要的 ， 則是憂

慮「憲政改革」所處的政治環境 。 當初李登輝理想的行政院長人選為

外交部長連戰 11 具有內閣年輕化與空灣化的意園 ， 但最後是以強合

r 丹政爭」產生的黨內裂痕為優先 。 郝柏村與李煥都是此次政爭的中

心人物 ， 任命郝柏村為行政院長 ， 意昧著起用 f其中一位非主流漲的

重要人士 ， 另一位非主流派的大老李煥則被驅離 f黨政權力中樞。

李登輝自己稱任用郝柏村為行政院長一事為「下猛藥」。任命軍方

的實力派人事引發 r在野勢力的強力反彈 ， 當新聞報導李登輝的想法

後 ， 學生 、 市民與教授的抗議行動於 5 月初的臺北街頭再度展開。民進

黨內部的激進派「新潮流漲 J . 要求黨主席黃信介與祕書長張俊宏等所

謂「美麗島系」抵制闖是會議 ， 但黨中央則堅持繼續參加。可以說 ，

黃信介導人以此行動支援「平衡者李登輝」對其黨內的交涉能力 。

如;第 」章所述，蔣經國晚年開放對大陸的間接貿易與大陸探親

( 有條件限制的 ) . 臺海兩岸人、物、錢的往來顯著增加 ， 使得行政上 從內政層面來看 ， (國統綱頡〉亦是仔細考慮了各方的平衡後 ，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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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種意涵的一步棋。首先 ， 該綱領為統一設下許多限制 ， 雖然招致

國內外批評為「國家不統一綱領 J . 但重新揭示「國家統一」與「一個

中國」原則 ， 有效地抑止了「右派 J (譯注 : 黨內保守派)對「憲政改

革」的雜舌。其次 ， 設下中國共產黨難以接受的統一條件 ， 則能回應

有關空海兩岸關係中 ， 最大多數民意所支持的「維持現狀」意見。第

二 ， 藉由上述第忌點的明確記載 ， 以「臺灣優先」為口號 ， 李登輝為

首的國民黨主流派選擇性地「捨」到了臺灣民族主義的實施進程 ， 成

為進行臺灣化政策具有正當性的根據。

最重要的是 ， 國家統一之前 ， 與中國大陸為相互尊重的對等「政

治實體 J . 此一概念的提出相當重要。就臺灣外部而言 ， 中國在憲法中

早已設計「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此一政治性定位 ， 要求臺灣

接受 ， 而臺灣內部則有民進黨激進派等主張「臺灣共和國」。前面提到

終止「動員歡亂時期」後 ， 爭論戰後臺灣國族認同的潘朵拉之盒已被

打開 ， 不過由於當時提出了對等政治實體的概念 ， 可說為了實施「憲

政改革」的政府超越了「法統」擁護路線 ， 達成了意識形態上的調整。

2. r 憲政改革」的政治構圖一一開始時的三條路線

政治的自由化一且開始 ， 各種政治制度改革的方案相繼出現。如

同上述所見，凍結{中華民國憲法}及其重要部分的《動員戲亂時期

臨時條款) . 其改革的方式大致可分為三種。改革方式之所以不同，

緣於對「中華民國」的「正統中間國家」認同的不同 ， 亦即擁護「法

統」、形式上擁護但實質上盃定「法統 J . 以及理念上盃定但形式上妥

協「法統」的三種路線。不同的改革路線、與同時形成的中國民族主

義與畫灣民族主義、在;意識形態光譜上各種路線支持者的位置 ， 以及

外省人與本省人兩個族群闊的對抗 ， 彼此之間具臼;生動關係。也就是

說， r ~寄憲苦憲:政改 2革F- J 的路線也是在垂灣政治「族群=民族的(付et山h川n1 C川1悶C -Cωu叩』川m

national) 脈絡」的影響之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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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非主流派的「法統」擁護路線

首先 ﹒ 國民黨在蔣總間的晚年致力於法制化的努力 ， 不廢止{臨

時條款> . 而是期室主持自第-屆中央民意代表的退職 ， 達成閻會全面改

選。這是以維持問家仍在「動員戳亂時期」為前提 ， 亦即臺灣的「中

華民關政府」為正統巾間政府，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叛亂團體 ，

且堅持不更動憲法本文的方針 ﹒ 因而此路線無論如何「要將完整無缺

的憲法帶回大陸」 ﹒ 希望在「反共復國」的「基本關策」架構中進行改

革。

如同前述，將禁止主張「臺灣獨立」的「蔣經國三條件」寫入法

律的《動員戳亂時期間家安全法〉等「自由化三法 J . 成為憲政改革

的配套措施 ， 而此種改革路線於 1 989 年 l 月的〈第一屆資深中央民意

代表自願退職條例}巾部分地法制化。若欲堅持此路線﹒在理念上否

定「法統」的毫灣民族主義思想與運動將無法被認同 ， 且應該斷然取

締。從民進黨等在野勢力來看 ， 此種「法統」擁護路線於理念上無法

相容 ﹒ 而且反映 f遷占者菁英想要保護舊體制中既得的族群利益，同

時阻礙了政治自由的進程 ， 因而成為了街頭激烈抗爭的對象。

( 2 )民進黨的「制憲」路線

與上述路線相對的是民進黨與獨派團體所提起的「制憲」路線 ，

藉由新憲法的制定，進行民主體制設置的路線。當時民進黨穩健派主

導參加國是會議時 ， 所根據的〈民主大憲章}並不直接主張廢除〈中

華民間憲法) . 而是主張全面性地擱置憲法 ﹒ 倡導法國式的半總統制 ，

山人民直接選出總統。但是 ， 黨內激進派與黨外獨派則主張廢除既有

的憲法，制定{盡情共和JU羽憲法) . 在岡是會議後對李登輝一連串「平

衡措施」的不滿加深 ， 上是進黨在激進派的壓力下，於 1 99 1 年夏天召

開「人民制憲會議 J .通過以美國式總統制為主要精神的〈畫灣憲法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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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作為參加該年底第: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全面改選)、與之後

相繼而來的修憲國民大會的選戰藍圖。

當然，此種「制憲」路線的目的，是在政治體制民主化的同時進

行「建國」﹒亦即將「中華民國」轉換為「以臺灣為範闢」的國民 l封

家。然而，此種路線即使在空灣內部亦存在諸多困難，就外部而言，

)j;存在單憑臺灣自已的力量也難以推動的障礙。民進黨實際上所採取

的戰略，是觀察民意的動向與國民黨內部的對立情況，在「憲政改革」

各個階段裡最有口J能實現的選項中 ， 向民意訴求最能強調「以臺灣為

範圍」的政治體獨特性與主權性、同時能使該黨獲得政治權力的主

張。在「憲政改革」的開始階段，上是進黨的主張是「徹底的政治自由」

與「萬年國會的全面改選 J '而在第一次與第一次修憲時主張「總統直

選 J '其後則主張「單一國會制 J (廢止國民大會)與「依憲法實現公

民投票制度 J (公投入憲)。

當時的民進黨是對政策決定影響力低微的少數力量。儘管如此，

民進黨的憲改構想是最直接解決戰後臺灣國家矛盾的方案，一旦推動

「憲政改革 J '民進黨常能領先 一步提出下一階段的憲改步聽 ，發揮

~要影響。在第三次修憲時，因而開始出現「民進黨的政策由國民黨

(李登輝)實行」的說法。〔李炳南編著 . 1998 : 221 J 。

(3 )李登輝的「修憲」路線

李登輝所推動扯實現的「修憲」路線，乃介於上述兩者之間。如

前所述，此即「一機關兩階段」的程序 ， 不更動憲法本文，附加1 r 嚐

修條文」修正 (rjl誰民國憲法) ，亦即殘存「法統」的形式，希望進行

質質性的上是主化。

此種 rjJ 閉路線，凶為妥協於兩個方 r !.，J之間!而被迫搖擺。外有國際

社會對「中華在民間」的封鎖、內有政治體制移行的動力愈來愈大晨空

灣民族主義的指頭，在內外情勢中， r 中華民間」的最 L位老 4定程度

第四室主 民主體制的設置一一「穹散放軍」的第一階段 105 

的政治路線搖擺勢不可免。

如同上述 ﹒ 由於李登輝獲得「平衡者」的權力，成功召集國是會

議，廢止{動員毆亂時期臨時條款) ，邁向國會全面改選的道路，非

主流派以「 j主統」擁護路線維持全體性的方案遂無法堅持。然而 ，以

黨內「法統」體制既得利益者對大幅度修憲將導致「臺灣獨立」的疑

慮為背景，非主流派致力於儘可能保有「中華鼠國」的原型(即本書

所謂「中國國家體制 J ) ，希望護衛支持此體制的意識形態權威 (保持

「五權體制 J '反對總統公民直選，維持內閣制) 。

「平衡者」李登輝的權力不足以壓制此種力量。因而「修憲」的程

序定為: 1 基於「國父」孫文的政治理論，堅持「五院體制 J '儘可能

小幅度修憲;豈不更動憲法本文( =作為「法統」終極根據的文本) ; 

3 由「萬年國代」進行「程序修憲 J 第三屆闊代進行「實質修憲 J ' 

藉此程序維持形式上的連續性等等，為了維持「法統」的外殼而必須

絞盡腦汁安撫保守派。從民進黨等在野團體的角度來看，上述的發展

看來就像是李登輝又再次投入保守派的懷中。

然而，隨著與民進黨等團體所主張的「制憲」路線和「法統」擁

護路線的鬥芋，以及在同時並行的與非主流派的激戰巾逐漸取得優

勢，並且因為實現「萬年國會」的全面改選，而獲得了可稱為 r (國民

黨內)小強人」的威信 ， 李登輝實現了「總統直選 J ' 自己當選第一任

民選總統 ， 並以此威信進行超越民主化、使闕家體制臺灣化的「憲政

改革」。同時正由於「總統且還 J '成為下一個階段誘發「中華民國」

「形體鬆動」的劇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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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憲政改革」的展開一一 「最小綱領民主體制」的設置與

政府代表制問題的解決

1. r 法統 」 的實質消滅與「中華民國 」 內在質蠻的開始一一第一次修憲

李登輝以上述的「平衡措施」梳理黨內政治環境 ， 努力安揖保守

派，由黨中常委於會中決議通過. 1990 年 1 .2月進行「 一機關兩階段」

的修憲程序與不更動憲法本文而附加「增修條文」的修憲方式﹒ 1991

年 3 月通過〈增修條文》草案，同年4 月 8 口召開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

臨時會。

在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當中(不必改選的資深代表加上 1986年增

額選躍選出代表共計 583 名) .國民黨代表名額遠超過修憲案成 t立的

四分之三( 510 名 ) .相對而 d民進黨只有增額代表 8名﹒加上理念相!

近的無黨籍增額代表共不過 12名。由於 1 由資深代表占大多數的第一

屆國民大會欠缺修憲的正當性;在國家安全會議與國家安全局的設置

( <增修條文〉第九條)屬於「實質修憲 J .不該由第一屆國民大會代

表決定; ~ r 旅居國外國民」資格(即「海外莘僑名額 J )的設定 ，將

選出未盡國民義務的民意代表等等，民進黨反對上述事工頁，在場內進

行各種議事抗爭。〔令，炳南編著 . 1997 : 90-91 ) 

但是國民黨在「議事規則」巾加入警察權行使的規定 ， 成功封鎖

民進黨的場內抗爭。民進黨黨中央判斷繼續進行議事抗爭將造成形象

損傷，並非上策 ， 凶而決定抵制 16 日的會議，該黨立法委員與地方議

員也同步放棄開會，於隔口 17 口到 18 日凌晨在臺北市內靜坐，展開街

頭抗爭。雖然暫時使闕民黨與民進黨進行政黨協商. {型幾乎沒有得到

開民黨的讓步﹒無法影響國民黨按 Ll 已步調所進行的法案審議〔同前:

對李登輝與閻民黨主流派而言，上是進黨的強烈抗爭，反而j止H壓

堂哥囚童 民主體制的設置一一「憲政改革」的第一階段 207 

制與其立場不同的資深國代可能的失序行動。 IJ 在此情況下 . 1991 年 4

月 n 日，國民大會通過國民黨提案的〈增修條文〉共 10條，同時決議

廢止《動員毆嵐時期臨時條款}。據此，李登輝於 30 日公布{增修條

文}﹒ 14 同時宣布「動員毆亂時期」於隔口終止。

將第一次修憲稱為「程序修憲 J .是為了踏出「憲政改革」的第一

步，儘量縮小改革障礙的說法 ， 不過是國民黨當權者的說辭。就算接

受當局的說法，其實不只包括如前述第T項已涉及「實質修憲」的條

文，第一次修憲即使未完成(只規定國會組成方式) .實際上業已更動

了臺灣「中華民國」的政治正統性的骨幹 ， 可說已改變了政治秩序的

根本。

〈增修條文}的前四條，因應 1 991 年底資深中央民代退職 ， 規定中

央民代全面改選的選制。根據條文 ， 第二屆以後的閻民大會代表、立法

委員與監察委員，由 1 r 自由地區」選區的選舉名額(被稱為「區域選

舉 J) ;吉「自由地區」的「平地山胞」與「山地山胞」名額; ~僑居

國外國民名額 ; ~ r 全國不分區」名額等四種類別選出﹒第'3'1與第t4'種

以政黨比例代表制選出。的此種選制排除「大陸地區」公民 ， 除了第@

類僑胞以外 ， 將被選學人的資格限定於「白由地區 J .也就是「中華民

間」政府實質統治區域(臺澎金馬)的公民 ， 而選舉人資格則與增額選

13 4 司司 超過 200 名看，軍區(.!:提出犬唾持-': 每件箏 f著名亨li J 的笑嘻~ . ~民黨出央&區長

六會直罰;立 ~U 嘆嗎?童句這;'i.工作 (黃犬多數贊同提且~ifI 代表續且是整署 在開會前設法.~
帝!

14 1是次 fJ 憲，'" 士曾 /'}1f夏文 ，) -主字 可參見「司法院法學~科檢索事純 http://jirs.judicial 
臣。、 1\\ Index.hlm 

的監察委長與均勢還寄去-f:t， 白宮議會&妻:Jt 有 高達 τf.~會問權雯接選出 增豬還學

:::J ::: 聖賢、草草型 音?其內哥止 sf J:ι 表~三，去吾長 n"" ;望很幸，曹 ~..t電車司汽伶 ~K

、"哥哥‘'、反:立是主題之 e土 7 !; 16 E 斗，土"是三 代JfZ 句~ :. ~~;-J "~.:7 其主K.每單記H:票
法 區 i式選舉的 i星星于是 中雯區 J 和J I 與 1994 年之前日本憲議院選舉相同) 'if1:黨比例
代表 I r 全思 7 分r& 民由各咒:l在區法雯盔的得票數迪和 機.i.為各if1:;t I尋票率
各 JZ 黨得票比率品已達 5% U.上者 可:于分配 1區還名錄 法令的原文1p請參照前述 r 司法
拼法左手育科啥余辜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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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以來一樣進行限定( (動員毆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 0 16 之前

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只補充了「法統」實質的「萬年國會 J ' r 自

由地區」的投票可說間接地扮演將 r i.}::.統」體制正當化的角色 ， íEUt-l於

《增修條丈予的制定 ， 解除了此種選為這人與被選躍人代表性的乖離 ﹒ 所謂

「臼由地區 J ' 在民主政治的原理與自踐中確立 f與「大陸地區」明確區

分的政治共同體。換孟之 ， 臺灣的選民輕過 1 972年以來十多年中央層級

選蟬的投票經驗(增額 Ú~委選舉六次 ， 國大代表選權」次) ， 終於擺脫了

虛構， 獲得為其量身訂作的國會。

19 88 到 1 989 年左右 ， 從「法統」擁護的觀點出發 ， 出現各種設宣

「大時代表」的主張 ， 包拈以在臺闊的大陸各省|叫鄉會為選取叫體等無

稽之談。以政黨比例代表制選出的「全國不分區 J (上點為筆者所 }J[J ) 

以及「街外僑區」的技罩 ﹒ 勉強象徵性地保留 r r 法統」。然而不論如

何 ， 行使投票權的只有「自由地區」的選民 ﹒ 也氏在「自悄地區」單

行選串 ﹒ 完全沒有「大陪代表」的質質意義。第 4次修憲時 ﹒ |叫民黨

「憲政改革小組」幕僚之一的憲法學 fí-蘇永欽 ， 對於f.話何不稱「政黨比

例代表 J IÍli稱「全國不分區 J ' 以「像個奶嘴」來形容( r斗的 : 3 3 0) 。

科山上述過程 ， r 法統」於實質上已消誠。亦I1IJ戰後中l灣闖京的

統治機構與政治權力的正統性根據 ， 此後不再是在巾關大陸山 r ql華

民間」推動的革命歷史 ﹒ 而是經山i是 t程序定期更新的毫灣民怠。 r r! l 

華民間」統的機構的內部開始發生本質上的變化。{'，:從中華1\闕，主灣

化的結構變動觀點來莉 ， 最重要的改革正是這-:t!fi 。透過上述轉變 ，

臺灣形成獨 ['J 的政jh認/，;J . 使得岡際社會不失1I如何缸!t/l應對 p 刃，方

面 ， 從坐何民族主義來干7 . 未史動( r1' 華民關;吉 ìl) 本文所象徵的

bF 土耳 I 'iXO 之三定 之手晶訂)我 有 3 華~ .lc.:. --: i主主 笠， 只 rr ?~ ~= 妾身占‘::::' r' 訣，主

-:-f~1 P:. G 心"苦干 咚了了哇寸、品均 三牛;t J" f =-主吧-，、寺、。廿戶，

只主" 茍 9' 亡計土重'~ f，品位異 ~t: t f呈 • .; ": fhil!'-i.是?叮叮土于 t; 弓

建四畫畫 旻主體制的設置一一「憲政改革 J 的第一階段 209 

「中國國家」形式 ， 則是最為棘手的抗爭對象。

2. r 總統直選」的挫折與徹底政治的自由化一一第二次修憲

( I ) r 總統直選」 的 -時挫折

當然 . (增修條丈}在丈字上仍殘存曖昧的部分 . rfü址從「程序

修車」的說辭來右 ， 在政泊制度上當然也尚有未解決的部分。前者在

巾空關係的認同政治上 ﹒ 允許評論者就意識形態立場與政治看法保有

解謂的空間 ; 但在後者 ﹒ 總統選舉的方式成為最大的爭論焦點。 1990

年間是會議中 ， 有關總統選息方式僅達成「由臺灣全體住民選學選出」

的曖昧共識。 17透過「憲政改革 J 所形成的政泊制度 ， 幸，J主張法國第五

共和的平總統制成雙首長制(此為民進黨{民主大憲章}的 1立場 ， 以

拉 1 997年第四次修憲時國民黨與民進黨黨 [j1央的立場) . 或是總統制

(上是進黨第三次修憲後的立場) ， 則應與頁接選躍的主張加以整合 ; 若

是認同內閣制 ， 則應配合無實榷的總統 ， 以間接選學較為適合。

如此具有制度性含意的總統選舉方式 ﹒ 在考量時不-定與「統

獨問題」或族群對抗的立場有必然關係。例如當時作為民進黨內激進

派 、 推動「臺灣獨l}~ J 綱領化的「新潮流」派 ， 一直到第一次修憲

後 ﹒ 都沒有放棄採用內閣制的主張〔李炳南 ， 1994 : 81 )。然而結果這

又在「鼠主化+毫灣化」的脈絡中 ， 成為種族、族群的爭論點 ， 產生

激烈爭鬥。亦即空灣民族主義的也場或是積極推動臺灣化的立場者 ，

最後包合「新潮流 J ' 都選擇 f 在接選舉 ; 而對此抱持反對或是消睡在

場占 ﹒ 則主張間接選息 ， 而且從第一次修憲與國家安全會議相闊的條

文開始 ﹒ 全部反對強化總統權限的修憲方向。 1，從省籍來看 ， 本省籍政

7 ",,1 i交官 H毛 主七共 i長伊~E.空空院:<f~.餌，至還 g 弋含章字哇啦，雯出 g~ 寸 f: 巳 ~I排除
司甘主字，是午口 吃 1; -f'皂，人 出華?毛咒;，去 ffL=: 持 F金三毛們可想到 單吾土"臨 E年俺款

;:. ~':t有 7. 汙宇:惠，去于7 仁呎寧主!t . ~l :.n哥去 d 省戶是早立~~.~~革 主張 2匕立蟬的柄，、
I，.;~ r;塾，安句:學，電台學者詞，再教材 主7 叮一不管它] jl ';; 哩情育活等﹒可t1吾 29R 



210 章說後臺灣政 台史一一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

治家支持前者 ， 外省人政治家支持後者的傾向愈來愈明顯l吵〔周玉麓 ，

1993 : 2 88) 。

然而 ， 由於第一次修憲是由第一屑國民大會代表進行 ， 民進黨席

次相當少 ， 但在「 一機關兩階段」的「第二階段」修憲 ， 則是由預定

於 1 99 1 年底第 二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所選出的代表行使 ﹒ 若能在該次

選舉中確保四分之一以上的席次 ， 民進黨將能獲得憲法修正案的盃決

權 ' 1J、可在政黨協商中迫使國民黨讓步。從到當時為止的各種選串結

果來看(如 1 989年增額立法委員選舉中民進黨得票率為 27.3% '改選席

次占有率為 22.6%) ， 這並非無法達成的目標。

但是如後所述 ， 民進黨在此時期因內外情勢的影響 ， 在意識形態

上漸趨激進 。 內部而言 ， 有原先以海外為基地的臺灣獨立聯盟的歸國

運動 ; 外部而言 ， 蘇聯的崩解 、 以及搜羅的海三小國獨立並加入聯合

闕 ， 皆成為影響的因素 。 首先如同前述 ， 199 1 年 8 月世間「人民制憲會

議 J ' 通過〈臺灣憲法草案) ， 作為第二次修憲民進黨的腹案 。 在同時

也是年底岡大代表選舉黨提名大會的 1 0 月民進黨全國代表大會上 ， 將

「附上煞車」的「公民投票式臺灣獨立」設為目標 ， 亦即若臺灣選民經

由投票表達意志 ， 便將「以成t主權獨立的臺灣共和國主訪問標」等相

關條文放入黨綱。然而 ， 當時的民意對民進黨的選戰不利 ， 20 主張「安

19 直是會研民主制書長划生安 措哲持民進黨叢中央患者爽，械制提到 當時

if;::李 登輝無實質 種 勻 臺臂、更是 i前 7、足道﹒ 整個臣民黨反動勢 勻 集結在 手埃及研棺材
身 L 所有灰動較 句都玉張內胡幸| 德統畫位﹒甚至芳、把李 登輝變為嚴正;全{嚴哎 4全
在薯，、石過"7 f電Jt Iii.益型 企吃過任tI!~ 但賀 禮 Il rJ Jt f'0責院長哥哥笠巨掌握一一筆者 ) 而重新
時;偎著'、 石的第一 第二旬 H l壘 喔詩!.J，.張 1世r. WL種情勢 告t tr t.止核原先三張句唱法
的黨內戌員 F 同京 346 此外 、良制憲會議 待;曾任許信良，.;:僚而為此 會議籌備的
友們表干 這去~ ?J' '" p 竺 2、口 J: 百分 L 十五 ♂持有特工工 百分之七斗 9~針 見在
專.:'7_譽主l-'t.I T 斗 i至可4 惰 5.. 1 "f; ~ -: f司氧量存幸j 京之，有可笑亨廿主自?許星 閃f. 336 三
111主正三吉 t'~ 0: 丈們丹丹 fbt該對后守主 耳{ í:;' 琵令$數三路尚色的丈'l!o l 耳其川紅
色持正w 叭叭考量 <:.__ ór-百叫角嘆 1 看 "t ;i 詞 l咱們4 、 1: 扒手登峰造這持軍宇
更正歸憲法 車司向德挾持 ~J; 可可份美一事 :芷若句有企 τL 區后1 月宜之、 為{﹒哥哥我們-r:莒 吾吾

咚青先~.t ， l 二三ii'弋 "1 種力于蔣終生足有六世句 技們芋縫特色要有 J 函，1 jf: 235 白 L
20 f支持莒:~ Ji.，'!今生長 11 眉目俠'"~ ~..意為合會不 失 r~ j , ë~ 平、若主芋，全智i: 而斗a- f!, J: 

三明 主.' .\呵。 o ct: ~ Il) l) ~ 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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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中改革」的國民黨選戰策略投民所好 ， 同時國民黨又精巧地劃分選

區 ， 使得民進黨不論在投票率或席次上都未達四分之一 ， 選戰以慘敗

做收。(臺灣全面改選開始後至 2004年的國會選舉結果 ， 參見表 4- 1 ) 

前述關於總統選舉方式的選擇 ， 李登輝在國是會議當時並未否定

直接選躍 ， -1 但黨內在討論第二次修憲的內容時 ， 他一開始並沒有積極

介入 。 國民黨「憲政改革小組」的討論逐漸傾向「委任直選」的間接

選舉方式，一但李登輝則以若民進黨在年底選舉中獲得四分之一以上席

次 、 必須說服民進黨為理由 ， 認為採取直接選舉制較好。若是如此 ，

則李登輝的預測顯然錯誤。

然而 ， 民進黨雖然輸 r選舉 ， 但「總統(公民)直選」的主張簡單

易懂 ， 輿論的接受度頗高 。 能直接選舉總統 ， 是「過去所無法想像的新

鮮權利 J (同前 : 289) , r 委任直選」顯然難以理解 ， 而「直選」則很自

然地理解為「公民直選」 。 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在國大代表選舉中 ， 亦

有以此作為選學訴求。恨據李登輝自己日後的回憶 ， 在本應兩種意見並

陳討論的「憲政改革小組」中，因為擔心直接選舉制的意見逐漸消失 ，

因此在年底國大代表選戰時指示祕書 ， 請二十一縣市國民黨黨部主委進

行總統選舉方式的地方民意調查 ， 結果只有三個縣市黨部主委回報「委

任直選」為佳 ﹒ 其餘則報告一般庶民認為直接選舉較容易理解。因此 ，

李登輝以此為契機 ， 悄悄地下定決心推動總統直選〔李登輝(鄒景雯) : 

334-335 )。

21 李全輝在反丈會注明草之恨 與民:星紅也常者， 1 i是 i老話"Z J rt .'lll ~:.tI!#f.~出方式答 L J.

札哥哥 吉P1于 〔司令 205 而 ~ tt !乎情甫的說法 底是 會議時儘管區 民黨俺 也噫 者 L'J.

'-1': 惠 咚 ~t立是 4 再 .弋來 f_r ?t萄 伯李 fft畢』希望互支 4 的耳 E吾吾; 獨 處 會i毒 手

何苦苦 1994 59 

泣 Æ主任主選句可丈是生 ß~之六會;七表 i是孕了宇 宙候選九 3月正查 表 示支持的總統候選 人﹒ 待
主空話-電學 5主自r;: i'. ~t 'c :; "-'!吹:哭罣 \.:r: 種間接受益--<;元 帆布 4雪亮民意 rU目﹒國六
代表'l! ~益的可:f.~耳伶考前的方式有何 T-'司 t 囝而是一種 F 直選 J 的方式) f旦被前 i! 區

是會議行共去 d: i: 從? "1 選舉方丈 of ，~~已仗打~ 亡L 說 ~ø且 旬，吏是 去 任直 ::! J ﹒
玄 :r， 六會掃壘，奪電守!t有 FZ JJq 峙 _t -弟兵"'t穹的 ?量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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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國會定期改選(第二屆之後)各政黨所獲席;欠與得票率(%) 

1991 年 1992 年 1995 年 1996年 1998年 2000年 2∞ l 年。一 200-1行二

闕民大會 的主院 立法院 間民大會 立法院 留民λ;會 法院(第 立法院

(第三關) (第三開) (第三病) o符咒病) (第問問) (第內開) fï llE! ) (第六開 1

闢息(I.\t
25 -1 96 85 183 123 68 79 

(司1. 1" ) ( 53.(2) (-16.06 ) (-I9. (1X) (-16. -1 3 ) (2~.56 ) (32.83 ) 

新黨 19的作叫 j創犧
21 4前 11 

( 12.95) ( JJ.67) ( 7.06) (2.86 ) (0.12 ) 

親民黨 2000年 3 月創黨﹒創當時在 tL法院擁有 20席
46 3-1 

( 1857) ( 13')0) 

民進黨
66 50 54 99 70 悶修憲 87 H9 

(23.9 -1 ) (3136) (33.17 ) (29.85 ) ( 29.56) rlrî A<: (33.38 ) (35.72 ) 

.g灣闖
2001 年 8 月削菇，創黨時立法院擁釘 11指 改選 13 12 

結聯盟 (7 .76 ) (779 ) 

其他
3 15 斗 5 21 10 10 

(-1.89 ) ( 1595) (7 日2) (680 ) ( 1695) (8.87 ) (9 屆-1)

總計
325 160 164 333 ~25 勻?究 勻刁『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 

;25再來 6車 32 7202 67 前5 7的 21 68.09 66.16 59.16 

註 1 : 2001 年選舉因 rj東省」而灣省議員名額轉至立去院

註 2 得票l!l是指揮專得票豆豆未滿 5。古的政黨得票萬分配割的區域選票得票m:

資料來源。 1991 年選舉資科源自《中國時報>> '1991 年 12 月 22 日; 1992 年選舉資料源自《中國

時報》可 1992年 12 月 2 日，其他資料引用自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網頁 (hup: esc 

ncc lI .edtl. t\\ ne" chinese data'electiono/.20dataO I.htm 2008年 l 月 18 日閱覽)

出處 筆者星星成

此種「黨意與民意隔絕」的情形，媒體很快地也風受到。次年2 月

16 口傍晚 ， 臺灣電視公司發表與{聯合報》共同進行的民意調查結果 ，

調查對象 80%不知「委任直選」為向。此調查結果可視為輿論改變的分

水嶺，輿論對「總統直選」的關心由此刻開始急速高漲。李登輝從隔口

17 日開始，展開對「憲政改革小組」召集人李元簇副總統等相關人員的

遊說工作〔周玉話，前揭: 287 、叩門 。

然而，此時距離預定下月召開決定修憲案的臨時黨中央委員全體

會議 ， 只剩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 李登輝第一.度面臨非主流派的正面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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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而失敗。 3 月 8 日黨中央「憲政改革小組」經過四小時的激烈辯論 ，

7 人反對、 6人贊成互不相讓，決定將總統選舉方式兩案併陳; 9 日的臨

時中常委歷經號稱史上第一次七個半小時的激辯後，同樣兩案併陳。

接下來的戰場移到臨時巾全會( 14-16 日) .開會前兩派人士展開連署

競爭，會議中從李煥、邱創煥等大老到荊知仁、董翔飛等憲法學者的

中央委員 ， 一個接一個起而擁護「委任直選」案 ，對李登輝展開「政

策急轉彎」、「上意下達」的批判。最後兩派幹部私下商量，同意推

遲此問題的最後解決方案，李登輝也接受此結果，因而最後達成「總

統、副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選舉之。其方式視民意動向

慎重判斷，自中華民國 85 年( 1996 )第九任總統選舉開始實施」的妥

協案。此外 ， 臺灣省長民選(同時也預計不必修憲 、透過立法推動行

政院直轄市市長民選)、監察委員選舉方法的變更等憲法「增修」方

針，也無異議確立〔李炳南，前揭: 59-60 J 。

為了第一二次修憲 ，國民大會於 3 月 20 日召開 。討論修憲的國大代

表，由上一年底選出的第二屆代表，與 1986年底選出、依然在任期內

的增額代表共同組成。

民進黨並未擁有可行使議案否決權的四分之一席次，而是僅僅加

上無黨籍代表才好不容易達到提出修憲案的法定人數( 82人)。與「第

-階段」修憲相同，此次會議也說不上具有正當性，結果和第一次修

憲相同，民進黨只能在議場中利用議事規則與妨害議事進行的手段 ，

並進行街頭運動訴求其主張。民進黨黨中央計畫在4 月 19 日號召 3 萬人

遊行主張「總統直選 J .為了提升氣勢. 17 、 18 日民進黨國大代表要

求與總統李登輝會面，在總統府前靜坐。 19 日當天實際動員了約4、000

人在臺北市內遊行﹒進而約數百人到 lβ00人由黨主席許信良帶頭，在

臺北權站內靜坐到 2-1 日凌晨。然而這些行動無法攝動國民黨 ，在此期

間國民黨籍代表趁著民進黨籍代表不在時﹒將民進黨的多數提案封殺

〔同前: 20 J 。雖然民進黨籍國大代表曾暫時回到議場 ，但由於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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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代表不斷提出國民大會擴權的議案 ， 最後民進黨籍代表還是於 5 月 4

日退出了會場 ， 無黨籍代表亦隨後退出〔同前 : 364-3 67 )。在此情形

下 ﹒ 闕民黨中央版本的八條《增修條文》於 17 日通過 ， 哩口由總統李

登輝公布。

修憲後的結果是 ， 總統民遷的方式如前所述，決定於 1 996 年 3 月

下任總統選舉開始實施 ， 且從下任開始總統任期改為四年 ， 國大代表

選舉與總統選舉同時單行，任期也改為四年。闆民黨籍代表中 ， 主流

派與非主流派各自的「總統直選、削減行政院長對總統命令的副署權」

與「總統委任直選、刪除總統對行政院的覆議核可權」等提案 ， 都被

黨中央壓 f下來〔同前 : 6 1-62 )。

同時 ， 監察委員改由總統提名 、 國民大會同意而產生 ， 因此 ， 監

察院成為「準司法機關 J ' 不再是「中央民意代表機構」。為了抗議

監察委員選取人的資格被剝奪 ， 省議會亦曾決議暫時「休會 J (同前 :

356 )。然而更嚴重的機關對立 ， 來自國民大會與立法院之間的權力衝

突。國民黨中央的修憲案原先共有九條 ， 包含為配合總統副總統的四

年任期 ， 丘 j去委員的任期亦延長至四年的提案。不過與主張廢止國民

大會 、 以取一闌會為目標的民進黨籍代表不同的是 ， 國民黨籍國大代

表以經由全面改選、獲得正統性為契機 ， 並以擴大岡民大會權限 、 甚

至常設化為目標 ， 陸續提出擴權案。

對此 ， 反對的立法委員與國民黨籍國大代表之間 ， 相互進行難壤

的言辭攻計 ， 激化彼此情緒上的反戚。立法院揚言削除閻民大會的相

關預算 ， 國民大會則在原先提交國民黨中央的案子中，除了擴權案之

外(一年召開一次國民大會 ， 聽取總統國情報告、進行間是討論 ， 以

及開會的常設化) ， 更提案設置常設的正副議長 ' li將立法委員任期由

上三年削減豈有兩年。此案通過一二讀。

國民黨中央在不得已的情況下 ﹒ 只能以拿掉立法委員延任的條

文為條件 ， 促使闕民大會取消設置正副議長與消滅1立法委員任期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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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 最終爭取到修憲案全部八條二三讀通過〔同前 : 21-22 )。國民大會

正副議長的設置 ， 在次回第三次修憲時終於實現 ， 但立法委員任期延

長一案，則不得不等到 2005 年第七次修憲時才得以實現。李登輝公布

八條修憲條文的當天，白由主義學者團體「澄社」開始推動「百萬人

譴責國民大會」的連署運動〔伺前 : 368 )。

如此，由資深代表到第弋屆代表(太多以地方派系為基體而當

選) . 闕民黨籍國大代表從蔣介石時代開始便向黨中央要脅的傳統被完

整地繼承下來 ; 然而 ﹒ 此事卻反而給民進黨「廢除國大」的主張帶來

正當性 ， 造成後來國民大會的廢止。國民大會致力於擴大自身權限的

同時 ， 卻也開始自掘墳墓。

此外 ， 前述無異議通過的臺灣省長民選條文 ， 以及行政院直轄市

聖北市、高雄市市長的選躍，共同於 1 994 年 11 月實施。 23 這些選單為

臺灣的政黨政治帶來莫大的影響 ， 這部分將於次章敘述。而省級自治

的實施作為強化「中華民國」統治機構代表性的措施 ， 雖部分解決了

戰後奄灣國家所帶有的矛盾 ， 但省長民選卻無法同時消解「中國國家

體制」的矛盾 ， 也無法重新規畫行政區域。只然而 . r 憲政改革」一旦

展開 ﹒ 這些問題遂不得不觸及。

( 2 )政泊的自山化的貫徹與空灣民族巨義的合法化

然而 ， 第:次修憲包會 f另 4個重要的決定。{增修條文〉第十

-二條賦予叫法院大法官(擁有憲法裁判權)組織憲法法庭的權限 ， 該

23 至 1 一次;'t巷口 是在 共苦;是文 草-;-、咚!呈可u_:~I!i;全民迢來做i4t (是進兩位

TL EF:‘三是 門芒~"': .;:. ~話，吧 !可有守 主~~ :.. .-:' { ~ 2 f,. ~;年占有于吠_.-等':-\'í

fτ、文荒 止 i" {. -_;臂，董句空注 1二7:: l主 :2 基本位青: 一章 宰十三章 第一三七

、仁:大 . c 、 立、科 1%(J~， .'!1-': 叮咬. ~_j. H_:i 會主 f: ;Z ，{三進步正式 f土舍

，聖 王其~ ~'.l. 戰斗芷~ ，、 i，~ t ~倚在 乏)! jr英 7t eyb!EE 這位:‘r ~ fL 有Jiz建持對立 d幸與喔

'T --;;立 {f JiZ‘五﹒之 ;i.~ .. :日哩哇有足『﹒巴筆者吋女主 f插三f見所有過程 目前學?J.對此-

i 央司已二:"~"':'( f1: T 位占 全心心于亡 3 有 ttzzzt主~叮叮草委且定 ~甘苦七韋造哭

2-1作__.. i'-"_cl;" í其主 !t rf. 叮- ","4 f'" 言:ι 持有可JiJ.再三主轄市盡量喀小憂，看有管轄畫~fIi的持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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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得因違憲而對政黨解散之事進行審查。原先根據{人民團體法> • 

把政黨解散的決定權委由內政部下的行政機關(政黨審議委員會)負

責﹒此增修條文則將決定權提升到憲法層次的審查，避免了如 1991 年

10 月民進黨「臺獨綱領」通過導致政府與在野黨間可能的全面性對決

危機。該條文雖仍然規定「政黨之目的或其行為，危書中華民國之存

在或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者為違憲 J .但配合相關法律的廢棄與修正，

在蔣經國晚年「自由化三法」之下有違法之虞的民進黨因此完全合

法。以下將概述此過程。

由於長期戒嚴解除 ， 政治自由化的敢動與蔣經閻過世前後的政治

情況，亦即國民黨領導力的衰弱與流動狀態，以及與反對黨之間過渡

時期的政治規則尚未達成共同的「協議 J .促使了民進黨的群眾動員運

動，依著臺灣民族主義的路線而漸趨激進。根據社會學者主南昌引用

張茂桂等人的調查. 1980-1986 年間非政治性的「白力救濟」活動(因

公害而受害的地方住民所常見的典型反應，對造成傷害者進行直接的

抗議與要求補償)超過 3、000件。群眾公然的集體行動如此頻繁，明顯

地削弱了依靠長期戒嚴體制所進行的社會控制，形成政治自由化的重

要背景〔王甫昌. 1996 : 173 J 。

觀察到此種情勢. r 黨外 J (不久後的民進黨)從 1986 年開始，在

對抗闊民黨政權強力壓制的選學期間之外，亦即在「民主假期」外，

乘機擴大與強化「群眾活動」。根據王甫昌的調查，從〈中閱時報}

(全間，性報紙) 、{自在晚報 > (以北部其中心)與《民眾日報> (以南

部為中心)三份報紙的報導來看，在 1986-1989年的四年間 . r 麓，外」

與民進黨所主導的「群眾活動」至少有 568 件。其巾「行動動員 J (指

針對特定議題表達不滿與抗議，進行遊行、請願、靜坐與絕食等活動)

有 299 件. r 認同動員 J (為向群眾訴求批判體制的反對運動之意識形

態，以及體制的不正當性，而進行演說會、說明會、座談會、歡送

會、餐茶會、成立大會等集會活動)有 269件〔同前: 176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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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透過這樣的「共識動員 J .將 1980年代前期反對陣營內的

理論鬥爭所形成的「臺灣意識 J . 亦即臺灣民族主義的歷史話語向大

眾傳達，確保了「行動動員」的正當性，並成功獲得了體制轉型期間

政治頓域巾的支持星體〔同前: 177-194 J 。在 1980與 1983 年增額立

法委員選舉中. r 黨外後援會」推薦的候選人得票率分別是 13.9% 與

16.32% .在展開「群眾活動」之後的 1989年選舉中，得票率成長到

27.3% (表 3-2 ) .而在之後提及的 1992 年底立法委員全面改選時 ， 得

票率增加為 31.36% (前述表 4 - 1 )。亦即民進黨在轉型前期，透過「群

眾活動 J .其支持率從兩成以下擴大到三成(如同前已提及 ，此種支持

比例對於李登輝的權力樣態，進而對臺灣政治體制轉型的形態均有重

要影響)。

1986年 9 月民進黨創黨時的主要口號為「臺灣前途住民自決 J .所

謂的「臺灣住民臼決 J 的結果是開放的，亦即若因住民的意志而選擇

「與中國統一 J .理論上亦無法排除 。然而 ，關於臺灣前途的走向 ，希

望賦予臺灣住民的政治共同體自主選擇權，以及帶有主權者意涵的主

體性，此想法顯示了與民主化要求結合的臺灣民族主義之最小綱領。

此時民進黨並不公然主張「臺灣獨立γ 然而不久後，黨的內外開始公

開主張「臺灣獨立」。

隔年 1987年4 月，反體制雜誌{自由時代}總編輯鄭南榕在臺北市

內的集會當中，主張「臺灣獨立」。這是第一次在公開集會中公然主張

「臺灣獨立」。接著在同年8 月 ， 一群過去曾以政治犯而遭監禁的臺灣民

族主義者，將「臺灣應該獨立」列入章程，成立了「臺灣政治受難者聯

誼會」。內政部以違反{人民團體組織法》的「國策規定」為理由( r 不

得主張分裂國 t_ J ) .不承認該組織的登記 ， 隔月警察逮捕相關人士，

1988年 l 月 16 日依 《懲治叛亂條例》判決有罪。這是在蔣經國剛過世 ( 1

JJ 13 日) • fsi.對力量尚未採取全面性行動之際" (懲治叛亂條例}正是

被稱為「製造政治犯的法規」、在戒嚴時期發揮壓制自由力量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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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9年 4 月 ， 以{自由時代〉刊載〈臺灣共和國憲法草案}起自

而被起訴的鄭南樁 ， 因拒絕出庭應訊而自焚身亡，此事件帶給社會莫

大的衝孽。鄭南榕實揚「能主張空灣獨立的百分之口J論自南」 ﹒ 凸顯

政府取締的不正當性。

此種黨外行動亦影響民進黨。黨內主張激進化的巾心 ， 是前輩提

及的「新潮流」派。「新潮流」在創芳:後的每次黨代表大會中 ， 均主

張將「臺灣獨立」列入黨綱 . 1 987 年 II 月第二次黨代表大會決議採

納「人民有主張臺灣獨立的權利」 ﹒ 隔年 1 988 年 4 月臨時全閥黨代表大

會 ， 通過附有「四個如果」的「臺灣獨立」決議。 n後者還加入了「臺

灣主權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任何毫灣國際地位之變吏，須經臺

灣全體住民臼決同意」等文字。終於在 1991 年 1 0 月 ， 前述「公民投票式

臺灣獨立」的綱讀化成功。在此種黨意識形態激進化的過程中，不贊同

臺灣民族 E義者如rr希平、林正杰等人凶而脫黨〔若林 ， 1992 : 260) 。

在此種情況下 ， 於選卑活動巾超越最小綱領 ， 公然主張望灣民族

主義成為必然的趨勢。 1 989年最後一次增額 l立法委員與地方公職 、 議

員選學同時舉行 ， 成為上述主張的發揮舞畫，。該次選舉中 ﹒ 由民進黨

提名的立法委員與地方議員候選人共 32名，組成助選團體「新國家連

線 J ' 標榜「新憲法、新國會、新闊家 J 0 r 新國家連線」以鄭南榕夫

人葉菊蘭為象徵 ， 加入選戰 ， 最後包含立法委員、以都會區為中心共

有 24名當選( (日本經濟新聞) , 1 989 年 l 月 4 日〕。

該團體的候選人並未明確公然標摧「臺灣獨丘」凹個字 ， 而是

以建設「東方瑞士空灣闢」為訴求 ， 雖然在造勢舞，主 k未喊出 ， 但垂

下群眾則高喊「臺灣獨力 J 。而且在當時的選戰活動中 ， 海外獨立運

動組織開始嘗試問到臺筒 ， 毫商獨立聯盟美闕幹部郭倍宏從直東偷渡

~5 1::: t'可土 :;.:. ~:.: ø'~ ::-r ~ ... ~ ;Z"藏品實金會，、 7、企九三 :-1 :'吋羔品 學叫 :司長、土是

7審站 JL ;:E司更乏有 f'z . t.:更是J;主 Zι 司F 彎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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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 ， 現身民進黨候選人的造勢場合後 ， 未被逮捕又偷偷出國。就筆

者所知 ， 當時的選戰中就有四種{臺灣共和國憲法草案〉作為競選小

冊子在分送，部分內容在{自 ú:晚報) ( {自在晚報} ﹒ 1 989 年 11 月 7

u 、 16 日〕亨報紙上亦有轉載。

該次選權的投票口當天 ， 以「新國家連線」候選人及其助選人員為中

心 ﹒ 最高檢察署發表選戰期間主張「不當臺獨言論」的案件共 2 11 件( (中

國時報} ﹒ 1 989年 1 2 月 3 日卜此事顯示 f繼承蔣經國遺志、欲限制自由化

的政府 ， 所受到的挑戰顯著升高。李登輝所下的「猛藥 J . 亦即郝柏村內

閣 ， 就在此情況下開始運作。

郝柏村內閣以標榜「治安內閣」出發 ， 取締了當時開始狷曠的不法

投資公司 ， 並解決了數件泊安事件〔周玉楚 ， 前揭 : 237-241 ) ;不過，

從國民黨非主流派的意識形態來看 ， 取締「臺獨分于的違法活動 J ' 當

然也是重要的治安對策。這意昧著郝柏村也打算忠實地執行「而由化三

法」的「蔣經國三條件 J ' 郝柏村內閣對「臺獨」的取締成為「法統」

擁護路線不可缺的一環。得利於政治的自由化 ， 而在臺灣內部設立據點

的臺灣獨立聯盟等民進黨以外的空灣獨立運動 ， 成為最先取締的主要目

標。然而 ， 這些取締是以長期戒嚴時代中「製造政治犯」的諸法令其

根據 ， 亦即前述〈懲治報亂條例} 、 {戳亂時期檢肅臣諜條例}與〈刑

法} -00條(含有只因言論活動就可處以內亂罪的「預備內亂罪」條

文) .對於面對「憲政改革」卻在體制內無太多立足之地的民進黨而

J ﹒ 這峙舊法令成為訴求拆解「法統」體制的「行動動員」絕佳題材。

事態的轉折點為 1 99 1 年 5 月 9 L1 發生的「獨立臺商會事件」。以此

為契機 ， 政府後來逐漸失去取締， r 臺灣獨立」活動的法律依據 ， 最後

出現了的述第:次修憲時《增修條丈}的第十三條。

此事件發生在 5 J~ 9 日 ， 以身為東京池袋據點的左派獨缸運動團體

「獨屯r主灣會 J ( (空灣人內!可年史〉的作者史明'&頡導)的祕密成員為

f 11 . ìfî女當 }"j依違反{懲ìfî矩亂條例}逮捕了 4 名青年 其 r t J -位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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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大學研究生 ， 法務部調查局並未知會學校 ， 即闖進大學宿舍力11以速

捕。當時正是第一次修憲 ， 總統李登輝才剛宣布終止「動員毆亂時期」

後不久。這種仍舊執行戒嚴時代政策、違逆潮流之息，除民進黨及臺

灣獨立團體的支持者之外 ﹒ 亦引發 f學生、大學教授與知識分 f等各

階層廣泛的反鼠。 12 日，當警察在排除靜坐行動時 ， 發生了毆打臺灣

大學教授陳師孟(蔣介石文膽陳布雷之孫)的事件。大學教授與學生

組成「知識界反政治迫霄聯盟 J . 向立法院請願 ， 並在臺北市內進行大

規模遊行。

間民黨此時慌了手腳，贊成廢除與「動員毆亂時期」終止不相稱

的法令 ， 包括〈懲治叛亂條例〉與{散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 .前者於

5 月 17 日、後者於 24 R 於丘法院通過廢止。民進黨與知識分了團體同

時要求廢除這些法律的母法，即{刑法) -00條(對即使是言論或

和平的活動仍可問罪的條文，官方任意判斷的空間極大) . 個政府與國

民黨對此卻未有回應。這是因為「臺獨」對開家而言仍舊危險 ， 在要

進行取締仍需此條文 ， 顯示了郝柏村的強硬姿態〔伊原 ' 1993 : 232 ) 。

郝柏村的擔心並非把人憂天。原以美國為本部的臺灣獨t聯盟

決定將本部轉至聲筒，並開始進行聯盟成員在岡內群眾集會中公開現

身的行動。大學教授與知識分子團體在暑假開始後再次展開活動 ， 組

成 r (刑法 )-OOC 條廢止)行動聯盟 J 0 9 月 1立法院新會期時 ， 由

於民進黨籍委員激烈的議事妨礙行動 ﹒ 郝柏村不得不在警官的屑牌保

護下進行施政報告。民進黨與 r -00行動聯盟」實布將在「中華民

國」閩慶凹的 1 0 月 10 R 雙卡節活動巾 ， 躍行廢除〈刑法) -00條遊

行。 9 日遊行隊伍欲進入總統府前廣場的雙十節閱兵典體會場 ﹒ 卻被警

察強行帶到附近的哥大醫院 ﹒ 在進行徹夜的靜悄後 ， 隔天清晨被強制

驅離。另外要求「以華商名義加入聯代閻公民投票」的運動亦於此時

展開 '9 月 7 日與 8 日 . r 公民投票促進會」在基北單行大規模遊行 C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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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日在高雄亦單行)[中川﹒ 1991 : 266) 0 "6 

前述民進黨對於「公民投票式臺灣獨立」綱領化的決定 ， 正值政

治徹底自由化運動與郝柏村內閣之間的第三度對決之際 ， 亦即要求廢除

{刑法} 呵。。條遊行剛結束後的 1 0 月 13 日，根據{人民團體組織法) • 

內政部下設之政黨審議委員會，開始展開是ft解散民進黨的審議程序。

此時，進行「歸閩運動」的臺獨聯盟活動者相繼遭到逮捕. 19 日出現首

例以{刑法) -00條「預備內亂罪」對歸國臺獨運動者做出的有罪叛

決 . 12 月初「獨立臺灣會事件」的4名被告中 ， 有 2名亦以同樣罪名被判

有罪〔薛化元主編 . 1998 : 206-208 、 214-216 )。

II 月初，政黨審議委員會以民進黨的「臺獨綱領」違反{人民團

體組織法}為由 ， 要求民進黨加以改善(修正黨綱) . 但 II 月 6 日民進

黨中常委拒絕此要求，遞出了新黨綱但不予以修正。同日 ， 國民黨中

央決定延期處理該問題 ， 以尋求共識。李登輝在民進黨通過「臺獨黨

綱」後介入 ， 與郝柏村之間達成「在政局安定的前提下慎重處理」的

共識〔同前 : 20的。

然而在此之後，獨立運動者仍持續遭到速捕 ， 情勢膠著到年底國

大代表全面改選。從大局來看，這個首次的民主體制「出發選舉 J . 可

說發揮了打破政治僵局的功能。如同前述 ， 由於民進黨選戰失敗 ， 使

得當時緊張的政治情勢緩和下來。而且彷彿是作為補償一樣 ， 之後在

與政府及執政黨交涉時 ，政黨解散問題提升到憲法層次來解決。

民進黨主張 ， 解散政黨一事應當是司法措施 ， 由行政院下的政府

機關來決定乃是違憲的行為 ， 零年 1992 年農曆春節後立法院新會期

間議時 ， 包括去年底第一屆白:法委員全體退職後 、 只由增額立法委員

所組成的立法院岡民黨黨圈 ， 也同意民進黨將此問題送交司法院大法

消失 ~l 杯句幸?哥、 dt 月接脅。直荐信封~"~ iì主表示 ， !1P í哇，人公~~字E K亮;i;:妻!(代表草書生 〔薛化

元乏有晶 宮7 荷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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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會議 ， 請求釋憲 。 何時行政院內部亦傾向以「雖不廢止《刑法> -

00條 ， 但內亂罪的構成要件限定於以強暴或脅迫方式」為方針 ， 著

手修正。在此過程中 ， 4 月國民黨「黨政協調會 J (黨與行政院的聯繫

會議 ) 決定修憲 ， 將「政黨解散 」 的權力改隸為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處

呵 ， 與此配套的 「 臼由化二法」亦同時修正 ， 此項決定隨即由中常委

通過 。 5 .H 1 5 日立法院通過上述國民黨版的〈刑法) -00條修正案

( 隔日公布 ) , ~- 27 f=l國民大會通過《憲法增修條文) 0 r 自由化二法 」

的修正案則稍後於 7 丹在立法院通過〔同前 : 234-2 72 ) 。

經由這些措施 ， 政治的自由化終於來到最後階段 。 6 月 ， 決定廢

除由各機關保存維護 、 作為監視公務員政治忠誠度之依據的「忠誠

資料 J ' 解除了阻礙海外流亡者合法歸國的「黑名單 J ( blac k li s t ) 。

之前強行凶國而被監禁的政治運動者陸續被釋放 ， 著名的海外臺獨運

動者 、 之後成為第一屆民選總統民進黨候選人的彭明敏於 11 月 l 口回

國 ， 同月 25 日臺獨聯盟日本本部委員長黃昭堂亦接著回關 。 A當時 ，

次 n即將投票的的主委員 首次全面改選競選活動質際上已全面展闕 ，

預定成為堂北市立法委員候選人的「黑道」幫主蔡冠倫 ， 率領于 F

「 助選員 」 到機場 ， 與迎接黃昭堂歸國的群眾發生衝突〔伊原 ， 自íj揭 :

1 58 、 1 7 4 ) 。

過去在長時間的戒嚴下 ， 由周密布置的政治警察監視網所覆蓋的

畫灣 ， 被某位曾被監禁的政治犯稱之幸福「監獄島 J (柯旗化 ， 1992) 。

而這座「監獄島 J '在戒嚴解除五年後終於消瓣 。 在政治1: ' 對於就任

行政院長以來即欲忠實執行 「 蔣經間一條件」而取締「堂獨」的郝柏

村和非主流派而 巨玄 . 1可說是 一大挫折 。

， ~ -r r T =-"': :i‘主‘ if..' t 耳~ 'r"共臼 ;tf 有， γ-4?"EJh

1宙 r ~ifiì:~ ~、藍藍吉皇軍禮品1 月 ...L '}一 邀去，聶哥~. 1:gt司接受 惜爭﹒ 1993 的

2X 豎立長 長 1至- J .. 8τ; p .c;:.... li; -'-'-f.~ 會 ι 史 ~I ~ ~1~ 汁，向-.:.. 年 1443 字 10

h 可它 臣，上雙 l' t 可 咕，高等哼哼事立 ; ， p 終于:呵!正;可是 -R ~ït 吟 ι 除名 ~L一 生事

lf γ 批 J 三::. 弓 iL ""冷仗 199X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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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 小強人」李登輝的形成與 「總統直選」的實現一一第三次修憲

( 1 ) r 小強人」李登輝的影成

不同於朝野對決這種 般性的對抗關係 ， 以臺灣民眾對於史上

第一個「臺灣人總統」的好戚與期待為背景 ， 李登輝與民進黨之間 ，

在朝向民主化與臺灣化的改革進程中具有相同的利害與共鳴 ， 這點在

1 990年春李登輝承諾推動「憲政改革」以後 ， 已成為公闊的祕密"。

而且在 1992年春天以後 ， 雙方已公開共有「總統直選」 此一實際的政

治戰略目標。然而第一二次修憲時 ， 此一共同目標卻未達成。當然 ﹒ 雙

方共同的阻力來自於依然在體制內擁有可觀勢力 、 以行政院長郝柏村

為中心的國民黨非主流派。雙方各自從不同的層面與那柏村進行爭鬥 ;

反過來說 ， 郝柏村被迫面對逐漸形成的兩面作戰 ， 飽受壓力。結果

1 993 年 l 丹郝柏村不得不辭去行政院長 ， 同年夏天在國民黨卡四全大

會中李登輝連任黨主席，進一步鞏固黨內權力( r 小強人」李登輝的誕

生) ， 並決定於隔年召開的岡民大會中通過「總統直選 」。

如前所見 ， 郝柏村的政治弱點在於 ﹒ 在「民主化+臺灣化」政治結

構激烈變化的時期巾 ， 由於軍人出身與 「 反臺獨」的意識形態 ， 加上承

載了對政治變動感到不安的外省人的期望 ， 使得郝柏村處於與「民主化

+畫轉化」相對抗的立場 。 而對李登輝不會大聲批判的本省人「李登輝

情結 」 亦對郝不利 ， 這使得確實以「治安內閣 」 作出成績的郝柏村與他

的支持各戚到 「 族群性」的不公半。 1日

29 _L 1..二 4支持至 4九..;-:~竺 手}{豈有丘吉 苟安，Lf室去丈夫 ~甚 ...μ ﹒人.{有 三f 1t蜂情

電台 ν 了? 只 z 料 k 借嚎 IQ91 1.12 I吱:r[ '; S 哥華女鋒在情±苦苦Z 馬 f 奮的群眾

后要，]，:L雯戰已 J'~ 欣 慰 AA : rqt1司E... -r f; 任且 I F.~. ' 玄達7.'.íl! i;這層次←培育了難 L~
ê'j r-} 科書! ft_ /'可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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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土安 JL ，長表;((. t且已'. .失才、~ 7~ IWh i乙之主宇，.~可-了主啥時2 白:;，' l' (Ì >!至民 臺

止 ，i; 7 Q' (i 人亡 lL j' ":-li'::金筆勻外面i 、，_] tt *.寸雨時﹒占 27%) 掉一!1m 票』 壓倒位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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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李登輝形容為「肝膽相照」的雙方蜜月期中開始造成彼此嫌

隙的事件 ， 是就任行政院長之際已從軍中退役的郝柏村 ， 在處理他與

軍方之間的聯繫管道有欠慎重的舉動所致 。 199 1 年 7 月民進黨立法委

員葉菊蘭等人在實詢巾﹒揭露了郝柏村在國防部集合高級將有聽取報

告的「軍事會議 J 以此學傷害了憲法上作為三軍統帥的總統權限，兩

度批判郝柏村 。 對此 ， 郝柏村向立法院與李登輝說明 ， 行政院長赴國

防部聽取與閻防相關的施政報告為院長權限 。 8 月 12 日在與郝柏村的

會談中 ， 李登輝接受了郝的解釋 ， 暫時化解此事3 1 ( 伊原 ， 1992 : 250-

25 1 、 259 - 26 1 J 。 然而 ， 此事可視為李郝關係惡化的開始 ， 總統府與行

政院間的協調關係逐漸變得不再順暢 ， 只 立法院中標榜「臺灣優先 」 的

主流派次級團體 r.集思會」立委 ， 與標榜「反臺獨 」 的非主流派「新

國民黨連線 」立委之間，展開激烈的爭鬥 ， 呈現某種 「 代理戰爭 」 的狀

況 。 1992 年更發生 r r 集思會 」 成員亦主張民進黨的「一中一臺 」 而遭

國民黨開除黨籍的事件 ( 陳哲男立委開除黨籍事件〔同前 : 1 75-I77 J) 。

即使如此 ， 李發輝與郝柏村在前述〈刑法 ) -00條與民進黨將

「臺灣獨立 」 列為黨綱的問題上 ， 仍維持溝通管道 。 然而雙方在軍隊人

事上的摩擦 ， 33 以及行政院欲按寶價課徵「土地增值稅 」 等問題上 ，

31 丹、線畫哼愣是先有。之古巴]玉 ~j~ 事 rli:且已進， ;t 'l 那怕什 2吾有了從詢F.，f Ií~' 車事會 .å J 一事
宇登偉等~:r.:'表示 -r 1: 1! i叭叭 ，訂戶們詩意互間 閻王這﹒ 1993 24品 主HH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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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的不同屯場使兩人漸行漸遠。在「土地增值稅」的改革政策上 ，

財政部長王建燈堅持該稅的課徵 ， 不應依公告現值而應以市場交易實

價為基礎。此項政策在內閣中 ﹒ 亦與主張以較緩和方式改革的內政部

意見不同，國民黨內與土地稅制有強烈利害關係的地方派系亦強烈反

對 ， 例如 1 0 月 l 日高雄市議會因抗議王建值與支持他的郝柏村而宣布

暫時休會，次日民進黨於立法院提案要求王建值下畫。再隔日李登輝

對於土地稅制改革一事表示「可行的政策才是好政策 J '實質上批判了

財政部 ， 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王建爐斷然拒絕郝柏村與李登輝的慰

留 ， 立刻辭去財政部長。

緊接著選戰又登場。在立法委員第一次全面改選的選舉中 ， 民進

黨與 r.集思會」集中火力批判郝柏村 ， 由知識分子組成的「澄社 J 所

編築批判郝柏村的{郝語錄}亦四處發售 。 另一方面 ， 辭去財政部長

的王建值成為臺北市無黨籍立委候選人 ， 在郝柏村內閣中被拔權為環

保署長的「新國民黨連線」成員趙少康 ， 亦辭去官職成為臺北縣立委

候選人。

投票結果顯示 ， 民進黨獲得大幅成長。民進黨得票率超越原先設

定的目標 30% ' 達到約占全體席次-分之一的 50席(參照前表 4-1 )。

民進黨於前一年國大代表選舉的失敗中電新站起 ， 從 r ，黨外」時期逐

漸成長至三成的選民支持 ， 終於能轉換為體制內立法機構的三成議席。

國民黨雖然獲得與 1 989年選舉差距不大的得票率 ， 確保 96個席

次 ， 然而讓民進黨大幅成長 ， 可視為國民黨的失敗。不過其中立場鮮

明的反李登輝與反臺獨的候選人卻表現亮眼 。 王建燈與趙少康等「新

!謂民黨連線」候選人 ， 不僅確保了北部外省人的支持 ， 亦得到黃復興

黨部等軍系黨組織的支援而高票當選 。 反對王建憶上地稅制改革的地

方派系候選人 ， 也同樣獲得佳績 。 然而在「新國民黨連線」與民進黨

的夾殺下， r 集思會」候選人卻 -臟不辰 ， 慘遭毀誠性的打哩。

選舉的結果，過去被罵為「 老賊」的第 -屆中央民意代表退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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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台舞聖 ， 而稍早差點面臨解散危機的民進黨則獲得三分之一的席次 ， 正

式進軍國會。隨著前述「監獄島」的消失 ， 社會氣氛也為之一變。李登

輝判斷此刻應是時機 ， 決定更換郝柏村 。 身為擁有行政院長任命權的總

統 ， 行政院長與自已關係惡化 ﹒ a正面批判郝柏村的政黨在立法院占三

分之- . 加 t同黨 iT.委巾對自己抱持敵意者為數不少等原崗 ， 確保對內

閣的掌握成為最重要的考量。

{中華民岡憲法〉規定 ， 行政院長由總統提名 ， 經立法院過半數同

意後任命 ， 但卻沒有辭職的相關規定。早在前一年的 1 2 月 n 日，民進

黨黨間與「集思會」已提案要求內閣總辭。雙方抱有將郝柏村趕下臺

的政治意圖是另一回事 ， 在憲法上 ， 立法院擁有任命行政院長的同意

權(從而對總統所提名人選具有否決權) . 因此 ， 當立法院因全面改選

而使其權力正當性更新時 ， 與此相應的內閣亦應總辭的說法遂有其道

理 。

然而問題是 ， 行政院長此-握有實權的位置 ， 究竟該由主流或非

F流的人1:賠任?郝柏村與李體輝從 l 月中旬開始進行責接談判。郝

柏村的打算是 ， 可以為 f憲政的慣例而總辭 ， 但行政院與黨兩者的司主

要職位之平衡維持不變。非主流派的要求是，行政院長方面再次提名

郝柏村、或是改提名林洋港，去是換下郝柏村 ﹒ 則任命他為黨中央祕

書長。然而李登輝吐不退讓。他雖然接受更換黨中央祕書長 ﹒ 但對於

卸下行政院長的郝柏村 ， 將只安排他在黨中央新設的「政策指導小組」

擔任召集人，以泣擔任 tf 卜四全大會中新設的副主席一職 。

在此段時期 ， 從 I Jj上旬開始 ， 空北街頭頻繁出現包括「中華民國

各界救國護車大同盟」、大陸各省同鄉會，與「中華民國愛閥同心會」

等支持郝柏村的問體所取辦的避行 。 部分的 r 在兵 J (外省籍退役軍人

的通稱)每天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前抗議李登輝，與警察間不斷發生小

衝突 。 郝柏村與市煥 、 訊:歷農 、 梁肅戒、關 rjì 、趙少康等 ~n:::流派的

電要人才了頻繁地會面 . ti.覆討論策略 ﹒ 打算對抗季芳要輝 對於m絕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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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的李登輝 ， 郝柏村暫時不總辭 ， 繼續堅守崗位 ， 但此希望最後卻落

空。最後 . 30 日郝柏村表明總辭意顧 ， 並按國民黨既有決定重要人事

的程序 ， 於 2 月 3 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總辭案 ， 隔日行政院院會亦決定

總辭. 10 日李登輝提名一直以來心中的人還 、 臺灣省主席連戰為行政

院長 ， 獲得中常委通過 .23 日立法院同意連戰擔任行政院長。作為在

野黨 ， 民進黨名義上反對此項任命案 ， 但實際上 51 名(加上與民進黨

J采取向步謂的無黨籍立委 l 名)立委中 1 7 名棄權 ， 降低了過半數的門

檻 ， 暗助李登輝的人事布局〔伊原 . 1993 : 2 76) 。臺北的報紙形容此

種權力交替的戲碼為「已由渡海族群主導的時代轉變為本土族群主導

的時代 J [若林 . 1997 : 223 )。

國民黨中央祕書長一職 ， 則任命亞東關係協會駐日代表處(就臺

灣立場而言相當於大使館的機構 ﹒ 因對日斷交而以民間團體的形式成

立)的代表許水德(本省籍)擔任。經由這些安排 . r 黨 J (主席與祕

書長)與「政 J (總統與行政院長)的要職皆由本省人擔任。被非主流

派攻擊的另一對象宋楚瑜 ﹒ 雖然離開國民黨中央祕書長的職位 ， 卻馬

上獲得臺灣省主席此一重要位置。 14

隨著第-屆中央民代的退職 ， 民進黨進入國會 ， 政治社會裡「遷

占者優位」的情形終於崩壞。 l 月初開始占據臺北街頭 、 蜂擁至國民黨

巾央黨部的外有「老兵」等的遊行與抗議行動 ， 不論是否接受 ， 其實都

是向社會確認此一事質所建生的現象。因為不久之前 ， 在臺北街頭向政

權抗議發聲的，是以本省人為中心的勢力 ， 此時卻已成為外省人了。

1'i由本書的觀點來看 ， 在政治社會巾「遷占者優位崩壞」的事

態 ， 口J說是之前一直將自己視為臺灣社會當然的主流而沒意識到自身

「 族群 」 的外有人 ﹒ 開始犀牛 r 族群意識」的過程。與在「遷占者優

J-l ι - .玄學~ ~毛 F 刀臺 3月~ (1 .!毛主: 'F- p :.J.;~ 1- ~.~土產俠哩 . "'J 1.哼 哼~~t. 手 ;皇 五 六 fJl; *重句華

這 1ft ~~ f.~ 手 "r 得 久 令句 ~ 全 tH'è門早已 暴 守己，、 此主持 手電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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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體制」下承載巨大風險而出現的本省人族群意識不同 ， 在政治自由

己徹底實現的情況下所產生的外省人族群意識，得到批判李登輝的主

流媒體善意對待 ， 以極快的速度集結為政黨。非主流派立法委員團體

「新國民黨連線 J ' 3 月時登記為政治團體，開始進行包含街頭運動的

反李登輝政治動員。此方面的發展將在第六章說明。

成功將郝柏村從行政院長之位拉下的李登輝與主流派 ﹒ 在十

問全大會( 1 993 年 8 丹 的-22 日)中確保勝果。李登輝在首次以黨代表直

接選舉黨主席的投票中 ， 以 82 . 5%得票率連任黨主席 ， 隨後提名李元簇

為副總統 ， 連戰為行政院長 ， 林洋港與郝柏村為副主席 ， 並獲得大會通

過。當初承諾讓郝柏村擔任的「副主席 J . 最後不過是4位副主席的其中

一位。非主流派的勢力在改選後的中央委員(全體21 0名)中只占約五分

之一 ， 中常委只有4-6名(全部 3 1 名)。日從初春以來反李登輝立場益加

鮮明而展開行動的「新國民黨連線 J . 在國民黨十四全大會前宣布( 10 

日)成立「新黨 J (政黨名稱) .與開民黨大會閉幕同一天舉行成立大

會 ， 從國民黨脫離。

藉由上述過程 ， 可說李登輝在黨內從「平衡者」出發 ， 逐步地

取得主導權。若借用英文媒體常形容蔣經國的「強人 J 詞 ， 亦可說

李登輝此時已獲得閻民黨「小強人」的權威。因此 ， 李登輝獲得7政

治條件 ， 得以克服第二次修憲時無法推動「總統(公民)直選」的挫

折 ， 然而即使在第三次修憲時實現此目標 ， 過程仍非一帆風順。

( 2) r 總統在選」制的質現與「憲政怪獸」

即使擊敗 f郝柏村如此棘手的政敵 ， 獲得了國民黨人「小強人」

的威望 ， 李登輝仍然必須在諸多限制中行動 。

第 4個限制是 ， 無論如何 ， 李登輝仍然是中國國民黨主席 ， 其歷

行 ;t完蚣.... 汀 J~ ~~:I 訂 G fi J. tt'治迫》支 td 主 . Ef 〔 J子信 1'19-\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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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包袱不可能-鬥氣放下。為 f減輕包袱 ， 以自己的行動和言詞 ， 時

而謹慎時而大膽地進行理念性的轉換 ， 但將此轉換落實為制度與組織

卻絕非簡單。例如 ， 十四全大會中主流派黨代表提案 ， 將黨章中所規

定黨之性質「革命民主政黨」的「革命」 一二字拿掉 ， 但該案卻受到阻

擋〔伊原 . 1994: 155 ) 。中國關民黨的歷史「慣性」依舊強勁 ， 即使

是「憲政改革 J .亦無法輕易拋開摹於孫文思想的正統中國理念與憲政

結構。此外 ， 非主流派也牽制著李登輝〔李炳南編著 . 1998 : 2 1 )。

為了減低黨內的壓力 ， 國民黨中央早在 1992 年 12 月底 ， 便將第三

次修憲的任務集中於「兩個半議題 J (黨中央憲政改革小組執行長 、 國

家安全會議祕書長施歐揚所言) . 亦即 : 們總統選舉方式(第二次修憲

時已將總統選舉改為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選出 ， 此次決

定只將任期改為四年 ， 是半個議題) ; ~ 配合總統任期 ， 立法委員任期

改為四年(上次修憲時此提案撤回) ; :3:削減行政院長對總統命令的副

署範閣。加上在國民大會開議前 ， 李登輝與民進黨國大代表碰面 ， 強

調「國家定位 J ( r 中華民國」所謂「國體」變更問題) 、 「單一國會」

(國民大會廢止問題)及「總統制(的採用) J 等議題沒有協商空間 ，

等於否決了民進黨制憲路線的修憲構想〔同前 : 29- 3 0 ) 。

對李登輝而言 ， 第 三個限制來自於支持他的主流派性質。當時本

省人記者對筆者提到 ， 之手牽輝政治鬥爭的手法相當於「以汗水沖走泥

潭 J . 此評價準確地點出李登輝黨內鬥爭的其中一個面向。李登輝的

「啦啦隊員」並非全體水准一致。所謂「泥潭」是「法統」擁護勢力 ，

「汙永」則是國民黨為了在地方公職選學以及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中

確保票源 ， 而依賴在戒嚴下承認他們以準政治團體存在的地方派系勢

力 。 「徒手進總統府」的李登輝不得不依賴這些勢力的支持。隨著政治

的自由化 ， 不只強化了反對勢力的活動力 ， 也強化了地方派系的活動

力 ， 深化國民黨各種選舉活動巾「金權選舉」的情形 ， 部分地方派系

在競選時運用「黑道 J (例如在挨家挨戶拜票買票時 ， 利用「黑道」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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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對手買票員進入選區) .逐漸互相勾結 。

1992年的立法委員選舉已料開始出現「黑金政治」、也就是「黑 」

與「金」相互勾結的批評。國民黨十四常大會亦相同，巾央委員選息

時為 f拉票，部分黨代表間金錢不日禮品流動的現象，新黨諷以「金光

閃閃」 ﹒ 民進黨則椰捕閥民黨中央委員選舉的勝利軒站「新屯幣迎，線」

〔伊原 ，前揭: 160 J 。

此項限制因素﹒在第三次修憲時，雖不在;第四次修憲以後那麼顯

著，但其影響卻能立刻 l~t受得到。亦即，在l喝民黨需要超過「四分之

-- J 多數以進行修蔥 ，以及在前述對地方派系有利的選區劃分下充分

發揮確保票源的能力 ， 使得平電輝不你不對於他們擴大國民大會權限

的要求(以國民大會擴權為背景 ， 也擴大 f對政府機構的影響力)有

所讓步，如何後面所述 ﹒ 此情形成為民進黨攻擊的 H 標，也逐漸強化

f民進黨主張廢除閻民大會的正當性。

然而對非主流派|而且，的述「兩個半議題」當中，與第 2 點相關

的廢止岡民大會立f~ 不成問題。他們所開闊的戰線((於第 l 與第 3 貼。

憐j於第 l 點，不只在岡民黨內早已討論過「委任在選」﹒更進 A步主張

賦 F海外箏的總統選舉投票權，使得形式上不會只有益灣選民能選學

總統 ﹒ 藉此維持象徵性的 í i主統」﹒此事在第:次修憲時已開始布凶。

在列卑《憲法增修條文}中屬於附加性質的「基本問策」時，於第十

八條最後一項加入了「開家對於僑居國外關氏之政泊參與，應予保障」

的立字。或I~'F就在此通作下，國民黨的提案-開始列H海外草僑總統

選學權的條文，不過在上是進氓的反對下，最後以嚴格lfIJ明確限制選民

資格的形式，實現 f海外華僑的總統選鵰權。 M

frl 張 NJ佛教挖 í [LIJ歸憲法」論 (('1 11會上這 I是j憲法》規定的政jh憫1 ;f;1j

f.~li權分宜的內閱(側. í 憲政改革」廢止《臨時條款}後 ， 只商制師原

來的制度本正確)的郝柏村，從第一次修憲開始，即以對制屯合 fj擴

大總統權限的條文。。第:次修志峙，可1. {f 1993 '.f 12 J J g 口 l或|上是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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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會巾 ， 郝柏村即以滔滔雄辯展開「回歸憲法」論 ， 主張不該擴大總

統權限，扭曲原有憲政體制〔郝柏村 . 1995 : 387-396 J 0 í 基於〈中華

民間憲法}中央政府體制=內閣制」論的主要內容為 : 行政院長向立

法院負責(對總統提名人選立法院真有同意權，相當於否決權) .以及

行政院長對總統命令擁有副署權。

郝柏村戚受到李體輝主導的修憲方向 ﹒ 將對以 t權力造成削減

!而欲?以牽制。他的擔心並非無的放矢，關鍵在於「總統(公民)直

選」。空灣選民直選出來的總統，對其明確的正當性，應當賦予他與

此相稿的權力。此說法自然有其說服力 ， 而且如同前引胡佛所指出的

(本章註 19 ) ﹒ 總統直選將難以壓抑多數族群的族群戚惰。第一次總統

直選後的第四次修憲，終於削減了立法院對行政院長任命的同意權'

，皇灣的憲政體制大幅傾斜 ﹒成為胡佛與郝柏村所反對的雙首長制或半

總統制。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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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回頭來看，當時國民黨中央的提案所削減的行政院長副署

權，僅限縮於憲法本文及第二次修憲時已確定的，立法院(對行政院

長)放開民大會(對司法院、考試院 、 監察院之1E副院長，司法院大

法官、考試委員及監察委員)的總統人事提名權 。 以此作為總統不當

擴權的依據而加以反對，頗為困難，最後，黨中央的修憲方針得以貫

徹執行。

進行第二次修憲的國民大會代表，依舊是 1991 年改選的第 一二屆代

表 。 由於 1986年選出的增額代表任期結束 ， 代表總數約略減少，但民

進黨在總席次中仍舊末超過四分之一 。在 5 月 2 日召集的國民大會中，

民進黨仍舊以「總統直選、單一國會、依據憲法實行公民投票制度」

為主軸， f1[J以前述《臺灣憲法草案}列為藍本推動修憲，而由於閻民黨

方面已決定「總統直選 J '而使「單-國會」成為焦點。如前所述，第

:次修憲時，同樣在憲法上擁有修憲權力的闕民大會與亢法院之間爆

發 f r 戰爭 J '並作隨著相當難堪的叫罵 。 民進黨雖然依舊在國民大會

中處於劣勢 ， 但此次由於擁有新選出的立法委員三分之一的席次，以

此為舞臺得以展開宣傳戰 。

1993 年 12 月，立法院為了牽制國民大會擴權，修正〈立法院組織

法) ，依據憲法增設立法院修憲委員會，民進黨的去院黨團在此過程

中扮演積極性角色 。 在國民大會裡，民進黨與部分認同「單-國會 」

論主張的關民黨籍代表共同提案，並反對國民黨中央所推的國民大會

tE副議長常技方案，採取激烈的議事行為 。 這樣做的目的是透過嚴重

擾亂議事進行，使民眾失去對國民大會此一機構的信賴戚〔李炳南編

著，前揭: 180-181 J ;但另一方面 ， 當議程進入:讀階段後 ， rh於與

他黨代表無法就每個議題合作，最後只好固定採取議事抵制的手段 。

39 至于三弋 t~ .，，~改口_: 199-1 -;. ó ~ 卒，三喝 t Þ r.:;'-~; 三 . . λ-草草:"~ ~! 第一， ，、民主
再E 會主義 主之 聖噎住 f; ?il~;7::Ç:~ I 爭了?主f1:間~.!:. Ét I.~: Z. ~ :訂有三(罰。 f 弋 主 三至

毛主L '(， - ， ;、會是毛主" 苦，層高.王草案 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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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在闖民黨中央祭出黨紀的壓力下 ，國民黨籍代表屈服 ， 將「單一

國會」案擋在二讀程序 ， 並決定設置國民大會正副議長。然而為了對

抗立法院的威脅 ， 與上次一樣縮短立法委員任期為兩年的提案也進入

三讀﹒雖然最後被封殺，但國民黨中央原先預定提出的立法委員延任

案(任期延長為四年)也再度失敗。

經由上述過程， 7 月 29 口於混亂中三讀通過全部十條的{增修條

文) ，結束了第三次修憲。國民黨主流派的「兩個半」議題 ， 除了立法

委員延任案功敗垂成之外 ， 達成了「一個半」的目標。此次修憲的核

心自然是「總統直選 J (正副總統由相對多數選出 ， 海外僑居國民亦有

投票權)。國民大會召開前曾有總統選舉將提前舉行的流言 ， 結果並沒

有實現，而是配合該屆總統任期結束 ，確定於 1996年春天舉行首次總

統直選 。

作為民進黨戰略焦點的「單一國會」案無法實現 。 但該案所提

示的憲改議程仍影響到下次修蔥。面對部分國民黨籍代表亦共同提案

的「單一國會 J '李登輝表示 r (單一國會)可在下階段考慮 J (5 月

16 日) (同前 : 31的。同時，從 1993 年中開始，國民大會「憲政怪獸」

的負面形象 ， 因第三次修憲的關係而開始廣植人心〔同前 : 13 J 。

另外 ， 第三次修憲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 將原住民族的稱呼由之前

的「山地同胞」改為「原住民」。此事意昧著從 1980年代以來 ， 臺灣

原住民族運動的「正名」要求終於到達憲法層次。但是，運動者所要

求將民族全體稱呼改為「原住民族」的意見 ， 卻未被採納。「憲政改

革」中的原住民族問題，將繼續在第四次修憲中展開 ， 詳細情形請見

第七章。

彙整以上過程 ， r 憲政改革」第一階段主要事項請見表 4-2 。

(3 )背次總統民選之舉行及最小綱頸民主體制的j形成

以第三 、 王次修憲的結果為幕睡， 1996年 3 月初舉行了總統直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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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r 憲政改革 」 第一階段( 1990-1996 年) 主要決定事項及相關事頃一覽表

時期 機關 勢力分布 主要決定內容 備考

討Ji去泊，大法 1'1'10.6 第-屆中央民怠代表任期至 確定J..pj年內

只會議解釋 1991 作底 關f可令 If1i~ý:

2登 Hfl

闊是會議 1'1'111.6-7 總統f1\t 起黨派 共識﹒嚷11: (臨時條款 ;的[

的結詢會 長、直轄市長1.._;選:總統民

且這 還

諧;'-: 1<)'11.4 :::p; .'l fÎ閥 間民黨~ 終 1 1- r 動員散亂時期 J' \守法

民大會 倒性優勢 委員與閻民大會代表選出方式

(確缸中選取隘的 r 區域 J 、

政黨比例代表制的「全鬧不分

區 J 與 r 僑居同外國民選舉

資格 J ) :關家安全會主護法制

化:確立「自由地區」與「大

陸地區 J 人民之I1lJ權利義務關

f芽的法律依樣(第 1-條「以法

作正有特別之說定 J ). 

第 7欠 I l)Q13-5 第悅誠1 1.\ 閥1.\唱革開 磅，成堂潛台長、([轄 f行長直選

大會 分之...:以 的法源:更改監察委員選出方

式(總統提名﹒闢i廷大會|司

怠，

第三次 1994.5-7 第二版闢民 閻民黨內 總統選穆為相對多數~.選的公

大的 分之二以 1.\且還 ; 刪除u政院長的副主早

t 樣﹒範間是總統須*'~閥民大會

與 'L法院|且H立的人督權:採用

「阪(主民 J -.l,jJ 

出iJIË. 草書裂哎

時舉行任期四年的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如第八章所示 ， 第一次

總統直選 ， 是在前-年之手登輝非官方訪美引發中闕反彈 ， 並進行包括

對臺灣海峽發射飛彈等大規模軍事演習威脅下 ， 而出現所謂「飛彈與

投票箱」的對決 ， 此次選躍對往後的東亞國際政治也留 f[影響。

此次選息反映了戰後臺灣政治史多事的競爭關係與恨意下 ， 間組

正副總統候選人之間的事門。民進黨候選人彭明敏與李登輝同世代，

第四章 民主體制的設置一一「憲政改革」的第一階段 235 

同樣?為臺灣大學畢業 ， 1 964年擔任臺灣大學教授時 ， 凶搞起草要求放

棄中國國家體制的〈臺灣人民自救宣言}而入獄。保釋出獄後逃出臺

灣 ， 最後到美國 ， 成為在美臺灣人反國民黨勢力的象徵性存在 ， 而被

稱為 r;臺獨教父 J ( godfat her )。

彭明敏後半生走在與李登輝不同的政治路上，兩人因為民主化成

為總統候選人而相遇。新黨支持的無黨籍候選人林洋港與郝柏村 ， 如

"司上述，是 1 990年代以後與李登輝在國民黨內進行激烈鬥爭的非主流

派本省人和外省籍大老 ; 林洋港同時也是 1 980年代以後 ， 蔣經國所拔

擇的本省籍政治家中的競爭對手。脫離國民黨的無黨籍前國防部長陳

履安 ， 則是 1 950年代以來 ， 在蔣介石之下與蔣經國有競爭關係的前副

總統陳誠的長子。李登輝 、 林洋港與郝柏村 ， 都是在蔣經國之下嶄露

頭角者 ， 1 950年代以來國民黨內部的政治因緣亦牽連至此次選舉。

在這些因素下，其他組候選人雖不可稱之為泡沫候選人 ， 但在之

前民主化過程中發揮領導力的李登輝 ， 卻是以 54%的高得票率當選總

統。如同前述 ， 從比較政治學來看 ﹒ 由於此次選舉 ﹒ 民主體制的設置

暫時完成 ， 亦即臺灣「最小綱領的民主體制」已然成形。

從中華民國臺灣化的觀點來看 ， 藉由這些民主改革的程序 ， 解決

了「萬年國會」所象徵的民意代表制上的矛盾 ， 基本上也達成了政治

權力正統性的臺灣化。換言之 ， 完成了以「中華民國」實質統治範圓

的選民為主體的國民主權制度化 ， 達成作為戰後臺灣關家的「中華民

闕」其內部正統性的民主式更新。這是自 1 970年代以來 ， 替代戰後畫

灣國家被國際社會否定作為「中國國家」的國家性( state ness) ， 而對

「以臺灣為範圍」的主權闊家賦予國家性 ， 並透過民主改革 ， 將此一政

;台上的想望深化於政治結構中。至於第-階段的「憲政改革」所實現

的民主體制究竟能盃妥善運作 ， 則是話，個層次的問題。這也是與國

家性增強的政治想望並列 ， 另 4個繼續「憲政改革」的理由。

隨著民主體制的建立 ， 政治菁英的族群二重結構的崩解 ， 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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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主張的官方巾岡民族主義文化霸權也呈現衰退 ， 臺灣政治結構中遷

占者族群(外省人)政治優勢的消退，多重族群社會的族群關係第三

次重組，多元文化主義的國民統合理念開始出現(第七章)。當然，即

使多重族群社會的重組與再次垂組，與多元文化主義的閻民統fT理念

出現，臺灣的多事，族群社會也不可能住刻平穩到來。民主化雖然大幅

地轉動了基灣化此一結構變動的車軸方向，但即使民主化工程結束，

臺簡化的車輪仍在日益不透明的東哇地緣政治環境中繼續轉動。

第五章 朝向主權國家與民主體制的苦惱

一一「憲政改革」的第二階段 背

1996 年 3 月 20 tJ '身為第 一位民選總統( í 中華民國」第九任總

統) ，李登輝於就職典禮上誇耀民主化成果時說道. í 今日 2、 130 萬同

胞正式進入『主權在民』的新時代 J '並同時訴求為使「民主建設深

化」 ﹒ 「必須推進第一階段之憲政改革 J 。緊接著在同年 12 月，召開集

合各黨派代表的國家發展會議作為總統的諮詢會議，企圖達成修憲意

見之共識，隔年起開第二屆國民大會(第玉屆國民大會代表為 1996年 3

月與總統選學同時選Hi) ，開始致)J於第凹次修車。在這次的修憲巾，

進行 f較大幅度的制度改革。至是灣省議員選學與省長選舉被廢止(即

「 j東有」 ﹒「凍結 」臺灣省自治之意) ，中央政府制度(總統一行政院

iL法院關係)也大幅變吏 ，某種意義上可稱之為 「空灣式手總統制」。

緊接著，修憲繼續進行，以李登輝政權晚期的第六次修憲作為過渡，

於第六次陳水扁政權時期的第七次修憲峙，再度進行大幅度修改。其

[ j1 包括廢止岡民大會、對修憲案所進行之公民投票、立法委員席次減

半、 I立法委員選學小選取區與政黨比例代表選票並立制等。

就本主主題相關的部分而再，若視第一階段「憲政改革」具有依

據鼠主化原則更新「中華民國」其內部正統性之意義﹒則可將第二階

段「憲政改革」視坊，致)J於 ?ì可解此種進行內部lE統性更新的分裂 f扣

|峭之巾的單一政泊體 (a polit) ofdi\ided China) ，其關家性與其民主體

*三章孝才f Ft 略 有 J志于在!':f.對〈俘手蓋'f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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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治理能力之間的問題J 0 

此處所謂致力於消解閱家性的問題﹒是指針對 1970年代喪失作搞

一個 r r t1岡開家」之間際承認的戰後學灣闕家，賦予其作h r 以空間

為範|到」之間家主權悴的行動。關於這部分，在第:階段「害政改革」

的成果是複雜的。對於依據民主化原則所進行的正統性更新、卻x無

法充分推得開際收認的現狀，李登輝所構想之卒於「強化主權間家地

位」策略的「兩闊論」修憲後來夭折[.接著陳水扁的制定「新憲法」

也遭遇作折。但是 ， 民進黨一貫追求的「公投入憲 J (依據憲法條文設

置之公民投票制度)與廢止國民大會 ， 則勉強獲得實現，整體而直 ﹒

以包合在接民主制要素的形態 ， 推進了闕民主權的制度化。 1949 年

以後 ， 蔣介石對戰後臺灣間家所灌注的中國國家體制，就更顯得徒具

形骨哀。以往作為什闆「中闖闖京」而支撐起來的「中華民闕」間家形

體 ， 在「以臺灣為範閻」的這個主權關家無法按照臺灣化推進者所期

待地獲得1或|際尺長認的狀態 F ' 竟開始崩解。

另-方面 ， 關於中央政府體制的形式問題，處於「憲政改革」入

[ I 地位的「動員戲亂時期」非常措施 一口-廢止 ， 原來憲法條文中所隱

育的內閣制色彩便立刻浮現，這與第一階段所完成的民選總統制度終

究難以妥協。李~輝雖然欲將此中央政府體制轉換為法國式的平總統

制. f日在各方政治人物間的鬥爭與妥協之下 ﹒ 所能得到的結果卻是一

個似足的j 4f立的「毫酹式平總統制」。爾後 ， 第凹次修憲的 r ì東省」所造

成的間民黨分裂 ， 促使在野的民進黨陳水扁當選總統而帶來 T政黨輪

替的結果 ，此 _ r 毛主問式芋總統制」與政黨輪替後的政治生態(政黨

1 7'f.氏三人卅 d:.h:'責令學位!I; .1' -t-.， 、封住駐守 þ ;-~..糾正二哇哇 f~ t于 translllon 

，而仁 t = 至 :J :.'有1; cnn、。hdallnn 培"f )哎 AFT 吧 ，/i.. 吃 Þ f 
.、】旭、、 1

H 兵t" ~~ : ;~..持戶，一 ;1、出三 章，，' 主主』戶"于其月 2守 1 另一句斗曼在正三 們丸，在三背包
21)tlHiTz乙二，哥 吧 ';;'1.. 炭，吉丘吉1 壘，句:告信 1';" =1 二"軒二話 "'j- fÍ 'f R igger 200予

哼 起，.主毛， 二，二三 • ，針吃( 鞏三 叫三三 Z之己 .. '三空在.二 f亨帶 向民卉 T

" ...._ ,. 200!> 

黨五章 割肉主權宣*與民主體制的苦惱一一「憲政改革」的這二帽做 :!J9 

勢力的分布 、政治領導者的性格、能力等)之間 ， 立刻發生了最嚴重的

不協調。陳水扁雖然在2000年第二次總統選舉勝選而達成了歷史性的政

黨輪替 ﹒ 個所率領的政府的理表現卻未見明顯的改善 ， 甚至到競選連任

期間 ， 連自身t近及家族成員等所牽連的腐敗問題都被公開化(後述)。

如同腐敗問題所窺知的，其泊理能力低下的背景雖有其他種種原

凶 ， 但在政治制度上的最大因素，則可歸咎到「臺灣式半總統制」。與

當下越欲強化已擁有民主體制之「以臺灣為範圍」政治體的國家性同

時 ，此一「臺灣式手總統制」下分裂政府的機能不健全，成為實現第

七次修憲的背景因素 ， 同時也是往後民進黨外圍提出作為風向球的議

會內閣制修憲案-之理由。

一 、「凍省」與「臺灣式半總統制」之形成一一第四次修憲

1.第四次修憲的政治構固

「禹年!唱會」的全面改選 ﹒ 「動員散亂時期」的終止﹒臺灣省省

長、空北 rîj 、高雌 rij市長民選以及總統直選手 ， 在上述第-階段憲政

改革的重要項日巾，對 u 後臺灣政;台戶主生最大影響者，首推總統直

選。如前所述 ﹒ 位單純就民主化而言. -51[1郝柏村亨非主流派依據政

ih學岳胡佛的 r [1且歸憲法」主張抗基懼，以泣其後新黨所持論的，總

統乃 41:握 t1實權之處位總統 ﹒ ITri山行政院長擁有質榷的內間制式的憲

政解釋 ， 也是選擇之 4 。信就憲法條)::ljJ的規定來說 ﹒ 總統的行政院

2 -f彎句:';1:栽花 "t 司生美九:，' 2007 年 3~lXD ft 長;' E; -f.勻每 u、 E青年 ~t:， 馬;~ .台'j.三件卡

立字亡: r~.. 吉~已再:- ~;~等于:斗玄 宗;-，吧去 jS豆 f;..~:f ~h.. 平主~ì.: 5 矜持三角

忍不最高行貝司里早上，三司~;<è之:.~玲緝 E聖 t:t &會主義正由主E 也 直至反會~L是半數同意任

命工 還乎每 JE 后二羊數字~:t: ~會議后出任命 倚峙>i~ i正直接雯遲至生 7' 位司今 F司空空

出三吃掉擅哥哥→全民會空出 4二 咚勻仔仔有三 d去律 命于:真有百?語句理之 Ele 等 I 財~法九

l-彎勾畫官'7月!'l fì' hnp 川、叭叭 tal 、、 anth lO ktank_org 2()1I 7 字 J : IX 9 ~覽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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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任命需要立法委員過半數同意 ， 以及總統的重要決定須有行政院長

副署 ， 這樣的內閣制解釋也十分說得通。況且 ﹒ 朝向議會內閣制修憲

也是可能的選擇之一 ， 而這也讓人想起，當初民進黨內急進派于一「新

潮流 」 亦曾主張內閣制。

然而 ﹒ 如同前一章所提及的，若排除權力鬥爭上的考量 ， 則從民

進黨到李登輝最終都選擇總統直選的原因在於 ' 把直選定位成真有與

民主化相異層次的政治價值一一即在追求「臺灣化」層次上 ， 也可稱

之為一種真戰略意義的制度〔陳滄海. 1999 : 33 J 。 李登輝從穩固黨

內「小強人」地位的時期開始，即使用「生命共同體」這種修辭講述

國民統合理念 。 作為臺灣民族主義國民統合理念的修辭之一 ， 民進黨

則從 1980年代起就已經提倡 r ( 臺灣住民之)命運共同體 J C 張茂桂，

2002 : 246 J 。 在「臺灣本位 」 這種政治構想本身所真有的意義之下，
李警輝與民進黨同時開始邁開步伐 。 從這種思考方式看來 ， 縱使總統

直選制度是在「中華民間自由地區 J ( 與 「 大陸地區」相對之概念) 1且

應「國家統一的之必要」所制定之 〈增修條文} ( (增修條文〉 前 善之

說明文句 ) 這種所謂「中闖闖家」的體制之下 ﹒ 比起其他制度，相對

較為凸顯出「自由地區 」 的選民 ， 乃擁有與「大陸地區」相異的政治
權利之民主政怕共同體的一員 〔 季炳南編著. 1998 : 1 3的 。 同時 ， 在

香港與澳門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以「 一國兩制 」 架構所吸收之情勢已然
確定之 f . 這一點在對外界訴求「 一國兩制」對臺灣的無效性時亦有

所助益 。

選擇總統直選的理由之中 ， 亦有其歷史背景 。 雖然胡佛的「回歸

憲法 」 論認為 . (巾華民間憲法} 條文所規定的總統為!最位總統，巾央

政附應以內閣制方式力IJ以運用 ， 但除 f短暫的例外、 ，在現質的中華民

"ì 1975 年1i九宇先仲創出通7' Î\( 憲法略，定立純卸， 'j荒 d主 C 佳 t型企長戰斗 :'1, ;台，可實喔t:t_
1 l)6() 年代夷州" ti ~! \lt :ll JIÎ" "'. ,1. i.'j '" t~;; 己叫呈長二机莖 l們刊九等措 i土
弋究 I~.:: .fτ a:, 毛主~ yl; 9t -~: ，主 f{) ;fl專'、右立法特1 丘吉 ~f哭 泣芳" 197X E #.'_'王咚品-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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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憲政史上未曾實際出現虛位總統。早於總統 、 副總統選舉 ， 國民大

會在 1 948 年 4 月即已制定〈動員戳亂時期臨時條款) . 該次選舉中當選

總統的蔣介石，不論從既已掌握實權的國民黨總裁來看 ， 或是從{臨

時條款}所賦予總統發布緊急處分令之權限來看 ， 皆非虛位總統。況

且 ， 隨著事實上將蔣介石變成終身總統 ， 在政府遷移至臺灣後反覆增

修的{臨時條款}裡 ， 已漸次賦予總統憲政上的權限4 。如此一般 ， 蔣

介石與其後繼者蔣經國 ， 始終維持著橫跨黨 、 政 、 軍各層面擁有強力

威信的強人角色 ， 總統職位者即為實質上擁有強力操縱政治的頡導者

這種形象 ， 可說早已成為臺灣的政治文化〔小笠原 . 1996 : 60 ; Rigger司

2005: 33 J 。實現總統直選，堪稱為以民主的方式來更新這種作為強力

領導者的總統形象。

然而 ， 在第一次修憲後的政治制度之中 ， 最不安定的部分也是民

選總統制度。如同東西方冷戰結束前後，多數達成體制移轉的新興民

主主義國家憲法制定過程一般 ， 臺灣的「憲政改革」不論在過程與內

容上 ， 與其說是考慮到制度長期影響面的一種制度選擇 ， 不如說是在

直接相互對抗的勢力之間充滿妥協的一種產物 ， 而這項妥協往往是從

總統制與內閣制等相異原理之間相互折衷的結果。總統直選制 ， 只不

過是唐突地套在強烈指示連用內閣制的憲法條文的法理之上。在「憲

政改革」第一階段中 ， 不只對於將「總統制」當作備案提出的民進

黨 ， 對於獲得首任民選總統聲望的李登輝來說 ， 其結果亦非令人滿

意。因為如同前述 . r 小強人」李登輝影響力仍受到限制 ， 在第一階段

的「憲政改革」中亦未對有關總統權力的配置進行大幅調整。

民選總統的第一個問題是 ， 憲法並未賦予總統直接接觸 、 指導行

4 1960 年，會 結 憲 法申 禁 止 僥 幸克二嫂建任之 f建 設、 1966 年提 種勾 fJf.'泠定 動 員數 萬L有 關 大玟

方針 「設置動 員戲鼠忌壘揖 J 樣 此設置U'l:~寄金 會 主義 ) r 處理嚴地iFZ Ti每 J 「調 整 中

央iFZ膚之佇 JIZ與人 事機極 1972 年代 '1 ~ .>t 增加申央民意代表 名額選舉辦法 J r 遴
選海外惜民代表 等 畫布建 1983 4R7斗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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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此一最高行政機關之權限。在第一次修憲巾 ， 將源於 1 966年《臨

時條款〉增訂時所設置的國家安全會議與國家安全局加以正規化， (增

修條文}第九條rm規定「總統為決定有關國家安全之大政方針 ， 得設

置開家安有些會議與閩家安全局」。但是 ， r 大政15針」乃曖昧的詞章，

即使行政院長等主要部會首長也出席國家安全會議 ， 於此條文中並未

明確賦予總統指揮真體政策決定之權限。更何況 ， 行政院長的任命必

須經由立法委員過半數同意(亦即，立法院對總統所提之行政院長人

選擁有否決權) ， 當出現立法院對該同意權進行否決的情況時 ， 解開這

種死結的手段(解散立法院)在憲法中並未加以規定。簡言之 ， 在憲

法上 ， 總統並不擁有直接接觸並影響行政院政策決定之手段 。

第二個問題則是 ， 民選垂灣省長對民選總統政治權威所帶有的

潛在威脅。畫灣省所轄領域 ， 與「中華民國 J 的實際統治領域幾乎Efí.

疊( 1 997 年的數字為土地98% 、 人口 85% (李登輝(鄒景雯) , 200 1 : 

338) )。如前所述 ， 此乃蔣介石的中國國家體制堅持對戰後臺灣關家

帶來的矛盾之一 。正因為如果臺灣省長由民選產生 ， 其政治權威有可

能威脅到蔣介石的權威 ， 故即便憲法條文有所規定 ， 省級的自治仍始

終止於省議員選舉 ， 省級首長是由官派省政府主席擔任而未曾有省長

存在(第:章第二節)。 一旦省長由民選產生，且總統由相對多數當

選制選出 ， 因為得票率高低之故 ， 就有可能發生民選省長在得票數上

超越民選總統的情形 ， 因而會對總統的權威帶來威脅。這些關於總統

直選的問題，就纏繞在相對多數當選制的是非好壞與選串實施順序之

間 ， 亦曾被當作「葉爾辛現象」議論之〉。然而實際上 ， 臺灣省長民選

5 師皇宮 至主爾 辛Jli. t 是~~ ~n-~ 雯 v而支出具民黨蓋達三毛主 爾去﹒民主1 吹毒品T 勾 ff_. :.. 

e撞泣 .f ~;;;- ï(咚:::;. lj. 巳毛.~ t-.. ;r，哥 a 哩~ f~ 吾7 月告，沾沾程 '1;訂有時 f ﹒電 r- ?~哇早晨 已苟且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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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X 192 

第五章 朝向主權團家w民主體制的苦惱一_ r 憲政 a5( lj[ J 的第二指段 2-l3 

較先實施 ， 且仍以相對多數當選制實現了總統選舉。

李登輝本身因為在第一階段修憲中發揮領導力而獲得高度的威

信 ， 結果以 540'0 的高得票率當選首任民選總統。就某種程度上來說 ，

李登輝的成功是以在野黨的成長與國民黨的分裂( 1 993 年 8 月新黨成

立)作為代價 ， 國會中國民黨勢力的減弱傾向一直持續 ， 李登輝把這

種狀況理解為政治危機戚。首次總統直選之前於 1995年 12 月舉行的

立法委員選舉中 ， 雖然民進黨只有些徵成長 ， 但 1993 年 8 月從國民黨

分裂出來的新黨 ， 以都會區外省人票為中心 ， 成功地挖走國民黨地盤

而一舉當選 r 2 1 名 ， 導致國民黨成為僅僅比過半數多 2名的脆弱多數

(參照表 4-1 ) 。

從民進黨勢力堅實的成長趨勢看來 ，此時已經可以推測到 ， 在不

久的將來即將出現國民黨無法擁有過半數席次的情勢。因此 ， 當時的

主席施明德 、 中央黨部祕書長張俊宏等民進黨黨中央，以「大和解」

為名，開始與新黨聯手誘使國民黨籍立委造反 ， 在隔年 2 月的立法院正

副院長與行政院長同意權投票時 ， 採取了挑戰李登輝一國民黨權力的

政治策略，此即施明德等人所謂的「二月政改」。此項嘗試雖然以設置

行政院原住民族專職機關為交換條件，而引發了國民黨籍原住民立法

委員的造反 ， 但組成多數派的工作卻只差一點未能成功。隨著國民黨

保住立法院正副院長的位子 ， 對原住民立委的要求也做出妥協 ， 就連

行政院長連戰留任的同意投票亦得以過關(關於這部分於第七章會再

觸及) 。

但是 ， 總統選舉結束 、 李登輝一就任新任期之後 ， 在野黨便再度

發動政治攻勢(稱為「六月政改 J ) ， 對李登輝一連戰展開攻擊。在野

黨認為 ， 由於總統乃就任新的任期 ， 行政院長人選應該再度於立法院

進行同意權投票，並且拉攏部分國民黨立委將該內容做成立法院的決

議 。 此時連戰甫當選副總統 ， 凶而關係到下一任行政院長職位 ， 國民

黨裡所謂「中生代 」 政治人物(蕭萬長 、 宋楚瑜等)的肉搏競爭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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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化 ， 連李登輝都無法壓住陣腳〔曾建元 . 2002 : 10 1 ; 李登輝(鄒最

雯) . 前揭 : 100-106 J 。

t述的立法院決議並無法律上的約束力 ， 對於連戰暫時提出的辭

呈 ， 李脅輝最後表示 r .著毋庸議」而不受理 ， 採取將連戰以副總統身

分續任行政院長一職的處置 ， 並同時實施內閣改組。但是 ， 在野黨杯

葛連戰施政方針演說而堅持不承認新內閣的姿態 ， 使得民主體制才一

出帆就在立法院觸礁。這種情形可認為是隨著〈臨時條款〉的廢止 ，

憲法條文所規定之內閣制結構開始發揮作用的結果〔松本 . 2006 : 

142 J 。

在這種狀況下，某種程度上朝野黨派都對往後的政治狀況抱有如

下四點的共通預測 : 1 國民黨在立法院無法過半數(早則 1998 年底選

舉時即會發生 ， 但實際上卻非如此 ， 因此在 2000年以後產生莫大的影

響) ; '2李奇輝不再連任 ﹒ 以致 2000年以後的臺灣政治將進入後李發

輝時代 ; 吉李登輝即使不再競選連任 ， 國民黨贏得總統選舉的可能性

仍然很高 ， 但是 ; 可後李登輝時代的國民黨總統候選人已無法像 1 996

年選舉時一般 ， 以絲毫不需擔心「葉爾辛現象」的壓倒性高票當選是

聞為困難的。從李登輝或是被預測為繼任者競爭中一馬當先的副總統

連戰(國民黨憲政改革小組召集人)的觀點看來 ， 依靠修憲來使閻民

黨在後李登輝時代繼續掌握政權 ， 且必須實施能夠確保安定的政權運

作之改革 ， 其政治課題亦在於此。李登輝在就職演說所提及的「提升

民主運作的廣度與深度 J . 在政治策略的意義上亦可視為真有此意涵。

另一方面 ， 由於「最小綱領民主化」的實現 ， 國民黨政權的民主

正統性變得難以被攻訐 ' 同時也預期到國民黨在國會巾脆弱多數與將

來無法過半數的狀況 ﹒ 問此引起了民進黨方面較為複雜的行動。如前

所述 ， 眼見 r 月政改」的失敗與「六月政改」缺乏決定性一擊 . 6

月新任民進黨主席的許信良 ， 轉而採取與李學輝國民黨合作的路線 ，

而其結果即為以閱民黨與民進黨兩黨協商為主軸的國家發展會議之舉

第五章 朝向主權國家與民主體制的苦惱一一 「 憲政l&革」的第二階段 2~5 

行。在此之前 ， 與 1 996 年 3 月的總統選舉同時舉辦的第三屆國大代表

選舉之中 ， 民進黨共獲得了 99 席 (29.7%)( 參照表 4- 1 )。由於憲法修

正案必須出席代表的四分之三贊成 ， 對李登輝 、 連戰來說 ， 民進黨的

協助已是不可或缺 亦可推知，從許信良頡導的民進黨中央黨部的立

場看來 ， 凶承受 f與新黨兩次合作的政治攻勢均未成功之後果 ， 而從

李登輝需要民進黨的狀況即可判斷出 ， 與國民黨合作更可能獲得較大

的政治利益(例如政治制度與國家結構的更加臺灣化 、 因入閣而分享

權力等)。

2. 「;東省」與「薑灣式半總統制」之形成

從前述的思考而來 ， 李登輝方面提出的是「凍省 J (凍結臺灣省長

選舉與省議員選舉) . 及朝向模仿法國第五共和制之「雙首長制」或

「半總統制」的修憲構想 。 許信良領導的民進黨中央黨部與其主要支持

派系一一 「美麗島系」和「新潮流系」對此大致贊成。在國家發展會議

中 ， 與「憲政改革」相關議題則總結出矮個核心共識 : !._，總統的行政

院長任命不須立法院同意 ; 三賦予立法院對行政院長不信任決議權與

正副總統彈劫權 ; .~賦予總統解散立法院之權力 ; ι 「凍省 J . ι凍

結被認為已成「黑金政治」溫床的鄉鎮長選舉或使之官派化等〔陳新

民 . 2002 : 139-140 J 。 如前章所述 ， 法國式「雙首長制」也是民進黨

在穩健派主導下出席李登輝召集的國是會議時 ， 載於其{民主大憲章〉

中的中央政府構想 。

然而 ， 就在國民黨中央與民進黨中央各自以「凍省」一「雙首長

制 」 為核心開始做成修憲案時 ， 在各自的內部也都引起了強烈的反彈 。

國民黨內最強的長彈 ﹒ 來自於有關 「 i東省 」 與凍結鄉鎮長選躍問

題的蔓延 。 其中反彈最強烈的 ， 就是身為首任民選省長 、 卻因「凍省」

而成拈來代民選省長的宋楚瑜 。 宋楚瑜從 1 993 年初郝柏村被拔除行政

院長而調整政權人事之際，且11 F+ I 國民黨 "1央祕書長轉任垂灣省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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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省長民選時以國民黨籍候選人高票當選。同時以省長的預算分配

權 ， 巧妙地進行詳細的鄉 、 鎮層級建設經費分配 ， 雖是外省人卻深入

地方派系勢力 ， 形成獨自的地盤。即使狀況、並非如此 ， 增加地方的自

主們也自然會增強地方派系對黨巾央的離心力。般都認為 ， 宋楚瑜

如果出馬角逐預定於 1 998 年實施的第三屆選舉(省長任期四年)大致

確定會當選 ﹒ 同時亦預測他將乘勢挑戰總統選嚀。理所當然 ， 這對觀

組後李登輝時代的連戰導人來說是一大威脅\

國家發展會議的「凍省」共識一經發表 ， 宋楚瑜立刻表明辭掉省長

之意志 ， 其後雖凶各方慰留而打消辭崖 ﹒ 但其影響 F的省議員勢力 ， 卻

頻繁地對李登輝一連戰陣營的「凍省」與凍結鄉鎮長選舉方針示威表達

反對 ; 以地方派系為背景的閣大代表 ， 則組織「中華民國祥和協進會 J ' 

持續擴大進行反對活動。黨中央則以增加立法委員員額數容納省議員

員韻 ， 以及取消凍結鄉鎮長選舉等與之妥協 ， 再加上黨紀處分等威脅

手段並用 ， 總算將反對的聲音抑制下來〔陳滄海， 1999 : 128 - 15 1 )。

另一方面 ， 民進黨和在野勢力之間 ， 則以許信良等民進黨黨中央

採取了「雙首長制」成為最大的爭議焦點。在民進黨內與臺獨派或知

識分子之間 ， 將以往的「公投入憲」 、 廢止國民大會等主張結合起來 ，

期待應該實現三權分立「總統制」的聲音依然強勢 ﹒ 使得 1 997 年 3 月

民進黨國民大會黨團的會議裡 ' 不得不將「雙首長制」與「總統制」

兩案於出席修憲國民大會前的腹案中併陳。然而 ， 即便與和在野勢力

所組織的「民間修憲監督聯盟」等社會運動勢力接近的黨內大老林義

雄等人發生激烈摩擦 ， 許信良領導的民進黨中央黨部仍堅持與李奇輝

方面協調 ﹒ 到了 6 月 15 日，終於和國民黨之問達成「十四項共識」。

6 1997 年 7 可句， ，會神園民黨荷包六 1字表 3生 李登積 J~ 月但主 1 苦吠 ，呎已j 5司主f- I 誓司，
古畏旁定 l州年 7恃持主主兩 i沼氣一個走豆脅咚布 哈 _1玉是臺智若咚便飯 t
~ 主宣啥主 Y長 2004 315 苦，是這手1[. (軍::; t~. t~ 11 '.. t 岳重正.主!; r. 1', ir 表主

持現是一種 才了失 的伐，台資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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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一兩黨共識之中 ， 由於包含了民進黨版「雙首長制」案中未

有之總統選舉絕對多數當選制，且「公投入蕙」亦遭到擱置 ， 在此之前

去面上 -JI避免公開動作的毫北市長陳水扁即開始強力介入。在其影響

之下''27日的民進黨 rjl執會嘩國大黨國聯席會中 ， 卻做成 r總統選舉相

對多數當選制與堅持「公投人憲」等與前記「十四項共識」相抵觸的決

議。之後 ， 黃信介等民進黨大老說服陳水扁 ， 並與李登輝方面折衝 ， 陳

/]<扁方面同意「公投人憲」延至下回再議 ， 兩黨最後並妥協同意總統選

舉制度和「公投入憲」問題不在此次修憲中進行處理。如此 ， 兩黨凹派

妥協的結果 ， 第四次修憲案在 7 月 1 8 日決議通過〔同前 : 1 60-1 66) 。

此外 ， 新黨在國民大會的勢力有的席(占總席次 1 3 ， 8%) ， 國民黨

與民進黨兩大勢力一旦開始協商 ， 完全無力的狀況和第一階段修憲時

的民進黨 4樣 ， 無論足闖京發展會議戚關上是大會 ﹒ 只能在議事中反覆

抗議杯禹。

如此一來， r 凍省」與前述 l 、 豆 、 主項 ， 加上以總統相對多數當

選制為核心的「臺灣式半總統制」得以形成。「臺灣式、卡總統制」將於

本市第 L節論晨 ， 「 j東省」則是緩和喜灣的「中央化」對戰後臺灣國家

所帶來的矛盾。在從本書的觀點看來 ， 可稱之為國家體制臺灣化的一

環 ， r 巾莘民閻」的形體就此更進一步崩解。下一個月標 ， 便是國民大

會和「公投入車」。

當第問次修憲之際 ， 社會運動團體曾發起運動 ， 企間將諸項社

會權納入「基本岡策條文」之巾。而在民進黨版的修草案裡雖將其納

入 ， 卻幾乎從未被攤開來討論過。不過 ， 有關原住民運動的部分 ， 隨

著成功採閉了「原住民」的稱呼並納入原ftt己的「發展權 J ' 與其相關

的「闖京肯定多元文化」的部分亦被寫入「注水閩東條文」之中。這

忌味著 ， 以在苦ìl條文 '1' 明確長3己多元文化主義的方式，隨有方中岡

民族主義霸權~，;g而來的關民統fY理念之轉換 ﹒ 已見到」定程度的生

恨。如此也算!i:政泊體制空轉化的-環(參照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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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兩國論」修憲的夭折與「憲政怪獸」的終結

一一第五次修憲的糾紛與第六次急就章式修憲

1. r 兩圈論」修憲的夭折一一對臺灣「憲政改革」之國際平涉的出現

依據第四次修憲，行政院長的任命已不需要立法院同意 ， 李登輝

逞於 1997 年 8 月任命蕭萬長為行政院長 ， 國民黨總算暫時度過在立法

院成為脆弱多數以來的政治危機。然而一如前述，國民黨與民進黨之

間仍有更進一步修憲的約定。 1997年第四次修憲案三讀通過後的 7 月

24 日，兩黨簽署協議書，同意將總統選舉制度、「公投入憲」和廢止國

民大會的問題，在李登輝任期屆滿前( 2000年 5 月)召集國民大會解決

之〔曾建元， 2002 : 105 ) 。因此，就在 1999年 6 月 8 日召開了修憲國民

大會。

與前次相同，儘管國民黨與民進黨在大會召開前即已進行過黨對

黨協商 ， 但在國民大會廢止和國會改革的方法(民進黨版本主話 ， 下屆

國大代表全數由政黨比例代表產生後廢除國民大會之單一國會制案;

國民黨版本則為 ， 下屆國大代表部分由比例代表制產生，爾後改為兩

院制國會案) ，以泣憲法所規定的公民投票範圍 ( 國民黨版本為限制公

投對象議題不得違反憲法)幾項議題上的對立，議事仍陷膠著 ，旋即

從 6 月 28 日起開始休會-個月( rtl川 ， 2003a : 457 )。

在休會期間的 7 月 9 日 ， 李登輝發表了關於臺灣國家定位的「兩國

論」守。如同後述﹒此說法乃根據 199 1 年以降「憲政改革」之結果 ﹒ 將

中國與臺灣的關係定位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但由於正巧被聯想到

第五次修憲的時機 ﹒ 故受到來自北京的強)]非難與威嚇，以及引起對

此電視的裝盛頓方面對修憲進行干涉。超出民主化的籠圍而欲增強臺

7 #f李登輝三血~ ;:R主與整軒三毛 主<t n~ r:E~盟問{手 的言為 f正主 荷包;有

11 日你妻彎 2主主屋 前全!H車。~_ r.;:寸 qEif車't每內件而我奄一種 J置情 甚至~

'"屯，于:. 7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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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國家性之修憲 ， 就此成為國際監視的標的。一有來自北京的牽制與

非難，二有美國為了回應北京所做的強烈反應 ， 就成為往後第二階段

「憲政改革」過程的特徵。其實 ，在第一階段「憲政改革」時並非未曾

牽連到國家性的問題，只不過愈是清楚具有識別國家性意義、而在既

已進行的修憲過程中一直被往後拖延的修憲議題，如今卻隨著修憲的

進程，在趨勢上愈來愈朝不得不碰觸這些敏戚議題的方向。

「兩國論」是李登輝回應德國廣播公司「德國之聲」訪問時所做的

闡述，其核心部分如以下之間答內容。

問:北京政府視臺;弩為 「 叛離的一省 J '這也正是兩岸關係長期

緊張以及中共對臺造成嚴重威脅的主囚 。 f2、如何因應這項危

機?

答:歷史的事實是， 1949 年中共成立以後，從未統治過中華民國

所轄的臺、澎、金、鳥 。 我國並在 1991 年的修憲 《 增修條

文》 第十條(現在為第十一條)品，將憲法的地域效力 Fít縮在

臺灣，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統治權的合法性;增修

條文第一、四條明定立法院與國民大會民意機關成員僅從全

灣人民中選出， 1992 年的憲改更進一步於 《增修條文 〉 第二

條規定總統、副總統由臺;等人民直接選舉，使所建講出來的

圈家機關只代表臺灣人民，國家權力統治的正當性也只來自

臺灣人民的授權﹒與中國大陸人民完全無關 。 1991 年修憲以

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

的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

地方政府的 「 一個中國 」 的內部關(幸 。

g r 白白姊區與六種~[f問 t、fi:. '量和j 義務關(平及其他三E稽之定還可得 lL去住為持守!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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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憲法增修條文}中 ， 附有說明「因應間家統一前之需要」而

訂定{增修條文}的前言。而前記{增修條文〉第十條中「自由地區」

與「大陸地區」的詞句 ﹒ 足以可能用某種形式統一中間(對 1990年代

初期國民黨的草擬者來說ft[J í 中華民國 J )為前提所做成的1年文。古章，

新檢視這些條文. <增修條文〉不論如何大幅地改變憲法 ， 該憲法本身

依然帶有某種 í 個中國」的意繭 ， 當「國家統一」後 . (增修條文}

也應該被廢棄。在這層意義上 ， 也可以認為所謂《增修條文}只不過

是汁間「民主的臨時條款」而已。如同第四章開頭所述 ， 李登輝自已

也曾把其當作一種「後退式的正當化」之修辭 ， 試間用來說服國民黨

籍國大代表 ， 總統必須由「公民在選」。

然而 . (增修條文〉的制定&.以其為墓禮而單行的選舉和形成的

政府，乃(草依靠 í íll 華民間 J rr效統jh地區的選民來進行。換」之 ，

即僅以此地區為對象進行開民主權的制度化，若嚴正看待此一狀態的

話 ， 是主灣這個政泊體會恆|民主化而獲得相對憊的上權性。將中臺闢係

當作是「特殊的聞與國關係 J ' 自 IJ依據此套邏輯而摩生。

隨著改革進程 nJ以發現 ， 李登輝如此這般依時期相異使用著不同

的修辭 ， 而為了說服舊體制既得利益者所使用的「後退式的正當化」

修辭之必要性雖然會減少 ; 但是其背景之中最重要部分 ， 應該還足臺

灣問道環境的變化 ， 亦即 1 995-96年第三次臺灣海峽危機後的美巾關

係。

第三次至三灣掏峽危機之後 ， 美岡雖然在表面上增強對 1[1 國軍事

動和j的牽制(強化美口同盟 、 強化對毛主灣的軍事交流等。第八 fff主

述) . 另→方面卻急於干[J巾闕修復關係。不只實現 f領導人的相互品問

( 199'1f.IO)]ql闖關家l:席江澤民訪美、 19叫作 6 月前辛 7 月初柯林頓

總統拈qJ) . 政府尚有對 HI捕垂灣問題JJ; -fÍ}做出討好小崗的發」 ﹒ 住

ti對，立問施時 ﹒ 要求恢復l材臺問加峽危機而 11 1 斷的'1":主雙邊對話(日IJ

j站起脅時事長率最南與海協會會長汪道1闋的會談) 後者在 199X 1f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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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以辜振甫訪中的形式實現了(即第二次辜汪會談) ，至於前者，最真

體的內容就是柯林頓訪中時所謂的「三不」發言九

從書，灣的角度觀之 ， 柯林頓政府的此種動向 ， 長映了危害臺灣海

峽均衡狀態的一種危險的對中傾斜。「兩國論」發表後數日 ， 總統府發

r_' 人對此說明季登輝的發言絕非開突之舉 ， 而是總統府所設「強化中

華民岡主權國家地位」檢討小組 ， 歷經一年多的檢討所做成之結論。

亦即 ， 此乃李登輝在因應美國政府要求的同時 ， 早已準備好的對策。

根據李景輝於總統卸任後所做的回顧 ， 於 1 998年夏天第二次辜汪會談

前夕，以當時總統府關家安全局局長殷宗文的提案為基礎 ﹒ 李登輝下

令在總統府內組成由閥際法學者蔡英文任召集人的檢討小組10 ， 以檢討

將臺灣非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一部分這項事實加以明確化的方策〔李登

輝(鄒景雯) , 2001 : 223 )。

檢討小組的報告書於 1999 年 5 月提交到李登輝于上 ， 其原文雖未

公開 ， 若按照李登輝的回顧 ， 報告在前言的部分將臺灣海峽兩岸政治

體的關係幕調定義為「至少為特殊的間與間關係」之外 ， 並說明其理

念乃依據 l 修憲 、 2 修法 、 司變更政府文書之間語等方式 ， 漸進地加

以實現。各項概略分別如下述內容〔同前 : 223-226) 。

1)凍結憲法本文第四條關於領 土之規定，同時於 4 增修條文}中

增訂「中華民國之領土為本憲法有效實施之地區 之規定，並

l) r ~-t叮咚會重牢 ft F 呵 17 可Ffh 司趕 來'*.!t-"é們 7 支持聖哼!青吋~r:月'"Æ Þ;直 至1 一奎 巾﹒

有上，ν呵笠r_紹信奎清嗯三有於 1圭 !j 成6..人;] ~: g 吳三等人會-'1; ~':'; Jl學經織以待會每

I I)l)X (" 311 E c' t..~手拉一乏主什夫人J- J 宇羊ì ::-!5 喧

10 ," J '~. i'. r，;在主主-'( :_;, 尚 rj F~ 't: 干全會主義....;_:-，j"1 主告~ 1.'1~~ 控告詞 ，人哭哼任 t毒蛇

于~ :a.人 t -tt -~[可戶~IZ 心啥? 內有~ "z 主'!t恆 ff.l!.安 2001 223) 兩 ð.í J 當
持冷伍行r..吟→:在三n; 會三- -f e B; F. !:; 爾終汽~!"':.，t r可三毛毛告) ~tí' tb 其中悅

之九約三草草毛、于口晶亮噎 主中水~ J,7 S種扶 正接任 ~~î 毛良會主任安時﹒張任呂京

弓全會毛主;，~ I'r f:.: 軍三 ~t 主:泣准?有 -r.言，吾土，" "它有 ~i~ 寸針 量f J:~ í':" {島 13-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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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1丁 公民投票」法源﹒以規定有關國家前途之重要變更須經

國民之同意

2 (國家安全法 、《國籍法、、 著作權法可等法律條文中「自

由士也區 J 、「查，智地區」之部分改為「中華民國」﹒「大陸地區司

則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J 可

3 外交政策說明文書等使用之「中共 J 一詞改為「中華人民共和

國 J • "對等政治實體」則改為「兩國」等。以及，於 1 991 年制

定對中國政策基調之〈國家統一綱領> . 將來應廢止並改為〈兩

岸綱領} ﹒ 「統一」一詞也應逐漸改稱為「最終的解決」。

有別於報告書 ， 小組召集人蔡英文按照此方針做成修憲順序~記

提交李登輝 ﹒ 李登輝亦同意於當時已決定召開的第二屆國民大會巾 ，

按照此案提案修憲 . 7 月初 ， 小組成員向政府處理相關事務者所進行的

說明程序也已經開始。然而 ， 李登輝卻在 7 月 9 日以接受德國廣播公司

「德國之聲」訪問的方式 ， 將「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部分給公開發表

r [同前 : 226-227 )。

這是總統府幕僚們未曾預料到的時間點 ， 而蔡英文的修憲順序筆

記 ， 據說已經建議在既已決定召開的國民大會中進行某種程度的修憲

〔同前 : 226 J 。但是 ， 不太可能建議將其理念以這種爆炸性發言的方

式公開出來 ， 此應為李登輝自身對時間點的判斷。同時根據日後的回

顧 ， 當初雙方即已同意第二次辜汪會談將以汪道i函訪問臺灣的方式 ，

並預定於 1 999 年 4 月進行 ， 但因中國方面的關係而屢次延期。據美國

於同年 3 月向臺灣透露的情報指出 ， 中閥方面正意圖策畫將汪道涵的

訪星星時間延後到 9 月 ， 以配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E.十週年這個民族

主義高昂的時機 ， 汪道涵將向國際社會宣言 ， 臺灣會比照香港模式來

處理。在此狀況下 ， 其求制得先機 . ~有事先將中臺兩者的關係定義成

「特殊的闊與國關係 J ' 才 I可以在汪道i的來訪時主張「對等關係」以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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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反駁「一周兩制」。因此 ， 在當時的時間點 ， 確實有其不得不事先公

開表明之判斷〔李登輝(鄒景雯) ，前揭 : 231 ; 李登輝 、 中鴨嶺雄 ，

2000 : 48-49 J 。

李登輝的發言，隨即引發垂灣政局的混亂與臺灣海峽的緊張。發

言的隔天正好是民進黨臨時大會之臼 ， 於當天正式被擁立為民進黨總

統候選人的陳水扁 ， 即表示贊同並稱「兩國論」乃「和民進黨{臺灣

前途決議文) 11 的主張相同 J [中川 ， 2003a : 463 )。但是 ， 就像被民

進黨總統候選人所贊同之行動所顯現出來的單方面意義 ， 所謂的「兩

國論 J ' 會被認為是對目前為止使用「一個中間」架構內的修辭所開展

之諸政策基調做出變吏 ， 在臺灣內部，黨 、 政府高層為了辯解說明而

產生混亂 ， 股票市場亦動盪不安。而外部方面 ， 則有來自中國方面反

覆擴大包括惘嚇行使武力在內的非難 ， 以及來自於美國政府露骨地施

壓。

不滿李登輝的「兩國論」發言 ， 中國方面的結果是無限延期汪道

涵的訪臺。李登輝本身雖然認為 ， 已藉此迴避掉依據「美國的情報」

所設想的 ， 汪道福訪臺時將會在國際媒體關注下宣揚「一國兩制」的

場面 ﹒ 但是 ， 這算是首次發生華灣領導人的旨行同時讓北京與華盛頓

兩方皆鼠不快的情況。

何林頓政府則在重要幕僚相繼發言確認「一個中國」政策之後 ，

派遣特使至中臺雙方以努力穩定狀況。對中國派出問家安全會議負責

亞太地區的李侃如 ( K . Lieberthal ) . 與搶任亞太事務的副國務卿陸 t達

( Stanl ey Roth ) ， 對空灣則在 7月派遣美國在臺協會理事長←睿哲。←睿

哲會見了以李登輝為首的重要人 t . 強烈要求自制〔蘇起. 2003 : 97-

11 ; 1 l)l)<J牛 5 J X 巴 金主弋TI.弋字，但又是 ;:li7 -.:肯認量有J"，定斗吉尸 7t ._二 臺脅是 主黨

!貴之 7τ‘ 三三三喔領;主1f1Z.央書澎金且.4.tt lf~ 要島嶼 .< "H于今居海去主堅定之領 J每.\}I再戶

手書才~i先 臺街. ti '" I在目前憲法 f再再中華民置 也與自華人民共和監互不隸屬，任何有
關密工~卅;計更重i] . f.，也看 tl_也奎，全噎住民~.{公畏投票的寸式冷定 全文參照民二是

車，布守井有了台 I http﹒叭叭叭 dpp.org. l\\ ~()07 1至 10 月 2 日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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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中川，前揭: -160 ) 。此外 ， 據說美國方面也對正值會期巾的國民大

會憲政改革的動向 ， 頻頻施加牽制〔李管輝(鄒景雯) . 前揭 : 342 卜

{定這般的時力與混亂之中 ， 李~輝也只好以「特殊的隊l 與闕闢係」

論不過是描述現狀之類的修辭來降低姿態 ﹒ 間民黨、政府兩11 面也[，;]

時對充滿「強化!三權」策略的修憲[作 ， 在態度}:變得 j的組起來 ， 到

[8 叫 11 日連李體輝也終於決定放棄「兩國論」的修憲、提案〔付1川，

前揭 : 2-1 X-2 -19 ; 曾建元 ， 的揭 : 166) 。而在 8H f.底為 r擁立總統候選

人(選出連戰 . ，而宋楚瑜與其支持者缺席)所位開的國民黨黨代表大

會上，為了採丹l包含「兩國論」的決議一事也讓人大耗精力。

在此之前 . 7 月 29 IJ 'l1 鼠的國民大會巾 ， 民進黨提案?這審議依

照「兩國論」修憲，rlÍ延長會期 ， 但遭關民黨與新黨代表封殺〔蘇起 ﹒

前偈: 10汀，部分上是進黨籍i戒|大代表進而提案進行frì有「兩關論」之

修憲提案 . f日贊成行{朝聖 31 名而遭到否決〔陳新氏 . 2002 : 223 ) 。之

後，民進黨黨中央也將第丘次修車的焦點宣於國會改革 ， 已經與 r ，福

岡論」保持距離[ (曾建元 ， 前揭 : 165) 。從此處ðF >TJ推測到，其原

因乃民進黨;當:巾央擔心有被捲人招致輿論不滿的關太代表延任案(後

述)之虞 。 無論如何 . r ，耐闊論」修憲算是至此夭折lv

2. r 憲政怪獸」的終結與立法院權限的肥大化

( 1 )第丘次修車的糾紛與{廖志結果的取消

此般m f î_;:;...: 修志之際的「荊l是|論」衝擊逐漸ìf'h且 ， 回:J1守改革即成

h焦點 。1.) (JmJ~型科賄選卑週WJ的行郎，化 ﹒ ú:岡民黨、民進~Åi4:荊黨的

闖入:代表之 rj 1 .對於總統歧間A代表、力jl委 n 1T:到i延長案的支持已

2 日 1'1'1。 平 、I 土， j' t~ 晨五代 ξ .- 已投 ~~ .! + 三 7~ 1'-"立 、
們 只~ :,?, ;; . '=' (. j.-:: f幸生- 主. 電室等;-， í.- 可 2 州 b 弋

4ι 弋 ~ 丰.;.t，令← lUY.' ~." t j岳 10'1

~!!. r , 5 f)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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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開始擴大。李登輝與國民黨中央反對此案 ， 且輿論亦已將此評判為

「憲政怪獸」的自肥決定，而嚴重地否定之。但是 ， 包括現任國大代表

與的主委員任期的延長(延長至 2002 年 6 丹 30 日) 、 F屆國大代表全

數的政黨比例代表選出、立法委員任期由二年延至四年等所構成的提

案 ﹒ 在國大代表之間卻獲得超乎兩黨黨中央想像的多數支持 ， 國民大

會議長蘇南成(國民黨)亦贊成此案。縱使國民黨中央加以制止 ， 混

亂之中表決動議以無記名投票獲得通過 ， 修憲案竟然就此決議 ﹒ 身為

總統的李登輝也只好逕行公告〔曾建元 ， 前揭 : 251-255 ) 。因此 ， 原

來到00年 3 月應與總統選舉投票同時舉行的關大代表選舉 ， 變成不需

躍辦 f 。

但是 . [:j_對此案的國民黨 、 民進黨及新黨的去委員 ， 分別對司

法院大法，討會議請求解釋 -H關第fî_次修車的自效性 此也請求在其後

總統選舉活動的興奮情緒中，一時之間好像從政治檯面上被遺忘 f

般 ﹒ 但在陳水扁當選總統、政權交替民定( 2000 年 3 JJ 18 口)後的 2-1

r J ﹒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發表關於此案的憲法解釋 ， 認為依照無氾名投

票通過之決議其方法在法律上具有瑕疵 ， 故做出該決議無效之解釋。

( 2 )第亢次急就 L-;t式修憲

如此 來第 1i次修車成為無效 ， 只要憲法沒有任何修正 ， 現任

第:屆國大代表任期屆滿的同年 5 月 20 日之前 ， 就必須選出第玉Itti代

表 。 jEf丘此時 ﹒ 脫離岡民主在以無常籍身分參選的宋楚瑜雖然敗給陳水

扁 ﹒ fB_得到的支持率遠超過國民黨候選人連戰 ， 並決定 f組織新政黨

的方針 ﹒ 於 [.îJ 月 3 1 [:j 正式組成親民黨。

ι: 於 5 月 20 口的單行êX[大代表選蟬 ， 等於的lE fflî j情 b張的親民
黨擴大支持率的政治機會 ， 這是 lEL.kJ喪失政權而飄搖 ql的國民黨所不

顧見到的 。 LIÇ進黨的想法亦與之糾|斗. 1材此 ir 刻於-1 J~ 付閱(學憲國民大

會 ， 將開民大會改為非常投化。 1.Hl[J : 1 I胡 i廷大會僅在 ω主院提ti\憲



256 單單後專種政台史一一中華民國畫電化的歷程

法修正案 、 領土變更案 、 正副總統彈劫案時進行召集 ; :2閥民大會代

表 1000/0 以政黨比例代表制選出 ， 立法院所提議案決議之時該國民大會
即同時解散 ; 弓 l-:'述以外之國民大會權限轉移至立法院(raj前 : 105 J 。

國民大會因此喪失國家機構之性格 ﹒ 成為只是批准憲法修正案等

1立法院之輩要決定的會議。那樣的一個「憲政怪獸 J ' 終於走上終結
之途。取而代之的 ， 則是立法院獲得憲法修正提案權 、 正副總統彈劫

案 ， 以及對總統任命監察委員人事之同意權等權限的擴張。而在「臺
灣式半總統制」之下 ， 只要使用這些權限中的一部分 ， 政權交替後在

野國民黨占多數的立法院 ， 就足以讓人見識到有如新「憲政怪獸 J

般的演出。這也成為 2005 年第七次修憲得以實現的原因之- 0 表 于 l 為

1 996年以降第三階段「憲政改革」主要內容之整理。

三 、政權交替的衝擊與第七次修憲一一國家性與政治體制的

新典範?

1.第一任陳水扁政權與「薑鷺式半總統制」的機能不全

( I )第問次修憲的折衝得失與政權交替

第四次修憲確實達成了「 i東省」與形成「雙首長制」之刊的 ，

們其過程之中兩黨四派的鬥爭與妥協 ， 對性後的政治過程造成毫大影

響 ， 甚至一直牽動到第七次修車。

第一 ﹒ 由於「 i東有」的實現 ， 源於臺灣「中央化」所起生之「中
闖闖家體制」的矛盾確實得以緩和(從而僅限國家體制的畫灣化得以

進行) , Jl政泊仁所謂「葉爾辛現象」的根源得以去除。然而 ， 綜觀話

時的政泊情勢 ， r 葉爾辛現象」實際上已經發生且無法防止。

如同前述 ﹒ 宋楚瑜早就以臺灣省長的地位之便 ， 深入地方派系勢
力之中。在 1 998 年 xH 所召開的關民黨第卡五屆第斗失常代表大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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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r 憲政改革 」 第二階段 ( 1996-2005 年 ) 主要決定事項及相關事項一覽表

時期 機關 勢力分布 主要決定內容 備考

第間，文 1,}96.12 關家發 千守黨派代表 以闢民黨與民進黨代表為中 總統ß樂之t諮詢會

IJ是你議 心ft毒草pq;'K修憲內容方達成 J義

共主義

1 <)')7 .5-7 者'~ ~俑 闕上已黨+民進 「凍省 J (廢止省長、們f議員 以宋楚瑜省長品行

闢Í'.:A:會 月華達凹分之 J 選舉) 總統任命行政院長 闊民背內強烈反對

以}-_ 不需經走法院同意/予立法 /顧慮到廢止于î~美

院行政院長不仿任權/對u 會而大幅增1m 白rj主

政院長不倍(手時予總統\7.法 委只!無次

院解散權/r 歸家肯定多

元文化」納人條文、 r [京(主

民」改稱為 r 原(主民旅 j

第 li;丸 1 99 '1 .K-9 第三屆 關L~黨+L'IÇ，笙 第一三屆陶民大會代表放在法 國民大會主渡長毒草南

陶l-.;大會 '.i.t i主P4分之二 委只(主i劉延長戶lf 、1': 第 P4 J，x囚(f期延長7f強

以卜 間闊民大會代表以政衛比例 行議事通過受從評

代表，划還w lili辭蟻 ， 1)'，直陶l.，:

黨F余名處分

2000.3 dJ法院 第丘次修憲閃決議f'.fJf.瑕疵

大11:Ú 致主tù~;liJ無效
會主起解愕

第六次 20()().4 第三制 闕民黨+l~，笙 岡民大約他於 lL法院提出~
同L(大會 MlliV4分之一 11:修正案或總統、副總統~'Ïi

!H: 紛案時以改荒草比例代表卻!還

t1\ (3ω名， (f 期 4 個 jj ) 

其他閥民大會權限(監察

委良、司法委n 'lf同意權)

侈轉至 :!j1:~丈

寄:仁次 2日O-l .X 'i.m;é :r:ì1:委w市次減半﹒ 1.才 IT:幣1

第七次修 們年、 t是F!l小選區、改革直比

溢美i)~.\M 例代泉、1ft \'l衛IJ ( -票制?
廢 1I 附上〈大會/憲法修正於

"ü1院決，控告全交付公L-.;投票

/總統﹒副總統研約槽移縛

至三日]法院

20(J5.6 特別{1 !,j.i 風l(漪，一 l(，m I.;J 1: 20115 年 5]J eI!i但依

þ封封 1~ f'1 '}~~i主 l'月分之 政機比例代炎培lJ闕

以上 大代次選嬉/200X

I l'-lIfHj新制!妥之'!-

11:妥只選fIU

出處:歪著11美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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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委員選息中 ， 宋整瑜以最高票當選(在黨中央的規書中一一即反映

李老是輝 、 連戰意思之「參考名單」中一一乃第卡順位) . 這已經顯示出擔
任名長的巨大收穫〔巾j 川. 2003a : 274 J 。再者 ， 如果在總統選躍巾成為
(1美選人，身為有實力的外省人詣，然 uJ以期待來(1外有選民的族群票(參
照下 4帝:) 0 l大:J:~ 'ì東省」而與李體輝之間建生的鴻溝 ， 平: 1 99日年底省
長任期肩滿後亦無法填補 ， 當國民黨按照李登輝的意思推出連戰為總

統候選人之後 ， 宋楚瑜即脫黨以無黨籍身分競選總統。、
此外 ， 雖然實現了「 J東省 J . 但前述之廢止鄉鎮長還學並未達成，_，。

這項改革fI 1 992 年間會全面改選以來 . íl[J被期待是解決口漸使人憂

慮的「黑金政~fî J 之根本手段。但無法實現這項改革 . tlll被認為是李
哇輝、連戰的岡民黨在面對「黑金」批判時所顯露tL\的脆弱。宋楚瑜

本身 ， 雖然 ú:卓問科長時代也把部分地方派系勢力當作r' I L!.的支持 JJ

程﹒ 1日刻意與李登輝、連戰的國民黨相對此 ， 且巧妙地保持距離以達

到，在傳口已 r 71可廉」的 LI 的。從 1 999 年作1'r11 t的總統競爭開始之
!I年 ﹒ 宋楚瑜在耗時民意調在中持續保持最高的支持宅 ﹒ n到 12 H 初j本

身的金錢醜間被披露之前，均在總統競選活動中維持著領先地位 民

進常推出 199日年底毫北 1 fî 1>毛選躍 rt1敗給間K黨馬英九的陳永晶﹒ ([l _ 

Q[llìíj述 ， 陳永扁與李略目輝一許，;了良連線的修菁、- (î保持距離 ﹒ 比來位
瑜更有 ι場能夠攻擊閥民黨的脆弱部悅。陳水扁從 1 999 年存開始的三

方混戰巾-在排名最後 ， 但在宋楚瑜的金錢醜聞遭披露後聲勢 k漲 ，

到最後關頭就是以「泊流共?fî J (後述)站訴求而使支持中喀什 F

第總統選權11式無法變更。第四次修憲之際 ﹒ 欲將總統選躍

制定搞絕對多數當選制的思考 ﹒ ?可遭批判 r l.t j聖戰扯身訂做 J 0 (同去口

的所述﹒陳永扁n穿李û:輝揭示「 it拉特」拖到-優先的弱點 . 在最後

I ~ i , f .: . I 之~ :辰 1名戌
可-t 4' ~﹒司令!f'

三壘點五1" 珍~ ;且其空 ~>Æ.- ~ ~ 

n1'守 20112 2-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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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攻守與討價還價之下 ， 只好做出相對多數當選制的決定。如果說絕對

多數當選制乃「連戰適用 J . 在當時政黨選票基礎的分布狀況下 ， 對於

被預測以絕對多數當選制難以當選的陳水扁而言 ， 相對多數當選制則可

拉扯「陳永扁過問」的選制。 2000年總統競選活動開始之前 . ，陳水扁

適用」已料先勝過「連戰適用」的選制 f 。選舉結果雖然是民進黨在岡

民黨分裂之下得到漁翁之利 ， 若從與「憲政改革」的相關性觀點看來 ，

2000年的選串可說是以「葉爾干現象 J 1.;g始，而以政權交付予日前為止

屬於體制外勢力的所謂「阿連德現象 J (參照本章註 5 )為結束。

第三三 ， 陳水扁漁翁得利地當選 ﹒ 當然造就出與第四次修憲前所設想

完令相反的政泊態勢。首先 ， 即總統已非國民黨籍 ， 實現了戰後臺簡史

上前次的政權輪替。主Jd方面 ， 在 1 998年實施的 tát委員選躍巾 ， 為

f吸收空崗哨議會見額以作為對不滿「 i東省」的緩和措施 ， 立法委員員

額數大幅增加(從 164名增至 225 名) . 國民黨席次未過半數的情形非

但沒有發午 ， 還獲得 f遠超過半數的議席。宋楚瑜雖以些微草距敗給陳

/J<.扁 ﹒ 卻以大幅差距的得案數贏過|竭民黨公認的連戰 ， 於是乘勢於 3 月

J&:結成新政黨親民蕉 ， 迅速集結了原國民黨籍與無黨籍合計 20名立法

委員。但即使如此 ， 國民黨的絕對多數還是無法攝動。這種狀況 ， 正

好是第四次修憲所形成的「臺灣式平總統制」最難運作的政治勢力分

布。以 F嘗試將此-特徵與法岡第丘共和制的制度相互比較之。

( 2 ) 停控核1'4問題與「毛主持式乎總統制」的機能不全

j去問第lí共和制的半總統制體系 ， 為 12 年間換過 25 個內閣的第四

共和制( 1946-58 )的不安定狀況畫下休止符 ， 爾後漸次力rJ以改良 ， 更

讓「保守不新共存 J (/r:打共泊. cohab ita tion) f皮肉呵能 ， 使法國得以

1'( 1J，l近代民主 rtilJ之前賞。共憲法}~以 F列之要素之結{ì 1m f~以成缸 :

1 總統 hJU.支持過選m所直至生( (第li. J~ 不[1制憲法) (以 F同)第六、

七條 J : 2 總統得以在木料部長ruJ.~:之卡進行通11; (總統擁有總理 、 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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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之任免權〔第八條〕 、 並主持內閣會議〔第九條) ， 總統行使任免權

等時未規定須經總理或部長之副署等) ; 主設有與總統相對應的內閣總

理和其他部長，後兩者對國會負責(國民議會〔下議院〕得議決內閣

不信任案〔第四十九~五十條) ) ( Du閃rger. 1995: 163-164 ) 1 斗 。

第四次修憲所實現之臺灣制度中則規定 : ι總統為直接普通選舉

所產生( <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一項) ; 主總統的各種任免權之行使不

須行政院長(首相)的副署〔同前第二項) ，總統得設置為決定國家

安全相關「大政方針」之國家安全會議(行政院或重要閣員亦為成員)

〔同前第四項) ; 包當立法院以過半數決議不信任案時 ， 行政院長應辭

職〔第三條第三項〕。臺灣的這種政治制度 ， 也可算是半總統制(參照

圖 5-1 )。

臺灣與法國的制度相對比，有以下四點相異。第一 ， 總統選騁的

部分 ， 法國為絕對多數當選制，第一輪投票中若無得票過半數者 ， 得

票前兩名再進行第二輪投票 ， 臺灣則為相對多數當選制，並未形成過

半數得票者的第二輪投票。因此 ， 若有實力的候選人有三位以上 ， 即

可能出現得票低於過半數甚多的當選者。而且 ， 由於僅一次投票即決

定當選與否，類似法國一般在第二輪投票時才會考慮到的候選人或政

治勢力間的聯合 ， 在臺灣的候選人調整或退還則是在投票之前即已開

始進行 ， 或者是被包含在選民自主判斷的投票行為之中。

第二 ，臺灣和法國都可以不經議會同意而任命閣撰 ; 但在法國的

情形 ， 以憲法第四卡九條第一項 15等作為解決手段 ， 已有代表議會多數

派被任命為總理之慣例 ， 在此種情況下憲政的運作可以從總統制轉換

為內閣制 。 相對於此，依據臺灣的現行制度 ， 不易助長促成法國一般

的轉換慣例 。 其理由之一 ，且IJ臺灣的憲法巾並無任何條款可以作為形

I~ ，下零三共和電示 'LC %.黑吋口為一 古自善 E:f! 偽 }002 
15 ~l星公司議審品 f是 有 12 坎特三綱領1(;在垮台有耳目 -H J-;:建 二 表"司，對軍泛 采 令員有

其1 哼 三責任 - 同京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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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 (與副總統搭配由選民直接選舉相對多數當選制) !

罷免總統、副
總情 l均提案 l 

行政院長不
信任案成立

l行政院長不信任
H案決議時可呈講

f 解散立法院

, 2/3決議 、 建 11 11 時，依據行
政院之呈請

11 解散立法院

行政院長
舉人總額過半 "
數始成立

行政院長不信任 11 ìf 過半數得通過
案決議時可呈請 11 們于政院長不信
總統解散立法院 1 ， " 1耳Jl 

立法院 ( 中選區政黨比例代表並立一票制、 2007年起小選
舉區政黨比側代表並立兩票制 、 席次;或半)

出處莖者裂成

圖 5-1 第四次修憲( 1997)以踐的總統、行政院長、
立法院關係(臺灣式半總統制)

成這種慣例之手段。其次 ， 總統的立法院解散權乃被動的權限 ， 亦即

僅於立法院對行政院長不信任時始可發動〔第二條第五項) ， 消極地將

少數派執政黨內閣正當化。不論是被動或主動 ， 源於總統行使解散權

的改選結果 ， 若執政黨或執政聯盟仍無法取得過半數 ， 則政治考量上
不得不將行政院長一職讓渡給議會多數1匠的可能性很高。

然而 ， 因為立法委員任期僅有短短的三年〔第六十五條) ( 一如前

述，因立法院與國民大會的無意義抗爭使立法委員任期四年制的修憲

遭葬送) ， 在受到總統選舉敗北 、 親民黨成立等衝擊而支持率不斷下滑
的狀況下 16 在野的國民黨傾向與其承擔發動內閣不信任後白家在委席

16 (有持 TVBS 電''i.臺仟做封信買卷筠至 軍民 j區的女持三且在 }()()O 年 6 月與 I} 可分別;有 IO.2'!'o
每 IO . () ~.. 辛t.'Æ'藍藍吠九 3~ 肘 。 最高峰)長了1 25.0.'. Chu. Yun-han. }OOI: IOR 



262 戰後霆萬聖政 古史一一中莖民盟~ 1聖化的室還

次反倒減少的風險 ， 不如選擇順勢將政治責任歸咎到少數執政黨 ， 以

把下次總統選舉導向對自己有利的方向[ Cabes tan‘ 2003: 3斗 〕。

第三 ， 在行政與的主機關的關係上，比起法闢﹒屯灣的的主機關明

顯地較為強勢 。 具體而丘， (a)ìt岡規定以政府所提法律奈之審品九優

先〔第四十八條〕 ﹒ 臺灣則無相關規定。他)行政院不m~ ú:法院之決定時

雖 flJ要求覆議 ， 但立法院僅依單純過半數即可將其否決〔第二條第

項〕 l" 。 (c)2000年第六次修憲的結果 ， 立法院擁有以往閥民大會權限

的總統 、 副總統罷免捏案權〔第一.條第九項〕 ﹒ 以及對總統任命之司法

院大沾有 、 監察委員、考試委員之「同意權 J [第 fi 、六 、 七條 ) 1 )'， 。

第間 ， 作為行政機關首長的總統 ， 其行使權限的制度仁管道很

弱 。 在法國是以總統主宰內閣會議，但臺灣總統除 f有關安全保障的

|戒|家安全會議(第.. fl菜第內工頁)之外 ﹒ 有關指揮行政院(內閣)之制

度卜的管道尚未法制化 。 1997 年修車時的國民黨版修憲案之巾 ， 在第

-次修車:所完成之「總統為決定有關國家安全之大政方針. , f手拉罩闢

家1(1-:會議與闖京安噎J~ J 條項之後 ， 附有「總統布關(闖京女全之)

大政方針之決定 ， 行政院依法執行之」之條文〔顧忠學、金恆 :埠主

編， 2004 : 360) ，亦即嘗試將總統的行政院指揮權加以明確化，但卻

未能質現。此外，總統府的編制與預算規模也很小。雖然行政院長任

命已料變更為不須立法院同意 ， 但足以支撐該制度的相應改革卻未能

成功 ， [klffrî維持著在憲法 i二仍究沒有充分機制得以讓總統直接指揮行

政院的狀態 。 但縱使如此 ， Il 在民主化以前即已制定 F來之 r+:宰萬

機」的總統形象 ， 仍然不變 。

而 ild刻在 2002 年的改革使總統任期與闕討議會議位 互交 ， 選學

司 ~ξf iW 志哇村民，是 f 正 正 寸 L 一， 神fι;e 妥zιT 
V 可p

,f._ "~.;.均作 Z呵 t- J-':.γ 主~~P:~i l 門(主二r ~. 1 :f~革~f' 二 叭，而

\ 賢 "0 t 2(1(1:; :r. 11 . È fT 蠱三 足 于土.'汽 1 至去 ;c ， 上- "哇 ~.:tf:..-:

民 f{ _r~ .乙，去 石忘得有 tf} t: ~實 "毛;1:票去 i'~ t 汗 馬在 " 'i .I IIl~ ".九三古室主

http 、、叭叭I> la 、、 ld、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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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也大致相同 ; 但臺灣總統任期四年 、 立法委員任期三年則與之相

異。若是總統的執政黨和議會多數派產生不一致的情形 ， 就容易發生

「新民意」與「莒民意」之所在相互交混的情形。

如此 -來，在堂灣式的半總統制之 F ' 當總統代表立法院多數派

時與法關一樣毫無問題 : f同情況若非如此 ， 執政與在野兩方都往「保

守革新共存」方向移動的誘凶很低 ， 亦即維持著總統屬少數派政權的

呵能性很高。而當少數派政權面對立法機關時 ， 就會處於制度上相當

弱勢的立場。此套邏輯 ﹒ 在 2000年秋至零年春季期間的政局混亂中顯

現 ， 臺灣式半總統制的機能不全症狀也開始出現 ， 關於此點有以下的

事例。

首先 ﹒ 成站陳水扁政權出發點的政治構間 ， 堪其結構性的因素可

當約是[J下 : (A) 即使稱之為穩健 ， 揭示「臺灣獨力'. J 政黨的候選人得

以當選 ， 仍被認為有激化與中間間緊張關係之憂慮。( B )陳水扁乃低

於第三高票(宋楚瑜)和第三高票(連戰)總和得票二成的少數得票

;當選 。 ( C )民進黨於 ι法院巾席次連三分之 2 月;未達到( 225 席中占

70席) 0 ( D ) 黨內擁有行政經驗之人才極度不足。( E) 除部分之外 ，

<ql間時報〉、(聯代報}兩人﹒報及 TVBS電視堂等主要大眾媒體，皆持

反對陳水扁的世場。

有鑑於此 ﹒ 陳水扁所選擇的政權構想即所謂「清流共治」的「全

民政府」。在用人的層面上 ， 與選舉口號所揭示的「改革」 、 「反黑

全(腐敗) J 相輝映 ， 企間不問黨派而集結清廉、有能之士組成內

閣 ， 陳水扁自身也在選戰尾聲時宣言脫離一切黨職以和民進黨保持距

離 ， 持接待站扎爾獎 líli擁 Hr屯度社會聲望的中央研究院長李遠哲 ， 則

被期待能就 f1行政院長 同時 ， 在政治上則透過還剩 {fl祠民黨主席任

期的李登輝之影響力 ， 以得到關民黨的非正式協助 ， 拉期待利用輿

論所支持的刊文革」、「反黑金」對在野黨施加應力， El IJ -種民粹式

( popu l istic) 的構恕 。 泣是例為總統沒有主動的川L院解散權﹒乘著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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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勝選之勢以解散立法院來獲得多數席位之舉終究無71進行。

組閣之時李遠哲堅決拒任行政院長一職 ， 陳水扁即以第二選擇任

命的關防部長唐飛為行政院長。由於唐飛原為軍職出身擔任過空軍總

司令 ， 既是國民黨員 ﹒ 同時也是外省人出身 ﹒ 對於黨綱巾揭示「臺灣

獨山- J 並曾為反體制政黨候選人當選總統所帶來的的衝啦 ， 是有緩和

作用的。再加上任命之初 ， 陳水扁即於就職演說( 2000 年 5 月 2 0 t:I ) 

中賞告的「四不一沒有」 lo而獲得闕際社會的好鼠 ， 政權剛成立時期其

施政滿意度在各種民意調查中均高達七至八戚。

但是 r 全民政府」立刻遭遇困難而難以運作。初次人間的民進黨

反們 ， 從科驗不起到連番發若不當 ， 而健康情形原本不佳的居飛亦無

力統率他們 ; 7 月時 ﹒ 發生 f凶漂草處理河川暴漲事件(八掌溪事件)

所導致之死亡事故 ， 陳永扁政權的滿意度竟然急速 F降 再加上唐飛

與強力施壓要求陳水扁實行競選公約中停建核四主張的執政黨民進黨

間形成對 t立，最後 ﹒ 1 0 月初J倍飛辭去內閣 ﹒ 陳水扁只好任命民進黨員

張俊雄繼任院長之位。

但張俊雄內閣在同月底強行決定停建核四後 ﹒ 在野黨方面激烈反

彈。[兩民黨與宋娃瑜支持者利的總統選舉氣勢結成的觀上是黨 ﹒ 以及與

統-派、外省色彩強烈的新黨聯于臼稱「在野聯盟 J . 制定 f作為提出

罷免案之前提一一即規定總統、副總統罷免提案程序的《立法院職權行

使法》 ﹒ 性開始進行贊成罷免案在委之連署。而對此狀況 ， 民進黨和輿

論界亦大躍反制，政fnJ困此陷入大混亂 。 預算審議長期停止，產業界

也開始對陳水扁政權投以懷疑的 H光 ， 一時之間拉圭流傳著金融危機

的拉法( (經濟學人}雜蒜 '11 月 11 f] 號卜

nl於總統 、 副總統罷免案問話立法委員過半數提案，放三分之:

。 ~i'缸子毛 主 噎亨; ~ J， ;>.、 丸 ，、:. ~~. êr~ 立" '弋 f 合 hl. ';建立 T (‘ 是 ， 111 71 含

竺 f，: j" 去 \ 莓 f 會挖 苦'; . "_元史; . r\. !:.J ~i~ :~ _.'"~z ~.t n 有時是作寧可 ~r..1 :r~ 舍 "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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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但當時仍須闊大代表三分之三即 147名贊成始得解任) . 這在

手段上屬正當程序 ， 且民進黨席次未達三分之一 ， 在野黨只要聯合起

來 ， 在數字上足有議決罷免葉之可能性。然而 ， 停建核四乃有關於預

算執行的問題，就算內閣在未經立法院同意這項程序上有所瑕疵 ， 欲

將此種問題當作總統 、 副總統的罷免問題來處理 ， 在憲政運作上實屬

幢端不適切且正當性薄弱之行動。就算是占立法委員過半數的在野黨

欲採取對抗行動 ， 應該提出內閣不信任案來試圖倒閣 ， 以符合憲法上

之規定始為適當。但是一旦倒閣 ， 當然結果就是立法院解散及改選。

如同前述 ， 對正苦惱於支持率大幅下降的國民黨而言 ， 再度出馬競選

任期僅三年的選學誘因繩度不足 ， 也就無法決心採取倒閣行動。

另一方面 ， 總統及行政院亦如前述一般 ， 結無倒閣的狀況便無

法解散立法院 ， 也不具有可以積極驗證民意以打開局面之主導權 ， 就

僅剩發揮民進黨在野時期的群眾動員能力 ， 以街頭示威的方式將「在

野聯盟」的罷免總統行動不正當性之印象訴諸輿論。為了提交國民大

會 ， 正副總統罷免案在 12 月下旬集合了 14 7 名 l立法委員(正好三分之

一~ )的連署而提出罷免動議。但在對罷免案不抱好戚的輿論之前 ﹒ 「泛

藍」方面又沒有決議的自信 ， 僅以提案作為維持面 f的方法 ， 審議與

採決皆未排入議程。可三於停建核凹的部分 ， 內閣被迫在次年度預算被

當作人質般的壓力下妥協 ﹒ 透過要求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憲 ﹒ 得到行

政院停建決定有瑕疵的結論 ， 即尋求一種緩衝之後 ， 於零年春天行政
院決定聖毆工唔 ， 此事件方得落幕~l)。

20 腎 ι 】均告;i~~! 奇、 ~~ '1 J.;苟 2003 1之一位 200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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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民族主義勢力憲議形態上的政治重組與「公民投票」制度之成立

( I )是灣民族主義勢力意識形態上的政治毒組

前章已述皮，相對於|祠民黨以〈增修條文}修正《巾華民間憲法}

的「修車」路線 ， 上是進黨在第。階段的「憲政改革」中 ， 乃採取《民主

大憲章}乃至《臺灣憲法草案}並置的「制憲」路線。這個意圖以制定

新憲法將「中華民國 J 這個國家置換為新國家(臺灣共和國)的做法，

在理念上應該稱為「建國的制憲」路線〔曾建元 、 彭艾喬 . 2005 : 2 )。

在臺灣民族主義的大原則上 I 中華民國」確實是眼前必須打倒的

中國國家。但就民進黨整體而言 ， 其反「中華民國」的姿態其實很曖

昧。一方面在國民大會開會峙 ， 民進黨籍國大代表演出拒絕在「中華

民國」國旗前進行就職宣誓等戲碼 ， 但被稱為「選躍起家 J (透過威權

體制 F的公職選舉確立反對勢力之存在並擴大其勢力)的民進黨，卻

未嘗改變透過公職選串以獲得政治資源的姿態，最終並成為民主化且

逐漸垂灣化的「中華民國」體制內勢力，而從中獲得合法地位。

即便是參與「憲政改革」時的實際攻略 ， 也並未採取徹底與「中華

民闢」對決的路線。多少出站在被當作「憲政改革」主要政治競技場的

關上是大會中 ， 民進黨無法獲得足以逼使國民黨進行政黨協商的四分之一

席次( 199 1 年第二屆國大選學時) . 在修憲的各個階段巾 ， 以「總統直

選」、 r í1l-闕會」繼而j r 公技人憲」為主要課題 ， 不得不採取配合街

頭動員 I(Ti從體制外施隘的做法。關於民主化 、 臺灣化的日標 ， 國民黨

內擁臼與民進黨具信相 IriJ政泊 rúJ 量的頭導人(李登輝) . 利用:莓，外的壓

力握(主黨內主導權 . {f.第-階段達成[ r 總統瓦選」的戰略 [1 標 ﹒ 第

:階段的第六次修憲 rt l也勉強達成 [ I 瑕 a國會 J . 然後站1f~婪的是

在 2000 1， 1:'1'[現 f政權交待 911JJt .來，在「巾培i泛關」框架內進行的

「憲政故不」課題 ﹒ 對i是進黨來說就只剩下「公投入寄(J IfIÎ~ 0 

此外 . lj[]此的改革進展， 1r~迫使身為臺灣民族主義核心勢力的民

2耳五章 訊問主權國實與民主體制的苦惱一一 r~iE5ii&革 J 的第二階級 267 

進黨 ， 必須做出意識形態上的政治性調整。要日本單第一節所述 ， 在政

治層面上 ， 經過[ 1 995 年在法委員選舉後著眼於國民黨的過半數已脆

弱化而發起的 I -月政改」與「六月政改」的挫折 ， 而將國民大會裡

所獲得的體制內交涉力壘( 1 996 年 3 月第二屆國大代表選舉中獲得四分

之一以上席次)作為支點 ， 許信良採取了與李登輝進行協調的路線。

但是 ， 雖然得到了強化總統權限和「凍省」等成果 ， 此一國民黨與民

進黨的合作 ， 皆分別在兩黨內部引發了強烈反彈 ， 使得李登輝和許信

良大為受傷。由於和擁有首位民進黨籍臺北市長聲望 、 且成為黨內最

具實力的總統候選人的陳水扁相競爭 ， 許信良最後竟然不得不脫離民

進黨。而與最初也是最後的畫灣省長宋楚瑜相對立竟成為決定性的因

素 ， 李登輝亦面臨到宋楚瑜與其支持勢力脫黨後 ， 國民黨的再度分

裂。前者雖然並末立刻對民進黨造成傷害 ， 後者則因總統選堪相對多

數當選制，而使陳水扁獲得漁翁之利 ﹒ 因而引導出政權交替的政治構

I詞 ， 更促使日後的政黨垂組。

在意識形態層面上，隨著第一次總統直選時程的接近 ， 民進黨進

行了關於「臺灣獨立」立場的調整。雖然黨內意見並非一致 ， 但主流

意見已開始進行論述的調整。在對內方面 ， 企岡透過與民主化並進行

臺灣化的「中華民國」相妥協 ， 以達到容易接近政治權力的目的 ; 對

外方面 ， 相較於眼前施行民主化與畫灣化的「巾華民國 J . 認為取而代

之戚脅臺灣的獨立事實者乃中華人民共和闕 ， 而為應對其存在戚日漸

增強之情勢 ， 即開始進行論述上的調整。 1 995 年 2 月 ， 當時黨主席施明

德首先發言稱 r 臺灣已料獨立 ， 所以民進黨取得政權亦沒有必要宣布

毫灣獨立 J . 同年 9 月首次總統直選的黨提名候選人彭明敏亦發言表示 :

「毫灣已經獨立 ， 支持現狀即支持獨缸 ， 只有統-.-1-是改變現狀。」

F一屆的總統候選人陳水扁一出線 ， 也繼准此 -ι場。 1 999 年 5

月擁立陳水扁成為第二屆總統直選黨提名候選人的民進黨全國代表大

會 ﹒ 通過 f臺灣「依 f 1 tJíj憲法稱為中誰民間 ， 但與巾華人民共和國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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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隸屬」 、 「奎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 ， 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必須

經由臺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等內容的《臺灣前途決議

文》 。 陳水扁雖然稱此為「新中間路線」而加以包裝 ， {閃閃之後馬上遇

到李老是輝「兩闊論」所釀成的風暴 ， 即使陳水扁的實質立場並未異於

「兩國論 J ' 如此調整包裝後已不會大舉招致「中間選上是」的警戒心 ﹒

因而得以擴大前述「反黑金」訴求的支持。

緊接著 ， 政權交替後進一步的重組亦持續進行。如前所述 ， 陳水扁

勝選對憲政體制上的衝擊 ， 就是李登輝總統任期最後瞬間、急就章式第

六次修憲中 ， 廢止了作為國家機構的國民大會。另一方面 ， 政黨體系也

開始重組。總統選舉時宋楚瑜分割國民黨所結成的親民黨 ， 也吸收曾經

是新黨的成員 ， 在臺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的對立軸上處於國民黨

的右倒。而把造成宋楚瑜分割闆民黨的李登輝當作「精神領袖」的台

聯(台灣團結聯盟)也在 200 1 年 8 月成立 ， 其意識形態對缸軸上的位

宜處於民進黨的「左」側 。

李登輝承擔總統選舉敗北之責辭去國民黨主席後 ， 因與繼任主席

連戰間的鴻溝日益深化竟至退黨 ， 但此時他能帶離黨的所謂「國民黨

本土派」規模並不大 ; 換言之 ﹒ 李登輝的脫離對國民黨直接衝擊並不

大。但值得注意的是 ， 以李登輝脫離國民黨為契機 ， 臺灣民族主義陣

營發生了進 -步的重組 ， 在野臺灣民族主義勢力變得更加活潑 ， 與政

權交替同時值進 ， 對基灣民族主義陣營全體的擴大產生有利條件。

如同前述 ， 李登輝在 1 999 年 7 月的「兩國論」時 ， 已經拋卻「憲政

改革」第一階段的「後退式的正當化」修辭 ， 基於「中華民國」實質統

治領域之選民民意所改訂的憲法與選舉 ， 不會設定「中華民國」與巾華

人民共和國間有任何隸屬關係 ， 即採取 f轉換成另一個國家之立場 。 換

t主之 ， 臺灣方面已經宣稱，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的零和對抗關

係 ' 已經從蔣介石一蔣經國時代「中國正統國家」地位的相互關係 ﹒

轉換屆與華灣主權的相互關係。這不日民進黨的《臺灣前途決議文}並

第五童 車司向主持華國家與農主體制的苦惱一一「奪政改革」的第二階級 269 

無 三致 。 並且 ， 對於至此時為止的「憲政改革」和舉行全面選舉而強

化了戰後臺灣國家的國家性一事 ， 仍然站在高度評價的立場。

it?聯成立後的李登輝 ， 一方面採取此種立場 ﹒ 一方面使「國家正

常化 4 議題逐漸明確 。 意即 ， 由於臺灣的戰後國家長期採取中國國家

方針而具有脆弱性，為 f守護並發展l主l民主化所獲得的主權性( i 兩國

論」即此般定義民主化) . 在強化住民臺灣意識的同時 ， 有必要使這個

國家更進一步「正常化」 。 投射出此一議題的台聯 ， 比民進黨更加積極

地主張「正名 J (最終須指向變更國號 ， 並將公共機關 、 公共設施中國

國家式的名稱轉換為臺灣式名稱) . 並在與中國進行經濟交流的層面上

採取較為警戒的態度~ 1 0 

一般認為 ， 經過了 1 994年「生為臺灣人的悲炭」發言與重返聯合

國運動 ， 以及 1 999年的「兩國論」等 ， 李登輝與臺灣民族主義者在意

識形態、 t的距離已經縮短 。 個|大i脫離國民黨 ， 李登輝與在野臺灣民族

主義者公然地共同行動成為可能 。 台聯成直前後 ， 臺灣民族主義者的

知識分子 、 文化團體等既存的臺獨團體 ， 就已輕出現以李噎輝?為核心

而 tp}部集結的情形 。 政權交替後 ， 臺灣各地的臺灣民族主義知識分 f

和文化界人上的意見團體 ， 開始以南部「南社」 、 巾部 irp社」之類的

形態組織起來 ， 在台聯成立前的 200 1 年 6 丹 ， 李登輝也出席了「北社」

的成立大會。隔年 5 月 I1 日 ， 李登輝也參加了「臺灣正名運動聯盟」

以「瓷灣正名」為訴求在臺北與高雄兩市舉行之遊行活動。正名運動

聯盟 ， 就是以臺灣獨立聯盟主考核心的臺獨運動團體聯合組織之一 。此

外 ， 前 一年 11 丹，可說是台聯外圍團體的「李登輝之友會」成立 . 12 

月負責向李發輝提供政策諮詢的國體(宣稱為「行動智庫 J ) i 群策會」

也宣許成立 。 2002 年 2 叫 ， 叉開設了台聯幹部養成的常設講習班「李登

~I 可'字:王雪~. ft J T~ 月t 8 ~;~ ~久物 ρ.t ~i: 苦了至 tJ. 亨、 4 稽之量;1' 在臺灣民族主義 陣

'ii，."iIl~吭吭宜再話題 且毛是定只清白哼:主1'; "[可見 但可 . ~村有可由李 1ft軍提出之徒~!

玉，新(t: t:; -Hl咕咕而 z哇哇主 j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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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學校」 。 群策會在成立之初暫時未見活動，但在同年 1 0 月以「邁向

正常國家」為題於臺北單行研討會 ， 明確打出「國家正常化」路線之

理念泣 。 對李奇輝來說 ， í 闖家正常化」應該就是最接已夭折的「兩闊

論 」 修憲議題。

一旦設定了「國家正常化」的 H標 ， 民進黨與台聯 、 在野臺灣民

族主義者勢力之間的走異 ， 僅剩穩健派和激進派之別而已 。 國峙 ， 身

為執政黨的民進黨無法跳脫「中箏民國」原則與其修辭上的拘束，但

台聯與在野勢力並無必要有此顧慮、23 。 如此這般 ﹒ 以政權交替後李登輝

所處位置的轉換為契機 ， 臺灣民族主義勢力從民進黨到台聯、在野獨

立派勢力哼 ， 暫且不論政治上的黨派 ， 在意識形態上已經被重組為一

個緊密的單一陣營 。 誇張一點來說 ， í 關家正常化」此一目標設定 ， 在

臺灣民族主義陣營內部擁有一定程度意識形態 t的統合)/~ 。

22 J三三五了長沈-g:﹒卅五f 參~ 111壘，云 、吉i 這 fì .L :3譯 '200} 
23 苦學文 h 作 2003 年 x 1 2~ : -;; t主炭基黨這 T 呵!-Jt "" 禿禿 t~ l' 字一天~}t t]! 生壺，智
立名運動集會的 中 華 民百已往-r..存在 Jft 言 評身自 李育tq 坪，叮 et 泊是對 L~ 可;三

望江 tt;哇 ]EE:叮咚夫;也賞 ?毛是矗 t; 至六吃仔 ， .i 土井有可ν t.年 T 舍去快
到 身~ ，脅是主 喔 i賣 7 的吾家 電咒 JE苛夏 ;.z 可~ ~ 1S.~是由 李 尺度 B:.進 t ;'角q: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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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用于t :t- I司、
2 -1 專"之 君子女苦~ [.守只會.! .'三三': 20(]' Ë l) ': 有. ,!_ ，責試年春 J守法品主社 :毛主

i 重毛主六會訂主 哇 哇 立玄'l 亮或建 立拉拉列其黨叮三天只 :f' rIJ ~吾即訂角 TE
主事 泛采 主 義.~~ ~立尺，臼 RJ走上有何啥至為牛噫爭先是吾土豆 豆ry..:_ 心是各. . "自己合陳水馬 IEJi
竺夏哭間可旭:民二 ， 人臺智 S~ ~片\投合空 公民投票表咚品 J望有Es司法~~~.!聖明:
~ t:í 而是目前有土在好勢均 呂京主管 fL J 前三之美弋支 持共議 主 之雋臺彎路是
二1i :.Lè ,:!;: 正在主血管干 草咒噎幸 乏 ~~::.11;:1 t.土合法哭叫爭三五 Jæ
咕:這叮 T主管 1~ .-q 咕。有提出三 f? J?:哥1 日哼哼" T 由 華 民室 去(:ru1:{~~偎 著會在堅
際往 會 i聖干1 ，，，"北咚 l ， 聖哲 對名 是 兩靖加九時台呂 一內生組議等已擇也犧.!?
句己;可之三"吾有 「在 1 玄 J 啥字「 J 史~{芋 1 章幫哥哼令主哇!哥 7 句是 T iI!史

研寸系到，叫周 言它 吃什 τ 咒持吃i:_ ;t 牽魯吉違反三!科土何認，~l f的唯針不牛

f' 1Z 三三名 三 f::;_ h手、手 ' 1.;: "i..~-= ~可堅守匕 司九f} "t 字屯人江~': .~;' ~舍.;h~
什合技巧γ仗 ，f 警句 Z 貝 i有尊嚴有幸孔令生活 、只:叫全茁佑 亨惜之三長 f 
Il，:~ f藍-~lf. .H :-t h1 的只 J 待吹草L資源分配7 公 革和百]法與啥叫種考: 這 ;:1 1P 哥還反 7 

tE 圭 ~ >1...:; 司正主白色.)同年割肉計可~ ("-η 真 t 金主袋;J;i F:_色空官可稱評 hnp 

叭叭叭 dpp.org . t帆訂)07 年 \0
" 

'2 日芯'11"

豈有五章 朝向主權國家與民主體制的苦惱一一 「會政改革」的第二階段 271 

李費輝這般地轉換所處位置 ， 與其說如同處於意識形態對立端的

批判者所認為的 ， 乃現出「激進臺獨派」之本性 ， 倒不如認為這是源

於李登輝白身的政治策略 ， 亦即企圖使以民進黨其中心之廣義臺灣派

勢力 ( 本土派勢力 ) 得以擴大，並讓「中國民族主義勢力邊緣化」此

種政治結構穩定 F來 。 李登輝原先的構想 ， 應該是 2000年的選學讓連

戰當選 ， 然後在李登輝路線的國民黨主導下維持穩定的政治運作。但

因無法克服宋楚瑜的反叛和黨的分裂 ， 政權交替以及其本身的脫黨卻

使得這個構想瓦解 ， 所以只能轉換屆另一種新的政治策略。嘗試推測

此政治策略的內涵 ， 應該包括行民進黨的「左」側由台聯固守，讓民

進黨的羽翼伸向「右」側以穩固「中間 J ; 2'如此即可拉攏國民黨內

的「臺灣派 J ' 並以包含台聯 、 民進黨 、 國民黨「臺灣派」在內的廣

義「臺灣派 」 ﹒ 在于J:法委員選息中獲得 1分之:的勢力 ; 主 如此 一來使

「中間派 」 邊緣化 ， 促成未來在廣義「臺灣派」內部得以進行政權交替

的政治生態 。 然而 ， 情況的變化並未如李登輝所設想的一般 ， 2007 年

春李登輝再度被迫變更自身在廣義「毫灣派」中所處的意識形態位置 。

( 2) <<公民投票法》的成立與實施

另一方面 ， 陳水扁政權成立後以核四問題為契機 ， 國民黨 、 新

黨 、 親民黨之間馬上築起合作關係。新黨與親民黨原本就是從岡民黨

分裂出來的政黨 ﹒ 因國民黨黨旗為藍色之故 ， 此一勢力即被統稱為

「泛藍」。相對於此 ， 隔年 8 月台聯成立後即表明與民進黨為「友黨 」

之立場 ， 代表這兩黨的勢力便被稱為「泛綠」 。 此後，臺灣政治逐漸成

為兩大勢力相互對抗的形態 ， 但這對「全民政府」構想遭遇體折，只

好維持民進黨少數政權狀態以企圖連任的陳水扁來說 ， 是 一項很大的

政治威脅 。

第一 ， í 泛藍」勢力倚仗闕會多數 ， 持續封殺陳水扁政權提出的種

種改革法案﹒連番進行使政權幾乎難以運作的預算刪減 。 如同之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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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的 ， 在此過程中「泛藍」勢力一直保持著足以通過內閣不信任案

的席次卻不提案 ， 似乎已經形成了一種倚仗國會多數持續進行騷擾而

不讓政權做出實績 ， 繼而將下次總統選串導向對己有利的政治策略。

在此背景之中 ， 應按也有陳水扁絕無 nJ能和議會多數派分享權力之額

的判斷。而以強行停建核l月~契機 ， r 泛藍」對陳永扁的不信任戚也[ I 

益增大。

「泛藍 J iL委主主於這種政治策略所做的行動 ， 當然引起「泛綠」方

面的反彈。在日漸增強的相互不信任狀態下 ， 立法院的審議糾紛 、 在

議場發生的服體或口角衝突成為家常便飯 ， 輿論對「國會亂象」的不

滿也日漸升高。而除部分之外 ， 姿態上明確親近「泛藍」的臺北平面

與電子媒體 ， 草本 t可說持續認可「泛藍」這種騷擾陳水扁政權的政

治策略。

對陳水扁平日民進黨來說 ， 要解決這種 r ，盒，灣式乎總統制 J 的混亂

狀態，只有取得闊會多數的席次，但在 2001 年底在法委員選單巾 ， 民

進黨雖獲得 87 席而成為開會第一大黨 ， 台聯也在初試啼聲的該去:選躍

中當選 13 席 ﹒ 卻仍未達過半數(參照表 ~-1 )。而且 ﹒ 雖然選後1.J; [ 1i 

解「泛藍」勢力而打 1 1\ r 間家安定聯盟」這個超黨派聯盟的構想( (lj' 

園時報) • 2011 年 1 1 月")")口) • ~胡民黨與親民黨卻已強化提攜而搶得

先機 ， 在選後的新會期中兩黨獨占立法院正副院長 ， 該聯盟只能以失

敗告終 ， 這也成為遮蔽前述李登輝政治策略的第-片烏雲。

第: ﹒ 「 j乏藍」各政黨間政iM合作的進展 ， 使得 2000年總統選舉

時被陳水扁獲得漁利的三方混戰態勢從此逐漸轉換。 2002 年 2 月的主院

新會期時 ， 國民黨在的一年底還睡中席次減少的狀況下 ， 仍然避開了

民進黨的瓦解策略，在親民黨的協助 F獨占 lE副院長，接輯:在 2002 年

底的童北 rÎî和 l亡i雄市長選舉巾 ， 親民黨也支持闢民黨的候選人。市長

選串後，闕民黨主席連戰與親民黨主席宋體瑜進行會談. r， ï]，吉、在 200~

年總統選取巾兩黨共同推出候選人 ， 而關於 2000年選學時造成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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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立根源之一的「中輿票券疑雲案 J (興票案) ， 國民黨方面進行了表

明宋楚瑜無過錯的儀式 ﹒ 以掃除連 、 宋兩人間的芥蒂。更甚者 ， 隔年

2 月連 、 宋再度會談 ， 同意兩人分別以正副總統候選人參與即將來臨

的總統選舉。 3 月底園、親兩黨分別召開全國大會 ， 正式決定擁在連

戰為總統候選人 ， 宋楚瑜為副總統候選人。在 2000年選舉時 ， 連、宋

兩人的得票率合計約60% ' 比陳水扁多出 20%以上 ， 如果持續倚仗國

會多數封殺陳政權的實績 ， 即使計入李登輝脫黨的負面影響(估計約

5%) ， 連 、 宋兩人應該是「躺著選都贏 J 0 r 泛藍」陣營這下充滿了樂

觀的氣氛 ， 陳水扁倒是陷入窘境。

然而 ， r 泛藍」在意識形態層面上亦有其弱點。「泛綠」勢力形成

時 ， 以李登輝脫離國民黨為契機 ， 不僅使臺灣民族主義諸勢力間的政

治重組，伴隨而來的還有意識形態上的再重組 ， E1 IJ重新提出以政權交

替前臺灣化進展為基腔的「本土論述」 ﹒ 並強化與其同時發生的政治凝

聚力 ， 但「泛藍」之間未曾存在這種過程。在李登輝脫黨後 ， 並未出

現可以和「泛綠」相對照並有效區隔的「本士論述 J ' 無法提出向輿論

清楚傳達自身意識形態的論述 ， 而僅利用親近「泛藍」的臺北媒體 ，

指責陳水扁政權是「意識形態過剩」。

然而 ， 取代「本土論述」而提出獨白的「中國論述」亦有其困

難。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於「 ﹒國兩制」的統一構想 ， 準備 f 「中

華人民共和開臺灣特別行政區」此一認同意識持續向國際社會宣傳。

關於此點 ， 不論任何形式的「當作中國一部分的臺灣」或「將民主臺

灣視為其中一部分的中間」這類真有認同意識的論述 ， 在僅僅容許些

微彈性的狀況下 ， 要讓毫灣的政治勢力在針對空灣內部政治時 ， 把這

種說法當作一種有效的論述來提出實屬問難。其原因在於 ， 如此將會

被臺灣民族上義激進派扎扎質實地話毀為「賈奎」。作為李登輝繼任者

I佰就任闕民黨主席的連戰，抱持著「中華邦聯」的構想。 200 1 年 l 月

陳水扁總統在元旦談話中言及 r (與中間)政泊統合 J (以歐洲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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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思考基礎的政治統合論)之後，連戰立刻公開打出「中華邦聯」的

構想 ， 同年 7 月上旬 ， 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雖然決定將其訂為黨政策綱領

方針 ， 徊在何月底ff開的第卡六次全國黨代表大會中卻未被採用 。 因

為 ， 中闕在一開始就表達反對 ， 間民黨內也有所反彈 。 此事例正好顯

示，在 「 動員毆亂時期 J ( 其中描繪著我們是「正統中國國家」 、 他們

是「不法的墓奪岳 」 這種明確的認同意識 ) 解除後的空灣政治中，形

成 「 中國論述」有其困難度 。

而在「國家正常化」此 一 「本土論述 」 之中 ﹒ 亦存有重大的弱

點 。一如李登輝的「兩國論」修憲夭折所顯示的 ， 這類朝向畫灣國家

主權性強化的動作被北京嚴密監視 ， 且因為華盛頓亦憂慮、北京的強烈

反應而持續對臺北施壓 。 即使跨越前揭2000年總統就職演說中的「四

不一沒有 J ( 據間華盛頓方面已事先過日) , i草朝向「間家正常化」前

進一步 ﹒ 仍必須覺悟到將會與美國這個臺灣安全利益保障的主要提供

者闢係惡化 。 但是 ， 議會中占多數的「泛藍」採取 f騷擾的政?t策

略 ， 造成公共政策方面無法有顯著成果 ， 且即使身為臺灣民族主義政

黨卻表明「間不一沒有」巾，做出最大的讓步 ， 中國的「不和陳水扁接

觸 」 反應 ﹒ 使得在對巾政策上亦無法獲得成果。結果陳水扁具有冒著

對外的高風險，不得不採用攻擊「泛藍」弱點一一即缺乏主軸意識形

態一一這項政治策略。

陳水扁實際開始發動這項政治策略 ， 是以 2003 年春 SARS ( 嚴重

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的流行?為契機衍。凶為鼠染死亡人數的增加與院

內戚染的擴大，這些對社會造成高度緊張與不安的狀況正在持續著。

造成此一嚴電流行事件的源頭，又是一向反對空灣參加|世界衛在主組織

( WHO ) 的中闕在處理 SARS 時的消制態度 ﹒ 凶此程問曾將一度H如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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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在世界防疫網之外的狀況~6 t 臺灣人民的不滿和不安開始出現並逐

漸增強。即使美國、日本等國 ， 因擔心臺灣成為區域防疫網漏洞對區

域防疫體制帶來影響而支持臺灣加入該組織 ， 中國卻在 SARS流行的

高峰期間以毫不在意的態度加以反對 ， 使得堂灣被拒絕以觀察員身分

參仙i世界衛生大會 ( WHA ) ， 對此毫灣人民的憤慨程度也持續升高 。 同

時認為應將 SARS稱做「中國肺炎」的聲音高漲 ， 可視之為臺灣社會對

中國充滿憤恨的象徵。即使不計入政治非難與軍事惘嚇 ， 中國的行為

在臺灣社會引起廣泛悲憤的情形 ， 就算在 SARS流行當時也並非首次。

如 1994年「千島湖事件」時 ， 中國當局對臺灣觀光客被害者的極度輕

率處理所產生之反戚n ﹒ 1999 年 9 月臺灣中部大地震時 ， 中國要求國際

社會向空灣派遣救援隊或運送救援物資時須事先得到中國的許可 ， 以

及中關外交部發言人代表毫灣向各國對堂灣的救援發表謝辭所帶來的

種種強烈厭惡威等到 ， 在 SA RS 正值流行之時 ， 這些記憶在選民的腦中

應該仍然相當鮮明 。 身為「選舉高于」的陳水扁 ， 當然不會看不到這

種民意流向的變化 。

5 月 19 日當 WHO決定空灣以觀察員身分參加總會一案不予排入總

會議題 ， 隔天陳水扁住刻日于籲朝野黨派進行以實施 「 要求加入 WHO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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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投票」為目標的協議。接著在6 月 2 7 日出席行政院所召開的「非

核家園推進委員會」中 ， 表明要在隔年總統選舉同時或之前 ， 舉辦有

關是否續建核問&.其他~大政策的公民投票。民進黨幹部亦表示 ﹒ 這

比 r 其他重重大政策」之巾包含表明加入 WHO之意志 ﹒ 以及削誠議席的

立法院改革。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連戰(黨主席) ， 此時應尚未把陳水扁這些政治

攻勢視為多大的威脅。當 5 月陳水扁呼籲進行有關申請加入 WHO r 公

民投票」的政黨協議時 ， 連戰方面以「在臺灣不管誰都贊成(加入

WHO ) J 為由並未加以回應。但是 ， 與加入 WHO有闊的「公民投票」

訴求 ﹒ 即使在親近「泛藍」的臺北媒體所做的民意調否中 ， 也並非如

此不受歡迎划。當決定於 7 月召開立法院臨時會 ， 國民黨中央也在6 月

底突然轉換方針為推進公民投票的立法化( (中關時報) , 2003 年:7 月

l 口 J ' 從 7 月 8 日到 1 0 R 的臨時會裡 ' 公民投票的立法化雖曾進入審

議階段 ， í月結果胡野黨派並未統整出協議 ， 只好延至 9 月以後的會期再

議汁。民進黨l局為預想到「統一或獨立」相關的公民投票會遭到強烈反

對 ， 取而代之的提案僅只於國家安全受到威脅時始得舉辦「防禦性公

投」之類的架構 ﹒ 但仍然無法獲得「泛藍」方面的理解[ (日本經濟新

聞) , 2003 年7J j ll nJ 。

即使如此陳水扁並米鬆手 ， 7 月 l -l 口重新表明公民投票乃憲法所

采認之公民權利 ， 雖無公投法亦有舉辦的可能 ， 以及實施關於前述核

電廠問題 、 加入 WHO 、 的主院改革相關議題之公民投票的意間。同月

下旬時任總統的祕書長的邱義L訪問美國 ， 會見美關務院要人尋求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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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公民投祟」實施方針的理解 ， 但無法順利達成目的。

而陳水扁不顧這項對美尋求理解工作的不順遂 ， 並末將焦點置於

國家性問題的政泊攻勢緩和 F來 ， 夏天過後更加強勢地推動實施公投

的主張。在 9 月 2 8 日民進黨成立紀念大會中呼籲 r 在組黨三十週年的

2006 年 ， 催生毫灣新憲法 J ' 兩天後打出此一新憲法的制定將不按照現

行程序(立法委員四分之二三以上贊成 ， 並經政黨比例代表制先行選出

之國大代表批准) ， 而打算走「公民投票」路線的所謂「公投制憲」方

針。緊接著在 10 月 25 日「光復節 J ' 民進黨於高雄市舉行要求「公投

制憲」的集會遊行以拉抬氣勢 ， 陳水扁亦於此間進行演說。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連戰(黨主席)對於陳水扁的 r 2006年新憲法」

構想 ， 當下認為「無聊」而不值一顧。但是 ， 陳水扁的「公民投票」

相關實傳活動卻獲致確實的成果。根據 1 1 fj 6 口堂北〈中間時報〉的

報導 ， 在該媒體所做的民意調責中 ， 陳水扁的支持率首度以此微差距

超過連戰。

這樣一來連戰陣營也按歸不住了 ， 笛，. I1 月 6 日陳水扁誇言新憲法

時間表為 r 2006 年世界人權且( 12 月 1 0 日 ， 亦與美麗島事件同日)學

辦批准新憲法的公民投裳 ， 2008 年 5 月 20 日施行 J ' 連戰一反之前「無

聊」的發言 ， 反而在該月 1 5 口發表比陳水扁還早一年 、 即 2005 年學行

公民投票制定「中華民國」新憲法的構想。 l且此 ， 制定《公民投票法}

的氣勢開始上升 . r 泛藍」方面的法案於同月 27 日得到決議成立。

此. (公民投票il) 受注目的部分為以 F幾點 : 第一 ， 發動公民

投:害的權利僅限於在法院以控「近期 LE副總統選學人總額千分之一以

上」之紅效連害 ， 而i並未賦予行政機關發動權。想當然爾 ， 這是為 f

不讓陳水扁政權有機會質施變更關號 、 岡旗、領 1..規定宰相關公民投

票所做的阻止策略。

第公民投票適用事項中包t;5 r 批准憲法修正案(複決) J 。因

第六次修憲時閥民大會已將從以往的「政權機構」 ﹒ 質變成僅為批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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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發動之憲法修正案時所fj集的非常設性會議 ， 凶此古只將憲法修

正的批准方式變更為公民投票，一般認為來自「泛藍」方面的抵抗會

較少。如此一來 ， 若僅限於批准憲法修正的方式，對於過去與民進黨

之間成?可懸案的「公投入章(_! , r 泛藍」方面便失去反對的理由。在此

種產義 k ﹒「公投入憲」雖於第七次修憲n辛.-1'得以實現，但與其相關之

政治上的共識，呵說早在此時已經形成。

第一三，賦予總統實施「防禦性公投」之權限。 IriJ法第卡七條規定

「當國家遭受外力威脅 ，致國家主權有改變之處，總統得經行政院院會

之決議，就攸關間家安全事項 ﹒ 交付公民投票 J 0 一如前述 ， r 防禦性

公投」從 7 月臨時會時即已成為民進黨版的法案構想 ， 但大概為 f避開

「迎合中國」這種非難 ﹒ 讓國民黨在 7 月時面露難色的此部分竟被保留

下'*。
當時{f.陳水扁陣營裡應該認為，與總統選權同時躍辦某此有關關

家，院議題的公民投票，是能夠使華礎票源規模處於劣勢的「泛綠」在

選戰中取得較「泛藍」優勢的必要于段。「泛綠」方面雖已逼迫「泛

藍」使公民投票制度化與贊成制定「新憲法 J '但行政機關發動公民投

票的部分卻被封殺 所以僅存的手段，只有依據第十七條實施總統權

限所發動的「防禦性公投」﹒或足集fT公民連署力11以發動的方法，後來

選擇了前者。陳水扁於 11 月 30 口的支持各集會場合r[J . 強調巾闊的威

脅時詳細說明了中國大陸站侮配備有496枝彈道飛彈對派臺灣，並表示

將依據〈公民投章法〉第卡七條於總統選舉投祟 (3 J j 20 lJ )同時男主辦

「防禦性公投」的方針。

此一眼動﹒不只屯灣的「泛藍」陣營，還造成*ÊJ 北京、至在盛頓

方面的嚴束以彈。拉H代表性的 ， 就是 12 月 9 f1 小 ftí希總統在 (1萬迎

接 '1' 國關務院總理溫家費時，於共同記丹啊j-_所做的發 J 。小而j希表

示， r 反對華灣領導人片面改變現狀之 r Î 論與行動」。梢遲於芙岡強烈

地表示擔憂， ["=14豆、以泣隔 jj 公民投票的提間內容發表後 ， 法 l袋i也隨

看五章 車E 唱1主宰盟穿起民主體制的苦惱一一「憲~改革」的第二階段 '279 

之表明立場月1

但是，陳永扁仍未妥協， 12 月底署名公告至今已達多數連署的《公

民投票沾》案 ，隔月 2 [1 該法即實il;施行。陳水扁並於 l 月 16 日進行電

視演說，宣言將於 3 JLW 1::1舉辦 F列兩個提案的公民投票:

第一案

第二案

全市人民堅持全海問題應該和平解決。如果中共不撤除

瞄準臺灣的飛彈、不放棄對金，曾使用武力，您是否贊成

政府增加購置反飛彈裝備，以強化臺;守一自我防衛能力?

您是否同意政府與中共展開協窩，椎動建立兩岸和平穩

定的互動架構﹒以謀求兩岸的共識與人民的福祉?

此兩項提悶，在排除參加閱際組織這種與國家性直接相關的主題

上，呵說是顧慮、 f美閩 r L文對片面改變現狀」之意I旬，但華盛頓、世末

對這些提問表示支持。「泛藍」方面則認為，這些內容毫無必要且在向

法性上有所疑慮﹒故表明區對實施。陳水扁排除J:i對意見而進行實施

的准備 L作後﹒「泛藍 J t!J J呼籲支持者抵制公民投票。

{f:總統選串活動方面，其後為 f表示抗議 r 11 間對臺灣部署飛彈 ﹒

「泛綠 J tf: 2 月 2R 日展開連結全島的「族群大國結，牽于護空灣」活動，

該活動自李體輝所代表的民間獨派團體所發動。相對於此 '3 月的 II

「泛鞋: J 陣營也在令島展開以「換總統 ﹒救也問」九II號的集神遊fj

如此，雙方分別進行著 n稱約 150 萬人的大量街頭動員以相互較

勁。投票前 4天的 19 日，發生了在南部主|有兩進行競選活動中的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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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 ， 與同乘一車的副總統呂秀蓮遭到槍擊的事件 ， 就在此般不尋常的

氣氛中迎向投票日的到來。

因為正副總統的傷勢並不嚴電 ， 總統選息和「防禦性公投」按照

預定實施。投票結果陳永扁、呂秀蓮正副組fT以 0.2290。的些微差距勝

選，公民投票則LkJ r 泛藍」方面的抵制收到功效 ， 並未達規定的過平

數投票率(第一案的。 1 7% 、 第 二案 -1 5 . 1 2%) 1而不成 \L 。

r 7乏藍」陣營存有疑慮 ， 認為 1 9 日發哩的正副總統槍擊事件從-開

始就是陳水扁自導自演 ， 加上投票結果僅有些微差距 ， 總統候選人連戰

於 20 日當晚即宣布拒絕接受投票結果，率領聚集在競選總部前的大批

群眾走向總統府前廣場 ﹒ 即刻展開靜坐抗議。包含每星期六的大規模

動員 ， 靜坐抗議-在持續到4 月 1 0 口 。 之後 ， 陳水扁方面以章新驗票回

應之 ﹒ 情況則在「泛藍」方面提出當選無效之訴與選舉無妓之緝的 ríJ?主

過程'.'以及 1 9 日槍擊事件的真相調查過程巾沉靜下來。在政權交替與

「毫灣式半總統制」機能不全之下 . r 泛藍」與「泛綠」間的相互不信任

加劇 ， 終於在第 一三次總統直選時 ， 導致了敗北的候選人不承認投票結果

的狀況 。

3. r 公投制憲」的挫折與小選舉區制的衝擊一一第七次修憲

( 1) r 公投制憲」的概折、「公投入憲」的質現、闊會及選學制度改革

200-1 年 5 月 20 r 1 ﹒ 連任的陳水扁山席 f第十-任小車民閣總統就

職典禮 投票 r 1 'lð'晚即開始發生的狀況雖暫時üC靜 F來 ， 但當天「泛

藍」方面仍在離就職典禮總統府的廣場以*數公用的「岡父紀念館」

lE場 ， 取u選取無效與當選無效、要求調度檔 i罕事件ú相的抗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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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選戰引起雙方大規模動員且相互較勁 ， 尖銳對立的氣氛依然末消

退 ， 相較於 2000年達成政權交替而成就成沸鵬的就職典禮 ， 遠遠缺少

了祝賀氣氛。

不得不抑制祝賀氣氛的心情 ， 也渡歧陳水扁以 r 1為永續毫灣莫基」

t話題的就職演說。大概是意識到與對手進行幢為尖銳應答的選舉活動

被臺北媒體界批判為「撕裂族群 J .演說開頭花了些唇舌訴說族群間

的寬容 ， 以及「族群多元 、 國家一體」的多元主義調和。對於來自美

關等方面有關「片面改變現狀」的非難 ， 雖以間接的方式強調「公元

2000年 520就職演說所揭蠶的原則和承諾 ， 過去四年沒有改變 ， 未來四

年也不會改變 J . 卻仍被迫再度確認所謂「四不一沒有 J (參照註 19 ) 

的意涵。

而關於「新憲法」的部分 ﹒ 即使到 2008 年依然持續聲稱制定「符

作時代、合身 、 有用的憲法」而欲實行「憲法改造 J .但是「涉及國

家主權、領上及統獨的議題 ， 目前在臺灣社會尚未形成絕大多數的共

識 ， 所以 ...... 這些議題不宜在此次憲改的範圍之內 J . 即下階段憲改

「仍將依循現行憲法及增修條文的規定 J . 已然撤回「公投制憲」的主

張丸 。 此般「公投制憲」雖遭遇挫折 ， 卻出的一年〈公民投票法}的

成立 . fl隨著朝野黨派對於由岡民批准憲法修正的「公投入憲」獲得

共識 ， 反而得以去除下一階段憲故的政治障礙 . \立法院巾隨即設置了

「修憲委員會」開始進行討論。

陳永扁在前述演說中提泣的「憲法改造」課題，列躍了包括 l 二三

權分丘或五權憲法、 2 總統制或內閣制 、 3 總統選串制度為相對多數

當選制耳其絕對多數當選制 、 4 國會改革及其相關條文、旦國民大會之

定位及其存躍問題、吾有、政府組織之存廳、 7 降低役票年齡 、 8 兵役

3~ 歹t哥華、 .Ji vi 全正 學只有司直

有三 X • 5 日月~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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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之調整、 9 幕本人權與弱勢保護、時間民經濟相關條文等項目。其

中，吉如何前述乃因{公民投票法}之成立，事實 t朝野黨派間已經得

到共識。又如前章所提及 1 至 4、乃所謂「中央政府體制問題 J .雖在

「憲政改革」巾屬理所當然的制度選擇問題 ﹒但在此之前關於主的部分﹒

朝 [rlJ ÎI法院席次減半 、小選卑區比例代表並立兩票制的改革 ，已料成為

有力的修憲案而浮出榷面。從第一任陳水扁政權的第一年度開始. r 臺灣

式平總統制」機能不全即明白顯現，除了陳水扁與民進黨的經驗、能

力不足及「意識形態過剩」受到臺北媒體界批判之外. r 國會亂象」亦

是遭受批判的標的。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知識分子意見團體，例如每

逢國會會期時即進行立法委員評分的「澄社 J ( 1989年4月成立)等，

批判現行單記不可轉移方式 (SNTV : single non-transferable \oting ) 的中

選卑區比例代表並立一票制(對候選人的投票匡接換算成政黨章)之

選卑方式，乃生產帶有「黑金」體質立委的制度性土壤35 。與此同時，

朝向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兩章制(候選人與政黨票分開投票)的改

革案，以及期待改菁立法委員素質的席次減半改革案，在 2001 年底正

準備立法委員選躍投票的時期也迅速浮 k憧面。陳水扁在 11 月下旬，

提出上述「問家安定聯盟」的政治綱領之一﹒即包含以此兩項改革作

為內容的「岡會改革 J 0 ( (中國時報) • 2001 年 11 月 22 E:J J 

「國家安定聯盟」一如前述以失敗告終 ，國會改革的氣勢反倒後

退. fB.之後民進黨將其當作公民投票議題而屢屢提及 "1法院席次滅

芋，顯示tU身為執政黨畢竟無法忽視要求國會改革的聲音。而陳永扁

甫當選連任，既已達成實質上共識的「公投入蔥」和廢止國民大會，

以及成套並宜的國會席次減平與變更選曜制度 ，突然成為具現質性意

義的修草案 I而浮現出來 . 200-l年 8 月 2 -l 11 立法院終於以壓倒性多數，

可多伊 1J~ '.:華 王:1:~ 守，t;;l <. 司令 .'t 乏民主山 ，[!-j_ :..~ '1;. ((心u l~: “手句 2()()1 年 11

1 的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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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以上述內容為核心的修憲案。

其背後當然還是有選舉的壓力。對於想要競選連任的現職立委

或欲參加下次選躍的人來說，席次滅、手是很大的打擊。若以個別政黨

的角度觀之，明顯對親民黨和台聯這種小黨不利。民進黨和國民黨相

較，貝iJ對於』主體票源較多的間民黨;較為有利。此時正值準備以現行制

度投入即將於年底舉行的選舉，各政黨深恐被貼上「反改革」的標

籤，換句話說，為了當下先在即將到來的選舉中存活下來，對於-旦

制定之後也許會讓自己存活不了的制度案，幾乎所有的立委都投下了

贊成栗。只要是選舉，除了親近「泛藍」的臺北媒體之外，其實為政

者還是不得不意識到輿論乃有其流向。

立法院所決議之修憲提案主要內容如下36

(1) í 公投入憲」的實現 ;以下事項成為 「公民投票 d 的實施對象

1 立法院提案(四分之一提議、四分之三出席、出席委員四分之

三決議)之憲法修正案(選取人總領之過半數同意始得成立)

2 立法院提案(四分之一提議、四分之三出席、出席委員四分之

三決議)之領土變更案(選舉人總額之過半數同意始得成立)

3 立法院提案(四分之一提主義、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

決議)之正副總統罷免案(選舉人總領之過半數投票、有效

同意票過半數始得成立)

(2)廢止國民大會

(3)立法院改革

1 立法委員席;大總領;或半至 113 席

2 立法委員任期改為四年

36 1~ :.. ，';寺空可 ~('}咚 E 車主月x.f]月且dI 全函，去可， íiι喧 http: 1a 、，\.rnOj.go、l\\ Scrip臼

1日()"王 X : :i ..; 'i.lj 't 可 lj 京有男 r 取 E 荊 lí 11'- Jt 三 E ~， <. ~ '. fi.定， hllp:" 

叭叭叭 roc-laí 、、 an.or.JP n('\\ 治 \\cck ()的()“ J-l Hk ， htrn1 可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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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立法委員選舉動]!皇之變更 : 小選舉區政黨比例代表兩票制

1. . J 、 選舉區選舉定員 73 名、每縣市至少 l 人

2 平地房、住民族及山地原住民族各 3 人

3 全國不分區及海外僑民合計 34人、此部分依持政黨所提出名

單由獲得百分之五以上政黨選舉票之政黨依比率分配之

根據第六次修憲{增修il集文}之規定(四分之一提議 、 四分之二出

席 、 出席委員四分之三決議) . 立法院決議了此案。距離{增修條文}

公告期間半年之後 . 2 00 5 年 4 月 14 日學行了依據政黨比例代表制的國民

大會代表選舉。投票率 23 .4 0 0 ' 為國家中央層級選舉史上最低的 ， 民進

黨( 1 27 席)與國民黨( 11 7 席)加起來共獲得 8 1 %的席次。在隔月召開

的國民大會中 ， 台聯( 21 席)與親民黨( 1 8 席)雖然在場，轉改為反

對修憲 ， 但對大勢並無影響 ， 照案決議通過立法院的修憲案。

( 2 )小選舉區制的衝擊

從立法院提出第七次修憲案到國民大會批准該案之間 ， 正好遇到

最後一次依舊制度增行的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 2004 年 12 月 II 日投

票)。民進黨僅僅增加少許席次 ， 國民黨也努力維持局面 ， 最後「泛

綠」仍然無法獲得過平數席次。選後陳水扁計畫與親民黨合作而與宋

楚瑜進行會談 ﹒ 但依然無法改變政府分裂的狀況。

2005 年秋 ， 陳水扁親倍(前總統府祕書長陳哲男)爆發涉入高雄

市捶運建設的貪潰弊案 ， 多少凶該事件的衝擊 ， 同年底縣市長選舉中

民進黨大敗做收(民進黨從 1 0降為 6席 、 國民黨從 8增加到 14席)。進

入 2006 年後 ， 陳水扁女婿歧其父爆涉嫌內線交易而遭逮捕起訴 ， 及至

做/.K扁夫人吳淑珍以位占關務機要'f1:嫌疑被起訴。延續 L' j 200-\ 年存天

以來的態勢 ， 這一年從夏天到秋天 ， 週末的總統的前廣場再度成為反

陳永扁的集會場。施砂j德(的民進黨主席)等原民進黨政的人物率領

第五章 íll向主導茵家與民主體制的苦惱一一「憲政改革」的第二階段 285 

著「泛藍」的支持群眾 ， 像此種奇妙的結合所匯集的抗議集會每逢星

期六舉行. ， 一直持續到 II 月初。其間「泛藍」勢力在立法院三度提案

罷免陳水扁 ， 但民進黨與台聯動員反對而使提案皆遭否決。

在此般混亂之中. r 泛藍」最具實力的總統候選人國民黨主席馬英

九 ﹒ 亦因臺北市長任內時市長特別費的會計處理錯誤而被以侵占罪起

訴 ﹒ 加上年底臺北市長 、 高雄市長選舉中民進黨候選人出人意料地善戰

(高雄市由前行政院勞王委員會主任委員陳菊當選 、 臺北市方面前行政

院長謝長廷則以高得票落選) ， 使得陳水扁暫時度過任期屆滿前失勢的

政治危機。隔年 2007 年 5 月底 ， 經歷了留下深刻裂痕的黨內初選 ， 民

進黨終於決定推出謝長廷為下一屆總統選舉候選人。另一方面 ， 國民

黨則於 6 月推出馬英九與行政院長蕭萬長為正副總統候選人。

2007 年底之前 ， 前述馬英九的侵占罪嫌疑於一、三審中皆判決無

罪 ， 而民進黨與台聯間關係惡化 ， 加上民進黨內整合不佳的問題 ， 使

得總統選舉競爭朝向對馬英九有利的方向發展。在此氣氛中 . 2 008 年 l

月 1 2 日舉行了第七次修憲所決定的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 、 且首次

依照席次減半規定的立法委員選舉。結果 ， 畫灣政治直接承受到小選

區制度的激烈衝擊(參照表于2 )。民進黨得票率雖有小幅成長(前一

屆為 35 . 72%) ， 但變更為小選區制的區域選舉部分卻大敗收場。相對

於國民黨連比例代表部分皆與親民黨協力合作 ， 以讓同黨選票不會成

為無效票 ， 民進黨與台聯最終無法協調共同合作 ， 甚至丟掉候選人整

併後即能勝選的選區席次 ， 且因為台聯的比例代表得票未能超過足以

分配席次之 5%門檻 ， 使該部分得票竟成為無效票。

國民黨不用說是過半數 ， 甚至獨得超過立法院議決罷免總統之三

分之:席次甚多的席次 ， 若加上友黨親民黨籍 l 席及傾向國民黨的無黨

籍4席 ， 甚至成為超過四分之二席次而足以在立法院可決憲法修正案

( 85 席 、 之後需經公民投票選舉人總額之過半數叫意始得成立)的龐大

勢力。國民黨經過聞身為在野黨八年間的反省 ， 在應付新選制的對策



~86 戰直是臺l't政?史一一中華F電墨寶作的歷程

表 5-2 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結果

留民黨 新黨 親民黨 民進黨 台聯 其他 合計

11{1!主席，欠總做 X 1 。 27 o 4 113 

區域選lill! 61 o 。 4 

比例代去 20 。 。 1-1 o 。 )-l 

I月"井台-A: 1'17tlt 1 ", 1 司I.M 23.Xψ 

區絨選區 1 11 I1 .SS 16. -16 11 35 -1 11111 

比例代J毛 58.X2 -II. IS 

做法令 (j選區) ~' )_,‘ .5 3屆 1 " HO33* 1011 

f~} ~頁哼! 比例fU" 51.2) 3.95 o 3仇。 l 1 有 1 -l.3只 10刊

'1 _.~ 23 司 1 -2 1'1 

[1司 t: 2001 >f選結 -I.OX -2. -16 0.1 2.1 -1.72 

[, iJ L 20(1-1年還熔 2.2ð 0. .3 2 1.21 U -I -2. -16 

;乏藍勢力 泛緣勢力 其他 合計

i哩1導時:A: t!~!/.l'( 只2 、『 4 111 

， 'i 時:A:î'ï分lt (見。 J 1'2 , 57 23."。 1 有 1 100 

j'J禦主和(比例代表) 55.1 X 40.-1-1 -l.3X 100 

". 1 灣~JiEm因B'-lã:合中學~﹒罕事哥們!r.情景丹、上已研究表皆;lc.，笠出 t嘻嘻人﹒子Ti.;作苟同

未挂出區激進區候選人
月 2 . B'-進茲;J台際土有E合作裝學

註 3 其他 J 部分得票率(比例代表)的數字f';.J'liH辛棄率總計 區域還區當選者在~台傾向

情向偉民:iIi

~l -l : *包含辛行賀 詞B'- ìïi 台玲~還要

出ZEe 筆者吾吾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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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十分闖到 ， 與友黨;親民黨和新黨闊的合作選舉大致獲得成功 ﹒ 區域

選區方面也採取賞力本位為方針推出候選人(結果就是地方派系候選

人受到電視)而得到成功。石比較川剩 F民進黨的「泛綠」與「泛藍」

之勢力消長 ， 國民黨與i是進黨的差距覓然後退到蔣經國時代的規模。

標單「我們都是巾國人」的新官員 ， 雖在比例代表 L推出候選人 ， 卻無

法達到門檻!而未能保-H席次。只不過 ， 在意識形態 t具相伺傾向的候

電五至主 割肉主持畫圈雪I\!，\ì民主體制的苦惱一 「憲政拔萃 J 的第二階段 287 

選人以國民黨籍參加選舉 ， 在北部也獲致相當的成績。

將李登輝奉為「精神領袖」的台聯 ， 在區域選區中也無法當選 ，

已從閣會席次巾消失。李登輝雖然在 2006 年巾並未與「泛藍」勢力的

陳水扁罷免案|司調 ﹒ 卻逐漸對陳水扁周邊的腐敗表示不滿 ， 更將陳水

扁主導的政權運作 F看似永無止盡的「泛藍」一「泛綠」的抗爭 ， 形容

成消耗民力的「民主內戰」而強化批判的立場。繼而在 2007 年初發言

表示「未曾主張臺灣獨立」 ﹒ 台聯接著也和「泛藍」 一 「泛綠」的對立

軸保持距離 ， 並表明轉換方針為重視救濟社會弱勢或應對經濟落差的

中道左派。李登輝此般的轉變 ， 應該是因業績不振及周邊腐敗而被逼

至牆角的陳水扁其偏「左」路線 ， 使得台聯在意識形態陣地受到侵蝕

的狀況下所做出的對應 ， 同時也反映出厭倦於「民主內戰」並憂慮經

濟落差擴大的輿論﹒然而 ， 質際上無法吸收到批判陳水扁的選票 ， 亦

無法克服小選區的原理與比例代表制的高門檻設定，終至失去議會席

次。

山:法委員選舉大勝 ﹒ 對馬英九在總統選躍競爭中更加有利。民進黨

候選人謝長廷 ， 除 f攻噎馬的「兩岸市場」構想就是推動空灣讓中國併

香的 í _中市場」 ﹒ 並以擔憂國民黨勢力肥大來對選民訴求 ， 以期待支

持率能夠回復。以過往立法委員選舉的投票率約六成左右 、 總統選學

約八成( 2000 年時肥的。/。、 2004 年時 80.280 '0 )的精驗石，來 ﹒ 這種說法

並4F全然沒有根據 ， 只不過國民黨還是順利過闕 ， 馬英九以 2 10萬票的

大幅差距當選總統。

第七次修憲的主要背景因素之一 ， 即「這灣式可至總統制」機能

不仝所顯現之民主體制的泊理能力問題 . f同第七次修憲所闖出來的藥

方 ， 研JJ{的主院席次減平與變更選躍制度 ， 的j未曾針對關鍵性的「中

央政府體制」加以處呵。如何開頭所提及的 ， 只有爾後民進黨周邊提

出過 WJ議會內閣制進行修憲的風["J .f.求而已。

關民黨在緊接辛辛立法委員選增後的總統選躍中獲得勝利 ， 總算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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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消解了「臺灣式半總統制」機能不全所導致之少數政府 、 分裂政府

的狀態。若就結果論而論 ， 第七次修憲所做的選舉制度改革 ， 可說具

有解開「臺灣式半總統制」帶來的長期死結之機能 ﹒ 也許因此而能夠

期待政府的治理能力會有-定程度的改善。

然而 ， 關民黨在立法院裡巨大化至可能主導修憲，再加上獲得

總統一職，相異的問題將會因此浮現出來。在執政黨巨大化而體制內

僅存微弱牽制力量的狀況下 ， 國民黨自身是否不會威脅到民主體制 ，

這額憂慮應該無法完全否認。如果國民黨也能體會到現行選舉制度給

予執政黨的慘痛「教訓」而保持緊張鼠，如同日本過去在五五年體制

下自民黨的一黨獨大體制一般 ， 雖然會有帶來民主體制架構 F政治安

定運作的可能性 ， 但若逐漸失去緊張鼠 ， 則無法否定日後可能再度朝

「黑金政ih 」狷撤或威權政體復活的1I向逐漸傾斜。只是 . 2009 年底有

毫灣省縣市長選嘿 ， 隔年亦有臺北市 、 高雄市長選騁. 20 1 2 年當然還

有 F屆總統選攏。可以!-分期待的是 ， 已深值於毫灣民主體制裡的這

種制度 ， 能夠確保新的國民黨政權實踐其責任。

( 3) r 公民投票」的無作HJ與 r r(1華民國」形體的崩解

若從致力於處理國家性問題這一點觀之 ， 第七次修憲的成果是複

雜的。

從勉強實現「公投入憲」這一點來看 ， 配合〈公民投票法}的制

定 ﹒ 將直接民主制度導人是灣政ifî制度裡'在朝 I旬以臺灣為單位的國

民主權制度化邁進一步這項意義 t . 至少在形式上 ， 對陳水扁政權來

說可認為是一項「深化民主」的成果。

然而從實實 t看來 ， 對其成果必須打土問號。第一 ， 經過幾番困

難終於導入的公民投票其實沒有作用。在 2004年與總統選舉同時實施
的「防禦性公投」巾，兩個提案皆未成立。到 r 2008 年選舉時 ， 民進

黨方面企聞與立法委員選舉同時實施岡民黨黨ff.問題的公民投票 ， 國

第五童 朝向主權國~t迫民主體制的苦惱一 r憲政改革」的第二階段 189 

民黨則轉換戰術以政府要人腐敗問題的公民投票作為反制 ; 而總統選

舉時 ， 陳水扁一開始推動實施「入聯公投 J (以是非題問法「是否同意

以臺灣名義加入聯合國 J ) .國民黨即又提出「返聯公投 J (以是非題

間法「是否同意我國申請重返聯合國及加入其他組織 ， 名稱採務實、

有彈性的策略 J )加以反制 ， 結果是沒有任何一項得以成立37 。

第」 ﹒ 對於日後的修憲設下了極高的門檻限制。立法委員四分之

二出席 、 出席委員四分之三決議 、 再加上選舉人總額之過半數同意始

得成立的這項規定 ， 在新選舉制度對國民黨有利的狀況下 ， 若從推動

「國家正常化」路線所需求的進一步改革此點來看，毋寧說是一種禁止

修憲的規定。更甚者，因為前此立法委員選舉中國民黨取得大勝 ， 在

其主導之下，甚至出現 f得以將修憲朝向與「泛綠」勢力所欲追求的

「國家正常化」相反方向之條件。

在「中華民國畫灣化」超越了上是主化而前進的第一三階段「憲政改革」

巾，以臺灣化為志向的政權與「七一年體制」之間已發生經常性摩擦。

反之 ﹒ 在「七二年體制」的前提上，雖屬臺灣內政的修憲問題也成為

華盛頓、北京 、 東京之間必須應對的國際問題。或許可以將此禁止修

憲般的修憲程序之存在 ， 也視為「七 1年體制」由外部值入、而被蓋

灣化這種結構變化所侵襲的「中華民國」政ifì體制裡的一種安定機制

〔松間 -:W05 b: 1 7仆 的，也或者說暫時有此效果。

但即使如此，由於從李警輝政權後期到陳水扁政權八年間的變

化 ， 造成殘留在毫灣的 r q，華民閻」闖家體制之形體崩解 ， 事實上已

讓「中華民闕」成為愈加扉弱的存在。

I口1顧陳永扁政權下的政治過程，可軒到「中華民間」形體的崩解

乃料rtJ以下三個途愣 1 朝野黨派介意之 F的廢止閱民大會 ; 吾受到

j7 九隸_.';:{ 央電~ i 且 3X.X20 o <i-l.Il I O o 音毛 主聆 μ佼佼票已宅 35. '""'1 -'0'0 X7.270。贊
';. ï:. 干線 2()IlX 3 , 2月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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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常然招致華盛頓方面強烈的擔憂訕。但2 月底 ， 陳水扁將「廢止」

(abo l is h )改稱為「停止 J (cease) ， 實質上已輕將其廢止 r (中川 ，

立
且
斗

五灣政:台史一一中主重要圈套灣化的歷程

在野「闖京正常化」路線激進派的壓力 ， 而以政策加以推動之 r lE名」

措施 ; 三在「泛藍」的反陳水扁行動急速升溫之中 ， 類似悸論 4般的

孟買1袋290 

2006a : 54-57 J 

2006 年 10 川 10 LJ 雙十節， lE f且因陳/]<.偏身邊腐敗問題所引起的

「陳水扁 F萱 J (編註 : 紅衫軍)街頭運動達到高潮 ， 並以包閣總統府

的方式學行示威遊行。 1M在國慶慶祝大會會場內 ， 呼應該訴求的在野

黨 1'(委 ， 朝著外間貴賓席揭示「陳水扁下毫」的布條 ， 做出妨礙慶祝

大會進行之舉。面對這種場景 ﹒ 陳水扁竟然在以總統身分致詞時回應 :

「這種形式的問慶慶祝大會 ， 大家意見這麼多 ， 參加的又這麼的勉強 ，

應諸位l[J檢討 ， 明年以後不再取辦。 J (巾川 ﹒ 2 006 b : 63 J 

原本追求「巾華民闕毫灣化」的勢力成為「巾華民闖」的官方領

導持﹒ Iffî原本應站在守護 r 11 1 誰民間」既釘形體與 l正統性缸場的人 ，
卻採取如害 r '1 1 華民間」形體的行動 ﹒ 甚至攻擊領導者。 r rj J 華民間」

[剖然側的者推動這灣化政策而形體崩解 ， 1f1後者 Ï，~ (攻擊政權所採取

的行動，諸如 l某比「間會亂象 J . 也能讓人窺見 r 1 tl rw民間」形體崩解

被誘發後 ， 持總崩解 f_t的樣貌。

形體崩解。 l 已在本單論歧 ， '2將在第七章簡單提及，但 2008 年選躍

|或|民黨大勝的結果會使其擺盪凶復也不無口J能。此處將把 3 當 If: r 臺

時式芋總統制」下的主機關與行政機關相互作用所助長的事例 ， fE此

章最後加以記錄之。

與行政院、立法院 、 司法院 、 考試院並立的監察院 ， 乃體現存、文五

權政府開念的五院體制下 ， 代表監察權的機關。過去是以毫灣有議員 、

這北市議員、高雄市議員為選取人 ， 進行間接選舉選出監察委員 ， 但

1 992 年第;二欠修憲時 ， 改為總統提們將開民大會同意始任命之 ， 第六次

修憲時則隨間民大會的非常設化 ， 將該同意權轉移辛: {J: il院。 2004 年 12

)] ， 陳水!前\}，在於此關卒 ， 提1，新委I1 lfx f~任期間滿的vf委11而要求 ι法

院行使同志權時 ﹒ 闢會多數派的「泛藍 J \J.委 íl~絕審議 ﹒ 使得監察院雖

3抖 ， r l:，已只吟 "( ~、干土 .r~ I:.~勻 ji ‘二訂1(的 I ~身特內仔l!t忌，更水馬三
hf﹒廿 F ;.~可:(:C.弋 三 't , ~~ ~呵7 ...~ y . i ~... ;，~ i;_、..t--:青'( .年卜、壹幸 t 壘 "'1， 常!可句
二三1 I( 16h 5 月

仍f再機關卻無委員仔在的狀態 ﹒ .ñ_持續干 200X 年春 v

第: ﹒ 作為[lJj應在野黨策略式騷擾的預算刪減，陳水扁政權所採

取的!是胃。 2006 年 l 丹在野黨再度大躍刪減政府預算 ﹒ Jt rjr 亦包台省

政府預算平1I總統府預算一主灣有已 (1:第凹次修車、時[tJ r ì東省 J lìlï 廢止

稍長選啦 . f筆剩行政院任命之台政府主席、副1:府管轄與行政院間的

聯絡卓務 ， 但當時行政院長蘇山且以江ìl院刪減預算 1.:y 1[1 ﹒ ι;it往 f羞

于 II}任命何政府上府和副主峙， 1J~ 日IJlt質上做山廢止有政!你之行動

才~tj令總統的血算的刪減 ， 足以總統的|句無ìlW依據的委必會存組織實

!濁浪費1.J; t 旨 1M進行的 ， 做 /]<.h卻又倒以 f之，玟[-之間 ， 於 I)J29[J

打山 }j針!發止李白關時代所成立之l判家統 4妥拉會歧談會所志之〈國

家統 4綱領} ^ 1999 年 4 } J 以來談妥只會即從木 i11用過 ﹒ 但 l必千~ j 'l:1;於陳

i立 ÚJ 巾，包合( 1、會廢止核委員會 .J后 ，/]<.11品外交公約的「悶不



第六章 民族主義政黨制的形成

及其展開 *

如同第一二章所述 ， 戰後臺灣國家乃是被編入「無殖民地的帝國」

美國的邊障 ， 在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提下而確立的 ， 堅持另一種

所謂「正統中間國家」體制外衣的遷占者國家。「中華民間臺灣化」就

是在這種不穩定的情境下 ， 逐漸脫穎而出。所謂中華民國畫灣化 ， 亦

即'lE統中國關家」的政治結構順應 1 949年之後只剩下統治臺灣的政

治現實，所衍生出來的一種變化。

行將截至日前為止所論述的觀點稍加整理 ， 敢動 、 推動中華民國

臺灣化的要素主要有二三點:

第一 ， 攸關戰後畫畫灣國家政dî體制外部正統性的國際政治的變

動。 1 950年後的美國 ， 將臺灣作為東西冷戰體制中圍堵中國的前哨基

地 ， 基於這層現實需要 ， 一面支持中國國民黨在國際社會的中國代表

權 ， 然而同時也不斷地阻止臺灣的「反攻大陸」或中國大陸的「解放

臺灣」。因而 ， 戰後的閻民黨政權在美國上導環繞著臺灣海峽所發展出

的國際體制 ， 亦即「丘0年體制」之下 ， 充分被賦予了外部正統性 ，

並且維繫 f在華灣內部的威權統治體制。但是 ， 隨著 1970 年代初美中

交好後 ， 國民黨政權在國際社會中被認 nJ的「正統中國國家」遭到世

定 ， 環繞著臺灣海峽的闖際體制便邁入 f本書所稱的「七:年體制」。

受到如此巨大打擊 ﹒ 'b;(以內部 lf統，性來填補外部正統性 ， 當時的領

導人蔣經國於是敢動 [rp權民關占主灣化(第三章)。之後 ， ，七二年體

*玄章:亨 d半 E責主、( ~l_:~學立#三學f. ~'. f? "'z I 



~l)-l 量增臺~ìI:'V' ?'史←一中華民軍事;可化的可~~量

制」便成為中華民國臺灣化面對外部環境不斷變動的根源。

第弋 ， 民主化。戰後臺灣國家民主化發展到最後 ， 乃成為原本戰

後臺灣間家存在的依據，以致於其政ifì體制正統性的根據，已從r!l闕

近代革命史和小閥近代民族主義闕家建設大業所開展的歷史 ﹒ 轉而 r1 I 

透過民主選單所彰顯的「以臺灣為範圈」的主權者共同體的意志所取

代。而其中更f'1~隨著政治權力分配巾 ， 隨著「遷占者優位結構」的崩

潰. r 政治菁英的族群二重結構」亦隨之解體。在戰後經歷了電組的臺

灣多重族群社會的族群關係也國而重組(或再次重組) ， 之所以出現如

此垂大的轉折，癥結在於遷占者族群的「最高領袖」蔣經闊的去世所

致，而中華民國臺灣化也IEJ此得以從此邁開大步。

其次第三點 ， 是臺灣民族主義的抬頭。臺灣民族主義 ， 乃由長期

處在各個不同帝闕邊陣的歷史背景出發﹒而住基於追求警灣作民的主

體意識 ﹒ 要求掌握自身政治前途的決定權〔若林: 200-l )。從與中華民

國臺灣化的相關性來說，所謂的臺灣民族主義，可說其原動力便是以

確立「以毫灣為範圍」的岡民闖家 (Nation - state) 為其最終目標的意識

形態。同時，這個意識形態更成為 1980年代以後 ， 挑戰闊民黨，貫堅

持的「中國國家體制」之「黨外」即民進黨的意識形態 ， 並且由於章，

組與再電組的多電族群社會中族群政治動員的動人口號，於是兩個相

互對立的意識形態一一中間民族主義和臺灣民族主義，在民主化期間

與民主政治體制展開的過程巾 ﹒ 與政黨政治的形成與展閱歷生了密不

可分的關係。同時 ， 毫灣民族主義也成為批判由官方中國民族主義所

建構出的一元主義的岡民統合政策的有力後盾之一 ， 對於促成中閥民

族主義威權體制的崩潰，以及 U後多元文化主義統合理念的出現和j開

展，都有許.~大的影響。

再者 'h將下-章所將探討的問題納人考慮 ﹒ 那麼第四點則是有

關奄簡原fl':民族對其( I 身所擁有 lF統性的 f!t權:訴求 ， 近乎?乃是對於戰

後毛主灣國家泣 Ht流民族、亦即漢人共內部姐民主義的時訴，這可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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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溯自十七世紀以來對於漢人的殖民 、 以及近代日本帝國殖民主義體
制下 ， 長期累積而爆發出來的一種去殖民地化運動。這項復權運動與

毫灣民族主義的興起齊頭並進，並因其自身所具備的正統性訴求，而
帶給多重族群社會的重組與多元文化主義理念的高昂莫大的影響。

在本章中 ， 將檢討上述第二項要素 ， 同時把與第三項要素明顯相

闊的政黨政治之形成一併納入討論。首先 ， 整理截至目前所敘述的要

點 ， 進而確認民主化時期的政黨體系如何受到臺灣民族主義浪潮的撞

車，及以臺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反臺灣民族主義)作為意識
形態對抗軸的「民族主義政黨制」成立的過程。

接著論述 ， 在重要的公職選舉中外省籍政治菁英與外省籍選民的

動向 ， 受到民主化時期以來臺灣政黨體系衝擊的影響而變化的過程。

如同第阿華所見，在「憲政改革」、「法統」擁護路線出現破綻的同
時，因政治的自由化而徹底獲得飛躍性進展的臺灣民族主義 ， 也在臺
灣政治中取得合法性地位。

在此過程中 ﹒ 從官方的中國民族主義論述掙脫而出的臺灣民族主

義論述，也具備著對本省籍選民進行政治動員的意涵。而這個過程本

身，也因國民黨內部李登輝與反李登輝路線的權力鬥爭帶著族群鬥爭

的色彩 ， 以致反射式地燃起被奪走「遷古者優位」的外省籍選民族群
化 ， 不口基於反臺灣民族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的政治性動員。這也是造

成這些被激起而形成的外省籍選民投票意顧高漲的要因之一 ， 進而讓
政黨體系產生了變動。



了<J6 重建後臺灣政治史一一中華民國畫變化的空程

一 、民族主義政黨制的形成與政治動員之族群=民族的脈絡

1.臺灣民族主義的抬頭 、 合法化與民族主義政黨制的形成

這灣民族主義﹒乃是[11 L1本殖民統治下被形塑而成、「以這問為範

圍」的社會統合拍背景之抗 u 民族主義所發展而來。此一抗日華灣民

族主義論述. [tJ於在口本殖民主義下被視為帝闊的 r 等臣民 J 故在

「木鳥人」的認同之間 ﹒ 儘管漢人內部準族群間各有其邊界和丈化上的

差異 ， 卻在誼民政策的壓抑下發展出泛漢人認同一一所謂 r ，臺灣人」

認同，成旭銜接福佬人和客家人這兩大權族群間的橋梁。此 J 臺灣

人」的概念 ， 正是臺灣史仁最早具有近代性意義的族群意識。

戰後是簡史上最大悲劇的八事件 ﹒ 在臺筒民族主義發展史上

的意義﹒便是以此具 h近代性，立義的「空前人」認[<iJ h f'Ílj提 ﹒ 受到普

遍的理解 何義麟. 2003 : R 這個源臼「抗 U J 而在殖民地時期想

像出來的「臺灣人」認悶，與 r rt'國」的界線並不明確，困此當口本

敗戰後而與'1'華民國初tll處 fl手﹒草本上足以「回歸，ft且關」的心悄來加

入並歡迎 rrjì閻國家」。

然而，凶為這個垂簡史上最早的族群意識已經仔在，所以當戰後

遭逢陳儀政府統治 F的混亂、糾紛不[J衝突時，這個「空灣人」社會分

領範時 ﹒ 也在與 r M} ~到」相對憶之 F而產生政治化、族群化 ﹒ 進 1M 在

八事件發佳時遭受武力鎮壓。八事件之所以被稱t.;."戰後臺灣
社會最大的社會裂痕「有籍矛盾」的歷史性根源，乃 EII於該事件發生

以 rìíj臺灣人族群的政治化﹒與事件後嚴酷的鎮壓之故們 i丘讓J于多人對
於剛剛.-1-以 r~m到」身分予以熱烈歡迎的 r rl' 閻 J • fft! l.: .(無以名狀的

疏離I~R ﹒ 導致水來只 hlJ主\l!.i1 J:政創分 1(li 被歸 ~ti ),,:g r 來何人」範峭的主主
灣人﹒相對於「外省人 J IflÍ演變成h 個族群的形態。 IflÎ、~.(克服逗

種疏離l武所形成的論述平lli亟動'Y!:形成 f要求建 il毫情人l'IG的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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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家的臺灣民族主義論述及相關運動(臺灣獨立運動)。

但是在戒嚴體制下的臺灣，左翼的思想與運動遭到嚴厲的鎮壓，

因此有關左翼論述的展開和運動，主要以流亡海外的知識分子為核

心。所以，雖然二二八事件的起因並非源自於臺灣民族主義，但是二

「八事件卻是造成臺灣民族主義的關鍵因素之一(第一章)。

邁入 1970年代 ， 由於外交危機頻傳 ， 在臺灣知識分子之間掀起了

一股「同歸現實」的思潮。這些人都是在官方中國民族主義教育體制

下完成教育的戰後世代知識分子 ，他們使用中國民族主義的修辭外衣

來包裝自身世代的主張 ， 對於本省知識分子而言 ， 真有族群性自我主

張的意福。這是因為其「回歸現實(自身眼前所處的中國 ， 也就是臺

灣) J 的真體行動 ， 即在要求對於包含在官11中國民族主義中的政治共

同體 「臺灣 J .給予「尊電與承認」之故。

而從 1970年底到 1980年代初期，臺灣的中華民國再度遭逢外交危

機。包括與美國斷交、中國展現柔軟的新對臺政策( r 祖國的和平統

一」 、 「三通四流」和呼籲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哼) . 以及( )ì 一

七公報) (美巾兩關政府有關武器售毫的共同聲明)等。其間，發生了

針對 1970年代後期所形成的反對話( r 黨外」勢力)展開大規模強力

鎮壓的美麗島事件。此事件影響下 ， 歷輕「黨外雜誌」的各種論爭 ，

反對的言論益形激化 ， 扮演主要角色的黨外人 t 、 作家和歷史學者等

人文知識分子(主要搞本省籍)大多數的論述，逐步跳脫官方中國民

族主義的論述。在政治上 ， 輕過 1980年代前半的發展 . r 臺灣前途住民

自決」的口號成為最大公約數 ， 毫灣民族主義更成為「黨外」的核心理

念。接著民進黨成立，從戒嚴解除自íj後開始 ﹒ 更積極地向一般民眾公開

演講(王甫昌稱為「民，意動員 J ) . 以傳達其政俏暉，念(第三章)。

雖然經由蔣經岡晚年的決斷 ， 容許了在野黨的成立並且解除戒

嚴 ， 但卻是有附帶條件的(在「臼由化三法」中加註了「蔣經國三條

件 J ) .以便配伶黨開體制菁英能在蔣經岡死去前後，繼續維持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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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改革路線( í 法統」擁護路線) ， 但這樣的做法反而引發民進黨 、

以及蒙受自由化的解禁終得返臺的海外臺灣獨立運動勢力的強烈反

彈。在此緊繃的局勢中 ， 民進黨更在 1 99 1 年秋終於將「臺灣獨立」納

入黨綱 ， 與將「蔣經國二三條件」作為法源依據而欲強力取締的當局之

間，益形劍拔弩張。然經過民主化的第一階段一一國會全面改選之後，

政治社會的氛圍大為改變 ， 國民黨非主流派的「法統」擁護路線主張 ，

最後亦逐漸式微，由具有發布政黨解散命令的憲法層級機關一一司法院

大法官會議 ， 來進行並主導憲法條文的修正等等 ， 也讓政治的自由化更

為徹底完備 ， 臺灣民族主義的主張終告合法化(第四章)。

民主體制下的多黨政治 ， 具有反映當地社會因為價值觀分裂所造

成的不同意識形態之對抗軸。而各政黨與政治人物之間 ， 則在此對抗

軸上以某種形態各保其位 ， 有時候選會變換位置以謀取政治利益。如

上所述 ， 經過整個 1 970年代反對勢力的形成以及「回歸現實」思潮的

展開 ， 再歷經美麗島事件 ， 臺灣民族主義的論述，不但在臺灣內部政

治演變過程中成了反對勢力的核心理念 ， 並繼而透過「憲政改革」及

立基其上所舉行的各式選舉過程 ， 在民主制度實際發展中被合法化 。

於是 ， 在步入民主化的階段後 ， 臺灣政黨體系中意識形態的對抗軸 ，

便發展成臺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的對抗。從這一點來看 ﹒ 臺灣

民主體制的政黨體系 ﹒ 可以說是在所謂「民族主義政黨制」之下形塑

而戚。

2. 臺灣民族主義的準官方化與中國民族主義的非官方化一一政治動員

的族群=民族的脈絡

民族主義論述的邏輯 ﹒ 往往是處身於民族「現在」所面臨的問題

狀況下 ， 為了達成追求民族應具備的「未來」政治目標 ， 而從 「 過去」

中尋找具有支持和鼓舞其目標的理由和元素所構築而成 。 換言之 ， 民

族主義論述的發展形態是 ﹒ 「過去 」 乃是 51禎「現在 」 、 甚至鼓舞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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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的「未來 J ， 然而實際上卻是「現在」為了追求「未來 J ' 而去尋
找「過去 J (王甫昌， 1996 : 143 J 。

表 6 -1 乃依上述觀點 ， 由臺灣社會學者王甫昌所歸納整理出的 ， 有

關臺灣政治中構成中國民族主義與臺灣民族主義的論述要件 ， 經筆者

補充而成 。 其中 ， í A 官方中國民族主義」乃指到政治體制轉型期為

止 ， 國民黨政權所主張的國民統合意識形態 ， 其構成要素包括「國語」

所伴隨的國民教育 ， 以及到 I 切0年代為止陸續展闊的各種官方文化運
動並藉由大眾媒體和出版所散布的文化作品等 ， 對於不論本省或外

省戰後世代其認同之形成 ， 具有很大的影響。
íA J 中的諸項要素 ， 對外省人(特別是歷經抗日戰爭 、 戰後國

共內戰等與國民黨具有共同體驗的第一代)的歷史經驗與歷史記憶而

言 ， 不用說是擁有著高度的親和力 ; 同時 ， 基於這種意識形態由上而

下的中國化運動 ， 也孕育出許多心中對於官方中國民族主義有所期待
的本省人。

但是對於這種基於官方中國民族主義 、 由上而下的中國化運動有

著親切成的外省人 ， 畢竟在人口比例上居於少數 ， 而藉由教育 、 大眾

媒體所進行制度上的同化運動，其成果也有限 ; 甚至由於不同年齡 、

不同地域 、 不同的教育程度 ， 以致於不同族群之間 ， 或者個別家庭因

素的差異等 ， 無可諱言都可能導致同化程度的差異。同時 ， 以官方中

國民族主義所推動之一元主義式的文化政策，也造成居人口絕大多數

的本省人的本土文化被貶低的情況 ﹒ 而導致本省人潛在的不滿和反民
( 第一三章 ) 0 r B ﹒ 作為反對勢力意識形態的臺灣民族主義」的論述 ， 可
以說便是這股不滿和反威影響下 ， 對本有人過去的歷史經驗和歷史記

憶更具親切鼠的展現 。

1 i :t 1950 年心自~ t t:''z:是蓮香IJ I τIL.奇 r 運動 軍車門走藝運動 到 19的0 年代他
羊 J主動的 中華 r. f.._ iV，草嘻嘻對 美 4表，回t'.-Ull 管'F 20的 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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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開始所述，臺灣民族主義在臺灣島內的政治舞臺逐步抬頭 、 合

法化的過程巾 ， 從官方中國民族主義論述中脫穎而出的臺灣民族主義

論述本身，即真有本省籍選民族群性政治動員的意義 。 從另一個角度

來看 ， 這也是繼 一二 二八事件以來 ， 戰後第:次本省族群政治化現象的

表徵2 。 但與第 -次不同的是，透過第 二次的力量所開展出的公共空

間 ， 成功地讓陷入多元性危機的統治菁英對於民主化做出了重大的讓

步 。 也因此在 1 991 年立法委員第一次全面改選中，民進黨取得了三分

之一的勢力，便可以看出這次政治動員大獲全勝所呈現的規模了 。 當

然不能就此便認定 ， 本省籍選民3 全部都認同基灣民族主義的論述而投

票給民進黨斗 。 但是 ， 如同依據各種民調所進行的政治社會學分析研究

所指出的 ， 民進黨的支持者當中 ， 本省人占了絕對多數5 。
下一章將更具體地描述，李登輝通過國會全面改選的實施 ， 在

「 遷占者優位崩解」的局勢中因勢利導 ， 進而在與國民黨內非主流派對

峙中取得絕對性的優勢後 ( r 小強人李登輝 」 的誕生 ) ，不論是本身的

姿態或政府所採行的政策 ， 都可以看出政府和國民黨在臺灣民族主義

對抗中國民族主義的軸心位置 ， 開始向中間移動的傾向 ( 從國民黨非

主流派意識形態的立場來看 ， 就是往「臺獨 」 靠攏) 。 前者從李登輝與

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對談時所說的「生為臺灣人的悲哀 J ' 以及 1 993

年地方選單時 ， 李登輝頻頻以「臺語 J (福佬話)來聲援國民黨候選人

.2 "::.1主三日本目甘 1 .(1:. 6 奎濟~持主義之形吃吃其禹王三屆坪呈現出自可 臺濤、 7意空-裁氧 九告支已聖

費 I九、哄卅亨評t叫汽

J大: 自的~J坎哇;治台 i代卡九: t柏甘 !哎;吉迂;E: 否♂耳甘竺三-冷青 毛令豆 臣悶1 苦 企拭幸 2刊附oη3 I昀50 勻咐h 表 l 月慌;E: 科聖 d勻 4τr .t玄C f':-_ 丈 !:.'j臺E 勾 、?唉‘ 

書霄千 2計~J坎t 戶冶台 4化L 
3 ~r~ 'Ë有~ .:~學 6弄清 t~ 古拉

是_. tf' iì 官 司g{丟失，夷之

JI; _外長，有句也

t{T;. 于毛
垃圾友而

β 沌，去 併揖J 定自1 月質 --:- ~:~ '":~ ~主 ft1:'呵，是 ，，， t ( 
要''';憂北 m 亭月百 三口高益于有卵豈可 1二i\î J、， ~幸

4 有支持民主 Jf， t了:!反 革T.從-射 lL 基於臺灣r;，~主義夾在I'í.:ìt對啥
=' 1:.，...割 去 fFFt:7 支;羽 i王J'董.費-r:.在學尺，古學系的均教于是后~五三色行 11J賢~ t.: 行為基且 τ三三數
很 乏主對失失包是主有廿注目t 1卿 在講踅中 ~. (i ~i;': 島民色底是具有吃體制色
-;' f~ 臺訝:電 s最特色0.1: ~ tJ..吃時 正，'l.有三*i.持泛的p!f主1{ I t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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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以窺知 ; 後者則是政府在外交政策上推行 í (以「中華民國」名義)

電返聯合國」運動 ， 以及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和教育改革等。

將反對黨的論述和政策主張「橫奪」而來的李會輝的這種姿態與

政策展開 ， 儘管形式上依舊保有官方中國民族主義的外貌 ， 但李登輝

為 f鞏固其黨政獨尊的權力 ， 不但逐步將臺灣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提升

為准官方意識形態的位階 ; 同時相對地， 則但成中國民族主義不再具

有官方化的地位。此消彼長之下的中國民族主義 ， 吸收了伴隨著畫灣

民族主義上揚而對中國民族主義被非官方化竄到不安的部分人士 ， 轉

|而對抗臺灣民族主義 、 以及被視為逐漸脫離中國民族主義陣營的李登

輝路線的政治勢力 ， 如下節所述 ， 這也是攝動臺灣政黨政治體系的一

大要悶 。 這些受到動員的選民 ， 很明顯是一批對官方中國民族主義論

述心有所鼠的選民 ﹒ 當然這些選民未必全為外省人 ， 不過如後所述，

可以推論外省人在這股勢力當巾比本省人要多 。

就這樣 ， 童問民族主義抬頭以後 ， 臺灣政治當 rr各自利用臺灣社

會主要族群的歷史經驗與歷史記憶所獨鍾的民族主義修辭和象徵 ， *

進行政治動員(主要是選舉動員) ，且實際上產生了族群動員或者真有

族群投票意義的傾向 。 筆者稱之為臺灣政治上族群=民族的脈絡 。 從

本書的觀點來看 ， 這乃是堅持以「正統巾開國家」為目標而真有遷占

苦問家性格的戰後盡情國家民主化過程中 ， 必然會擇生的脈絡 ， 同時

也是臺灣民主政泊被有條件賦予的關鍵所在 。

在此必須留意的是，即使對於「臺灣關家 」 或 í rj 1 國關家 」 中作

為其歸屬意識的核心內容並沒有任何改變 ， 但是不論是毫灣民族主義

的論述 ， 抑或中國民族主義的論述 ， 其內容仍不斷出現微妙的改變 。

例如 ， 前述由於李登輝的「橫奪 J 使得中間關民黨的政泊理念、巾滲入

T空灣鼠族主義的諸要素 ， 而其支持者所抱持的國族認同意識 ， 也出

現從依舊堅持著過去Æ統的中國性到接近程灣民族主義立場的多元樣

貌 : 同時在 51 . 方面 ﹒ 在民進黨的臺灣民族 E義論述巾，也隨著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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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民閻臺灣化發展進程中政治地位的改變，接近政治權力核心的

領導者所抱持的思慮也產生-定程度的變化。

由於民進黨在 1991 年的關民大會代表全面改選前夕通過{毫獨:寄:

綱) .導致選購太敗，未能在修憲岡民大會叫呆擁有提案所需間分子
-以上的議席，為 r實現更多民主化的要求，不得不仰承在國民黨內

與非主流派對屯的李登輝之意向行事。一直要到 1996年第一屆總統直
選前，民進黨內的領導者便不斷地重申「臺灣已經獨包，所以不需要

宣布臺灣獨立」等這類言論。正如前章所述，這是因應與已經民主化

且臺灣化的「中華民國」間的關係 ' 而適度地調整其意識形態。

最真代表性的例于就是 1999 年 5 月民進黨大會為 f推舉陳水扁參選
隔年春天舉行的總統大選，決議通過《臺灣前途決議文) (接受「中華
民國」為主權獨立的臺灣國家開號) .同時在勝選後陳永扁總統的就職

演說什1 .提出 f r 悶不一沒有」的主張。如此，準官方化臺灣民族主義
論述的諸要素1\ I .遷就已民主化且掛化的中華民關之內容，可整理

出斜l 巾所示的 r C :新中間路線的是灣民族主義 J 0 2000 年總統大
選巾，陳水扁的立場可用 r C J 稱之為「新中間路線 J .然而在取得政

權後，政局依舊混沌不清 ， 加上李登輝的退出間民黨 ， 讓此戰略性意
識形態轉換出現強大的契機 ， 進而逐步地採取更為激進的 ro: 岡家正

常化路線的臺灣民族主義 J U_場，但也因此讓內外的摩擦益形加劇。

3. 族群=民族的脈絡與外省人

在這個族群=民族的脈絡之中，尤其在選購政治裡雖不是全面性

的 ﹒ 但有說，開始出現具有族群性凝要在動員力量，意義的畫灣政泊是由
本有人起動的話，服 1990年代以後所增辦的各種選躍中政黨政治安
動的主角，貝IJ [lJ說:主國民黨內外省籍青英不得不對應李登輝之權力再
漲而在政治上所做的抉擇 ， 以及以北部為巾心的外省籍選民的族群性
動員回進入 1990年代，以所謂「民主化+，立簡化」所j反闊的結構性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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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戰後臺灣政治史一一中華民國臺彎化的歷程

造 ， 毋庸贅言 ， 最後是造成作為遷占者的外省人原來所享有的優勢地位

全盤瓦解 ， 以及本省人整體權利全面提升的結果 ; 因此反過來看 ， 不論

是外省籍菁英抑或一般外省籍選民 ， 面對此種政治形勢的大逆轉 ， 也不

得不有所嘻嘻。

( I )外省籍菁英

外省籍菁英在面臨不論黨國體制內部或外部的變化峙 ， 都被迫做

出新的選擇。在黨國體制內部 ， 原屬於本省籍附屬性菁英的李登輝 ，

誰都沒有料到於歷史的偶然下 ， 竟在蔣經國任內去世後掌握了黨國體

制最高權威的地位(總統兼任國民黨主席) . 同時逐步確立並最後成功

地掌握實權。因此 ， 該如何面對李登輝 ， 就成了外省籍菁英的首要課

題。

而在體制外 ， 如何回應臺灣社會從下而上要求「民主化+臺灣化」

的壓力，是採取妥協態度?還是像處理美麗島事件那樣強力鎮壓，而

且能夠做到嗎?若是非不得己必須妥協時 ， 又該妥協到何種程度?直

到蔣經國去世前為止，才不過只是副總統且為附屬性菁英的李登輝 ，

已在這股「民主化+臺灣化」的風潮下勢不可擋發動黨內鬥爭 ， 因此

如何因應 ， 也關係著外省籍菁英對於李登輝權力體制的回應。既然實

施某種程度的「最小綱領民主化」已無可迴避 ， 若欲從中取得正統性

政治權力，出馬參與公職選舉 nJ說已成為必經之路。

(因究竟自己要不要選擇選舉這條路?如果選擇選舉的話又該如

何參選?是在李登輝的支持下參選 、 抑或是反李登輝而另起爐，址?同

時 ， 面對當時既以成形的臺灣民族主義對抗中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

之爭 ， 自己又該站在哪一個位置?這些接連而至的難題，一混混襲向

外省籍菁英 ， 迫使其必須作出抉擇。

第六章 民旅主義政黨制的形成及其展開 305 

(2 )外省籍選民

而對於不是菁英的一般外省籍選民而言 ， 民主化本身對他們的權

益並沒有任何危害。雖然同處於威權主義體制下 ， 但困地方公職選權
與間會部分改選已行之有年，民主化影響所及並未牽涉到選區範圍與
公民權利增滅的問題 ， 因此同樣作為一個公民 ， 每一位外省人的政治
權益並未因民主化而有所損害。同時這些多數居住於都會區的外省籍

選民，大都屬中產階級 ， 因此對於民主化的抗拒 ，也無法從價值觀上
加以評斷6 。

問題乃在於 ， 民主化時必然帶來臺灣化。臺灣化現象下 ， 外省
籍菁英一個個陸續成為被公開批判的對象，權威逐漸喪失 、 並被解除
要職等肥皂劇 ， 透過自由化的媒體，幾乎每天都在上演 ， 讓外省籍選

民戚到恍目驚心。同時 ， 隨著臺灣民族主義「民意動員」的展開 ， 出

現了如果不會講占人口多數的本省人母語(即通稱臺語的福佬話) • 

根本就沒有資格作為臺灣公民這樣的輿論。甚且他們心中信之不疑
的「中國人」這個國族認同 ， 此時也成為公開椰捕和質疑的對象 ， 類

此種種 ， 都是臺灣化發展過程中接連出現的現象。或多或少讓他們的

心理受到衝擊 ， 以致產生了相對的價值剝奪竄。如同研究者所指出 ，

1 980年代後期「外省第二代抱持著危機戚 J (Cha n臣， M a u-ku e i 、 1994 :97-
98) .正反映出這種現象。 1 990年代起 ， 對於臺灣化的急速發展而導致

對中國的激化與對臺灣安全的威脅也進一步引起外省人的不安。

在「最小綱領民主化」的推動以及和李登輝的權力鬥爭告一段落 ，

「民主化+臺灣化」的趨勢更為明朗且即將完成階段性任務之際( í 萬年
國會」改選結束時) . 為了尋求這種相對價值剝奪鼠的心理補償 ， 並回

6 吳可倍 于本佳龍 1989 219-226 

高。且對於民主價值都具有河0;，
時支持的~~~IJ 有自司賠不同

但兩何特也 開計出的侵內部異質性相當
代而l!:著是否有 r 草公殺人員 rJ.月t 省榕的不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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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外省人強棒參選的主要行政首長選舉表 6-2

戰後臺灣政治史一一中華民圖畫萬化的歷程

應當時社會變化後之需求 ， 可以說外省籍選民對於外省籍菁英即將採

取的新抉擇已經有所準備。

306 

狀況
候選人( 黨派)選舉

的種類

年度
競選造勢|外看實力候選|釘無多k

活動領先|人與閻民黨的 11司巾閥

-tt(民意|關(系( 1998年|的直撥

謝金領先 1 1) 11:與閥民，唱|桐嚇

者) 1 主席李登輝的

關係)

得票率

(%) 

絕l體字指當選人

*指外省人
食指對北京而言是「不受歡

迎的人物 」

二 、民族主義政黨制的展開

對瓷、分裂

( r 新黨現

象 J ) 

陳水扁25.89 

43 .37 

30.17 

k語調宋楚瑜

0.28 

4.3 1 

。 ~
0.30 

56.22 

3 勻 .72

H: 還

灣海峽

飛彈試

射演習

李登輝 |對屯、分裂

馬尖JLI 協調(質際

(微小洋距 )1 1:逼李登輝

也函)

叮叮朱

然1，~總
JlI1作司司毒

性的百

對i'r ﹒分裂

( r 宋楚瑜現

象 J ) 

宋楚瑜

2.96 

23.10 

39.30 
3 "'T_.l-' 

5-1 .00 

14.90 

9. l)g 

5 1. 13 

45.91 

總統 | 肯 干李登師 、 迎戰 (關民然)

第 次 11 彭明敏、謝長短(上已進黨)

林洋港 、*郝柏村(新黨推均)

* 練版)宏 、 玉清蜍(無頂直至吾)

也Jt市長 1 *，1，1(;英九 (闕民1萬)

(第-三次) 1 陳水扁(民進草草)

* 正是主fí'( (新黨)

總統 |連戰~窩禹長(岡民布拉)

(第二次) 1 食陳永扇 、 月秀邀 (民進黨)

* 宋楚坊、張Il{{!':藍(無篇篇

* $赦、 * 灣經祥(新黨)

許íeì良、 * 朱息良(無黨籍)

:有大洲(閱民黨)

陳永扁 (民進黨)

*趙少戚(新黨)

紀榮治(無黨2)

學問省長 1 * 宋雙為 (國民黨)
陳:主南(民進荒草)

朱高正(新黨)

輩革正治(無策篇)

哭悴(無3萬篇)

學Jt ，有長

(第」次: ) 
1994 1. r 新黨現象」與「新臺灣人」宋楚瑜

( 1 )外省竊選民族群投票的開端一一「新黨現象」

筆者將外省籍實力派政治家 ， 其先後參與競選的八次主要行政首
長選舉之各項指標 ﹒ 整理為表 6-2 勻。在此八次選舉當中 ， 直到 2000 年

總統選舉為止 ， 是李登輝仍為國民黨領導者時所進行的選舉。如同先
前所提示的 ， 外省籍候選人究竟是要從國民黨與民進黨以外的第三黨

21. 13 

1996 

1998 

或第二勢力(無黨籍)出馬競選 ， 還是同時分別從國民黨與于黨、
第元勢力雙方推出候選人 ， 政治菁英與選民的做法並不相陶冶而在
2000年政權轉換以後的選蟬，兩大政黨勢力間相互對峙的結構更趨於

明瞭。 2000 

論

0.13 

。 63

7-登輝脫離

同民幣

兩大政幣

對決

64.11 ";Ut,îil", 
(第 J的|糟元(民進黨)
總統 |連戰、 * :.f2鐘論(崗上是黨、親

{第欠川 i元，幣 1

* ，1，時英九 (間民黨 j2(K12 

首開先例的 ， 便是 199.+年所舉行的臺北市長與臺灣省長選舉。首
先 ， 這次的市長選舉 ， 是由「新黨」趙少康出馬 ，挑戰分別代表團民
黨的黃大洲和民進黨的陳水扁 ， 其中外省籍候選人只有趙少康。新黨
是 1 99 3 年 8 月 ， 國民黨非主流派的立法委員脫黨所組成的政黨。而趙 35.X9 

無﹒透

過美、

刊施應

李登輝脫離

國民黨

兩大勢力

對ik

49.89 2()().j 心康在此之前的 1 992 年底江法委員全面改選的選戰中 ， 未取得黨提名
可擅自投入畫北縣競選 並以 235 .000票之全國第-高票當選。他在 50.11 費陳永泊、阿秀是Ii (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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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4年市長選戰中 ﹒ 打著 r ;李登輝握有激進臺獨的時間表」 、 「保衛

中華民國」這類反李登輝 、 反毫灣化的競選口號，一波浪地進行街頭

動員。 . I I 月 10 rl 在臺北市的競選會場更動員了 1 0萬人[若林. 1998 : 

趙少康所掀起的旋風( r 新黨現象 J ) .雖然得票率遠超過闢民黨

提名的黃大洲甚多 ， 但最後卻由民進黨提名的陳水扁當選。而對於陳

水扁之所以當選 ， 新黨歸咎於本省國民黨選民所發起的族群的策略性

投票行動 ， 亦即「棄黃保陳 J (捨棄黃大洲而讓陳水扁當選)效應所

致。換言之 ， 支持國民黨的本省籍選民為了不讓趙少康當選 ， 而寧顧

不將票投給當選無望的同黨候選人黃大洲(第一且最好) . 而是投給同

為本有籍候選人的陳水扁(次好)。新黨對此大為憤慨並嚴詞譴責。

這便是臺灣選聽政治當中「棄保現象」一詞出現的開端 ， 意指當

只能有一個人當選的選舉卻有超過三位以上候選人的情況下，選民為避

免自己的選票成了空包彈﹒依民意調查等顯示，判斷原來支持的候選人
(第 -H) 當選機率不大的時候 ， 便放棄原支持對象而將票轉投當選機

率高的次好的候選人 ， 這樣的策略性投票行動 (stra teg i c voting) 。

根據王業在的觀點 ， 策略性投票行動之所以成立 ， 乃在於第一好

的候選人與次好的候選人之間 ， 必須真有某種相互重疊的因素 ， 而在
此次市長選權巾 ， 就是「省籍」 ﹒ 因此趙少康批判其他陣營以此燥作

以致影響選舉結果。同時王亦指出 ， 如果三名候選人在民意調查中都

有超過10% 以 t支持度 ， 選民要做出決定就更為困難( Wa呵呵 Yeh-li ，

2006 ) 

此外鄭敦仁、徐永明根據推測在投票前夕最後一次民意調查的支

表 6-3 臺灣選舉的策略性投票行為

(a )1 994 (b)1994 (c )1996 (d )1998 (e )2000 

( 1) 1: 愛競爭-n 3 3 4 3 3 
(2)K@~調俊巾的領先只 F來*~為 來楚瑜 可'-(}f軍 ~qt九

(3)領先4寄:是 lf 1;站崗俊雄挺:f， ? No Yc, Yes Ycs 

(4)1~.i位、品在小的墊底荷 無 *，臼 11: 隊履si: _H皇位 無

(5)學 Ji'\: fT足?于1孟第-勢力的候 Ye~ Yes Ye<; 叭。

選人? 11.5 2'J .0 26.3 5.3 6.9 

16){t'K~調研巾的時lt， rr'']j;;買1 13.5 1- 5 32. '1 5.2 (未楚瑜陳水扁)

(7) 前兩羊毛質際得票的差距 5.0 自 2 4.3 28.0 2.0 
(8) 仗。當調責中訟後兩名的是趾 4.3 34 .4 4.9 34.8 (除*扁一本:~瑜)

(9)最主後兩名實際得索的12值1 4 前

(陳水扁一連戰)

14.0 
(陳水扁一連戰)

( 10)戰略性投票、領月i 1 = (7)- 2.0 -1 1.5 6.6 。 2 -8. '1 

1的>絕對值5%rt'1話投大 (小) {大) (大) (小) (大 1

(11 )戰略性投索、類別 11 =('1)- -0.7 26.2 O.前 6.R 9.4 

(X) >絕對值 50.。的品位大 (小) (大) (小) (大) (大 j

ö1 各另l 選舉的主要競選對手 請參錯表6-2

出處; Cheng & Hsu‘ 20的 159 、 Tabel X.I 

資料來源 ê意調查的數據請見 (ibid.: 17 卜 174‘ appendi ， 8.1-8.5 ) 

持度與開票後實際得票率間的差異 ， 而對「棄保現象」進行分析研究

指出( C h e n g & Hs u 、 2001) . 這種策略性投票行動確實存在 ， 但是規模

並不大(請參照表 6-3 : a-( 1 0) )。陳水扁的當選 ， 可以說是因為臺北市

的國民黨支持者 ， 因為新黨勢力的抬頭導致分裂而坐收漁翁之利。

截至民主化時期以前 ， 可以說作為遷占者集團的外省人 ， 除 f 少

數異議分 f以外 ， 都能團結鞏固在「最高領袖」之下lυ . 因此在選舉中

幾乎清一色擁護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即使是發生問題的臺北市 ，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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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黃德繭的研究指出，到 1992 年時的立法委員選單為此 ， 關民黨幾乎

型產括 97%的外省選票。但是 1994年，趙少康拿到[ 560 '0 的外省選票 ，

而黃大洲則只得到 34% ~黃德蝠 '1 995:209 、 213

在出現新懂這樣的另一種選擇後 ﹒ 「民 L化 4 臺灣化」的衝擊也造

成外有人翠的分裂。主北 I行的外省人[J太約 [lj 了 27%) , (r! 1 國時報} ﹒

1992 年 12 月 20 日 , [, iJ樣根據黃德福的說法 ， 趙少康所獲架數中外有

祟應自 600 0 黃德蝠 ， 前揭 213 J . 換言之 ， 有超過高達人口比例

倍的外省籍選民，將票集中投給趙少康 ﹒ 並出現 f臺北市外省籍選民

族群性投票的現象。而在同時間所舉辦的市議員選舉中 ， 外有籍選民

將票投給新黨候選人的比例 ， 幾于與市長選息相~iJ (同前結果新黨

當選[ 11 席，在市議會當巾僅次於關、民兩黨程居第玉，並造成問民

主竟何次在臺北市議會議席未過平的情況。新睹的氣勢持續延燒到 1995

年底的\'/法委員(任期「年ë )選息，取得 13 0"0 的選票 ， 筒，選 21 席Îl

委 ， 遠較創黨時高U:l三倍。

[且此所謂「新:這現象 J ' 就是指在「民主化+聖灣化」的趨勢當

巾 • Iì!l受到相對的價位剝奪厲的外省人 ， 形成一股反告商民族主義的

政泊性投票行為 ， 而以此為核心所展開的第主持;快速蠅起的現象。換

孟之 ， 隨著毫灣化的推展 ， 讓外省籍選民政治性投票的行為更為集

中 ﹒ 選擇支持這個由少數外省政治菁英所組成的第二三黨 ， 也{史毫灣的

政黨體系變成 f 二三黨制。

對關民黨而兵 ， 儘管脫黨有不多 ， 卻不能僅將此視為1同別政jh 菁

英的脫黨行詞，而是經驗 f以外省 rjl革階級~ ì-:im的那市 "1犀階級基

層力量的叛離以及所伴隨而來的分裂。在此三黨制下 ， 兩於李登輝續

導的l喝上已黨採行社簡化政策 . rfrî將 rj 1 [!或|民族主義對抗告灣民族主義的

，意識形態軸心向 q1問偏移﹒凶此新黨的政治光譜相較於國民黨 I而丘 ，

)'J屬巾間偏「打」。

接半年到[ 199的年主問史 t 行次總統選蟬，新，每雖未Ì'({獨推出候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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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但仍支持最後與奈登輝的主流派宣告決裂、以無黨籍身分出馬競

選的問民黨非主流派候選人林一郝配(林洋港 、 郝柏村) ， 最後其獲得

14.9%的選EZS 光從得票率來看 ，比 1995 年底立法委員選哥華更高。根據

徐永明的推算， ';名，時外省籍選民當中應有 580/0 將票投給林一郝配，明
顯可岳出族群性投葉行為〔徐永明 . 2000 : 100 ; 0 

不過 ， 新黨的氣勢也到此為止。隨著第一屆總統選舉中李警輝獲

得壓倒性勝利 ， 其所主導推動的臺灣化政策也隨之大刀闊斧地展開，

相對之下擺明 f採取更貼近過去國民黨所堅持的官方中國民族主義立

場的新黨 ﹒ 後來經過政治路線鬥爭和領導階層內部的紛爭 ， 體質則逐

漸衷弱。

( 2 )被李登輝支持的外符篇持英一一宋楚瑜的也潛台長選學

然而在「民主化+臺灣化」的趨勢 [t l ' 外省籍政治菁英並非都像

趙少康那樣長毫灣化而行並且組織第二蕉。也有人盡可能地順應李會

峙的是灣1t政策 ， 進而強化其([關民黨巾的權力基礎，其 11 1最具代表
性的人物 ﹒ (更足 1 994 年在毫灣省長選舉之巾獲得關民黨提名並當選的
宋楚瑜。

宋楚瑜曾任國民黨副祕書長、ijI._e、書長等職 ， 協助李登輝與非主流

派鬥爭 . 1993 年被任名為最後一屆宵派空灣省主席。當時臺灣省所管

轄的行政區域拉不包括堂北市與高雄市，而 u除[ Jt部的屯北、桃闢

幾(岡縣市以外 ， 外寧可人所占的人 r J比例都很低。

選舉時 ， 李建輝喊出「新臺灣人」的口號，公開表示「雖然移民

屯灣的時tHJ 臼先後，但大家都是告灣人 ， 外看人是新毫灣人 J . 來向本

有籍選鼠推銷宋楚瑜 ， 的j宋楚瑜也 'l'j力地操括:告訴( ~IJ佬訶~) 3卡拉近

與本省籍選民間的距離。這讓 Fi迫在後的民進黨候選人陳定南陣營 ，

f，'~ 撓 [roj 劣勢不↑if公然放品「臺何人還臺灣人」而進行聶骨的族群動

tl . 們仍γfi寺敗J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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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任民選的臺灣省長 ， 其手中所握有的行政資源僅次於總統 ， 宋

楚瑜充分利用這些行政資頓擴大自己的民意基礎。因為同樣採取極為

細獻的手法進行利益分配 ， 而被 2000年來臺採訪總統大選的日本記者

評拈「臺灣的田中角榮」。

宋楚瑜以臺灣有長之姿，充分利用其掌有預算分配的生殺大權 ，

跳過縣的層級 ， 直接將公共建設經費預算巧妙地分配到鄉 、 鎮層級 ，

搶食臺灣省各地的政治利話 ， 甚至蠶食長期以來國民黨透過地方公職

選舉和「增額選舉」所建構起來 、 同時也是李登輝賴以作為權力基體

之一的地方派系選舉侍從主義網絡。對於一些公共建設較為落後的地

區 ， 以族群分布來看亦即客家和原住民族較多的區域 ， 此種手法更為

有效。因此 ﹒ 宋楚瑜也成功地在這些族群中享有一定的影響力。

如後所述 ﹒ 這也是後來外有人宋楚瑜與李登輝決裂 ， 出馬競選總

統的原因所在，同時也是再度讓臺灣政黨體系出現動盪的主因 ; 不過在

此之前 ， 必須先針對 1996年首屆總統大選和 1998年的選串加以檢討。

2. r 李登輝現象」一一1996 年首任總統直選的族群政治

在 1996 年具有歷史性意義的首屆總統直選中 ， 共有「王空軍一派」

四組人馬參與角逐。所謂的「三黨」就是國民黨 、 民進黨和新黨。首

先 ﹒ 國民黨是提名現任總統李登輝(黨主席)搭配行政院長連戰(黨

副主席) ; 在野黨第一大黨民進黨 ， 則是引進美國式的初選方式 ， 總統

候選人在許信良與彭明敏進行捉對廝殺後由彭明敏獲勝 ， 並挑選屯法

委員謝長廷擔任競選搭檔。至於新黨雖推出立法委員王建院參選 ， 但

最後則支持兩國民黨脫黨參選成為無黨籍候選人的前司法院長林洋港

(本省籍 ， 岡民黨副主席)與郝柏村(外省籍，國民黨副主席 、 前行政

院長)。林洋港曾擔任南投縣長 ， 但除此之外並無法擴大本省人的支

持，閻此實際上形同新黨的候選人。

另外所謂的 r 派 J ' }J1J:脫離間民黨出馬競選的前監察院長陳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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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外省籍 ， 黨中央常務委員 ， 陳誠的長子) . 挑選本省籍女性律師王

清峰擔任副手搭檔參選。其間 ， 林洋港曾向陳履安招手邀請擔任其副

手人選 ， 以尋求第三勢力的整合，但為陳所拒，在找不到適合的搭檔

f' 最後也不得不回頭請國民黨非主流派核心人物郝柏村搭檔競選。

這次的大選 ， 李登輝從一開始便取得絕對的優勢 ， 而結果雖然出

現並非泡沫的四組人馬共同角逐 ， 最後仍以 54%的得票率高票當選。

不過 ， 其中仍可看到自 1 994年選學以來即出現的 ， 呼應反李登輝的外

省籍菁英而形成的外省籍選民族群性投票行為 ， 以及選民的策略性投

票行動( í 棄保」現象)的情況。

就前者而言 ， 關於 1 996年這次的大選 ， 可作為分析省籍、族群分

布( r 四大族群 J ) 、 支持政黨取向 、 年齡 、 性別等選民背景和實際投

票行為之關聯性的資料並不存在 Cheng & Hsu. 2002: 15 8) 。但可以參

考臺灣政治學者游盈障 ， 利用民進黨在投票日前夕質施的民意調查資

料所進行的選民投票取向研究。表 6-4 便是基於這些調查數據 ， 分別從

填寫問卷者的族群背景、認同意識 、 支持政黨和統獨偏好等四個不同

層面 ， 再細分為 1 6種不同年齡層 ， 按照排名各自列出對候選人的喜好

度之分布情形。

首先 ， 從表中呵看出李登輝擁有強大的支持 ， 但若注意「外省人」

與新黨支持者的偏好 ， 所謂外省人與支持新黨的選民 ， 很明顯地偏好

挑選以郝柏村為副手的林洋港以及陳履安。因此可以說 ， 外省籍選民

在實際的投票當中 ， 再度採取 f與 1 994 年畫畫北市長暨市議員選卑 、

1 995 年在委選增同樣的投祟行為 ， 更進一步加深國民黨的分裂。

同時 ， 此表所列出的數據 ， 可進一步解讀出彭明敏雖獲得「臺獨」

支持者的青睞 ; 不過在臼認為是「臺灣人」的選民巾 ﹒ 卻落後於李寄至

輝。這份數據也呼應 [ • 1 996年大選活動起跑後不久 ， 因中國軍演導

致兩岸情勢緊張 ， 致使民進黨支持者之間發生的「棄彭保李」現象。

孩份問卷調護中也問到 ， 如果只有李奇輝與彭明敏出馬競選，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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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與李登輝保持距離的馬英九。然而在黨內始終無人願出頭與身為民

選後首任民選市長、且任內風評很好的陳水扁相抗衡的情況下，加上

)5英九的黨內H男人形象搏得北部政媒高人氣的推技助瀾 ， 李登輝無

法掩其鋒﹒便如同 1994 年支持未建瑜一樣，最後現身心不甘情不願地

躍起馬英九的予高喊「新毫灣人 J '公開支持馬英九。

此次臺北市長選學結果顯示 ， 外省人更意識到位居少數的危機戚，

體認到分裂的國民黨絕對打不過民進黨( Wang. Fu-chang ‘ 2004: 693 )。

而馬英九以國民黨提名的身分出馬競選 ， 對外省籍菁英與選民而言 ，

可說是捲土重來的大好良機。

新黨雖提名曾在郝柏村內閣擔任財政部長、並曾在 1996年總統

大選代表新黨的王建慌 ， 而讓選戰彷彿一時回到 1994年三黨對抗時的

光景。(El_由於這次外有籍候選人有兩位，再加上馬英九雖是國民黨提

1'1卻與李登輝保持-定距離的強力候選人。因此，新黨一開始便不熱

度於臼家人的選情，結果還戰演變成陳水扁與馬英九的一對一對決，

性將票集中投給馬英九。 1994 年 ， 新黨的趙少康曾獲得超過30%的選

第六章n~ 

表 6-4 1996 年總統選舉候選人支持者背景別投票偏好

李登輝 彭明敏 林洋港 陳履安

校宮中 制佬人 、、 4 
甸、

余:家人 4 、、 、

外?何人 3 、 4 、

í,y, iH( 、 4 J 、

心沁品|沿街人」 、 4 、、

, rt'閥人 J 4 、、 、

:正是正灣人也 hlql凶人」 4 3 :' 、

文;年Jf'J:~ 1.(進，惜， 闕， 4 、、

1'&) 1."宮前 4 1 、

新J魚 4 戶，

無J支持l坎蟬， 3 、 4 、

統獨傾向 也;是灣獨 J巳 句間， 4 、、

【 t，岡統一 4 1 、

維持現狀 4 1 、

出且主 a吾吾t品產﹒ l 'i'ìó .2糾

章，但這次主建值的得票率竟不到3% 。

投票當天{聯01晚報}所單行的出口民調顯示， [甘答問卷的外省

人當時1有 760，'0表示投禁給!自己英九( (聯合晚報) , 1998 年 12 月 6 日 〕。

正建悟過去曾任財政部長 ， 不論足行政手腕或是清廉都頗受好評，擔

任直北市長的候選人，不論人格或能力上均不遜於陳、 15兩人 ， 但選

取結果卻如此慘漁 此很明顯地與 199-1年不同，泣次以外省籍選民

h l-:的新黨支持岳!正過來﹒ h阻止陳水扁連fl ， flÎ l'禾取 f策略性投票行

動， rlU H選票集 rfl的程度﹒反i較 199-1年投的趙少康的~~{ ( 560 0) 來的

l句， ，而自íj揭鄭、徐論文的研究也捐出，這次策略作投票行動的規模﹒

拉卡尚於 '99-1年選手拉 rl1 本有籍選民策略性投;要的規模(表 6-3 : (d)-

進黨支持者的投票動向，結果雖何大約-分之:表示會投票支持黨捏

名候選人，卻仍有大約五分之 A投給李男主輝 游鐘時﹒ 1996 : 256 、。

rM {(頁際的選躍上 ﹒ 彭明敏得:333名為 21% ﹒但 ['ÎJ H手取行的第

代表選舉 ， 民進黨候選人的總得票率則約有三成(表 4-1 )。換孟之，

這之間約一成的落差可說顯示出當時「棄彭保李」的規模(市民進黨

支持者大約三分之一)。徐永明等人的研究亦指出﹒民進黨支持乎?這次

策略性投票的規模，相較之 F是比較大的(表 6-3 : (c)-(' 0)) 。

:日國大

3. r 馬英九現象」一一1998 年臺北市長選舉的族群政治

199日年底|司時進行 f屯，北市長、高雄市長、兩 rîi "1議 f1 t 以歧江

三大選騁。 ， fú由於“J -年( 1997 年)修車的廢啊， I大1rm停止了

3 
) ) l l ( 

{聯fY晚報}於選後，'diln愕泣此數字 IJII以報導 ﹒本身也隱會著族群

/" 

i1委口

屯問乎'ìl乏與省議員選嘿，宋楚瑜成 f 行fl也是末代的i是選屯問村長。

ú:屯北市長選取中 ﹒ 季fJ:輝一開始股不喜歡親近~I: l-:ì的辰、 ti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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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意義。陳水扁以現任市長之姿 ， 其「施政滿意度」在當時所發

布的各種民意調查中 ， 都高達六至七成 ， 如果沒有這種族群=民族的

臨絡狀況 ， 連任可說是易如反掌。

但是問於外省籍選民頭集巾投馬 ， 可視為就是要將「施政滿意

度」高的現任市長拉下馬。而根據前述調查 ， 票投給陳的外省籍選民

為 7~'o ' 而投給王的更只有6% (聯合晚報) ， 同前〕。因此 ， 與 t

H新黨批評陳水扁的勝利乃凶為「棄黃保陳」相反，對於臺北市內外

的本省人 ， 尤其是福佬人的選民來說 ， 代表該族群且真有良好政績的

政治人物 ﹒ 因外省人的族群性投票行為而落選，令其深戚羞辱 ， 所以

從敗選當晚 ， 要求陳水扁出馬競選總統的支持聲便此起彼落。{聯fT晚

報》的報導 ， 正是印證陳水扁支持者這種情緒的最佳寫照。

就這樣 ， 每當闕民黨內出現實力派外省籍候選人時 ﹒ 外省籍選

民便捨棄第三黨候選人而採取族群性戰略投票行為 ， 支持國民~候選

人。新黨;雖然提名優秀的人才出馬競選 ， 卻都淪為棄{呆的祭品 ﹒ 恨本

無法伸張黨的自主性 ， 因而導致逐漸弱化。這種弱化的情形 ， 在\f.法

委員選舉巾更是-I:-l [然。白從臺灣省議員選舉廢止後 ， 代表員額併

入Ir.法院而使立委席次大幅增加 ， 儘管如此 ， 新黨不論在當選席次成

得票率上均宣告腰斬(當選 11 席 . 7%) 。而在宋楚瑜的親民黨(後述)

組黨後所學行的 200 1 年立委選舉中 ， 更{堇當選福建省離島選區的一

席。從此 ， 由外省籍選民投票行為所凝聚而誕生的新黨 ， 也因其提聚

性而屢戰屢敗。

4. r 宋楚瑜現象」與政權交替一-2000 年總統選舉的族群政治

繼「新主義現象」後 ， 由於外省政泊荷英的政治決斷而再度讓是灣

政治體系出現動盪的 ， 則是 2000 年總統大選時的「宋楚瑜現象」。這

次大選，不但是民進黨前次取得政權的j試圖擴大其政泊版間， I司時也

是宋楚瑜取代 f新黨 ， 並li.比新黨更具規模 、 得到較新宜在更大的政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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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基醒 ， 並結合間民黨以外的第三勢力 ， 而再度改變了臺灣的政黨

體系面貌。

截至目前所見可以 r解到 ， 外省籍菁英究竟是要選擇脫離國民

黨以第三黨抑或是以第三勢力之姿 ， 在政治上與國民黨 、 民進黨相抗

衡 ， 主要取決於與以李登輝為核心的開民黨內本有籍菁英之關係(推

力) ， 以及在與這些本省籍菁英決裂的情況下 ， 能保有何種程度獨白的

政治支持基腔 ， 同時這樣做可以期待獲得何種程度的政治效益(拉力)

這兩種因素。

1 994年宋楚瑜得到李登輝的支持 ， 並建構自己的政治支持基體與

獲得政治資源 ; 然而 1 997 年 ， 如前所述 ， 李登輝與民進黨聯于修憲

「 j東省」 ﹒ 終於導致反對的宋楚瑜與李登輝分道揭蝶。但是 ， 此時已經

在素有外有籍政泊家「溫床」之稿的臺北市以外建構起獨白政治基礎

的宋楚瑜 ， 則能夠選擇以第三勢力之姿，參選 2000年的總統大選。

小笠原欣幸指出，宋楚瑜具備了以下四種支持力量 : 第一 ， 真有

改革志向的高學歷本省人都會區的選民。因與閻民黨主流對立而以無

黨籍之姿出馬競選 ， 因此宋楚瑜早日在野的民進黨-樣，可以對當時國

民黨的「黑金政治」與政治腐敗大肆抨擊 ， 並以此作為競選主軸以吸

51這比選民的支持 11 第透過綿密的政治利益分配 ， 取得地方頓系

與關民黨內中層幹部的支持 ; 第三 ， 客家和原住民族等少數族群的支

11 笠 F于~，咕:主妥 hγ 守主去't: 1')'/6 ~倚門墜青主~{票1:" ~ F:.. 區黨內 :'t ;""J r;!~ ~馮主 法 7:' 四位 i夫還
t、柚在干， ，電只伊評價益/.主可玉手~"~ 主登輝星宣戰在中間:t句，句 E司字問題處理 費

智利豆tT;Ò"室(其句。卜荒丘有~~ t~ F.電等 J 勻 ;tî S 是毛占"'l:其咒美乏 4、!i!=>佳男主克咬 黑

~月 .F 三 '.ìrW ，，' 岩ë~ 城活干;主 Z iZ 壘 I')'!ó n'! ."可: f.c;豆 豆~~~章制吋
.:~ 'ï if S;穹勻 fij:1 _'，可考生 乏久咚軒1l正主上J;玉培育宙空的李登輝﹒在與誼民黨內

H l-.;; /門手工每 ~(!i. 7、 t 特 J'它']'"乎 全E 笑﹒:三'l{f可主幸 ET 民主化過徑'1"
r 才三字 't;駐守 7 島、阿卦弋可1:{門口土I;:;ÓÍ'，吋哭笑 ，言，向才 V 是玄 K .I:"1李登輝主

λ 持其晶晶→-::: Bj 敗筆 長起J: 1, ~L ;'← J;.'，. 街 反而 1寄給在:woo 年六圭亞在高唱起 有流共，台 e

!~ tJ 1; 比 而與李管種反 s ~~可~ !i_ 1會 直到自己吋M(哥哥爆苦苦之前 也 L~此為主軸進行還
11'-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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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第凹，則是外省籍選民。

由於這次總統大選並無其他外省政泊菁英足以出馬挑戰 ， 凶此繼

「新黨現象」後，外省籍選民為爭取政治利說，支持與李登輝對屯或是

與字登輝保持距離的外省籍候選人，並將票集巾於此」候選人的投票

模式，當然也適用。的ji三四種不同層面的集闢間雖無交集，卻 lfçj末楚

瑜巧妙的政治手腕而集結其下﹒大幅開拓了宋建瑜的票源[小!在原，

2000 : 62-63 )。臺灣的總統大選投票 U 通常訂在 3 叫，因此質際上，

總統大選的競選活動早在一年前便已展開。而宋楚瑜從一開始出馬競

選，便在各種民意調查中保持高支持度，維持嶺先其他候選人﹒這也

是「宋楚瑜現象」一制出現的背景 |司的 53 J 。

如此，宋楚瑜的成功幾乎已是指口呵待。沒想到 1999 年J:? }-j初，

連戰陣營揭發宋楚瑜的金錢醜聞(即「中興票券事件_j或簡稱「興票

案 j ) .海致宋楚瑜在上是意調查上失去領先地位，而讓總統大選陷入王

方勢力膠著的混戰局面 1 ~ 0 1JII 上選戰後期 ， 中關也出面干涉。巾間總理

朱鎔莓藉著當時正在世闊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祉告會 (3 }-4 15 1::J) • 

發表「臺獨勢力的上臺會挑動兩岸的戰爭」、「臺灣同胞會做出明智的

歷史決策」等惘嚇性J論 ， 這些內容搭配朱鎔挂面曰掙j擎的表情，瞬

間被傳播到萱灣內外( q I 川. 2003a : 535 

原本陷於膠著的:方混戰，已逼得選民必須做出策略性的投票行

動﹒區lh;丘項發言，更促使民調始終落後在宋哇瑜、陳水店主之後的連

戰，成 t.站「棄{呆現象」的犧牲品。反對 ql 闢 r涉的 j1!戰陣營支持者，

將軍投給 f次好的陳永扁( I 棄迪保陳 j);rflÎ凶峙Ij l關下涉 rfli犀牛危

機意識的連戰陣營支持者，則將票投給第:且最好的宋楚瑜( I :東迪保

末 j) Cheng & HS lI. 2002: 166-7 ;參照表 6-3:(e)-(IOl 、 (e)-( 11) J 。開

I:! ~P_ Ji室 ，已生也.. '定代史.， ~，電話主~l. c- 在慌忙恨交 11 ', 21 E .. , >: 

;，~r 九'''.乎. .1. ';1,: ‘?可足 3守.，.;. 71-~: 'J: }20 ) 220'0;'; ~20n fι~!. .fi 件!'-.... 12 F, :!lJ 

人 r'*' 支 持三tJi 1;'\ _J :!:,f) n 1 ~“ u; 2ì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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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結果，陳水扁以微小的差距領先宋楚瑜而贏得大選，相同人馬再次

同場廝殺下，可言新印證 f分製的閻民黨贏不了民進黨的鐵律。

2000 年與 2004 年 ﹒ 四年-次總統大選的選民族群別投票行為分

析﹒分別有東吳大學政治系所做的民意調查，與TVBS 電視，主所進行的

出 r 1民調 ， 現根據這些數據整理為表 6-5 。

從表中所示 '2000年選權」的部分，可以看出外省籍選民一改

1998年堂北市長選息時的作品，將票集中投給國民黨出身卻已轉身反李

種蟬的外省菁英宋楚瑜。同時也可看出，宋楚瑜在這次選息中獲得了高

比例的客家和原住民票，這與前述小笠原所觀察到的現象相互吻合。

表 6-5 2000 年與 2004 年總統選舉族群背景別的投票形態(%)

選民的族群背景 問卷調查 實際的

研(在人 來，象入 外有、人 版íH已
的得票率 得票率

2000年選舉

品Id、i.~j 5~ 司 31 吵 11.5 U.O ~5.U J l) .3~ 

來電~Íj有 ~6.:! 45 .X 勻 R.I 100.0 3的.可 36 可4

迎戰 19.1 21.3 11.5 o 。 18.3 23.10 

{選泌的比，卡) l 72.0) ( 13ψj l 13.3) (O.X) 

2004 年選舉

毛拉 o 44 .0 11.0 25.0 5日 o 50.11 

迎戰‘↑.~rtÍj有 42 (J 56 (J Hψo 司 5.0 50.0 ~9.89 

f污檔

(還伏的比率 )1 (72.0 ) ( I~ 刊) ( 11.0 ) ( 1.0) 

資L 耳F j耳 1.2000年是從受吳大學玫古學系3十字 1.308 位選民所進行的問卷詢宣得出的數據 予"

中的上己生:{ 'Jf~-i噓了:9.票化工 li\二 4 以奶看﹒而客家人w少省人合計遞過 1()()O，o p"臻、

表之數據

2. 2004 年 id!J T\ B'> 民為中"至十輩子送豈容葛天所實施的出口民晶之數 llf ( 4 月 1 2 日~

布于 51 4t~~二 z 司 在全曲的。當bi哥哥票所中. F 13.22~ 人回合了問卷
出 .. ; . Wan!'. Fu-chang.. 2(J()4. Tabe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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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民進黨少數派執政的困境與民族主義的動員-2004 年總統選舉的

族群政治

( 1 )後李登輝時代的族群=民族的脈絡與 2004 年選培

如前章所述 . 2000 年政權交替的衝擊，也牽動 f畫灣的政黨體

系。宋楚瑜組成親民黨，以及因為停建核四問題引發的爭議，導致國

民黨 、 親民黨和新黨相互結盟形成所謂「泛藍」勢力， 1而在李登輝脫

離國民黨後以李為「精神嶺袖」所組成的台聯則形成所謂「泛綠」勢

力。同時 ， 以李登輝脫離國民黨為條件所進行的「泛藍」勢力整合，

共同推出一組 2004年總統大選候選人( r 連一宋配 J ) ﹒ 相對於此﹒

「泛綠」陣營則標舉「岡家正常化」路線 ， ~新整合臺灣民族主義的意

識形態。從本章的觀點來看 ， 親民黨的組成乃是「宋建瑜現象」的直

接後果 ， 而其他都可說只是這個現象所犀生的餘波。

2004 年總統大選，不論是與 2000年大選得票宰相較來看 ， 抑耳其

從不論在公共政策或對中政策上都沒有突出成果的陳水扁政權表現*

看 ， 如果連戰與宋楚瑜能成為正副總統候選人競選搭檔， r 泛藍」勢力

幾乎「躺著選都可以當選 J '然而，實際上卻不是這樣 。 2004 年 3 月 20

日選學開票的結果 ， 陳水扁以 0 .229姆拉微的得票率差距獲得勝利。這

次大選 ， 如向前述 199日年陳永扁華北市長敗選時一樣 ， 族群=民族的

脈絡起 f作用 ， 亦或可說 ， 企圖挾著國會多數來影響政權運作以謀取

F次總統太選有干IJ f"î面的「泛藍」患闕 ， 卻遭到陳永扁破峙 ， 並且成

f陳永扁營造為對已有利的政治脈絡 。

2004 年選躍的族群=民族的脈絡可以指出下列幾點 : 第…這次

選串的意義在於'開民黨不再由李脅輝主持 . t甚稱為後李體輝時代的

第→次總統大選。|而李體輝成為開民黨體制外的仔在，也是在政治上

促成連一宋配最車要的背後因素。同時 ， 如前輩所討論的，從，意識形

態 t來莉，季芳要輝離開[喝民黨也是造成閥民黨陣營意識形態弱化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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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之一 ; 反過來說 ， 李登輝投入「泛綠」陣營 ， 則對「泛綠」陣營，意

識形態的活性化，注入一劑強心針。陳水扁於是加以善用，打出「公民

投票」的政治性宣誓 、 j華人濃厚意識形態的政治攻勢而獲得勝利。

第，在這當中 ， 外省籍選民將選票集中投給連一宋配。如表 6-5

所示 ， 這次大選中外省籍選民集中將選票投給連一宋配的票數 ， 幾乎

等於是 2000年大選宋是瑜加上連戰的票數總和。因此可以說 ， 外省人

集中將票投給與李會輝保持距離的外省籍候選人的投票行品 ， 絲毫沒

有改變。如同 1998 年臺北市長選舉中 ， 大多數臺北市外省籍選民不分

黨派地都把票投給了馬英九一樣 ， 這次大選外省籍選民都將票集中支

持連一宋配。

而第三 ， 在另一方面 ， 陳水扁政權所採取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也

在選躍過程中發揮[ -定的功效，這點雖不是那麼鮮明 ， 卻也不能加

以輕忽。其體詳細的內容將留待下章討論 ， 例如 ， 1999 年中 ， 陳水扁

以總統候選人的身分與原住民族代表簽訂〈原住民族與臺灣政府新的

夥伴關係}的文書 ， 幾乎全面承認原住民族乃臺灣「第一民族」的主

張 ， 而在當選後 ， 又以總統身分再度加以確認。

而在客家族群方面 ， 陳水扁除了在兩次競選臺北市長時 ， 高偶尊

重客家文化的政見 l3 ，更在當選總統民進黨主政下 ， 先後設立行政院

客家委員會( 2001 年 6 丹 ) 、 在國立中央大學成立客家學院( 2003 年 6

月)、及開辦客家電視毫(同年 7 月)等真體措施。如表 6-5 所示，與

2000 年相較， 2004年總統大選中可看到，雖然外省人的支持率沒有增

13 .' - l <JlJ斗主仕再吾吾噎主 丈 1f -;，文玄 -z 咒 τ~;.t::乙:人~三言- { ~己 去 ， r 1 丈 7 立 1、這

。 r"" r. J: ;!l 干?文，芷若ì !F.于1 左中小學叫洛賓去1吾教育 i 染給予E 京 t'U可宣持軍E

~.~ Z L.斗于主?三」 zi-z: 玄之料館 查育客車 J共享 f串的會 J 11 此表示載:-2 . rt: 
此。旦導i. C串_1.峙吧 'i: 哼哼會勻 • L 女扭 扭法令吉亞'T .~. 1 <J90 笠 12 f' 哼哼.'.持生學費九三

一￠行 ?客可 I、 J 有遠.:~ .吟 J 提 t1i 各種 t fl 活動三恥 只要是對蓋骨民主吃、現代
凡有~、毛秩 !tt .:;!.主 失了字字哥哥"tj 豆 27 芙墅、 ....~ I]月吉;會 T 7t .r: ~~， -r:寸~群~可p I J.之持
並參加吾吾遷，舌對 3 ~ 2()()7 17 卜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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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但是福佬人有些微增加，客家人的支持率則大幅叫易，同時原住

民的支持率也從零開始起跳。福佬人增加的部分或可歸功於鼓吹「臺

筒認同」的選學活動;但是原住民與客家人支持率的上升，貝IJ I1J以推

論起多元之化主義政策的影響所致 原住民在人口比例上的劣勢儘管

無法對大局犀生民接影響 . f~是客家人支持率的增加1 . 對於大M卻有

-定的影響力( Wa時‘ Fu-c h a時_ 2004: 694-696 。

( 2) r 吊錯型」國族詣n司分布與外1 字型政治動 tl

拜 19日0年代後期展開的政治自由化所賜 ， 在毫灣針對住民進行有

關問族認同民意調禿的公布也成為口J能。;三Jl:t;民意調 f哇大致可分成三三

種類型 1 是間有關認同意識的選項 ， 自認為1it 「毫灣人」、 r rr 間

人」以歧「是毫灣人也是中閑人 J ' 2 是間有關岡家的選項 ﹒即返灣與

巾 l是I r 應該統一」、「應該獨立」以及「應該維持現狀 J 立足根持政

ih學者吳乃德所臼行設計的 ﹒ 調查「毫灣民族主義者」、「巾閥民族主

義者」以歧「務實主義各」的分布狀況。

有關這峙調在的具體數據將於下車說明 ﹒ I而就其動 I;'J 大致 nJ以看

出，從這比調查得以公布的 1990年代初期開始. r 臺問選項 J Olll r 臺

灣人」、「直灣應該獨立」和「毫灣民族主義持 J ) llll 呈現逐漸 k揚的

趨勢，反觀「中做l選項 J (lljJ r 中岡人」、「應該與巾!兩統一」 干[1 r 中

闕民族主義者 J )則逐漸下降 ; 但是 ﹒ 對於「中間還項 J (即是「毫灣

人也是'1 1關人」、「維持現狀」與 r tJ5I'f 主義者 J )的偏好程度 ，卻是

始終有增無減 ， ,lj hl; 多數。

換， j 之 ﹒ 商|胡 l咽族認 I叫的各項民立 I甜苦正所 1現出的結構. hl 'Ì 1 問

IGii幸而兩端偏低的川鐘型樣貌。無 IIJ諱 ι?的﹒截至 19XO 作代九 11-- .吊

鍾的中間部分是屬於偏「布 J (即接泣「中關選Jfî J ) ; I(!Ì在李~輝時

期稍為 r~lJ 'i 1 間靠攏;在政權轉換後 ， 又趨向「在」傾(即接近「迋灣

選Jfi" )移動。悅于?如此 ，但健的 r

" 
'tHJ J 偏好依酹，lj 太多數 ， 維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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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鐘11日的分布。

若以稍為輕鬆的筆調來形容 ， 從中國當局眼中來看 ， 這個「吊鐘」

整體的向「左」移動 ， 正如同脫離中國一般 ， 並認定這乃是李登輝與

陳水扁弩政治領導者的政治意間。由於中國當局對臺灣的國族認同所

抱持的屯場絲毫沒有鬆動過 ， 這種情勢的發展 ， 對於宣稱奎灣乃中國

額上一部分主張之威脅 ， 當然也隨之高漲 ， 無形中升高了臺海兩岸的

緊張情勢。

在 2004年總統大選當中 ， 攸關族群政治最值得大書特書的 ，就是

這種呈現吊鐘型國族認同分布的選民 ， 在選戰中具體形成 f r 泛藍」

與「泛綠」兩大陣營相互抗衡的對決之姿 ， 要求選民必須在臺灣民族

主義、反臺灣民族主義的兩極端中選邊 ，也就是所謂的M字型政治動

員。 2003 年 SA RS 大流行 ﹒ 陳J.K扁藉此發動「公民投票」的政治宣誓以

發起國民意識的政治動員後 ， 開始進行「泛綠」的大型街頭造勢活動 ;

幾于 [rîJ n年或隔兩三個星期後 ﹒ 「泛藍」也必定進行對抗性的大型街頭造

勢活動，這楠形態適足以忠實顯示M字刑政治動員。例如. 2003 年 9

月 6 日在臺北由李登輝所發起的童問正名運動遊行造勢活動(估計有 10

1萬人參加J) -取行﹒隔天上、 F午 1頁分別有「民間 'P華民關防衛大同

盟」與「中關統一聯盟」舉辦的「反臺獨救臺灣」街頭遊行活動 ， 在

臺北 '0街頭上演。

此外 . 10 月 25 日由民進黨主辦的「公投制憲」遊行在尚雄市脅

場之際. [0] -天在臺北則有「反對毫灣獨丘」的遊1Î活動 。如此大型

政泊動員所造成的社會氛圍 ， 藉由潑糞式的媒體報導和政論節目的活

染 ， 不斷地放送到全臺灣。

到 f最後 ﹒ 則是的-准所品的，紅選戰末期所進行的大動員對抗

賽。 2004年 2 J J 2X 日. r 泛綠」陣營為 r抗議中國導彈瞄準童問而成功

取fryt r r 族群大l咽結 ， 未予護毫倚」活動後 . 3 J:.:l 13U r 泛藍」為了抗

衡也自IJ.W 令羊毛發起 r r 換總統救屯問」的遊行活動。這兩個大型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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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勢活動 ， 都動員 f來自全臺灣的 150 萬人參加。

如此，筆者稱之為民族主義政黨制的臺灣政黨體系意識形態的對

抗軸 ， 可以說正如實地反映在群眾動員上。此種意識形態間的對抗模

式 ﹒ 並沒有出現口號等修辭語彙上的「臺灣民族主義對抗巾閥民族主

義 J '如前章所兵，受到政權交替的衝擊以&李登輝離開國民黨的影

響 ， r 泛藍」陣營既未提出新的「中國論述 J ' 亦無法提出足以和「泛

綠」陣營相抗衡的「堂灣論述」。其原因在於 ' 在群眾動員的修辭話彙

上 ， 與「泛綠 J 陣營訴諸「國家正常化」路線的「臺灣論述」爭鋒相

對時 ， 無法提出基於「中國論述」之主張。

但儘管如此，不可否定地這些大型造勢活動仍帶給大多數的觀察

者一種印象，即在國族認同呈現吊鐘型分布狀態的社會中，隨著選舉

活動的進行而有被拉向兩個極端的情形。群眾當中那些積極參與各項

造勢活動的核心分[-，在「泛藍」、「泛綠」用語被約定俗成地使用

後 ， 接著出現了「深藍群眾 J '以放與之相對抗的「深綠群單」 。有關

「深藍群眾」與「深綠群眾」這兩種相抗衡的心理分析 ，借用，全灣學者

顏械安的論述[顏厥安， 1004 : 41-43 ) 來進行描繪 ， 約口I以做出如下

的觀察。

「深藍群眾」對於「巾華民國」真有很深刻而緊帝的心理連結，他

們相信唯有關民黨才有資格統iH r 中華i是國 J '過去反「中華民國 」的

陳水扁、以歧「背叛」國民黨的李登輝 ， 都沒有資格。凶此之故，他

們對於在野黨政客無論是是於監督執政黨的義務或是以」論白白等為

由 ， 無限上制地侮辱、韓罵陳水扁峙的激情言論與權止均大呼暢快 -

rfií {I:群眾街頭造勢活動時﹒更是毫無忌愕地將這些謹罵掛在嘴上干I1寫

在示威遊行的右版士，。

「深綠群眾」貝IJ對於字登輝寄所宣稱 r ， tl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

的問家，以歧必須進一步加以「正常化」不呵的論述 F以接受 ， {旦基

本上，他們認站「中華民間」根本沒有統治臺闊的資格。他們心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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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陳水扁 ， 是一位抵抗「中華民閻」不當壓迫的英雄 ， 但即使陳水扁

當上了「中華民間」總統 ， 卻仍然受到毫不隱諱的人身攻擊 ， 正印證

了這種不當的壓迫仍繼續存在。為了對此進行反制 ， 在大部分傳播媒

體(尤其是電于媒體)多為「泛藍」所壟斷的情況 F ﹒ 便拉著每次大

選時刻意凸顯以「愛臺灣」為主軸的選舉造勢風格，讓這些活動的部

分場面也能透過媒體展現在「泛藍」支持者的面前。

對於大多數的「泛藍」支持者而言，臺灣已是他們生活與人生最

真意義的地方 ，他們也「愛臺灣」。因此 ，他們認為「深綠群眾」高喊

的「愛臺灣 J ' 真有排他性的意涵，而幕於有資格統治「中華民國」者

(支持者)的優越戚 ，他們一方面謹罵根本沒有資格的陳水扁政權，男

一方面則抱持著受害者的危機意識，很自然地將本身的言行學止合理

化為是早於被害者的正義。

正如同世界上其他安定的社會那樣，摟抱著兩種如此極端心理的

選民，在臺灣社會中性不是多數。但在整個選躍過程的緊繃氣氛下 ，

這種大規模的街頭造勢與對抗性動員活動接連 I二演 ， 必然會反映到社

會整體當中，並~生章，大的影響。這也是臺北的大眾媒體，在一昧地

批判陳水扁的同時，亦批判其本身乃造成了「撕裂族群」的緣故。從

中所散發出來的肅殺對立氣氛 ， 持續延燒到從 3 月 10 日晚上「泛藍」

陣營所發起選舉無效的抗議行動 ， 其間雖然一度冷卻 ， f月從 1006年夏

秋間所發動的「陳水扁下空」活動中，又再度燃起。

民主化、重新檢視八事件、以及多元文化主義的社會整合共

識的形成等，讓正在於戰後華商岡家的「遷占者國家」性格所形塑成的

族群矛們( r 省籍矛的」與漢族 、原他民族間的矛盾 )大大地降低 。這

將 {E 下 AE表巾具體描述。

然而如 k所述 ， 政權交替後、民族主義政黨體制下的政治運作過

程，尤其是將意識形態直接訴諸群眾動員的造勢雙方，宛若「綠人」

對抗「藍人」的一種新形態的族群對缸 ， 不時地浮出政治領域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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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這也是筆者在序論所稱，華灣的選民藉由參與 r 1喝政選摺 J (特別

是熱氣鴨騰的總統大選) ，得以定期地確認歸屬於同一個政治共同體的

同時 ， 卻也必須面臨在此過程所衍生出的多重認同政治中 ﹒ 所衍生的

統fT與分化兩股力量不斷地相互拉扯的政治運作過程的癥結所在 。

6. r 法理臺獨」對「寶貴薑獨」一-2008 年總統選舉的認同政治

如前所述 . 1999 年 5 月民進黨全闊黨代表大會中推舉陳水扁屆總

統候選人 ， 並通過相當於黨綱位階的《臺灣前途決議文} .文中主張

「莘灣在現行憲法中稱為中華民國 ， 與中華人民共和間互不隸屬 J 、

「任何有關主權獨立現狀的改變，必須經由公民投票」等。陳水扁以此

打出了「新中閉路線 J .作為 2000年總統大選的競選主軸，並在國民

咕:分裂的狀況下，漁翁得利取得政權 ， 完成歷史上首次政當輪替 。 而

2004 年總統大選時. r 泛藍」勢力雖成功整合國民黨主席連戰與親民

黨主席宋楚瑜，成為開民黨提名的正、副總統候選人，但在陳水扁毅

然捨去「新中間路線」 ﹒ 改走「公投制憲 J (透過公民投票制定新憲法)

等一連串偏「左」的政治口號意識形態攻勢下，依舊鐵羽而歸。

2008 年 3 月的總統大選. r 泛藍」勢力合力拉 F連戰、宋鐘瑜的舊

世代，間民黨正式提名前臺北市長、前國民黨主席馬英九為總統候選

人 ; 而民進黨方面則提名 f歷任高雄市長、行政院長的謝長廷出馬角

逐 。 馬英九為外省人，謝長廷h本省人，而親民黨和新黨都支持馬英

九 ; 但是在 2004 年總統大選支持陳水扁的台聯 ， 則因為 200日月 l 月舉

行的立法委員選舉中與民進黨公開決裂 ， 所以不但未支持謝長廷 ， 有

部分支持者更表明支持馬英九l 斗 。

那麼，這次選取巾的認 1 ， iJ 政泊， 主〈 Lti現出何硨結構呢?對此，

-+ '‘ f :- '止的1:7午~ .J- A 月 f 冉的 J ~ 20 E ;;，吉十三三芷~ :_~}‘哇，亡， 于_.- r，丹在 持
面 ~.f Jt-l已 ~f 們企主5 ~()()X :i , : 21 π _ 1t'1IIi伊三千:i}芳草，弋 C，行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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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底臺北的電要報紙{聯合報}中，有一篇相當值得玩味的社論

( 12 月 24 日)認為 ， 將在三個月後投開票的總統大選 ， 這場朝野陣營攸

關國家定位的論述之爭，將是一場民進黨陣營的「法理臺獨」、與國民

黨陣營的「實質畫獨」之爭。此一觀點 ， 正好巧妙地凸顯出 2008年總
統大選園 、 民兩黨的意識形態定位所在。

2007年 9月底，民進黨的全國黨代表大會通過{國家正常化決議

文) (參照第五章註 24 )。其中 ， 有關國家定位之論述為「早日正名為

臺灣並制定新憲法 ， 在適當時期實施公民投票，更明確主張臺灣是一

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對此 . (聯合報}社論分析指出， 2000年總統大
選前的 1999年 5 月民進黨所採取的{臺灣前途決議文}路線 ，是指所

謂的中華民國就是主權獨立的臺灣此一堅持「實質畫獨」的路線 ;到

了{闊家正常化決議文〉時 ， 配合發起「入聯公投 J .卻連中華民國的

外衣也捨去，質際確立「臺灣國」的法制地位 ， 而具備推動「法理臺

獨」路線的性質，而到 r 2008 年大選前，民進黨的路線則是明確地從
前者移向後者。

然而在另一方面 ， 在選戰的過程中 ， 國民黨馬英九陣營卻打出L

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 沒有必要進行「法理基獨 J ; @維持臺海
現狀 ; 立即使當選，在任期內也不和中國談統一。這些攸關國家定位

的論述 ， 事實上與〈臺灣前途決議文}所代表的「質質畫獨」路線，
有相當大的重疊性。

如第五章所述 ' ~r反制由陳水扁陣營所發動 、 將國民黨馬英九

貼上親中的標籤'並對抗陳水扁從2007年春天所發起的「入聯公投」
運動 ， 馬英九陣營也發起了「返聯公投」運動。在一場以訴求「返聯

公投 J Î:!y 月的的造勢遊行活動 (9 月 15 日臺中市)巾 ， 馬英九更特地發

表「臺灣就是中華民國」的聲明。若再往前追棚 ， 早在 2 月 17 日國民
黨中央便已在傾向「泛綠」勢力(民進黨 、 台灣團結聯盟等)的媒體

{自由時報〉上，刊牲 4篇宣稱「不論是統一、維持現狀 、 獨立，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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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未來的選擇 ， 一定要由臺灣人民決定」的文宣。從這些事後的發

展來看， (聯合報}社論的分析可謂一語中的。

如上所述， 2008 年 3 月 22R的總統大選 ， 繼 l 月立委選騁的勝利，

國民黨馬英九也當選總統﹒其得票率與對于民進黨謝長廷的差距達

17.20% ' 出乎意料地大獲全勝。而同時學辦的加人聯合國公民投票 ，

兩案都因投票率低未獲得通過。對民進黨而言，繼 l 月立委選學慘敗

後 . (聯合報}社論所指出的「法理空獨」路線已受到嚴重的衝懼 ， 而

總統大選與公民投票的結果不如預期 ， 更是陳水扁政權第二任內標榜

之臺灣民族主義激進路線的挫折 ， 可以說宣告了民主化時期以來 ， 臺

灣民族主義成長故事的一段已劃下 f休止符。

若將臺灣民族主義的政治原則 ， 分成最大綱領與最小綱領來看 ，

毫灣民族主義到此為止的發展便很容易了解。其最大綱領即「以臺灣

為範圍」的閣民間家的確立，而其最小綱領則是「空灣前途住民自

決」。所謂「住民自決」﹒不論是「統一」成是「獨立」都是開放選

頃，但是前途的決定必須由奄灣人民自己本身做出決定不口J 。換言

之 ， 儘管並未放棄 r (與巾國)終極統一」的可能性 ， 前述國民黨巾央

在{自由時報〉所刊登的政黨文宣 ﹒ 亦可以解讀詩乃採納了民進黨組

黨當初所制定的政治綱領。

「臺灣前途住~自決」理念、本身 ， 設定 f由臺灣公民的總集合體作

為決定白身政治的途的最高位階的共同體，而像這樣自我決定單位的

共同體本身 ， 從政治的層次來說，便可說等同於一個國家。因此所謂

的畫灣民族主義最小綱領，在此意義下 ， 可以說就是自治的實現抑或

是確保此種臼治的主體性，如下」章第三節所檢討的，此種意淌下的

毫灣民族主義， IlJ說已獲得臺灣社會的廣大支持。

如果是這樣的話，馬英九國族認同的選躍戰略﹒便是在闢家論述

上刻意採取垂灣民族主義最小綱領旭軸心，以化解來自於陳水扁背後

多數最小綱領支持者的輿論批判 ， 同時又呵獲得來 rl 對邁向世現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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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領而抱持不安的階層的支持。對此 ， 馬英九雖然是外省籍菁英 ， 卻

積慨地使用「臺語 J (福佬話) ， 並持續地到中南部的農家裡長住(稱

為 r long 51旬. J) ，以此種做法來補強並積極打入臺灣人社會 ， 展現其

認同政泊的戰術性。因此，即使馬英九的「臺語」再不好 ， 對於中南

部多數對國民黨以及外省人沒有好鼠的選民來說，多少具有緩和的效

果。

從陳水扁陣營的角度來看 ， 這顯示了在政權交替後所推動的臺灣

化攻勢 ， 終於讓即使外省籍菁英 、 國民黨最高領導者 ， 也不得不在意

識形態上承認並接受毫灣民族主義最小綱績。然而 ， 關於與中華民國

臺灣化並進、自蔣經國晚年起到李登輝時期所建構推動的威權主義發

展型聞家 ， 其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所造成的兩大矛盾 ， 亦即克服轉換

過程中所產牛的黑金腐敗以及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等問題 ， 在陳水扁

執政的八年巾都未能有效處理，因此以臺灣民族主義最大綱領作為訴

求的意識形態政治策略，雖於 2004年總統大選時達到高峰 ， 但從那以

後選民的支持度也逐漸流失。陳水扁雖在意識形態的戰場上獲勝，卻

在政黨競爭巾落敗。

當然，這個所謂意識形態上的勝利也有保留的餘地。暫且不談來

自中國 H益深化的各種影響 ， 車從政黨政治的角度來看 ， 2000年政權

交替後，有好幾次本省籍黨員提議更改國民黨黨名 ， 然而國民黨的全

稱依舊是「中國關民黨 J .而馬英九亦尚未放棄「終極統一」的立場，

2008 年 l 月的立法委員選繕，開民黨也提名數位新黨出身的候選人。

況且，政治競爭的落敗並無法保證再度出現意識形態落敗的可能性。

因此輿論仍有不少實疑，認為閥民黨貼近〈臺灣前途決議文〉的做法

只不過是選串策略而已。但在此情況下 ， 開民黨不僅於立委選舉中大

獲全勝 ， 馬英九更當選總統。所以 ， 朝向與臺灣化不同方向擺盪的局

勢 ， 就某種程度而言已勢不可免 ， 這是因為在此還得加上中國因素之

故，所以 ， 毛主灣政治巾認同政泊的比重出現立即降低的可能性是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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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的 。

但是 ， 一則融人臺灣質素中的外省籍菁英馬英九受到臺灣選民的

接納， 則國民黨採取大幅貼近臺灣民族主義最小綱領的做法 ， 使得

「 臺灣前途住民自決」與「愛臺灣」將不再是民進黨和本省人的專利，

以此前提來看， 一如筆者本章論述的出發點所認站 ， 未來的選揮政治

當中 ， 隨著政治家和選民的世代交替等因素納入 ， 造成戰後臺灣國家

作為遷占者國家面向的族群政治 ， 口J預見地將大幅退居幕後。隨之而

來的 ， 今後臺灣的認同政治 ， 真體的中國政策與畫灣化政策的實質內

容成為論事焦點的傾向 ， 可想見將日益增強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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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11 月 11 日，陳水扁總統在同年6月成立的行政院客家委員

會於總統府前廣場所舉辦之「族群和諧、客家心顧」活動中 ， 做 f如

F致辭 í 中華民國是一個多元族群與多元文化的國家 ， 憲法中明定 :

『國家肯定多元文化.! . 這就是我們的基本國策。肯定多元文化 ， 表

示不同文化的各族群、各民族是一律平等的 ， 是很此尊重 ， 是和諧相

處 、 共存共榮的 。 J (張茂挂 . 2002 : 223 J 

lE如陳水扁所逗，在 1 997 年第四次修憲中 . (憲法增修條文) í 基

本國策 」 第十條第九項即明言 . í 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

原住民族語言歧文化」 。 經過 f本省族群包含在 1970年代官方中國民

族上義敘述 F形成的「回歸現實」思潮中的「承認與尊重」要求 ， 以

歧「母語假期」、對 「 黨外」民主運動而言則是 「 民主假期」等種種實

踐 ， 解嚴後以本省多數族群福佬人其中心的「臺語」與「有臺灣特色

的事物」賦權之勢滔滔而起 。 這本身便是對國民黨長期以來，基於官

方中國民族主義之一元主義國民統合政策的強烈抗議。受其刺激 ， 本

省少數族群客家人的文化運動(以維護母語為中心課題) .也在解嚴後

開始 。 因此 ， 討論上述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的成立時 ， 不能忽略臺灣社

會在此 -趨勢 F多電族群性、多元文化性的浮上檯面 ， 以歧族群關係

的項組 ( 也就是多垂族群社會的電組與再次重組 )。

更垂耍的是 ， 如上述{憲法增修條文〉 第十條第九項所列的「多

IC文化 」 ﹒ 挂以與保住民族語 ~f )主化的關聯來敘述的 ， 第十頃則是定義

. 本章，軍幸 陸中 7 tr 苦Z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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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的「發展權 J '原住民族作為臺灣島「第一民族」的覺醒與自

我主張 ， 在解嚴前便率先展閱(臺灣原住民族運動) . 這作為臺灣社會

的文化多元性浮上憧面的契機 ， 更是關鍵。

在這個脈絡 f. (憲法增修條文}列入「國家肯定多元文化 J ' 就

意味著放棄過去以來的一元主義國民統合政策 ， 採納基於臺灣社會的

多元文化性、多重族群性的 ﹒ 某種多元文化主義式的國民統合政策 ，

已在各政治勢力間獲得共識。換言之，前面所引的陳水扁發言，可以

說顯示出以民主化及臺灣民族主義為原動力來展闊的「中華民國畫灣

化 J ' 在國民統合理念重組中所到達的境界。

那麼 ， 這個多重族群社會族群關係的重組、與多元文化主義的國

民統合政策 ﹒ 其形成過程呈現了何種樣貌?與此同時 ， 臺灣住民的國

族認同又出現了何種變化?以下，本章首先將觸及作為多重族群社會

族群關係重組之一環 ， 遷占者族群與多數族群在一二二八事件上的緊張

緩和動向。其次 ﹒ 將焦點置於原住民族運動 ， 概觀多元文化主義「基

本國策」化的進程。

儘管有李登輝 、 陳水扁等人在新的國民統合政策上的摸索 ， 但

對於這些檯面上的表象石要一言以蔽之 ， 就是如拼布花紋般的國族認

同。因此 ， 本章也要觸及作為國族認同象徵的貨幣圖案與紀念、日 、 節

H 的概況。最後 ， 還要嘗試檢討臺灣住民國族認同受這般進程影響而

產生變化的情形。

一 、「過去的克服」與「族群和解」

1.嵐權政體的民主化與應該「克服」的「過去 J

威權政體在限制政治自由與群眾參與政泊上，由於缺乏積聞性的

正當化根據，於足便對統治 F相當比例的人民 ， 持續性地行使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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苛刻的強制力。因此 ， 政治自由化的進展 ， 將使得過去威權主義體制

下的壓迫行為該如何面對 、 處理?亦即「過去的克服」的問題 ， 在政

治運作過程中浮現。

在現代畫灣 ﹒ 有關上述意義下的應該「克服」的「過去 J '大體可

區分為兩額。一類是 1 947 年在脫離殖民地統治不久即發生的 一二二八事

件 ， 另一類則是 1949年以後 ， 對於政治反對者及其同夥(或是被政治

警察如此認定者)的迫害事件，又稱為「白色恐怖」。

如第二章所見 ， r 白色恐佈」是由戒嚴實施機關「臺灣警備總司

令部」和政治警察所執行的 ， 狹義上指的是在相當於國民黨統治體制

確立時期的 1 950年代前芋 ， 密集展開的揭發共產黨員的行動 ; 廣義來

講，指的則是 1 949年到 1 987 年的長期威權體制下，所進行的政治迫害

事件整體。

男一方面 ， 弋八事件乃一民眾暴動事件 ， 其背景是臺灣省行

政長官公署接收在臺日本政府機關和資產後，由於失政所引發的社會

經濟性混亂 ， 以及和該公署長官陳儀同一時期來晝的外省官吏 、 軍人

士兵與本地本省人之間的摩擦。如第一直言所見 ， 由於臺灣行政長官陳

儀以密電向蔣介石要求自中國大陸派來援軍 ， 所以大約兩週便恢復了

政府統治，也停止軍事行動 ， 其後卻於全臺灣各鄉鎮嚴密地展開「清

鄉 J '揭發逃亡的涉案人士與收繳藏匿的武器 ， 而出現了更多遭到逮

捕 、 入獄 、 處刑者。至於事件犧牲者總數 ， 如前所述 ， 行政院的研究

一三二八事件小組在人口學上的估計 ， 認定約在 1 8 司 000人到詣，000人之

間。

南京的中央政府將空灣的暴動視作對國家的叛亂來因應 ， 其鎮壓

行動明顯超出單純秩序回復的範閣 ， 給毫灣社會帶來強烈的衝擊。其

後 ， 在事件犧牲者或追族的善後處理方面 ， 除了對公務員(在此時間

點幾乎全為外省人)死傷進行了補償外 ， 未採取任何措施〔行政院研

究二「八事件小組， 1992 : 367 J . 便進入長期戒嚴下的「白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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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除卻事件本身衝擊外 ， 在公開場合談論事件相關話題也強烈地

被視為禁忌 ， 有關人士的痛楚也由於政府未採取任何應對措施而長期

持續著 ， 此事件為臺灣社會帶來 f 單靠時間流逝仍無法泊癒的深刻傷

痕。以 F ﹒ 本節擬再度確認兩項重點 。

第 ，這個事件明顯地削弱了臺灣社會的發聲能力。應該為社會

發聲的菁英太多被奪去生命 ， 殘酷的鎮壓使得臺灣人把對於政治的恐

懼深植於心。同時，事件犧牲者的遺族﹒由於親人死主而在精神及生

活上都備受打擊，甚至無法究明親人死亡的真相，連要求平反名譽的

聲音亦無法發出 ， 而持續曝曬於社會冷淡的眼光 ， 以及在戒嚴 F組成

的政治警察騷擾之下。有關這點，其後的「白色恐怖」犧牲者與其家

屬，儘管在程度上有所差異 ， 也具有同樣的遭遇。犧牲者家屬、關係

人. J;)歧毫灣人對彼同惰的憤怒，在被剝奪發聲能力的狀態下就這麼

樣地深深潛伏 。

第 二 ，這個事件是現代臺灣社會最大的社會裂痕一一「省籍矛們」

的歷史性起源。在二三八事件爆發前，本省人與外省人間的摩擦既已發

生，從族群政治的觀點來看，口I以看作是本省人的族群地位政治化現

象。本省菁英在日本政府機關與資產的接收過程中被排除在外無法參

與，而且指他們因受過日本殖民統治而「奴化」的說法 ， 也令本省人

在公務員的錄用上面臨種種限制 ， 而官方操之過急地禁止在媒體上使

用口語，更導致他們對政府批判的管道遭到實質的封鎖。對此 ， 早在

事件爆發前已有背遍的反彈，在事件過程中，也口J看到本省人對外省

人k彈的爆發現象 ﹒ 如在街頭上只要認出對方是外有人就施以毆打等。

[起此 ， 三二八事件並不只是間家權力濫用的問題，我們不能否定

其中存在著外省人與本省人間族群衝突的色彩。再加上， 1949 年以後

中央政府遷至臺灣﹒包括沒有改選的「禹年國會」在內，舟、軍、↑青

j台機關整體的中央政治層級要職皆由外省人獨 ~î 0 因此 ， 中央政治菁

英為外省籍、開放選舉的地方公職則為本省政治丹英的族群 -:. q!.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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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焉形成(參考第二章)。同時 ， 政府透過學校系統強行普泣「國語」

(如landarin) ，並以此為中心，系統性地展開由上而下的「中國人化」

政策，而臺灣本土文化則被視為較遜一譯 ， 造成本省文化的邊緣化

[ Wang Fu-chang 、 1989: Chap. 3 )。這樣一種政治、文化結構形成後 ， 使

得本省人無可避免地在族群上抱有不公平的戚受。

由於上述第二項特質 ， 有關二一二八事件的「過去的克自恥，也成為

與民主化同時展闊的新認同政治中重要的一環，它一方面是以國家為

對象 、 譴責國家往昔惡行的人權擁護運動，一方面也必須經常高舉追

求外省人與本省人的族群和解為目標。因此， r 過去的克服」進展的速

度與程度 ﹒ 也如同在世界上其他地區所見的 ， 取決於為求實現民主轉

型而必須妥協的程度，同時也不得不取決於與外省人闊的妥協 ， 他們

雖然逐漸失去作為遷占者的結構性優勢，但依然是有力的少數 。

換言之 ， 由於民主化的緣故，開放選舉的公職增加﹒這使得本省

人的政治復權有所進展，且凶國民黨版本的中國民族主義後退以及臺

灣民族主義抬頭，以致本省人意識形態上的復權也有所提升，唯「過

去的克服」進展的速度與程度 ， 則受限於上述復權的程度與極限。

同時 ， 如上一章所見，臺灣民主體制下的政黨政治體系，深深烙

印著臺灣民族主義與中關民族主義的對抗 ， 而臺灣的政治、特別是選

恩政治 ， 開始呈現出帶有群眾式民族主義言論色彩的認同政治面貌。

這同時對「過去的克服」的進展，以及族群和解條件應藉此來達成的

空灣社會族群和解理想樣貌造成影響 。

2. 關於二二八事件的「過去的克服」

有關弋 二八事件「過去的克服」的進程，是在 1987 年 2 月由臺灣

人權促進會倡議 ， 各地的人權團體、文化團體、長老教會 ， 以及剛成

江不久的民進黨辯護作曲li的個人後J互會組織芳 40 多f罔聞體的參與下，

成立[ r 二 :八和平 LI 促進會 J'ftl[開端 。 談會在2 月 13 U 世聞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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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 發表《二三八和平日宣言) . 指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本地人與

外省人之間的和平」為「臺灣的生存基礎 J . 要求政府將 2 月 28 日定站

在此種意義下的 r (社會性)和平日 J • r 公布(一三:八事件)真相 ， 平

反右互間 J [ - -八和平日促進會編 . 1 9~7 : 59) 。此後 ﹒ 一直到 3 丹「色j

b止 ，在鎮暴警察的嚴密戒備中，參與該會的團體在臺灣各地如臺南、

垂北、高雄、彰化等 ， 展開 f追悼犧牲者、示威遊行等紀念活動l 。
該會在 1988 年、 1989年擴大活動並持續舉行，立法院本省籍朝野

立委也質詢政府對於電新審視二弋八事件的態度 ， 要求針對事件設置

調查委員會 ， 但政府當時的反應還很遲鈍。 1988 年 l 月 ， 由於總統蔣經

開在任期中逝世 ， 由副總統繼任總統一職的本省人李警輝 ， 在最初的

記者會中發言表示 : r (在事件後誕生的) 40 嬴以下的人還談二二八很

奇悴 J . 而遭到「三三八和平口促進會」強烈反彈。(但是 ， 他在記者

會有日 . I:l[J指示在中央研究院服務的次女，向在同一機構任職並開始

進行一三二八事件研究的歷史學者賴澤涵徵詢意見。)

此外，身為外省人的行政院長俞國孽 ， 同年 3 月在立法院答辯時發

言表示 : 一三二八事件的學術研究無妨 ， 但傷痕已經痊癒了。接著又在

同年底與來訪學者的會談中表示 r 當年滿洲人入關殺 f很多漢人，滿

洲皇帝也未向漢人道歉 J .而引發爭議。毫灣省主席邱創煥(本省人)

在有年 1 989 年 2 月於省議會的答辯中表示 ， 三二八事件是不幸的事

件，但已成為歷史 ， 沒有必要視作問題。(不過 ， 臼前一年秋天開始 ，

臺灣省政府墅，灣各文獻委員會 ﹒ 已經開始對三二八事件相關人仁進行

訪問調查。)

然而 ， 在政dí們的化的進展 f . 期間來自社會要求幸新審視事件

的壓力確質昇高 r 0 1 9H 9 年 8 )-1 ﹒侯孝賢以八事件為時代背畏的電

影〈悲情城市}在威尼斯影展獲得首獎 ﹒ 讓臺灣近代史忙的八事

) .Á 弋恥~~乞)l)l)(}~"可止 Ui是手i' ~'\~宰一二，、和平 r 泛起令有 |哼哼 l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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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廣為關際所知 ， 自秋季起也開始在臺灣院線上映 ，吸引眾多觀眾進

場觀影。這使得三三八事件被公開討論的可能性更加確實。

同時 ， 由政治立場上較接近民進黨的無黨籍政治家擔任市長的南

部嘉義市(事件當時，是國府駐軍與倉促成立的民軍間戰鬥最激烈之

處) .於 8 月樹立 f臺灣最早的_.二八事件紀念碑。翠年 1990年 2 月 27

日 ， 立法委員在立法院向事件犧牲者獻上一分鍾的默禱 ， 這是政府機

關正式對此事件展現全新態度的最早事例。但是 ， 當時列席的行政部

門官員並沒有進行默疇。

不過 ， 行政部門這樣一種態度，也隨著李登輝經過國民黨激烈

的派系鬥爭 ， 在 1990年春天重新獲選為總統(任期至 1996年 5 月 1為

止) . 回應自下而上的民主化壓力、提示「憲政改革」規章等等民主化

時機的到來而有所變化。自同年9月起 ， 高級中學使用的歷史教科書首

次納入了有關三三八事件的描述(不過，全部只有 58 字)。

行政院則設置 f 二二八事件特別小組 ， 翠年 l 月由前面提到的賴

澤涵等5名學者組成「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 J . 預定於一年後公布報告

書。其間. 1990年 12 月由長老教會首次舉辦事件犧牲者的追悼彌撒 ，

該會雖然分為「國語教會」及「臺語教會 J . 但這個彌撒是兩會共同進

行 ﹒ 並且是以「國語教會」牧師用臺語 . r 臺語教會」牧師用國語講道

的方式來進行。在此之前 ﹒ 1 989年 4 月長老教會發表聲明 ， 對於長期戒

屆星期間 ， 自身作為一個組織卻未能採取對犧牲者還族應有的關樓行動 ，

向犧牲者遺族表達歉意-。

進入 1991 年 ， 事件犧牲者也打破沉重沉默開始行動。 3 月 ， 犧牲

者遺族代表 7人與李登輝會面，提出以下丘項要求 :

(1)政府 l'~.1盡快公布事件真相

2 自重新 1f i~ 二三 1 、事性運費?耳司令.. L1":: 臺 4曹長老教會雙fr次重要角色 參者在天~~ l )9<J8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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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應向事件犧牲者公開道歉 。

(3 )政府應向事件城牲者遺族賠惰 。

(4 )政府應在臺北市中 心建立二二八事件紀念碑，三T2 月 28 日為紀

念日 內

5)政府應設立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從事有助於;自 j氏

省錢對立與促進民主政治的活動 〔 林宗義， 1998 : 382 、 392

李登輝對這些要求雖未全面表示同意 ， 但對於遺族的要求則表明

「解決的時機成熟了 J ' 同時也表示自己當時因事到臺北市內 ， 在街頭

「差一點也被打死 J ( (中國時報) , 1991 年 3 月 5 日〕。日後政府的處

理方式 ， 大致是循著這五項要求的方向來展開 。 之後 ， 各地皆成立了

遺族團體 ， 作為聯合團體的「 二亡八關懷聯合會」亦於 8 月成立3 0 11 

丹 ， 行政院表示將致力於建立，二二八事件紀念碑 ﹒ 零年 1992 年 2 月 ，

行政院成立二二八事件建碑委員會 。

1 992 年 2 月 ， 前面提到的行政院調查研究小組公開〈三 三八事件

研究報告} 。 由於國防部等機關未提供充分資料 ， 使得應參考的資料只

得參考七成凡有意見指出這份{報告〉只能釐清六成的真相心不過 ，

{報告}的公開發表 ， 卻成為事件處理從社會議論提升到政策化階段的

關鍵 。

1992 年 2 月 21 日，朝野各黨委員向立法院提出三項有關二一二八事

件處理的法案 ﹒ 分別是關民黨吳梓等 1 8 名的 ( --一:八事件處理條例

案〉、向黨洪昭男導 20 名的 〈 三 三八事件補償條例》 、 民進黨謝長在等

:1 、 “二 百主義往 t -!'失自弋 fz 品 rifü 至今:F ~~ 至
，也弓閏月 6主 ~: r:;. 電 1 <)') ; 1 ~i\-I ~'l X 1-113 

3 弋: ，~再荒草帽 l 吋%

4 可去'1， 可土~哥去 年 1月三次會首長 1')9) 年 ó , ló 亡

dft 司 法'" 1" 主立已于台 寄:學 1l)9 

一一、 F 手之 ;f :l~- F~ (宮 EF 幸.定
品" 守法-戶 1; .,f,'" ,; 趴在好 J

呵, 可主示 幸~ '+;書 也一至

5 位;去矗仁三之九九~ t'- :: i'芳草一九_. 較合 19lJ.j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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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名的〈二 一:八受難者賠償條例〉。這些草案全數交付內政司法聯席委

員會審議6 。

第 一間的聯席委員會審議 ， 僅於翠月 3 月 18 日舉行一次就中止，

第;次審議是在一年後的 1 993 年 3 月 10 日舉行。如前所述 ，此間有法

委員的全面改選得以實現 ，幾乎全為外省人的「萬年國代」自政治舞

臺退場 ， 被視為與李登輝對抗的外省勢力要角行政院長郝柏村也遭替

換為本省人連戰，臺灣政治中外省人與本省人的角力關係正出現顯而

易見的變化。

同年6 月 10 日，行政院在院會中決定了{二二八事件處理條例案) , 

同月 1 6 日提交立法院內政 、 司法聯席委員會 ， 與上述三項法案一併審

議。委員會審議是在民進黨主導下進行， 6 月 21 日較接近謝長廷等人提

案的 ( --于J八事件賠償條例} 案獲得通過 。 其大要如下 。

(1 )條例如l 定的目的在 「 處理二二八事件賠償案件 ，並促進國民對

真相的理解 ， 撫平歷史傷痕 ﹒ 促進族群融合 J

(2)行政院應設置賠憤委員會

(3)政府應道歉，追究加害者 ， 重T2 月 28 日為國定假 日 。

(4)基於賠倌委員會的調查，對犧牲者支付賠倌以及實施平反名譽

與特赦、大赦 。

(5)政府機關應有配合賠憤委員會要求提供事件相關資料的義務 凶

(6)設置財圈，去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由該基金會椎動事件相

關的社會tt 蒙活動 。

怕是，其後的審議室主礙難行 。 哲年 6 月 ， 委員會案終於提交到立法

院會議巾 'fll米能成案而繼續審議 。 想年 1995 年 I Jl該案 d提交至大

h 亡.!'] .玉女~"J' i ，. 之~ [j工丘吉?已許是緝 令←捐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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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執政黨國民黨挾其多數優勢一一推翻上述的委員會案. 3 月 23 日

在民進黨委員激烈的抗議中. (三二八事件處理嘗補償條例) (以下稱

( -_三八條例) )表決通過。與委員會案對照後 ， 其大要如下人

(1)有關條例如l 定的目的，將委員會案的用辭「賠倌」替換為「補

倌 亦即由國家對犧牲者賠備的形式遭否決，轉為由政府出資

的基金會補倌犧牲者所蒙受的損害之形式 。 補 f賞金富頁、最高 600 萬

新臺幣 。

(2)行政院不設宜特別機闕 ，由政府出資設置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

紀念基金會 」 ﹒執行包含委員會案中所提賠備委員會在內的業務 。

(3)有關加害者的追究 ，以事件經年甚久加害者的鎖定有其困難，

且 f 刑法 } 上的時效也已成立等因，而不予規定 。 其中雖然規

定政府應該道歉，且 2 月 28 日定為固定紀念日，但不作為假日

(4)以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的調查為線，對犧牲者實施

平反名譽與特赦、大赦 。

(5)政府機關應有配合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要求提供事

件相關資料的義務

(6)設置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由該基金會椎動事件相

闊的社會段蒙活動

;三八條例}於4 月 7 日由總統公布，自 10 月 7 日開始施行 。 其

間，三三八事件紀念碑於 1995 年 1 月 28 日在臺北市中心的新公闡落成，

李哇輝以總統身分出席落成典禮，以略顯委婉的表達方式，以間家元

首身分表達歉意如下。執政黨中闖關民黨則並未表達黨方面的歉意。

x "7，"日~尺 -z 是刀云.:t -1{ ι 九 t~' ':~1 t; 5-l0-5-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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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輝曾經親身經歷二二八事件，多年以來，始終為這件可以不發生

卻終於發生，可以免於擴大而終於不免擴大的歷史悲劇，感到萬分

哀痛 。 這件不幸事件斬喪許多社會的菁英.jì;采蝴許多生命的尊嚴，

阻隔人民與政府的親和﹒壓抑人民對國事的關懷﹒延緩社會的進

步，國家的整體損失難以估計 。 今天，罹難者家屬和子孫能親眼看

到這座彰顯歷史公義.jQ示族群融合的二二八紀;全碑矗立在寶島的

土地上，親耳聽到登輝以國家元首的身分﹒承擔政府所犯的過錯，

並道:宋摯的歉意，相信各位必能秉持寬恕的胸懷，化鬱及為祥和，

溫潤全國人民的心靈 。 只可惜部分受難家屬，已離開人世，沒來得

及看到這座紀念碑的完成，令人深感遺憾 ( ( 中國時報 ) • 1995 年

3 月 l 日;日譯參考若林、谷垣、田中為 ( 1995 : 22 ) J 。

然而 ， 當時有關人士在應該刻入紀念碑的碑文文案上未獲一致意

見 ，使得落成典禮在有碑無文的情況下舉行 。 爭執點在於 : 應該如何

認定及敘述蔣介石、彭孟緝等事件鎮壓行動責任者的責任?鎮壓軍隊

的殺戮行為應以何種方式來描寫?等問題。其後，碑文的完成成為財

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的所轄事務，在 1997年事件五十週年紀

念活動前夕達成共識 ， 碑文得以刻入紀念碑。不過，碑文的敘述依然

隱晦加曹者的責任與事件的殘虐性，使得遺族團體抱持不滿，在同日

午後將之拆下〔塚本. 1997 : 327 J .但是，臺北市政府於 1999年春

天又悄悄地再度撮人同樣內容的碑文( (中國時報) • 1999 年 5 月 24

日 J 0 1998年底的選舉， 臺北市長從曾經表示「碑文將可能改寫」的民

進黨籍陳水扁(本省人) .換為主張「外省族群不應背負二二八事件的

原罪」。的國民黨籍馬英九(外省人)。

。 1 是馬達九在玄至情L 首次面臨的一一九草 F紀念 d舌動中 ù': fz 辭 fhf 當時的致富辛皆使用

-尚可F 吾?乎有;生宇是吋 .J " ~ ij; 1999 三五 3 -J 1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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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列於《 -LJ八條例}中的財關法人二:八事件紀念挂金會，於

1995 年 10 月成立，自 12 月起開始受理受難者補償金的申請。當初，申

請期間是規定為自條例施行 H起兩年以內 ， 徊，其後因條例修正而數!支

延長。至 2仇。4 年 10 月的 n ~止 ， 認定可以補償的案件是 2 .264 件，支付

對象為 9 .-l20人 ， 支給補償金總額達到 71 億 6.834 禹元 1 11 。

此外 ， 上述的「新公園」由當時民進黨陳水扁主政下的臺北市依

管理者權限 ， 於 1996年 2 月 28 LI 改稱為「 二 二八和平公園 J '並使用

法公關內的事件遺跡一一「亟北放送站」建築物作為臺北市二二八紀念

館，於翠年 1997 年的事件紀念日開幕。同月， ( --二八條例〉再次修

正 2 月 1 日自該年起成為捌定假日。此外 ， 該日也發行 f圖案為二 :

八紀念碑的紀念郵票〔塚木，前揭 : 325-326 ) 。

3. 有關「白色恐怖」的「過去的克服」

另一方面， r 白色恐怖」也隨著 二三八事件禁忌的解除而得以公

開討論。接著 ， 如第四章所述 ， 李噎輝開始「憲政改革」計畫 ， 政治

向由化亦更進一步 ， 不僅過去所謂「政治犯製造法」的〈懲治叛亂條

例》被廢止 ， 甚至是只以再論便可依內亂問罪的〈刑法〉條文也得到

修正， r 白色恐怖」和 : 三八事件一樣 ， 也作為應「克服」的「過去」

的一個社會課題而浮現。

1995 年 l 丹{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同復條例}公布，時間仁雖早

於 《 ::八條例> ' 但只規定回復長期戒嚴時期 F被視為政泊犯而認定有

罪、被停止公務員法律師資格者的權利與資格 。《 三 二八條例}的制定則

成為一個範例 ， 1998年 5 月， (戒嚴時期不當叛亂墜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

例》 也制定完成 ( 6 日公布. 12 川施U ) 。 該條例在 2000年 11 J~修正，條

10 財~ 法，、二一、~ ~'~ ~ r 念基金會 失(" ;:~.- htlp 叭叭叭 22X .org ， l\\ pa)22X .statl 、l! C!) ca吋﹒

php 刊的 主 12 . 3(1 E 在;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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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適用範圍稍有擴大，也包含戒嚴施行前夕的左翼迫害事件和 1979年美

麗島事件在內 11 。 同時 ， 官方又比照財團法人一三弋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方

式 ， 成立「戒嚴時期不當叛亂腎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 J ' 自 1999年

4 月開始執行業務口 。 至 2007 年 9 月 30 日為止，共處理 f 79司 584件 ， 被認

可補償的有 6.466 件，其中 3 .427 件是依循上述條例來頒發回復名譽證

書 13 。

4. r 過去的克服」與「族群和解」

如上，本章以二一二八事件的重新審視為主 ，概觀了臺灣內部「過

去的克服」的過程 。 有關於此 ， 應有下述三點可以觀察。

第一如上所見 ， 二弋八事件的重新審視是與基灣民主轉型同

時起步，而在民主體制轉型完成的前後，得到了大致的解決 。 在整個

過程中 ， 就政治荷英、特別是執政黨國民黨政治菁英的想法而言 ﹒ 是

將民主體制順利完成轉型視為最優先，在「過去的克服」的相關處理

1:::'刻意且傾力迴避難解的政治緊張並妨礙民主轉型進程的事態 。 在

重新審視 三二八事件與民主轉型雙方面皆真有影響力的李登輝，在就

任總統後的第一次記者會上對重新審視有關事件的發言冷淡 ， 1995 年

以周家元首身分致歉時 ， 也使用委婉的表達方式等 ， 其態度之慎重確

可作為佐證 。

正如前文所提， r 過去的克服 」 就進程而言 ，乃與譴責國家不當行

為的人權運動同步，在臺灣則又是與民主化同時展闊的認同政治之一

環 。 其進展的速度與深度 ， 是 4又有人與外省人間在民主轉型每一環節

11 .~.爵 p: t月 2 、 λ 苦心 ，重 -i>j 2 rt. f' 字 l.. . ' 'z. ，.'.正梅、~ .. ~ &t 均月 7 含章吐量， ft 匪 tt 莘莘'J 堡(牛

持t ‘ a f :. t-,? ,-.. 了 ， 、 T _';: ~ , ;;:. r 1" P, .t_ i豆豆~ .j;: 手. 主 吽苦苦{買主主主 li 綱，主J:.. ú 豆 4

2007 主 11 可 24 J 晰 .17.

12 :、令 J~ '.. htlp 叭叭叭 c t. org.l\\ ahoul ll1de.\ I.php 2007 11 . 2-1 B 制取 J

13 到武 r it i" 均主 μ 才是 htlp 叭叭叭 c t. org . t\\ aooul ll1de、 php?id ..j 2(的7 年 12 月 30 5 
得 P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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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達成妥協的函數。總而言之，吾人不能忽視一個面向，也就是其

成果不可能超越藉由選舉政治的擴大而得以賦權的本省人，與作為有

力少數，在軍界、媒體界依然保有影響力的外省人間的妥協。

第六 ， 反映上述要點 ， 官方有關「過去的克服」的措施 ，結果是

對犧牲者的補償很優涯，但對加害者的追究則極其輕微。雖然不是賠

償 ，但支付了大額的補償金、建立紀念碑 、制定紀念日、國家元首親

自道歉;但封一方面，對於彭孟緝這些仍然在世的過度迫害責任者，

卻沒有要求他們在公開場合陳述事實，更不用說刑事追訴了 14 。此外，

行政院研究報告以及紀念碑碑文中，對於最高責任者也就是蔣介石的

責任 ﹒ 也僅輕輕帶過，且國家象徵中的蔣介石崇拜亦未明確停止15 。

換言之，我們可以說臺灣內部的「過去的克服 J .雖然對「過去」

問題，在政治上成功地有了著落，但對於「過去」問題的內在理解與

自我接納，進而在此一前提上實現族群間相互尊重，也就是更深一層

意義的「克服」上 ，則尚未完全解決l\

第三 ，由於1 二八事件重新審視的進展. r 過去的克服」也及等於

1950年代的「白色恐佈 J .甚至是長期戒嚴時期國家權力濫用等整體的

相關反省，和被害者的復權與補償。「白色恐佈」的犧性者當中也有不

少外省人，並且在民主化中再度展開政治活動的前政治犯中，對民進

黨的臺灣民族主義或李登輝的臺灣化路線持相對批判態度的所謂「統

一派」也不少 ， 但此事並未成為阻礙。這樣的擴大，顯示臺灣內部的

「過去的克服」並未完全被以臺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對抗為背景

1-\ 事件:t荒持住較突情?去長 t是長 5， i主 '4 .但全書~ T. ~1界定分

的 ;"~勾畫是f:'藍藍三-草→笑~Ëf7 乙:去~f': }t ;法哥拉喧三吾吾會

弋-:- j-Z 叫:毛豈討價→H， 會自.'至 1j fL: 害者?廷弋是主可位 f.f; 5.主

,\ "，~，年或 199X 主=" 6 月 3

二二'\事件錚 itf:'i: f~.

ló r É 句式，于弘苓民主〈爽，是一亨見 '1 士苦笑 199" 主 1 2 月 l 均 已 J i電台報年、←刊出門實告

司令事 Ó ~:事紅布拉老三- t'.主~ ，月亮 晶 交 替〈于今在穹泛的't對~~~ -;; ~ 

E守主長 1991< 主 l 司 9 日 這是對此一事悍的事 F 審 l~.... 有告-H;耳，~使有生的事 J~~ 兌

2月 7 哩咕 :j; Z 聽這-B- ~~季風 中 5 日益i 19lJR 年仇， 3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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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同政治所吸收。 2000年當選總統的陳水扁，於競選政見中承諾要

使人權維護進一步制度化(聯合國人權規章的國內法化、國家人權委

員會的設置) .亦即將「過去的克服」更落實在鞏固人權這一個普遍性

價值上。

我們可以將以上討論的進程評價為:透過將歷史所遺留、妨礙

「族群和解」的最大一根棘刺拔掉 ，以打下「族群和解」的基懼。

由於解嚴等自由化措施，或上述民間團體熱烈展開的重新審視運

動，社會對於一二二八事件犧牲者和其遺族，及白色恐怖時期政治犯和

其家族的冷淡眼神，至少在本省人社會中是短時間內就轉為同情與尊

敬，再加上 1990年代以後國家所採取的措施，人口上居於多數的本省

人對於國家過去不當行為的憊憤，可說相當程度地獲得緩解。有關以

二二八事件為主的「過去的克服」的達成，吾人姑且能夠說是反映了

在同一個島嶼上共同生活了半世紀的本省人與外省人間，基於共同經

驗的相互理解，以及政治的自由化與民主化後，在開放公共空間中透

過討論而達致的相互諒解。

在人口組成上，於成人階段直接經驗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

的世代，也即將從社會的第一線上消失。同時，戰後世代的外省人與

本省人間，彼此的社會、文化性距離愈形縮小。作為戰後臺灣政治史

ii:物的「省籍矛盾 J .可以說逐漸成為過去 。

然而，如上所述，民主化以後，臺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的

對抗，也在臺灣政治中結構化而出現認同政治。因此，即使說某種多

元文化主義的閥民統合方向得到共識 ，但另一方面 ，也因種種政治爭

議而出現過度簡化於民族主義式論點的傾向，同時由於這個原因，兩

造特別容易在選單時，展開群眾主義形式的帽端動員。若是此一狀況

繼續滋長，好不容易才獲得的「族群和解」基確也恐將有所動搖。

2000年 3 月總統選增實現政權交替後的一二個月左右，是容易發生

嚴*族群衝突的危機時期。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確定獲得歷史性勝利



346 重要後警彎政、台史一一中華畏齒要建你的l笠得

的 3 月 18 日改晚，有群眾認為外省籍無黨候選人宋楚瑜的功虧一簣與

國民黨候選人連戰的大敗，乃因採取臺灣化路線的李登輝總統(兼任

國民黨黨主席)在暗地裡支持陳水扁所致 ， 開始聚集到位於程北市內

的國民黨rjl央總部前抗議，往後他們連日占據周邊的公共道路，持續

要求李登輝辭去闊民黨主席。

聚集而*的群眾，明顯是宋楚瑜的支持者且以住在北部(外省人口比

率較高)的外省人占多數。相對於此，在民進黨法對「臺灣獨立」支持較

強烈的南部(外省人11比率較低) ，雖然出現了北上至臺北市舉行示威活

動以與之對抗的動向，但當時的民進黨主席林義雄立刻強烈指示民進黨各

地方黨部，切切進行對抗性的街頭動員，而抑制住 f這個動向。 22 日宋楚

瑜表明成立新政黨 ， 2-l日李登輝表明辭去國民黨主席 ， 閻民黨總部前的群

眾即逐漸散去l 判。

新政權開始後的 5 月 27 日 ， 發生 f外省籍退役軍人對卸任總統李

登輝潑潑紅墨水加以侮辱的事件 ﹒ 當時他正出席在住處附近銀行的運

動會。這原是容易誘發族群衝突的事件，但李登輝其後若無其事地享

受高爾夫，也未告發這位退役軍人。將此一事件看得較嚴電的朝野各

黨立法委員 ﹒ 立即在丘法院內召開茶會 ﹒ 呼籲「族群和解」。然而，

也由於政治菁英作 f這樣的演出，情況才免於惡化而趨於平靜[ (中國時

報) , 2∞ i 年 5 月 28 日、的丹 l 日 〕。

甚至， 2004年陳永扁當選連任之際，也由於「泛綠」與 「泛藍」

間白熱化的動員大戰，以及投票日前夕的總統愴擊事件、陳水扁險勝

當選等情況，而演變為更嚴重的情況。技開票日益，天 3 月 18 日晚仁，

連一朱門已不願接受這是~e繭微的敗北，連戰、宋楚瑜便直接將要在集在

競選總部的的支持高帶到總統府前，開始靜空抗議，並展開n後長達

二週的街頭抗議 ﹒與此同時也向 IfJj哼法院提起選單;無效與陳-~配當

l' ~ 上 ~i ﹒已是哄笑呵軒﹒空虛主扒手日倚重 -iL 白-tf 祭呀"手i 口~~~華社 ,:' - ::.~..~. ., t:有 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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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無效之訴。

由於雙方同意由司法機關重新驗票 ， 臺北市總統府前的街頭抗爭

才轉為「泛藍」每週末舉行抗議集會的形式，但「泛藍」勢力更進一

步挾國會多數之勢，強行立法設立可以指揮行政機關與檢察單位、真

有幢大權限的二一九槍擊事件「真相調璽委員會」等，始終維持強硬

姿態。不過，有關當選無效訴訟和選舉無效訴訟，分別於 1 月和 12 月

由高等法院判決連宋陣營敗訴。如此，在畫灣民主體制最重要的選舉

中，落敗一方不顧承認選舉結果而展開群眾運動的政治危機，便倚恃

司法程序而大致免除。

然而，臺灣民主體制的課題，可以說是該如何避免一種惡性循

環 ， 亦即該如何避免因挾議會多數、未做政策辯論便對政權進行杯葛

阻撓﹒或主流媒體對陳水扁所做的片面批判，以及主主灣鼠族主義的動

員對抗而加深的彼此不信賴。就目前來講，政泊家們在緊要關頭的自

我節制、司法領域消解政治過程中無法處理之難題，甚至是社會在達

到一定經濟發展後基本安定的自然煞車機制，可以說是奏效的。而以

F本章將討論的多元文化主義式整合政策的形成過程，對於這樣的課

題究竟能有多少貢獻?今後仍然有觀察的必要。

一 、從同化主義到多元文化主義

1.原住民族運動「向體制抗議 ( 的行動 )J

( I ) 邁向土地與臼泊的夢

根據近年， 11 \ J-:. J 的史料. ~.在戰後初期，原住民族菁英們(華

灣總督府拉培的'.Jt:覺者」們) f更曾經表達對於原住民族認同與「上

地」歧「白 jh 」的渴望。

1948 年 6 J J .桃 I詞縣角版鄉 (現為復興鄉)的泰雅族性民首領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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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瓦旦 (Losin Watan '日本名為日野三郎 I~) ，就以戰後「恢復」的

漢名林瑞昌，附上「日本領有時原社居住者名簿及地圖各一張 J '向當

局提出{臺北縣海山區三峽鎮大豹社原社復歸陳情書}。樂信﹒瓦旦主

張「我臺灣族為臺灣原住民族，往昔居住於平地之事，歷史上至為明

白 J '訴求歸還故有祖居地如下 。

..脫離日本統治桂拾還自由平等之身，臺 i弩光復，為日本追放

於奧地之吾等亦回歸積墓之地，祭慰祖父之靈乃當然之理，既已

光復﹒吾等亦欲;谷光夜之喜於故鄉，吾忠、此乃明明白白之理 。 若

無則光復於祖國之喜何處有之?吾等務必欲返堵墓之地 。 失地以

來，對故鄉未有一日或忘 。 胸中滿是戀幕之情 IY 。

前此，同年 3 月，當時擔任吳鳳鄉鄉長的鄒族首領吾雍﹒雅達烏猶

卡那 ( Uyongu Yatauyunga間，戰後的漢名為高一生刊)用日本名「矢多

一生 J '以原住民族各族首領為對象，撰寫了呼籲進行南投縣霧社內部

「自治」討論的《案內狀> '其中有關「自治」部分的訴求如下 。

IX 重要它 又且 1 g99-195-l 日可〈于豈有六 1'J ;i•: 3~ 白 他在放入衣i'f. f豆子~ ;;1年日本 E草甘情 l牛
是;要買堅信 ;.:;旦健i:~，守 t 但是，蓋章教育昕一殺是寄宿會! 就當講情況而言 :章"、

交代等等於是這日本人說扣押一絨 J .;主管守的 理蕃 J 有關當局，首先是這話是信工草人

角 ''Z山著童教育巧 軒、建弋菜花每學武早地Mt :E高學 l、學究 其尺，重建咕 了荒丘這九

臺彎彎督 P守墊在手專門學向 1921 年畢業 之候在泰種族地區各地t曾任 l美學 J I 總督呀

，fJ重大彗符:三院對這蕃 4 玄弩~1!.動原:主~ 81 r 主，主:7.善 生爹童教育 HT\學土

帶 .!-t l~f;-s 益 ，哇三土三扒 在 1929 1ì'.在當局，、句下與日本人日害于抖了，結士香格; 于電

名為日f:'乙 ~S 1945 年九委書￡惠特戶可評議員 較快 iP耳原 J王尺有句者 !在還有奎清省 Et

戶乃是 古學主義長 1951 三五玄曼可言→芸 E主任古拉合主義~ iI ;;:;f~ 2001 131-135 章:

守在英 f'F京文奎斯 諾拾元主他在 殊情考 口 等主~'.有:12. ~I~~ ~.旦室之喜句處有之 字

句句實九三727 忘 pZ J、主前 ;:~ ~+' 訂)(13 2UU 

19 與 吋.電義 E普車 1車?史有日-c 代精品?賞?走時于是供的嘿7::f~ 奎斯 訴訟 2003 雪白吹
;最重哥 們終 I '": 206 

20 吾 5至 于在毛主挖土?可 1 l)()X-I 'i 5 -l 萬:阿望 μ 達拉苓主教育時左鎮"" ，;，先生曾i: i 
閃電、外而f[﹒為喜義哲:守代 1醫 學美情轉凡.fi;義尋當小學恃﹒快進九莘甫的 i~ 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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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幸民主主義成為臺;彎真理，此際為求高山全民民主主義之幸

福，吾等高山族一致閩絡，在和平交涉捏，設定高山族為真正主

角之區域 一-以此為區，且比區(高山區署兼警察局)隸屬縣長

及長宮、但對於其他則為一律自主之山地區域自治建設 。 吾欲思

建設真正之高山族和平境 。 J 21 (括弧內文字為筆者所加，空白處

原文如此 。 中譯標點為譯者所加)

在新統治者鞏固統治前的過渡期，原住民族如此述說的「土地」

渴望與「自治」夢想，隨著 1940年代末以降「白色恐怖」的張狂泣

，跟著這些「先知」的肉體從歷史舞臺中一度消逝。樂信 ﹒ 瓦旦及吾

雍﹒雅達烏猶卡那，都在 1952年以涉入「高山族匪諜事件」被逮捕 ，

於 1954年處刑 。

國民黨政權一方面賦予原住民一定的政治權利， 一方面實行較日

本殖民主義更徹底的一元主義式、同化主義式的文化教育政策，至於

土地則繼承殖民時代以來的「保留地制度 J '在保護與開發之間搖擺，

結果是給平地資本的滲透開7道路，助長、加深了內部殖民主義的情況。

就原住民族的重振而言，所謂「民主」這個政治面的要素是關

1930 年畢業 銬鄉 Ki>l:任命為毛主查 也任 蕃童教育所教師 協助理 蕃當局從事「 生活

;7.善 "Q!..奔走 手之久 A<.!ci 捷街普及 本主主汁的青tt吾 哥哥止蒙古建死 τi毛遠 軍事於~中的習

習 費 2 舍的也故事事工作 19-1 5 笠 車 司白求戰跌，由是傳爽使 他便致勻於維持故鄉，台

司~ . ~青年失實l總設治 f責任鄉長一二二門事件時作為都宇央領袖 泛泛關係至，] 都快的區 應建

嘆 比外 (二日的舵手校持代就對音樂也持強烈興趣 創作有 1 長春花 打獵歌 F

哇峙，山于宇 . :'J. 哭巨 匪;要辜!正， '1.獄 E寄自思念奪子春于 那獎 而穹的，春之佐

!'i';，~ *]1 住!是~)等-至斗仍為~~失傳唱的歌因\ ，島之、伐. 2001 139-143 
21 .;oi手主義度 ，不出身的毛早 已 I 莫有1 至 i-;- 豆 和各 原克為白主 自央研究院 '1 代史研究

仟績 f司 1993 286 此朴 將這些 出土 J 的話題{吉 瓦旦與吾雍 稚這 鳥 j首去郡的言

c哥 作有 量，雪原!王民宮，台主義Jf，.哥 4 來 Zfd貴的研究﹒究吳叡九 2005 _ 

22 1950 年i'.iJ'~治泣的最 pt 出獄時間是 198-1 年 12 司 簽俱寂往反革笑中因 白色恐怖 J i是逮
~tJ~ 至少有必 再 !(rff:-軒諾鈴 凹的 1 7 5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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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 。 1 980年代以後 ， 原住民族獲得了「民主主義成為臺灣真理」的政

治條件 ， 他們對於上地與自治的夢再度燃起希望 。 如下所見 ， r 喝闕民

黨奶水長大 」 的世代 ﹒ 正在完成遠較接受日本教育「先覺者 」 們更大

的成果 。 輯:過對於「汙氧化 J ( stigmatization) 的反擊與「正名 」 的成

功 ， r 民族自治」的摸索於焉開始 並扎 ， 只要在這層意義 L的 「 叫他

民族運動 」 持續 F上，政們應該就能繼續檢證臺灣民主化的另一個主

殖民地化成果 ， mJ!立灣多JC文化主義的質量 。

( 2 )坐筒原位氏(族)權利促進會的組成與《堂持原住民族權利宣 .]))

空灣f-Ij(f主民族運動的開始是有明確日期的 。 那就是稍早曾經

談到的 ， 臺灣大學原住民學生于寫傳閱雜誌《高山青}創刊號的發

行 .口， 1983 1r 5 fJ 1 f 1 0 們Ij刊號 ( [-R f}t n . 尤幹 I \"an Nokan (泰雅

族 ， 7.莫名林文正 〕 執莘)呼籲 r I嵩山族正面臨種族捕亡的危機 J '並

「提們崗山族民族白救運動 J 0 1 0 月發行了第二期 。 詳如後述 ， 這期主

題是批判 r l是鳳神話 J ' 題為 〈鄒族同胞說一一吳鳳是我們殺的。因為

他是奸商〉。

這些原 11:民學生的行動 ， 當然引來校園內閣民黨組織的警戒與下

涉24 但也吸引「黨外」勢力的關心。當時被稱為「黨外雜誌」的政論

雜誌之 一 {暖流 ) ， 訪問 f其中 1益發行各伊凡 ﹒ 尤幹'並表示支持:!5 。

[ciJ 年 9 丹 ， 參與「黨外雜誌」編輯的青年活動家成缸「黨外編輯作家

聯誼會 J (編聯會) ， 司空年 4 月 ， 在該會內部設置以「聯介所有關心

~ .~ 有 ~._I -r '~i:要雞 尾 三百~ T守 ~t<.咚f.) Icyang Parod 筆筍辛辛 2()()Xa 1.1.' ,T " 
h j旬 ， 主

-大學研 j 't _~ .... .，_立.þ有許 1 c 司有t 旱 T 主" 月弋.， i~ 吹 3 草

2-t r"~..~芸 勻'. ....三戶年學;:‘己 2 口荒草之共串串~~ '{ 車，、字?可望p名吧 ，草何言「于聖

~ ft "主聖 2、" r ，.f.等1，......于五毛丸，可}心正直 r 去~~ ~ '--:，六年 8 吋咕三 t. ;;='~ ~ 

對血 ~t ~乏. ir'L 是'" -'-;們 ~()() .7. M~ 亨、任"'學主 益已丸 "t f草仁失學生特 .h Ii!~} 叮 的事
r" þ-.~ ~立 J:_..~， ~在-i- tr 哩全~ 夫有 計詩情 1 '19-1 23 

2叮5 ;;J;..f: 1月 i 司 管

1 ‘吵J只 ì • ~ 句 l 毛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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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民族權益的山地人和平地人」為宗冒的「少數民族委員會」 ﹒ 展現

在原住民族問題上的立場 。

但是 ， 原住民青年最終希望成立有自主性的組織 ， 他們在基督長

老教會支援下，於該教會經營的臺北市馬借醫院借得一室，於同年 12

月 29 何成立 「毫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 J (原權會) 。 由從「民歌」歌

于躍身投入運動的路索拉滿 ﹒ 阿勒 ( Pa ra n ga l a n ' 卑南族 、排灣族 ， 漢

名胡德夫)擔任會長 。 該會廢除有關自身的一切他稱 ， 並自稱為「原

住民 J ' 這成為日後民族集結的關鍵〔同前 ， 23-24 ; 趙中麒， 2001 : 

原權會與國際性原住民族運動建立連繫 ' 要等到數年以後 ，此刻

國際原住民族運動正要迎向一個轉機。屬於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轄下機

關的「防止歧視及保韓少數小組委員會 J '於 1 97 1 年委託厄瓜多爾的

專家 Jose R. Martinez Cobo進行「原住民族歧視問題之研究 J '這位專

家建議小組委員會設置「聯合國原住民族工作小組 J (UNWGIP ) , 

1 98 2 年該小組委員會依其意見 ， 決定一年召開一次認可原住民族 GO 

參加的會議。 1 984 年 ， UNWGIP促使《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草案}

起草會議開始運作〔上村 ， 1996 : 297 ) 。

原權會在章程中宣示 ， 其成立宗旨為「透過服務 、 文章 、 言論 、

和平行動等于段 ， 來保障並促進臺問原住民的權利 J ' 起初的活動重點

在「服務 J '針對原住民權利遭受侵害的個案 ， 以支援當事者(個人與

家屬)的救濟活動為[þ心 。

然而，這樣的活動形式馬上就碰壁 r 。第 - ， 在內部殖民的情

況 F ﹒ 原住民在都市或部落所遭遇的權利侵害案件無有止盡 ， 原權會

人力、組織力在兩年左右就達到輯限 。 第二 ' l?9 r獲得現有體制下的

政治資源 ， 原權會成員出馬投入「增額」缸法委員選舉泣垂灣省議員

選息 ， 卻以慘濕的失敗告終 。 再力Il t ' 他們也明確戚覺到 ， 送到原權

冉來這比無 j 1 :盔的權利受的案件 ， )~ ì原t' 1 於原住民族被單於內部殖民



352 戰後臺灣政治史 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

主義下的處境 ， 所以該做的不是個案的救濟 ， 而是必須對內部殖民主

義及作為支撐的政策本身進行抗議 ， 並要求體制的改革〔夷將 ﹒ 拔路

兒，前揭 : 26 J 。

有關個案的救濟活動，由於自始便支援原權會的長老教會沾自

1986年起就分別設置了處理勞動 、 少女人口買賣 、 漁民或原住民都市

社區等問題的部門 ， 因此得以承接原權會這個部分的活動。這也成為

一個契機 ， 原權會在 1 987 年 3 月實施改組 ， 將路線從「個案服務」轉

換為「向體制抗議(的行動) J 。 接著 ， 在起初展開的一系列「打破吳

鳳神話」運動達到一定成果時 ， 他們於同年 1 0 月的會員大會中將會名

改為「臺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 J ' 更進一步在大會中提出《臺灣原住

民族權利宣言> ' 此項宣言並於塑年 3 月的執行委員會中 ﹒ 被正式通過

作為該會章則的一部分〔同前， 26 、 28 J 。

這項名為《臺灣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的文件 ， 明確揭示了 : D 自

我認同 : 雪對歷史與現狀的認識 ; 這 主張作為「原住民族」的權利;

令實現民族自治的最終目標 。 堪稱是臺灣原住民族運動的總綱領。{宣

言}在開頭便指出「臺灣原住民族不是炎黃的子孫 J ' 強調自身是「南

島語族 J (A u s trones i an 或 Ma l ayo- Po l ynesian) 的屬性 ， 並主張原住民

族是「臺灣島的主人 J ( 中 )。接著 ， 敘述由於十七世紀以來的外來統

治，其傳統生活領域遭受侵犯 ， 文化曝露在同化的壓力中 ， r 使得臺灣

原住民族瀕臨滅族的危機 J ( CV ) 。然後又列舉原住民族應恢復的權利

共計十七項 ， 第 一三條更主張， r 原住民有生活基本保障權(包括生存

權 、 工作權 、 土地權、財產權與教育權) 、 自治權 、 文化認同權。質言

之 ， 有權決定自己的政治地位及自由謀求自己經濟 、 社會與文化發展

的方向 。 這些權利不應受強權體系之壓迫 、 侵犯而予以剝奪 。 J ( j ) 。

26 ".t I單位民有其運動而言，~考教會是不會究臣民直在幸l 之運動賞，哥 叫會議母玲等物理性
空間 琴手頭運動 trc 會主專學使正 7主動員的精咚 區只要性主于是的核對 運動 Ð'; 領導) 9~ j-> 
費提供者 參巷子[ Stainto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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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 ， 這項宣言尚未使用受國際原住民族運動影響而出現的「自

然主權 J 一詞 ， 但對於臺灣原住民族包含自決權在內等權利 ， 不得受

壓迫 、 侵犯 、 剝奪等主張，可以說已經有所表達。

此外 ﹒ 第三條更主張「臺灣原住民族傳統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

自治 。 提升自治機關以及主管原住民事窮的行政機構為中央層級。國

家應充分保障原住民行使自治權 ， 並幫助原住民發展政治 、 經濟 、 社

會和文化的建設事業2H J ( ~ )。同樣地 ， 此主張雖然還沒使用相關辭

彙 ' 但我們可以理解他們已表達出 : 在行使作為民族的自決權過程

中 ， 重點是放在與國家交涉下實現「民族自治 J ' 而非從現有國家分離

( r 外部自決 J )的「內部自決」目標〔謝世忠 ， 1994 J 。

原權會改變路線 、 強化「向體制抗議(的行動) J 的時期 ， 正是

國民黨政權迫於內外情勢決定展開政治自由化 ( 承認「黨外 」 成立民

進黨 、 解除長期戒嚴) 、 民進黨主導的國會全面改選運動、臺灣民族主

義理念宣傳等等 ， 各種社會運動在更寬廣的自由空間下如決堤般展開

的時候 ， 因此當時這個《宣言〉並沒有引起太大的注意〔同前 : 28 J 。

然而 ， <宣言》的出現便意味著原住民族運動已經在臺灣誕生 ， 換句話

說 ， 臺灣原住民族運動的發展已經成為國際原住民族運動的一環 。 原

權會在表決通過{宣言} 的年初 ， 就派遣代表參與上文提及的聯合國

WG IP 會議〔夷將 ﹒ 拔路兒 ， 1999 : 67 J 。

27 主支持排智然出身自?去學者高竺義邱吉 G'T t寄自伏王權 是強調原住民是憂，響最早期的

三、 Æ( 宣告尚夫建要育:~花樣有!更:íJ土地的薩利 J 石土豆 2008 206 J 根據石垣所
言 .<:ê: 可，正叫作主U~ 哥這民.l:jl_ t者竄出經常究討諱的原住權 甚至也是?為這諸 多權利
叮法還拿支持 旬，盡快既往唾札想樣的時克:~ J 再有~ 207 

28 宣言吉林參考建;j!!- 紋路吧 Icyang Parod 華僑著 r 200Sa 191 日文街譯參考若
問 迫自 f二步E 這 1995 IO-l-I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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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反「汙名化」一一「打破曉風神話」

在上述政治臼由化時期的前後，對臺灣而 p 可以說是一種「社會

爆發」的時期 ﹒ 與政jh運動函|句上的「黨外」 即民進黨fwJ體制的挑

戰相輔相成，從各地的反公有;運動到立性運動亨﹒眾多抱持種種Jfi:;拉

的社會運動團體輪番登場﹒他們發起的街頭小戚也陸陸續續地席捲 f

垂北街頭《

臺灣!原住民族運動亦然。在原權會~r開端後，特式各樣的國體

隨之誕生 ﹒ 由原住民族主導的「向體制抗議(的行動) J .也依不同主

題、在包合原權會在內的各固體聯合舉辦的形式 F發動。例如，在後

述的第-、第:次「還弦上地」運動 rlJ ，便以原權會、空灣基督長老

教會總會山地宣迫委員會人權及社會小組、，笠，問基督長在教會總會社

會發展服務委員會、臺灣!fr.: f上民族發展協會、岱原還弦上地通動促進

會、岱原 r，jJ t守發展研究社甘:六個團體，組成 r 去灣原(玉民族還我上地

運動聯盟」來展開。這些行動太多是山原權會與長老教會組織主導，

分別負責組主Ll號且行動、各團體闊的協調﹒成是動員參加岳、調度

物質莘〔長將 ﹒ 拔路兒， 1994 : 29-30 J 。

原權會的活動本身，在 1994年憲改'lE名」運動獲致第-階段

的成功後{更趨於低迷， 1996 年以後更淪為形同解散的狀態 〔汪明輝 -

2001 : 92-93 J 。然而 ， 其t:~該會參與泣領導的「向體制抗議(的行

動) J '作泊是灣品「第-民族」 ﹒他們針對 ['1 身明顯陷入內部)ìfí民地

處境所發山的抗議，乃具 tJ I~;j度的Jf.當性。例如l ﹒雖然 19日6 年Jj J t'f閻

封黨籍原íU是 ι委在的主院裡批判版權會. íl i到 f想 11ê f更出現 f 肯定

他們運動;支持的\'(妥(蔡Jj J泊﹒阿夭族) .在議會的發 λ也依備著孩運

動的政泊綱領( h,an ~a\\ i (黃鈴倍) , 20的 1 的-1 Ó 7 J 。

如此，堂灣原北民族運動便與當時漢族社會在族群關係流動的

情勢中不得不r-I 間「們已是誰」的情況相互作用，給社會放政附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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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超越原住民族人口比例的強大影響。只要看看原權會「向體制抗議

(的行動) J 的清單 ， 當能戚受到殖民主義的積累有如年輪一般 ， 呈現

出成屑盤繞的狀態。而原住民族運動就是要將那些成層的積累一層一

層地剝除。這些「向體制抗議(的行動) J 的影響，可以分為三個層面

來右。

第一，對歷史性「汙名化」凹的反擊。有關於此 ，解構 「吳鳳神

話」運動有一連串的開展。清朝時期 ， 有一位漢族人物叫吳鳳，他是

漢族與阿里山鄒族間的「通事 J (通譯)。有心革除「阿里山番」出

草習慣的吳鳳，要求他們每年使用於祭紀的人頭以一個為限，當人頭

都沒了又令他們忍耐四十年，然後說道明日將有-戴紅帽穿紅衣者前

來，要砍就砍此人的頭。「阿里山番」砍了此人人頭後，發現竟是吳

鳳，便發誓今後不再出草。這個故事 ， 就是所謂「吳鳳神話」。

不過，這個故事其實有許多不同版本。在鄒族問流傳的版本是 ﹒

吳鳳在擔任通譯的同時 ﹒也從事「阿里山番」與漢族問交易的仲介，

因其狡詐行為 ， 在交易上與鄒族發生糾紛而遭殼害。但是，其後在阿

里山鄒族部落中由於疾病流行而死亡甚多，鄒族因自身宗教觀念害怕

鬼崇，月「決定不在較多漢族居住的阿里山西側山麓出草〔汪明輝，前

揭 : 84 J 。

然而，到 f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採用原來在嘉義地區

漢族社會所流傳的吳鳳傳說 ， 創造出吳鳳為了禁絕「蕃人」野蠻風俗

而曦牲 ， 強調「為公犧牲」、「殺身成仁」的教化故事，並作為總督府

編辜的{棲身、間語、漢文教科書教材 ， 企圖灌輸、滲透上述價值觀。

總督府其至介入由定居在阿里山麓的漢族所建、在地震中毀壞的吳鳳

廟的牽連土作〔駒迅武， 1996 : 166司 168 J 。口本殖民統治時期 ， 這個

教材片在公學校(以漢族為對象的初等教育機關)與小學校(主要為

:!9 有守 i.~時臂，王之間可否 .,; ~i ~l..一肘，令計芋 1;- ﹒ l ~!7:: 19R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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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子女)使用 ， 但在戰後國民黨統治下，凶其一元主義式教育政

策而被用作為「生活與倫理」科目的教科書教材，原住民族兒童也被

要求在小學教室中學習這個教材。這個教材在助長漢族兒童歧視原住

民的同時 ﹒ 也等於在向學習同一教材的原住民兒童灌輸自我歧視的心

理，在此意義上，正可說是在公共教育巾體現 r原住民的「汙名化」。

到了 1980 年後，人額學者陳其南(當時為巾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

所副研究員)釐清 : 從戰前到戰後，教科書中所教導的「吳鳳 j r 殺

身成仁」故事是缺乏真實性的。他把以此故事作為教材的教育內容視

為「愚民教育 j . 在報紙上展開批判 ， 原住民籍省議員莊金生也質詢指

出. r 吳鳳」是為了漢人的利益而死 ， 將這個故事收錄於教科書中並不

妥當〔膏野 . 2006 : 286-287 、 329 )。

如前所述﹒{高山青}的成員對鄒族長老進行訪問調查。原權會設

立後 ， 也於 1985 年 9 月和鄒族兩名青年在上述吳鳳廟擴建t程落成紀

念典禮中 ， 高舉 r t是鳳非偉人」的布條並進行抗議靜坐。翠月 n 日霧

社事件(霧社泰雅族的集體抗日事件 . 1930年。譯注 : 原被官方歸類

為泰雅族的這支原住民族 ， 於 2008年正式獲官方承認 ， 獨立為「賽德

克族 j 0 )五十五週年紀念日上亦宣示 ， 除要求恢復民族姓名之外，也

要求將「吳鳳神話」自教科書巾刪除〔夷將﹒拔路兒，前揭 : 27-28 ; 

瓦歷斯 ﹒ 尤幹 . 1994 : 20 ) 。

原權會改組後 ， 在更真組織化的努力下獲致成果(結合 39個團

體) 0 1987 年 9 月 9 日，原權會主事額原住民、漢族學生、長老教會牧師

等約 200人，以要求廢止吳鳳教材、將吳鳳鄉改名為訴求，在嘉義車站

吳鳳銅像前進行抗議集會後，又到嘉義縣政府進行示威抗議，隔天 10

口將舞臺移至臺北，原權會代表再前往教育部進行請願活動。代表一

行人欲直接將請願書交到教育部長手中，卻發生了相互推擠的情況 ，

然避不見面的教育部長最後也許應面見 ， 承諾將吳鳳神請從教科占中

刪除。勢，年 9 月 ﹒ 負責編華教科占的問屯編譯館 ， 決定全面廢除小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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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書中的「吳鳳教材」。

受到原住民族運動的影響 . 1988年上半年 ， 吳鳳鄉經過激烈的

討論，在鄉民代表大會巾決議改鄉名為「阿里山鄉」。在最後表決之

際，漢族鄉民代表離席表示抗議。同年 12 月 31 日，原權會等原住民

團體推倒嘉義車站前的吳鳳銅像，要求政府作出將吳鳳鄉改名的最後

決定，與此同時，也要求以吳鳳為祭神的吳鳳廟改變性質。零年 1989

年 2 月 ， 臺灣省發布改稱命令 ， 做出最後定案〔夷將 ﹒ 拔路兒 ， 前揭 :

28 卜吳鳳廟則依然如舊。

(4 )名稱的奪回一一「正名」運動

「向體制抗議(的行動) j 的第三個層面，是奪回自身遭受「汙名

化」的羊毛稱，也就是正名。如前所述 ， 在原權會設屯的過程中 ， 排除

所有他稱並採用含有原本住民之意的「原住民」一詞，可以說是「正

名」運動的起點。改組以後的原權會依然持續要求國家與社會同意

將「原住民」及「原住民族」 ﹒ 分別作為言及個人及集體認同之際的

稱呼。據改組後的會長夷將 ﹒ 拔路兒 ( Icyang Parod . 阿美族 . 7莫名劉

文雄)形容 ， 這個「正名」主張，在大眾媒體、學術界、宗教界 、 在

野黨等民間社會中 . r 超乎預期」、「奇蹟似地」獲得接納。 1986年

強行組黨的民進黨也有所呼應，從一開始便支持運動但基層組織反應

較遲鈍的長老教會 ， 亦於 1989年決定 ， 在所屬組織及文件中廢除「山

胞」 ﹒ 使用「原住民」一詞〔同前 : 33 )。

然而 ， 政府與國民黨的動作卻很緩慢。 1990年春，李登輝在國

民黨內的權力鬥爭獲勝後，政局終於從政治自由化進入民主體制的設

罩 ， 亦即「憲政改革」和以此為基礎實施民主選騁的階段。在以確定

國會全面改選規則為主要訴求的 1991 年第一次憲改中，立法委員與國

民大會代表(其憲法修正權限)的原住民族保障名額 ， 乃分為「山地

山跑」與「平地山胞」並明記於增修條文巾。原住民的政治權利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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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正式納入憲法 ， 但對於原使民族運動團體而言，不僅「原(主民」

的稱呼未被採用，甚至倒退為連強烈反對的 r Ii'山胞』用語與 r 山地/

平地山胞』的區別」都被列入憲法。原權會對此表達強烈抗議 ， 向中

央民代主張要求保障各原住民族至少 一人的保障名額，但未能實現 。

同年底 ， 國民大會代表全面改選實施後所舉行的第三次憲改中，

原住民族團體串連主張在憲法中設「原住民族專章」 ﹒ 其內容方面則提

案列入 1 r 正名」為「原住民 J ' 乏保障土地權;三行政院設置原住

民行政專責機構， <1保障原作民自治權等四條。學術界等也陸續有支

持聲音 ， 個這次仍舊未能實現。新選出的9名原住民間民大會代表皆是

岡民黨籍，黨主席李登輝也出馬施壓令其屈服於「魚，意 J (同前 : 33-

34 J 。 這次憲改於第卡八條增列 r所謂「基本國策」條文 ， 其中第丘項

即列入「閻家對於自由地區山胞之地位及政治參與 ， 應?保障;對其

教育文化、社會福利及經濟事業 ﹒ 應予扶助並促其發展。對於金門、

馬祖地區人民亦同3ij 」字句 。 如此，原住民族政策首次在憲法層級獲得

規定。

第 三次憲改之際 ， 闖民黨內部在總統選單方式上出現對立 ， 為了

得出結論﹒又於 199-l年進行第二次憲改 。 至此﹒李登輝經過 1992 年

底 i立法委員全面改選， 1993 年春天令行政院長郝柏村下壺，更加鞏固

了黨政實權。如前所述，他在這個時期還展開了「新臺灣人」論述及

「 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等 ， 取代-直以來官方中國民族主義教義的國民

統介JlIJ念 。 雖然舊有的理念與政策 ， 如「國語」的壓倒性普歧獲致了

相當成果，但也於在野黨的毫灣民族主義和原住民族運動的同化主義

批判 f' 明顯喪失 f權威 。 這對原位民族運動而 戶:是有利的環境 。

以原權會為主的各原 fl.:民族運動開體 ， 在 4 月 23 日組成「嘻灣原

il.:民族憲法運動聯盟」 ﹒ I勾當 [J將表決憲改提案的關民黨臨時巾央委員

~(1 ~ 2(l(川 主 宇 弋之恃 奄 宅.......CT' ..ø.峙，手 t J ;, 程研 ，$ 尸之. 2002 'II- ,}} 

第t章 多元文化主義的浮現 359

會提出請願書 ， 要求將他們在第二次憲改時所提出的四項主張 ，再加

上第一次憲改時所要求的 ，各民族最低至少一名立法委員與國民大會

代表保障名額共五項，列入該黨的憲改項目中。兩個月後 ，他們也在

臺北舉行了高舉這五項要求的示威活動。

前此 ， 李登輝出席4 月 12 日在屏東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召

開的「原住民文化會議」開草典禮，首次使用「原住民」 一語來致辭

〔致辭文件參考夷將 ﹒拔路兒等編著 ， 2008a : 406-407 J 。接著 7 月 l 日

也首次接見原住民族運動團體代表 26名。結果，在第三次憲改的〈增

修條文}第一條中 ， r 山地/平地山胞」用語為「山地/平地原住民」

所取代 ， r 基本國策」條文(條文經整理後成為第九條)的「山胞」一

詞也改成「原住民」。從原住民族運動角度來看 ， 算是不夠徹底的「正

名 J (汪明輝 ﹒ 前揭 : 89 J 。憲法上的「正名 J ' 要等到民主化完成後

再度進行的第四次憲改才得以達成 ， 這部分留待下文討論。

原住民族的「正名」運動還有一項 ， 那就是回復原住民個人可以

使用族名的權利。 1945 年 12 月 ， 臺灣省行政長宵公署公布〈臺灣省人

民回復原有姓名辦法) ， 有關原住民的部分規定「如無原姓名可回復或

原有名字不妥時 ， 得參照中國姓名自定姓名」。原住民族的命名方式因

民族而異 ，也有的民族不真姓 ， 但他們據此規定一律進行了姓名的漢

化〔王雅萍， 1994 : 92-93 J 。所謂姓名的「回復 J ' 是針對日本統治末

期包括原住民在內的「改姓名」政策而實施的 ， 然而原住民的情況，

不消說只是被迫改為漢名 ， 而非回復。

就原住民而言 ﹒ 如此被「回復」後的漢式姓名登錄在戶籍中，成

為持有法律效力的姓名 ， 但他們由各自父母所命的族名 ， 則不是可以

正式使用的姓名。原權會在所發起的〈臺灣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第十

七項巾 ， 揭示「原住民有回復固有姓氏的權利」之主張。這個要求在

1994年憲改中「原住民 J r 正名」成功後 ， 終於在民進黨立法委員葉菊

蘭所提〈姓名條例}修正案獲表決通過的形式下得到認可。該條例修



360 草草後妻灣政 t台史 中華民國臺萬聖化的歷每

正後的第一條第二項規定 . r 臺灣原住民之姓名登記 ， 依其文化慣俗為

之 。 其已依漢人姓名登記者 ， 得申請回復其傳統姓名 」。 同時 ， 在其後

的修正巾 ﹒ 這些傳統姓名也規定可以用羅馬字來書寫3 1 (行政院原住民

族委員會編印 ﹒ 2005 : 569 J 。

( 5 ) r 遐故上地 」

第三個層面的課題 ， 乃在回復成為新認同根據的土地 。 就原住

民族而言 ， 這樣一個被以各種形式從「傳統額域」剝奪而去的土地μ

回程問題 ， 正是他們受到連續殖民歷史過程中所累積下來的問題 ﹒ 也

是攸關當前生活利益與將來生存的核心問題 。 原權會等原住民族運動

團體 ， 共組織了三技 「 還我土地」運動 ， 這是原 ít民族群眾運動進行

的最大動員 ﹒ 這些動員雖然獲致提高原住民族存在鼠的效果 ， 卻在缺

乏直接成果的情況下告終 。 因為 ， 這個問題深深地牽涉到長期在國有

化 、 私有化的傳統領域 ， 甚至是認可原住民族使用權的保留地上， 享

受利益 、 權宜的政府機關 、 企業 、 漢族個人等等之間的利害關係 。

「還我土地」運動直接的契機 ， 在於基督長老教會與國民黨政府問

的摩擦 。 長老教會自 1970年代初有關臺灣國際地位的發言以來，便和

國民黨政權處於緊張關係 。 當局從「國語普及」的觀點 ， 不僅是對長

老教會、對所有以原住民母語進行的布教與傳道活動均鼠嫌惡 . 19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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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警察甚至沒收了長老教會編辜的泰雅語聖輕和讚美歌集。雖然長老

教會向世界發表抗議聲明 ， 但其後額似的打壓依舊繼續。此外 . 198 1 

年山地長老教會遭各地方政府視作「違法使用保留地的外部團體」而

徵收高額地租，卻不問那究竟是建於原住民信徒所提供的山地保留

地 ﹒ 或是租用國有地而興建的 ( Sta i n ton . 2002: 3-4 ; 夷將 ﹒ 拔路兒 ，

1994 : 29) 。

到了 1 988 年 ， 長老教會總會的山地宣道委員會「人權與社會」小

組 ， 就土地問題在各地舉行巡迴座談會 ， 6 月 25 日邀請各團體召開「還

我土地綜合座談會 J ( Stainton. op.c it :54 J ' 根據當時的原權會會長夷

將 ﹒ 拔路見所言 ， 由於他在席間主張不應該單單發表一篇聲明(這是

主辦單位當初的計畫) . 而是應該聯合原住民族團體展開「向體制抗議

( 的行動 ) J . 才決定了發起街頭示威的方向〔夷將 ﹒ 拔路兒 ， 前揭 :

30 J 。 如此. r 臺灣原住民族還我土地運動聯盟」於 7 月 1 I 日成立 ， 並

於 8 月 2 5 日主要藉著長老教會系統展開動員 ， 自全島包含各族山地部

落在內 ， 聚集了為數大約 2.000名左右的原住民 ﹒ 他們著傳統服裝高揭

「為求生存 ， 還我士地」的主張 ， 遊行示威〔同前 : 29 J 。

望年 9 月 27 日，第二技示威在臺北發動 。 遊行隊伍於立法院入口

與警察發生衝突 ， 原住民一方出現受傷者 ， 立法院長劉闊才特意站上

宣傳車問候群眾 ， 才總算使緊張一幕平緩下來。政府方面在望月由行

政院長李煥接見「還我土地運動 」 代表 ， 承諾重新規畫部分保留地與

公有地 ， 擴大原住民可以使用的上地 。

作為回應 ， 臺灣省雖然、自 1 99 1 年起擬定了第一次以三年為期

的重整計畫，但其計畫的實施既遲 ， 面積亦小〔顏愛靜 、 楊國柱 ，

2004 : 252-253 ; 盯垣 . 2007 : 凹的 。 此外 ， 其後也連續發生了依據「

國家公園」垃 「水泥專門工業區」制度，而強制徵用保留地的情形〔顏愛

靜 、 惕閱柱 ， 前揭 : 31 J 。 原住民族運動團體於 1 993 年再度發起運動 ， 12 

月 10 n在臺北發動 f第 三三波「還我上地 J 示威遊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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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此時發表的{臺灣原住民族反侵占 、 爭生存、還我土地運

動宣言) ，其觀點強調原住民族擁有「自然主權 J ' 原住民族的土地問

題是國家與遭受侵略的原住民族間的問題 ; 同時 ， 有關原住民族權利

的談判 ， 在此被定位為原住民族與國家闊的行為 。 與前兩次不同 ， 示

威的對象不是行政院，而是「中華民國外交部 J '訴求「國家與原住鼠

的代表對莘締結土地條約 ， 確定原住民族的土地領域 J (夷將 ﹒ 版路兒

等編著 ， 2008b : 870-872 J 。

其間 ， 原權會自 1 99 1 年起便持續派代表參加每年的 UNWG IP會

議 ， 進一步吸收國際原住民族的理念並連繫合作。 1 993 年是聯合國原

住民族年， 8 月 UNWG IP 向李登輝總統寄發要求重視「國際原住民族

年」的信的 ， 在第三技示威前的 1 2 月 8 日 ， 就依循「國際原住民族年」

之意旨 ， 以「國際原住民族年」所揭示的國家與原住民族的「新夥伴

關係」為主題，在臺北舉行「世界原住民權利國際研討會 J (夷將 ﹒ 拔

路兒 ， 1999 : 67 J 。在第一次憲改實現廢止{臨時條款}後 ， 原權會遂

展開「廢除蒙藏委員會 ， 成立臺灣原住民族委員會運動 J ' 並於 6 月 6

日在臺北發動示威與靜坐 ， 唯訴求未能實現〔夷將 ﹒ 拔路見等編著 ，

2008a : 979-1036 J 。 在此過程與背景中，臺灣的原住民族運動終於也

在修辭上確立了與國際原住民族運動同樣的「自然主權」與「民族自

決 J ( 實際上是透過與國家對等協商獲得「民族自治 J )立場 ， 來向臺

灣社會發聲 。

另 一方面 ， 原住氏族的這般動向 ， 在種種原委 f ' 亦招致居住於

山地鄉以合法、非合法手段在山地持有既得權益的漢族們的警戒，而

有後述「平權會 」 活動的展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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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重族群/多元文化社會認知的主流化

( I )浮上檯面的多重族群/多元文化性與「四大族群」論的登場

在毫灣多元文化主義來講屬於關鍵字的「族群」 一詞 ， 原本是民

族學者、人類學者們用來指稱原住民族泰雅族 、 阿美族等族的用語。

進入 1 980年代，臺灣的輿論與學術界逐漸在公開場合談論所謂的「省

籍問題」或「省籍矛盾 J ' 1 987年解嚴後 ， 開始對這個「問題」的當

事者即「外省人」與「本省人 J ' 套用社會學者屑知的 ethnic group概

念 ， r 族群」因此作為其譯語而開始被談論。接著 ， r 族群」一詞便

急速地滲透到社會，於 1 990年代成為論及臺灣社會結構時的核心用語

〔王甫昌 ， 2003 : 3 、 2006 : 2 J 。

「 省籍」的「省 J '不消說就是「中國」的「省籍 J 0 r 省籍」本

來不過是中國國家內部為了行政方便而有的分類。用以 eth ni c g roup 概

念、作為背景的「族群」 一詞來論事成為主流 ， 也就意味著不將外省人

與本省人的關係 ， 置於官方中國民族主義教義上所想像的「中國 J 範

圈，而是將事實上與中國大陸形成相異政體的臺灣住民 ， 作為一個民

族 ( na t io n '譯者按 : 或譯為國族)、或至少在當前作為一個整體社會

來想像為前提。正如王甫昌所指出的 ， r 族群」一詞的普遍使用，與

此種「社會/民族想像」的轉換是不可切割的33 (王甫昌 ， 2005 : 100-

108 J 。

所謂社會/民族想像的族群化，無非是對臺灣社會作多族群的想

像 。 優勢族群不會將自己理解為「族群 J 0 另一方面 ， 直至解嚴為止 ，

外省菁英皆將有關本省人「省籍」間不平等的言論 ， 視作阻麗「中華

民族 」 整合的狹隘「地域觀念」來壓抑 。 然而 ， 在民主化必定使人口

33 iJ 事一章 第二章 6可見可從人口上已$哩哇卻雯受7;平等的本省人角吱咕:看﹒ 省 茍闊 係」

呵 ， 人先早就在于2 早已.尺之 fF 發生if;文血 #:1 二二凡事件 lZ←二三 7 平差闊係的結 f轉 化 等
而唉群 ft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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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於多數之本省人賦權的過程中 ， 以及以本省籍總統兼國民黨主席的

李登輝權力其中心的國民黨內權力鬥爭中 ， 雖不明顯但外省人也逐漸

地族群化。

另一方面 ， 本省人中的少數族群客家人(主要移民自廣東省北

部 ， 為漢族的一個支族) . 對於本省人賦權將一面倒地造成人口多數的

福佬人賦權 ， 同時導致已在宮方中國民族主義的語言一元化政策中遭

受打擊的自身文化 ， 更進 一步遭抬頭的福佬文化埋沒一事甚鼠危機，

使得他們發動以語言為主的文化防衛連動。

其中最為顯著的 ， 就是 1 988 年 12 月 28 日由客家諸團體主辦舉行的

「還我母語」示威遊行。遊行隊伍以同屬客家人的孫文為「名譽總隊

長 J .舉著嘴巴打上 r . J 記號的孫文肖像行進〔同前 : 136 J 。 這場遊

行的目的在批判連「閻父孫文」的母語，都在國民黨一元語言政策下

被迫衰退 。

示威遊行在「還我母語」運動的基本立場上，主張 : 守母語是

人與生俱來的尊嚴 ， 主張母語是為了擁護尊嚴 ; 雪這個運動是守護客

家母語尊嚴的運動 ， 並非意圖分裂臺灣社會 ; 品現行語言政策壓抑原

住民各族語言 、 福佬語 、 客語等等 ， 必須以民主于段來改變 ; 忌吾等

運動的基睡在承認多元價值與信仰人權平等 ， 放棄任何暴力 ， 等等。

或許這些主張也考慮到其他族群 ， 並訴求支持語言平等與多元文化價

值 ， 使得勞工運動支援會 、 臺灣環境保護聯盟 、 臺灣原住民族權利促

進會等團體也前來聲援 ， 而不只是「世界客屬總會」等客家團體 〔 田

上 . 2007 : 170 J 。

如此 ， 臺灣原住民族運動在多還族群化社會/民族想像的趨勢

中 ， 投入 f 自我的主張 。 正如「原住民 」 、 「原住民族 」 的自稱 ， 在

1980年代除 f政府與國民黨之外已經為一般社會所接受般 ， 正由於其

高度正當性，所以「向體制抗議 ( 的行動 ) J 使得原住民族作為正在去

「汙名化 」 並要求「正名 」 的 「 族群 」 而浮 t檯面，並給社會帶來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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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 堪稱是為社會/民族想像的族群化 、 以及多重族群化的推動作

出了貢獻34 。

首先掌握了這些社會/民族想像的族群化、多重族群化之主導權

的 ， 是民進黨和臺灣民族主義勢力 。 1 988年「黨外雜誌 」 之一 {自由

時代} ﹒ 刊載當時旅居日本的臺灣獨立連動家許世惜起草的〈臺灣共和

國憲法草案 ) ，而遭禁止發行 。 許世楷的《草案) . 與其後 1 989 年 4 月

該雜誌總編輯鄭南榕高喊「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J '並拒絕出庭自焚

而死的衝擊性事件間的因果關係 ， 已為世間所知 。 此《草案〉的第三

條 ， 將應該形握的臺灣共和國國民 ， 按語言與移民時期分為「馬來玻

里尼西亞系 、 福佬語系 、 客家語系、北京語系」等「四文化集團 J ' 

並規定各集團不得歧視 、 壓迫其他 「 文化集團 J 35 (張茂桂 . 2002 : 

244 J 0 1 988 年 ， 原住民族首次提出「遺我土地 」 口號 ， 並在臺北動員

各民族展開遊行 ， 該年同時也是客家人吶喊「還我母語」並進行示威

的一年 。望年底 ( 1989 )舉行的最後一屆立法委員「增額選舉 J . 在民

進黨的選舉活動中 ﹒ 就筆者所知就有四種不同版本的{臺灣共和國憲

法草案 》 在選舉宣傳的小冊子中發表 。 其中對於「族群」的處理，與

許世楷的 {草案}大同小異 。

這次立法委員選舉的特色是 . r 臺灣獨立」的聲音得以在競選活動

中直接被聽見 ， 作為競選活動的附帶效果 ， 可以說也促使了臺灣社會

是由四個族群 ， 亦即福佬人 、 客家人、原住民 、 外省人所組成的多重

~ 

34 r:全 若要 ~t -.fA JiU直丈討論自句話 在原生民唉運動種主申 巧言質畫灣原住民?舊是看電作

寓公哇-ft民唉. nallon 的 自盔久」丈奎，彎九 lt 等的 良英 J 社己想、{龍的 在 四

弋~但 一;可沒有 dfz有可金會!":.~.主義民建;*:， fr.血 臺智 l責;主~ 夾在咚 F寶玉見{式者是

理哇已笠存在“1 )的臺曹長持中 可能替咬著 ，~王元哭哭定義反之下:這是應積(其護之一個

吟詩 cj ~毛主 主:三望吾土 U G 弋建群 持以 τ;: T ~主是主去草了失 j iL 三11.丈互民哇且可Z

J'{'í員的吉達飾物一一五英拱手口 遠志的畫，彎民跌王義 ~il 幸而已 在北。原住民使只 會被

迫堯聖會泛突王義叮'、均青/韋 防站ler children 來，自費 Munslerhjelm. 2002 , =llI 存在
茶壺灣軍住~跌至對自~ -{I 較差"車這是

35 有吹 草案 rJ 位都可 j~ t {:.:- . ~有學者 咆王鋒. 2005 . 1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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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社會意象普及到社會整體。在這場選舉中 ， 自焚而死的鄭南榕遺

蝙葉菊蘭護民進黨提名並當選。本身是客家人的葉菊蘭，將這個多重

族群社會意象的說法，定調為臺灣內部彼此應平等並互相尊重的「四

大族群 J '性作為在立法院批判國民黨有方中闢民族主義與主張「學灣

獨屯」的論據之一〔同前〕。

如前所述，在朝向「憲政改革」邁進的往後政局中，民進黨強化

與非主流派郝柏村內閣的對決態勢，在 1991 年底國民大會代表全面改

選前，終於決定將「臺灣獨立」納入黨綱。同年 8 月召開的「人民制憲

會議」表決通過的《臺灣憲法草案}中，第二十四條明定「必須保障

多元性的文化及多元語言政策 J '並且在第九章下列有四條「原住民族

主草草 J '規定了除去國防、外交、司法、水頓以外的原住民族自治權，

巾央政府設置原住民族專責機構，保障中央政府預算投入原住民族自

治事業，設白原住民各族主導的自治團體，保障國會中原住民族代表

席次等訊。此一{草案〉在民進黨表決通過，作為該黨在預定於翠年舉

行的第二次憲改中的藍圖。

民進黨在 1992 年立法委員全面改選中獲得三分之一席次，其勢力

雖然未達獲得政權程度，但已確立體制內反對勢力的地位，並在 1993

年首次發表 r真完整架構的政策白皮書。該白皮書主張建構「族群歧

文化政策」 ﹒ 以臺灣社會的「族群多元性」認識為基礎，樹立「多元融

合」的臺灣人「主體性γ 以之作為政策架構的一個支柱。

白皮書指出， r 空灣決非由單一『巾華民族一中國人』構成。在各

族群平等融合的認識下，現在堂灣至少有原住民族各族、閩南人( ~屆

佬人)、客家人與『外省人』存在。彼等共同構成『臺灣人』主體，

現 IE進行融合。彼等問無所謂高低、中心邊緣之別，或主流與地方之

別，更不應有『省籍問題 J J [民主進步黨政策白皮書編藝工作小組 ，

~6 rJ 廖夫民 rf ... t 作'i(d宇 間可了 15件 159

G)原住民族或後來的移居者

主 1945 年以前的居住者或以後的移住者

Q)福佬人或客家人
設 i 以雙重線M起的族群為「四大族群」的組成族群。

註 2 事實上﹒外省人自也包含少數蒙族、回族與滿族等

事吾土重 多元文化主馨的浮現 3的7

出處。筆者書畫王南昌 《當代憂，彎社會的孩拉克再像H 君主學. 200} 年〕可頁 57之團製成

圖 7- 1 現代畫灣多重族草草社會﹒「四大族發」

論觀點所見的族群關係

1993 : 7的。「四大族群」論中所蘊含的現代臺灣社會族群關係 ， 如圖

7-1 所刁了。

在上述情形下，畫灣社會「族群多元」的認識，在民進黨及垂灣

民族主義勢力當中 ， 已成為在「族群多元、融合」中所形成的「臺灣

人」民族概念而被接納P 。

37 至 2004 年 5 '} 20 E p.泉水馬咚生克運佯吋就單是 4車前中 -三點是 .L 族群書元、百事一

主 f 守 主三等 elhnicall) di\e"e. bUl one as a nalion hnp: ww\\.presldenl.go、 t\\'en

prog nc叭 5_releasc documenl conlen l. php'月d= 11 05495941 &g_calegore_numbe戶248&category

number 2~ 14X 2()07 年 12 .30 日~取 1 句字句歌表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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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國民諮政權的意識形態轉換一一「社區總體營造」、「認識垂灣」

如上所述 ， 臺灣社會的族群多元性 ﹒ 透過原住民族運動及客家文

化運動，在作為-元主義、 M化上義式文化整合政策根據地的臺北街

頭﹒已浮上檀面n不容忽視 ; 另-方面 ﹒ 將之作為多重族群民族的空

灣人主體性概念並形成論述的民進黨，隨著民主化進展而拓展力量。

此-情況的也現，在兩個面 [rJJ 上產生出政jh及意識形態的結果。其

→是社會學者張皮桂稱為「政治族群化」的現象〔張茂桂 ， 1997) 。

「多重」族群性在泣上憧面並形成論述後 ， 隨著民主化而成為在開放的

政治市場、特別是公職選舉市場裡頭 ， 可供動員的資源之- (而且 ，

這種動員對於使用者來說 ， 戚本亦低) ，也因此成為新時代民主體制的

負擔。有關這點.本吉已在上一章作部分說明。

其二 ， 上述新局面造成岡民黨過去以來閥民/文化整合政策的失

效。國民黨固有整合政策最早面臨的俺折 ， 是 1985 年《語立法 > ,'i il 

的失敗。 1 98 2年教育部以「山地中國語推行停滯」為理 r11 ' 令處於 1木

止狀態的「國語推行委員會」再敢動，空年該委員會開始進行{語文

法》的起草作業 ， 並配合 1 985 年光復節發表教育部的草案。此時 ﹒ 地

方選舉的活動正在進行，要求在「公開演說、各種會議、公務會商及

公共場所巾的會話」必須使用「標準闊語」等 ﹒ 令普遍使用關語「義

務化」的規定 ， 引發憑藉「臺﹒語」進行宣傳的黨外勢力宇方面的強烈

反彈。當時教育部部長可見煥亦發言質疑義務規定使用岡語的效果 ﹒ 表

現出謹慎態度， . ~iJ 年 12 月，該法案未上世至 1立法院 ， 便 (f行政院院脅

中從的主計畫裡刪除了( ，吉野 . 2006 : 3 13-317 )。

到 J 1980 年代末，言語;外勢力 [tJJ地方行政邁進，口方r! J岡民族主義

主義的-}已式文化、教育政策無沾維持 lílí 被迫改革 1989 年峙的主委

員選息時，臺灣有 F轄的:卡一縣市市長選取亦同時單行 ﹒ 民進黨太

幅躍進當選 (6席縣市首長。這 6位縣市長依循選取峙的政見. I可 1 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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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開始在各自所轄縣市小學中實施「雙語教育」 、 「鄉土教育」。語

言課程雖然是以人口比例古多數的福佬語居多 ， 但也有客語和原住民

族語的課程 ， 如臺北縣泰雅族的鳥來鄉 ， 在原住民牧師的支援下立即

實施了泰雅語的課程〔瓦歷斯 ﹒ 尤幹. 1994 : 8 )。

由於無法得到教育部的認可，這些課程僅作為選修科目來實施 ，

並且是在教師與教材準備皆有所不足的情況下開始 ， 整體而言稱不上

順利 ， 卻為臺灣內部多元文化教育的實踐敢了開端 ， 與當時正高漲的

升學一面倒 、 填鴨式教育批判相互影響 ， 刺激 1 990年代的教育改革。

根據張茂桂所言 ， 教育界中首先有所反應的是師範教育系統。

1 992年花蓮師範學院成立「原住民教育研究中心」 ﹒ 零年臺中師範學

院設置「鄉土教學研究中心 J . 以後陸續有以「多元文化」為主題的研

究 、 教育組織 ﹒ 在各地師範學院 、 大學中設立〔張茂桂 ， 前揭 : 259-

260 )。

在教育部方面 ， 相關的改革討論亦悄悄進行。在 1 993年小學教育

綱要標準的修訂中 ， 決定自 1 998年度起 ， 在三年級到六年級每週課程

中增設包括「鄉土語言」學習在內的「鄉土教學活動 J . 翠年中學課

綱標準的修訂 ， 則確定了自 1 996年度起 ， 在中學以「認識畫灣 J (每週

三)與「鄉土藝術活動」為必修科目的方針〔許佩賢 . 1998 : 113 J 。

自 1 9 96 年 9 月開始使用的〈認識臺灣}教科書 ， 是由歷史篇 、 社

會篇 、 地理篇三冊所構成 ， 其中歷史篇與社會篇 ， 依循上述「標準」

將「擴展多元文化的視野 ， 培養愛鄉更愛國的情操」作為教科目標 ，

在歷史篇中「第一章 導論」將「多元文化」及「與四鄰關係密切 、

闊際賀易的興盛 、 冒險奮鬥的精神」並列 ， 強調是基灣史的特色 ， 社

會篇則於「第一章 吾土吾民 J 中細數「四大族群」的同時 ， 更編列

「第六章 多元文化」來說明具體的文化內容。

我們可以想像這些發展的政治背置 ， 也就是 1 993 至 1 994年 ， 對

於執政黨國民黨而言 ， 是意識形態轉換的時期。如上所述 . 1 993 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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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迫使黨內非主流派領袖行政院長郝柏村下臺 ' 更加鞏固 f 自己

的黨政權力。同年 5 月 20 日總統就職三週年的記者會中 ， 他又強調當

時時而掛在嘴邊的「生命共同體」概念，並指示政府將之具體化。 10

月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建會)巨任申學庸向闕民黨中央常務

委員會提出題為{文化建設與社會倫理的重建}的報告 ， 建議調整各

縣市地方政府「文化中心」與文建會的關係 ' 透過這些中心來整合民

間社會文化資源，以重建「社區」共同意識與倫理，席間立即獲得李

登輝贊同。文建會更進一步提出 ， 由童年被拔權為該會副主任的人頸、

學者陳其南所提倡 ， 應用 f 日本「造鎮輿村 J (因 J造。 - 村扣 ζ L，)與

「地11文化產業」概念 、 並重視「社區」居民參與的「社區總體營造」

概念 ， 這也同樣到李登輝的支持而政策化〔黃麗玲 . 1996 : 34-36 ) 。

在上述的國民黨中央報告中 ， 文建會主委申學庸說明 r 如果我們

的政府單{豈不再寄電視民間社會資源的吸納 ， 那麼執政黨只會將這份豐

富的資源拱手讓給對方。 J (同前 : 34) 實際上自 1980年代以來，如全

村的反公害鬥爭 、 或反對以都市計畫來拆除歷史建物等等 ， 種種契機

使得自發的「社區」復甦運動興起。這樣的運動在意識形態上的色彩

雖然很弱 ， 但整體而言 ， 對於重視本土性臺灣本位觀點的民進黨等臺

灣民族主義勢力觀點看來 ， 是較為親手口的。

李登輝所稱揚的「社區總體營造」計畫 ， 可說是一種國民形塑政

策 ， 此政策挾著行政資源 ﹒ 由上而下介人這個若是放置不管就會成為

在野黨資源的 、 由下而上的社區再造運動。李登輝的國民黨並未捨棄

中國民族主義的修辭 ; 但是 ， 對於這個明顯是藉由「以臺灣為範圍」

的框架而發想的「生命共同體」概念所形成的國民形塑政策，民進黨

卻沒有反對的理由。凶此 . 2000年政權交替後﹒ 「社區總體營造」政策

仍得以繼細維持。

同 4時期，李體輝以使用自身「臺灣性 J ( Taiwaneseness ) 的形

式 ， 在逗留於中間民族主義修辭框架內的同時，又展現了將羽翼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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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民族主義的演出。 1993 年秋天臺灣省縣市長選舉中 ，他首次站上

閻民黨候選人的聲援舞臺 ， 以福佬話進行演說 ， 因而引起注目。而在

1994年春天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對談中，又吐露「生為臺灣人的

悲哀」 、 「國民黨是外來政權」等等 ， 連臺灣民族主義都甘拜下風的發

」。此外 ， 還在 1 993 年春天指示外交部 ， 展開「以中華民國名義參與

聯合國」的運動。雖然民進黨所主張的是「以空灣名義 J . 而且此舉等

於是搶奪了在野黨的政策主張 ， 但在野黨雖有不滿也不得不支持。

採用在野黨的政策或口號作為自己的資諒 ， 是執政黨常用的政治

手法 ， 並不限於臺灣。但對照在民主化第一階段中 ， 國會實現了全面

改選 ﹒ 民進黨也氣勢如虹地進入體制內的情勢來看 ， 李登輝與國民黨

在 1 993 -1 994年的意識形態轉換 ， 並不單只是非主流派的牽制變弱而讓

李登輝慢慢地出頭天 ﹒ 同時意味 f國民黨本身也採取 f r 臺灣本位」

的立場。我們可以務實地推測 ， 在這個不情願地將成為畫灣民族主義

政黨的民進黨迎入政治體制的局面下 ， 所形成的中國民族主義對臺灣

民族主義的政黨政治對抗軸中 ， 國民黨若不大膽地將羽翼推向中間 ，

往後選舉中所得到的支持將會日漸貧弱。在此情況下 ， 能夠與自「草

根」起家的民進黨在「臺灣性」中做對抗演出的 ， 國民黨中除了李登

輝以外可說是別無他人了兒。

其間，非主流派對李登輝的權力掌握及其黨政運作手法有所反

彈 ， 同時亦質疑他是否向臺灣民族主義的立場妥協。如前章所述 ， 以

1993 年郝柏村下空為契機 ， 以非主流派外省立法委員為中心的勢力 ，

便於同年 8 月脫離國民黨成立 T r 新黨」。

3X 1- 主令共高1 千宣 講 u'; .1 主 ~it 悟們向甘于至已有 -rr，月'1::可~ 1走 1. 只要有墅，智富門犬，主

o 是:聾，智人 對 fi:r ðf; n 壺，費， .已有 這些 IJ~ 蓋章岐在尋求將各央書手但容進民主化臺

啥 '?弓一方言 李全授為 J~ ~~ ~缸.rz f藍白七三句 型l~-i結 ø .t,;. èj 臺灣位 從入選舉活
動中 ~!i司做;' j>; l 等申臣民英三 ft 立結 J'J FZ11 ，'f.;﹒替李登輝作為種迫害歉疚褔佬人族
衍，當守主于~~埠 't tJ'-: 0; .;i 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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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黨在 1 994年秋天的臺北市長選舉中 ， 激烈地進行「反李登

輝」 、 「反臺獨」的競選活動 ， 以鞏固北部外省人的支持 ， 並在 1 995

年底立法委員選舉巾當選了 2 1 名 ， 一躍成為僅次國民黨、民進黨的第

三勢力。新黨在這次選舉的選前政策中 ﹒ 發表〈族群文化政策白皮書〉

( 與民進黨所發表的標題相同) ， 指出「實現文化多元並進的理念 J ' 

在教育政策中重視「鄉土教育」 、 「母語教育」如同「閩語教育 J ' 有

關原住民族則支持設立中央層級的「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J (新黨政策研

究委員會編 ， 1998 : 129-1 3 1 )。

自國民黨分裂而成立 ， 較李登輝的國民黨更偏向中國民族主義的

政黨 ， 亦針對原住民族運動的部分要求提出同情政策 ， 並擁有一定勢

力在立法院登場 ， 這在多元文化主義的下一個階段是真有政治意義的。

至於上述教科書改革的進展 ， 1 997年{認識臺灣〉教科書的內

容蘭公開 ， 新黨就表現出強烈反彈 ， 新黨民意代表中所謂「統派」知

識分子 ， 更進行與中圍{人民日報}步調彷彿一致的批判行動〔王甫

昌 ， 200 1 ) 。 但是 ， 他們所強烈反彈的是「歷史篇 J ' 針對臺灣在日

本艦民時期也有一定程度近代化意義之相關敘述 ﹒ 認為會美化殖民統

治 ， 而不是針對前面所提文化多元的臺灣社會認識"。

1 996年是總統首次直選 、 民主體制轉型完成的一年。有關臺灣

社會的多元文化/多重族群性格的認識 ， 以及邁向多元文化主義政策

的初步共識 ， 可說是於臺灣民主體制設置完成的時刻 ， 在臺灣民族主

義支持者到中國民族主義支持者間的廣大基礎上來形成的。然而 ， 此

一共識在應該以多元文化 、 多重族群來理解與整合的毫灣社會未來整

fT乃至於歸屬去向上 ， 卻始終無法達成協議，並且也受到同時進行的

「政泊族群化 」 所干擾 。

39 ~ f" t l' 至 於 1卡五.亢反外省 l~ 菁英 -Tj [f t 'L 守主、 群 多 元計玉 ?長 在 牽制 5克 今志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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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為「基本國策」的多元文化主義

若將 1 987 到 1 988 年視作原住民族挾自身組織 、 主張以及文化躍上

街頭 ， 對臺灣多元文化主義性社會/國家想像的形成發揮極大作用的

時期 ， 那麼將近卜年後的 1 996 至 1 997 年 ， 則是毫灣原住民族運動成為

主角 ， 令臺灣的多元文化主義昇高至憲政層次「草本問策」位置的時

期。他們成功實現了在行政院設置原住民委員會作為原住民族政策專

管機構 ， 己文訂、充實本章開頭述及的{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所謂

「基本國策」條文)原住民族條文(第九 、 卡項)。

( 1 ) r 二月政改」輿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的成立

自原住民族運動初期開始 ， 在中央政府層級設置原(主民政策專責

機構，就是他們重要的戰略性日標之一 。 如第 4次憲改廢止〈臨時條

款〉後 ， 原權會開始進行「廢除蒙藏委員會 ， 成立空灣原住民族委員

會運動 J ' 6 月 6 日在畫灣發動示威與靜坐 ， 但未能實現〔夷將 ﹒ 拔

路兒亨編著 . 2008a : 979- 1 036 )。 同時 ， 根據 1\\ an Na\\ i 的統計 ﹒ 自

「增額」立法委員登場 ， 革 1 996 年 l 月第三屆立法院結束?為止 ﹒ 原住

民立委共進行長達 1 03 日的相關質詢( l 'W an Na wi (黃鈴華) , 2006 : 

:28 8 ) ﹒ 敦促政府及國民黨評估但未獲結果 。 原住民 ι委是絕對少數 ，

對其要求表示同惰的在野黨也力有未逮 。

個是，前述的岡會全面改選 ， 狀況轉為民進站席次大躍進 ﹒ 新

詩;臼閱民黨分裂而展現出擴張的氣勢 。 1995 年 12 月 2 口第 三屆立法委

民選躍(第:次全面改選) ，外界觀察選戰後 \'L法院很可能首次出現

r 常不過不 J ( 1994 {f選躍的結果 ﹒ 臺北市議會已純出現了這樣的情

勢) 。 到了選戰最終階段 . L~進黨當:巾央打 trl 與新?在「大和解 、 大聯

代」的路線 。 除 r 緩解t'l 1 993 年新:造成立以來政泊的族群化顯著進行

F ' 以新的形式浮上憧面的外有人、本省人族群對 1立 ， 同時亦想、藉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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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在立法院的合作打開新的政治局面。

當時《中華民間憲法〉所規定的政治制度，是在總統以外設置

相當於首相的行政院長一職，行政院長在總統提名後，經由立法委員

過半數「同意」後獲得任命 。 也就是說，立法院對於行政院長人還擁

有台決權，行政院長對民選國會負責，具內閣制要素 。 若民進黨與新

黨聯手掌握過半數席次，取得立法院長的位置並掌握議會運作的主導

權，再以「同意權」為籌峙，將可獲得行政院長的大位 。 民進黨與新

黨在意識形態上有很大的差異， 一般而言政黨合作是比較困難的模

式 。 實際上「大和解、大聯合」方針一出現，來自民進黨內部和黨外

的臺灣民族主義勢力都出現反對的聲音。可以了解，民進黨黨中央是

為了讓國民黨無法控制國會及行政院，才會有民進黨與新黨可以共享

政治利益的想法 。

實際的選舉結果是，立法委員總數 164 名(過半數的名)中，國

民黨有 85 名(其中原住民委員 6名)、民進黨 54名(其中原住民委員

i 名) .而新黨有 21 名當選(無黨籍4 名) .獲得了較選前多三倍的席

次。國民黨雖獲得過半數席次，但在野黨的算計則是，在拉攏無黨籍

的前提上再倒戈國民黨籍4名，就能獲得立法院長的位子﹒倒戈 3 名的

話就能拒絕李登輝所提名的行政院長。只要能創造少數的團結，掌握

關鍵一票的機會就會到來 。 結果，創造出這個團結的是執政黨國民黨

籍的原住民立法委員。

民進黨與新黨的黨中央在 12 月中旬互訪中央黨部，氣氛融洽 。 雙

方反覆做這額演出，開始摸索「結盟」晶。以國民黨籍當選的原住民立

委蔡中涵(阿美族)與瓦歷斯-貝林 (Walis Pelin .泰雅族) .在同月

26 日與負責折衝的民進黨和新黨立委共同召開詔者會，以兩黨對原住

民相關法案的支持搞條件，表明支持「太平日解、大聯合 J • 

-1{) , ( r 二可，哭哭 門自_.步

繭，、、 六 ff I\\an 'í a、、 i 2(){)5 ~黃 J，華 2(){)('、

個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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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黨正式在原住民立委所要求的行政院「少數民族委員會」 4l 設立上表

明支持立場，甚至決定在2 月 l 日所舉行的立法院長選舉中支持民進黨

主席施明德，在副院長選學中支持蔡中涵，作為在野黨聯合推出的競

選人。

此間，國民黨方面由行政院長連戰(再度獲得李登輝提名)與原

住民立委會面，表示將限期以特種委員會形式在中央設置原住民專賣機

構，但立法院的黨鞭幹部及黨中央以為蔡等人最後必定服從黨意而加以

輕視，因此在立法院新會期 1 月 21 日「黨政協調會」的書面資料中，完

全沒有觸及原住民立委的要求。因此，蔡中涵及瓦歷斯 ﹒ 貝林最終決意

與在野黨合作。其他4名國民黨原住民立委，則因為對兩位偷跑者的反

彈與黨幹部的壓力而未同調。

2 月 l 日立法院正副院長選舉，院長方面第一次投票中施明德與國

民黨推薦的劉松藩同票( 80票對 80票，無黨籍4名無效票) .第 三次

投票由於民進黨立委有一人投了無效票，導致施明德落敗( 82票對 81

票，廢票 l 票) 。 至於副院長選舉，貝IJ因院長選舉大勢已定，無黨籍立

委轉向支持國民黨，蔡中涵對國民黨的王金平以 78對 84票(其他兩人

各別投票給自己)而落敗 。 在野黨所稱「 一月政改」的第一回合，國

民黨在驚隙中過關 。

第二回合是預定在 23 日進行的行政院長同意樺的行使 。 國民黨以

違反黨紀處分蔡中涵及瓦歷斯 ﹒ 員林(蔡遭除名，瓦歷斯﹒貝林則停

權一年) .但是威脅還未結束 。 關鏈，票依然在原住民立委手中 。 蔡等

人再度遊說其他國民黨籍原住民立委，這次他們也給予回應，原住民

立委間結一致，在即將來臨的行政院長同意權投票中，以贊成設立由

原住民擔任主委、副主委與半數以仁委員的「少數民族委員會」作為

-1 1 切!免仟:~ 現在行J'l.. "'t~:~空軍\ 51;空泛之計廿

r--' ]究弋寸考量主辛辛走月1~ 有 μ 餅、 f\;A 是石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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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名拜毛 r 原住民毛員 會 」 這是區為

可能會且l~. 存 97 有E 裁委長會問終 生fIIl f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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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贊成票的條件 ， 要求黨幹部在同意權投票前給予回答。一直到 22 日

為止 ， 黨 、 行政院及原住民立委們在緊要關頭持續交涉 ， 同日連戰表

明將設立「部會級 J (與行政院其他部會同級)而非「特種委員會」的

「原住民族委員會」方針。因此﹒包含被處分兩人在內的6名原住民立

委轉向支持連戰 ， 國民黨透過與原住民族的妥協 ， 第二回合也鷺險度

過。

關鍵少數票若非原住民族立委所掌握 ， 可能就是國民黨內其他人

士用別的政治利權條件來掌握的。對在野黨而言. r 二月政改」失敗

了 ， 與在意識形態及族群背景皆相異的政黨結盟 、 分享政治權力的政

治實驗，未能嘗試便告終止。但是 ， 對於原住民族而言，這則是在歷

經數百年被殖民的歷史之後 ， 首次能夠「脅迫」外來者政權的機會。

原住民委員會設立的立法過程並不平順。儘管有連戰在2 月 22 日

的聲明 ， 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的卻是「特種委員會」性質的設立案。

原住民立委在得到民進黨立委的合作下推翻此案 ， 要求重新提出「部

會級」的組織條例案，與原住民立委所提的草案併案送審 . 11 月 1 R終

於在大會表決通過。在原住民立委方面 ，雖然希望採取「原住民族委

員會」的名稱 ， 但最終是以憲法條文採用「原住民族」一詞時再改名

的附帶決議來妥協。原住民委員會選擇於 12 月 10 日世界人權日正式開

始運作。

(2 )第問次憲改輿原住民族條文輿 r 'JZ.權會 J

臺灣政治體制的民主化雖然在 1996年第一屆總統直選實施後就完

成了 ， 但「憲改」仍然繼續。後民主化憲改的第一次就是 199 7年的第

四次憲改。在日前所述， 1980年代後平的政治自由化空間中 ， 自行確立

了臺灣原有住民運動之定位的臺灣原住民族運動 ， 在 1990年代的「憲

政改萃」過程中也表達理念與要求。 1 994年第三次憲改中 ， 雖然獲得

「正名」為「原他民 J ' 但常時「臺灣原性民族憲法運動聯盟」的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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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r 正名」為「原住民族」 、 立法保障原住民土地權 、保障自治

權、在行政院設置「部會級」原住民族行政專賣機構) .則一項也未能

實現 ， 藉著前項所談的 1996年「二月政改」機會 ，他們才總算只實現

了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的設置。

第四次憲改 ， 是由與 1996年總統選舉同步選出的第三屆國民大

會代表來進行。憲法修正案的通過需要四分之三的贊成，此次選舉民

進黨在總數 333 名中獲得 99個席次。既如所見 ， 民進黨整體而言以臺

灣民族主義理念為出發點，重視原住民族存在與自有文化，過去以來

民進黨提出的憲法草案中 ，對原住民族運動的理念亦多所採納。自在

第二次憲改時提出的《臺灣憲法草案}以來 ， 該黨的憲法草案皆設有

「原住民族專章 J . 主張認可原住民自治權 、 中央政府內部設置原住

民族行政專責機構 ， 國會內部民族代表制度(各族至少一名)的主張

〔施正鋒 .2005 : 160-161 J 。

如此 ， 基本上支持原住民族理念的民進黨 ，擁有真憲改案否決權

的席次(比率為 29.7%) . 對原住民族運動而言是有利的，對於原住民

族而言 . r 憲法機會」仍然持續。在國民大會中 ， 原住民族國大代表超

黨派地作了如下提案 : :J)正名為「原住民族 j ; (%;在憲法明確記載民族

自治權、土地權 、 發展權為主旨。結果(已成功了 ， 至於3則僅有發展

權明確載入憲法〔陳滄海 ， 1999 : 482-483 )。

真體而言 ， 是在第二次憲改以來增列於{增修條文) ， 列舉了「基

本國策」條文的第十條中 ， 首先於第九項言明「國家肯定多元文化 ﹒

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此條文直接言及「原住民族語

言文化」的形式 ， 明確記載以多元文化主義作為憲法的原則 ， 可以說

明確反映 f前節所見多元文化主義社會論述的主流化。

此外，第卜項又寫有「岡家應依民族意願 ﹒ 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

及政治參與 ， 並對其教育丈化 、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

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 ， 其辦法另以法律定之。對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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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 馬祖地區人民亦同」。從原住民族一直以來所追求的目標來看 ﹒

這樣的字句雖然較第三次憲改更進一步 ， 但仍嫌曖昧。石垣直以附帶

於第十條的「對於金門 、 唱組地區人民亦同」字句豈有例證 ， 指出〈增

修條文 》 巾的原住民族條文 ， 依然是以{中華民開憲法》巾福敢保障

技扶助「邊境地區各民族」的第-六八條及第-六九條為革礎 ， 很

難說得上是明確地將原住民族定位為毫灣原本的住民〔石垣 . 2007 : 

210 ) 。

之所以以這樣的結果告終 ， 可以推想的因素之一是 : 到了這個

階段，超黨派 、 超族群(漢族內的)的反原住民族運動勢力 ， 也就是

所謂「平權會」抬頭 ， 向國民大會展開積極的遊說活動。所謂的平權

會 ， 是在各地發起的「山地鄉平地住民權益促進會(乃至於協進會) J 

的總稱心，臼 1980年代後半開始 ， 原往民族運動抬頭 . r 還我土地」運

動甫展開 ﹒ 對此戚到戚脅的山地鄉漢族居民 ， 便於 1 990年代開始在各

地成立組織 。 最早是 1 993 年 3 月 ， 以該縣山地鄉之仁愛鄉與信義鄉的

漢族旅館業者其中心 ， 組成「南投縣山地鄉平地住民權益促進會」。同

年 1 0 月，同樣的組織在臺中縣和平鄉 ﹒ 亦在相關人士主導下成立平權

會 ， 理年宜蘭縣 、 屏東縣 ， 遲至 1 997 年桃圍縣. 1998 年臺東縣 、 畫北

縣也相繼成立 。 仁愛鄉 、 信義鄉比較早有漢族居住 ， 且是山地保留地

不法權利移轉較多的地區 ， 在原往上己的認知 t . 亦是士地紛爭較多的

地區〔顏愛靜 、 楊國柱 . 2004 : 438 )。

平權會的同標是 ， 廢除 r IlJ.t也保留地制度 J • lt現111地土地的臼由

買賣 。 他們最初的上張!{ : 在獎勵山地開發的同時 ， 卻依然為 f保護

原(全民 I(Ü對漢族取得 t地之權利加以限制 ， 這樣的制度對身站山地鄉

少數有的他們是不公平的 ; 原他民已將不是弱丹 ， 他們才足山地鄉的

.. L~ tc:- 喔令 : 立可，; ~ r 

合 j了 h 三 ιkff章 ~L ;弓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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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者 ， 是「二等閻民 J . 請願等行動的對象也從鄉公所擴及地方政府 ，

以迄省政府。

然而 ， 當中部地區勢力較強的土地關係企業集團「長億集團 J (計

垂在和平鄉建設高爾夫球場及娛樂休閒設施)的吳天祐 ' 以臺中縣和

平鄉的土地相關人士身分組織該縣的平權會開始介入後，平權會的動

向就起了很大變化。吳天祐也是臺中縣地方派系「紅派」人士 ，他透

過政經網絡 ， 藉著鄉村農會 、 鄉代表大會 、 「警察之友會」等地方政

治據點來擴大平權會會員 ， 對他縣組織亦進行遊說 ， 並在 1995 年成立

「全蓋平權會 J . 作為跨縣市的聯合組織。同時更插手介入中央政治 ，

向在南投縣 、 臺中縣擁有選區的立法委員積極遊說。在野黨方面 ， 包

括民進黨內被認為理念色彩較薄弱的「美麗島系」委員 、 及新黨的

委員均有蓄意回應 ' 後者長期照顧著 1 9 5 0年代開闢中部橫貫公路43以

後 ， 於山地鄉退役士兵農場開墾維生的外有人。

此外 ， 在吳天祐加入的同時 ﹒ 平權會的反原住民族運動論述也有

所變化。根據顧玉珍 、 張毓芬的整理 ， 其主要觀點有二 : 1 臺灣居民

全部是外來民族的後裔 . r 原住民」本來就不存在 ， 只有移居的先後 ;

2 現在自稱為「原住民」的民族 ﹒ 不是人額學者所說的「南島語族」

( Austrones ian ) . 而是十七世紀曾經統治空灣南部及北部的荷蘭人與

丙班牙人自「落後地區」帶來的奴隸後裔 ， 應稱為「臺灣地區少數種

族 」。 不論是臺灣原住民族的權利主張 ， 甚至是國際性原住民族運動理

念的根本 ， 均加以ft定 ， 可說是再度將臺何原(主民「汙名化」的人種

主義言論 。

根據顧玉珍、張毓芬的調壁，有關第四次畫、改平權會反原住民族

條文遊說的活動如下 。 在民進黨系統方面 ， 是以南投縣平權會會員及

-lJ ~I. - : ;三

剪 輯 'f: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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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南投縣執行委員楊長山為中心。 4 月 2 8 日首先在南投縣縣議會

中安排了「憲法原住民族條文座談會 J . 到了國民大會審議正式開始的

1 0 月 ， 製作了批判黨中央間標的「民主進步黨原住民政策研究」小冊

f . 向國民大會租借會場單行演說 ， 與此同時又夜宿國民大會表達立

場 。 另一方面 ， 國民黨則是由南投縣黨部邀請同黨的國大代表 ， 舉辦

「憲法原住民族條文公聽會」。此外 . 6 月 24 日吳天祐等平權會幹部 ﹒

於臺北市的飯店宴請朝野 30幾名國大代表進行勸說，結果成立 r r 平

權會陽明山後援會」此一超黨派的國大代表團體(會長是民進黨籍的

楊美娥) • 2 6 日該會邀請吳天祐等人 ， 舉辦了名為「原住民族自治自決

vs 非原住民族群調和的主張」的辯論會。

我們不能認為 ， 吳天祐這種人種主義式 、 將臺灣原住民再度「汙

名化」的言論 ， 在國民大會獲得 f接納抖 ， 以多元文化主義為「基本國

策 」 的條文(第九工頁)被列人{增修條文) . 應該就是間接的佐話 。 但

是 ， 在李登輝及國民黨主流派不得不在黨內強烈反彈的「凍有」、及取

消行政院長同意權之相關條文表決上傾注全力的情況下 ， 確是不得不

考量到以地方派系與土地相關企業集團利害為背景 ， 有關原住民族自

治權與土地權的疑慮與反彈〔陳滄海 ， 前揭 : 483) . 而如前輩所見 ，

當時民進黨內派系亦有其他的課題必須與國民黨交涉(參考第五章) • 

可以說是沒有與李登輝決裂來爭取原住民族條文的積極[大l素 。

( 3 )原往民族政策的法制化與「民族鬥治」的摸索

臼原住民族運動開始以來便一直追求的中央政府原住民族專責機

構(原民會)終於設立，以著:改來使多元文化主義原則「基本國策」

化 ， 並將原住民族發展權DjJ列於憲法 ， 此乃臺灣原(主民族運動的劃時

..-1 ~'f;jf t 九 三ó S "]~;-..;一華會有- 先天;:: T It'， 楚了 人 玉皇三義~_ '. {ë,., 司令: {'.數百弋

f:_ f<. J; Jl .，干坪 1尺之，正提出玄幸止!Jl ' ~ 1:.魚在;:!'" ;哥吉 ZZ 口向 (~q V~ 至少 羔羊'1.'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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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進展。如前項所述 ， 有關身處「原住民地區」打的漢族居民與平地

資本利害相關的部分 ， 當地原住民抗議活動依然持續46 。另一方面 ，

白 1 980年代起由原住民菁英主導的「向體制抗議(的行動) J 告一段

落 ﹒ 在民主化且「臺灣化」刻正展開的新體制巾 ﹒ 可以說進入了以政

府內部之原民會為據點 ， 以憲法條文為法源依據 ， 將原住民族政策法

制化 ， 並透過以原民會為頂點的行政系統獲得政策資諒重組 、 分配，

在加以利用的同時 ， 重建各族與部落中之「民族主體性」內滷的階段。

在原住民族政策法制化方面 ， 原民會成立至 2000年為止 ， 國民黨

政權在有關原住民教育方面制定了《原住民族教育法) ( 199 8年 6 月公

布) . 規定在教育部策畫與主管的「 一般教育」之外 ， 另由原民會策畫

上導「民族教育」。自民進黨實現政權交替至 2006 年 1 2 月為止 ，制定

了規定認定原住民身分之原則及辦法的{原住民身分法) ( 2001 年 l 月

公布) 、 {原住民族就業權保護法) (同年 1 0 月公布) . 以及《原住民族

草本法) ( 2005 年 2 月公布)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編印 . 2005 )。同

時亦制定{原住民敬老補助金暫定條例) (分配 r 22億餘元 . 2002年公

布) 、 〈原住民民族認定辦法) ， 以及「傳統領域土地調查計畫 J ( 2002-

2 005 年的四年間) 、 「原住民族語教材編輯計畫 J ( 2002-2006年的五

年間 ， 皮於 40餘種) 、 「原住民公共服務擴大就業計畫 J (規模 5億餘

元) 、 「原住民就業促進計電 J ( 2005-2007 年)等政策計畫的推動47 。

2 00 0年當選總統的陳水扁 ， 在臺北市長時代便將總統府前大道名

稱從具有蔣介石個人崇拜色彩的「介壽路 J (於戰後 1 946年命名) ， 以

曾經居住於臺北地區的平埔族族名改為「凱達格蘭大道 J . 及率先於臺

北市政府內設置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皆於 1 996 年 3 月完成)等 ， 在

-1 5 主主、﹒ 山;r:.有干 草、 1至，;:皇1. ;;.' J t~ 道r'， "足，台丘克特可行 JZ~ 莘"". 刀把它于白，它叮~
里九 三斗i; 30 ~已 與 平~想想5 日本種~ 詩 台時財主等警畸重廿只區 但為 平地山月tL

膏，王叮啦 ~- 25 ~已 封建在原(t民竹王吐出:.;': .玉立于 石主豆 育1 .z哥 ~14 

-16 三戶 ftL且訂本表干逗﹒哇，~ ;正 在哼 一 1，. ~O~ 

47 毛 主芋，于童電﹒主?毛 毛 長會仁宇 l 、、 an 刊a、、 i *+Ð~t吉鈍 "f ~U至 1堅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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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有力政治家中 ， 屬於對原住民族運動理念有一定理解 、 且有推

動相關政策意顧的人物。

1 999 年 9 月陳水扁作為民進黨提名之總統候選人 ， 在達悟族居住

地蘭嶼與各族代表在{原住民族與臺灣政府新的夥伴關係}宣言中署

名 ， 約定 : 1 系認是灣原住民族之自然主權 ; 三推動原住民族自泊 ;

3 與童問原住民族締結土地條約. 4 恢復原住民族部落及山川傳統名

稱 ; ..~ 恢復部落及民族傳統頡域土地 ; 旦恢復傳統自然資源之使用 ，

促進民族自主發展 . 7 原住民族國會議員回歸民族代表制(停止山地

原住民泣平地原住民之別)等七項〔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編印 ， 前揭 :

1 2 1 子 1 2 1 7 )。據說這是受到{ 1984年 UNWGIP開始起草 、 於 1 994年決定

的《聯合闕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草案J 影響〔石垣 ' 前揭 : 20的。當選後

的 2001 年 10 月 ， 他再度與各族代表簽署〈原住民族與臺灣政府新的夥

伴關係再肯認協定) .在此{協定}中 ， 再度確認上述七項與「開家元

首」間的「協定 J . 並敘述了十\項「實施原則 J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

員會編印 ， 前揭 : 1 218- 1 210) 。

縱使這個「協定」不過是總統的政治約定 ， 也未得到立法院的

批准 ， 但總統採取如此行動 ， 對原住民族政策的推動而言則是有利條

件。然而 ﹒ 受到新政權政府運作不成熟及執行體制不安定(至 2007 年 8

Jj 為止有 6位行政院長更送) . 甚至在政權下歷經兩次立法委員選單也

未能脫離少數執政的情況，實際的進展既緩慢又曲折。「民族自治」在

如此波折又延右的步伐巾摸索 ， 這可說是臺灣原住民族運動的現狀。

「遲鰻」步伐中最甚者 ， 應該是對原住民族權利來講最1t耍的「土

地」與「臼 jh 」的相關的主無所進展。有關「上地 J ' 原 11:民族運動的

j--地政策批判之 一 ，就是{j關fJjt (t民 j~地權利的保障﹒不是以法律而是

以行政命令來進行 。 l材此 ﹒ ~留地的 1 t1央政府主管機關內政部 ， 於 2002

作 l 川梅克 f與法律I叫去附的《原1t民族 t地開發管用!條例〉草案 ， 在保

fff地內的f-J也所有權項1(1 列入{，設置 r J到玉民部篇關體 J r JtH J 的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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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愛靜、楊國柱 ， 前揭 : 45 8-460 )。但是 ， 後來內政部案毫無進展 ，

於是改變程序將原住民族上地管理的管轄先行移交給原民會。

關於「自治 J ' 原上是會擬定之〈原住民自治區法〉草案 ， 於 2003

年 6 月在行政院院會通過 ， 但未見其結果; 2005 年〈原住民族基本法》

先完成 ， 其內容等同於包含〈自治法〉相關法律在內的母法。根據該

法 ﹒ 二年內須根據該法原則 ， 進行十多項法令的制定與修正 ， 但其步

伐緩慢〔石垣 ' 前揭 : 2 1 0) 。

另一方面 ， 在 2004年競選總統連任的活動中 ， 陳水扁高唱「制定

行於臺灣現實的新憲法 J '雖使得該政權與美國布希政府的關係惡化 ，

卻仍以極小得票差距獲得連任。同年 10 月 ， 又發言表示在「制定新憲

法」時將設置「原住民專章 J . 原住民族與政府關係是「權國家閉關

係 J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編印 ， 前揭 : 1224) 。得此訊息 ， 原民會

成立「憲法原住民族政策制憲推進小組 J . 敢動{原住民族憲法專章草

案〉的起草作業。其間 ， 2005 年 6月的第七次憲故 ， 進行 r廢止國民

大會 、 憲法修正案(自立法院審議 、 決定)由公民投票批准 、 立法院

委員席次減半與立法委員選舉中採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等大幅度

的制度變覓 ， 但原住民族的相關條文依然如奮。其後〈憲法專章草案〉

的起草的持續 . 2006 年 6 月在原民會的主辦 fl"i開{ r 原住民族長老 、

頭 [j 會議 J . 對「草案」進行討論4人

{原住民族基本法}在有關原住民族的政策上 ， 雖然具有作為其他

法令「母法」位階之「準憲法」性格 ﹒ 但只要是法律 ﹒ 就有在立法院

l~J過平數而遭變吏的風險 由於臺灣原住民族不具有如北美或紐西蘭

原作民族、過去曾與統jh閱家間有「條約締結」等有利的歷史前例 ，

如 IfJ?;權會等斟體-路迫求的 ， 以憲法條文明確保障自 dî權與土地權 ，

應該本泣實現「內部t'lì犬 J 1可能性最高的辦法 。

-l X 寸、壘~;.，于氣 叭叭叭C['I可hllme、 cnm.l\\ 200的 主 6 月 27 .塌 P{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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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落裡頭，如阿里山鄉鄒族山美村達挪伊谷自然生態公園般的

社區再造活動~9 、 原住民作家的「部落回歸」等重新體現原住民族文

化的活動 50 也可定位成為求實現「民族自治 J . 形塑「民族主體性」

前動的-環 ﹒ 在原住民族各族的層次巾 ， 各族致力於籌備「民族議會」

的行動白 1 990年代中期開始。他們將{憲法增修條文》巾的「發展權

條文」 、 「國家應依民族意顧 ， 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等字

句 ﹒ 視為「民族自治」的根據 ， 首先從準備「自治」的實體組織目標開

始 ， 成立「民族議會 J . 作為具有法律根據之「議會」的前一階段51 。

( 4 ) 多蠻的多元文化主義的環境條件

在此 ， 我們有必要觸及這個多元文化主義的環境條件本身的變化。

這是一種嶄新、另類的多元文化傾向的影響力。在臺灣 ﹒ 民主化 、 臺

灣化 ， 以及多元文化主義展開等政治結構變動發生的時期 ﹒ 也是新一

波全球化浪潮襲向臺灣的時期。綜觀我們一路討論過來的多元文化主

義，若將其形成過程作為毫灣史連續殖民經驗上展開的去殖民地化產

物來理解 ， 那麼以二十世紀最後四分之一世紀以來全球化為背景的另

一個多元文化的傾向 ﹒ 即所謂「跨國脈絡」下的多元文化 ， 亦在此脈

-19 u.. j兒忙自::fÇ模、-但 19R9 主~全甘 L 勻;程已主演句 EtZ 等理01:主昔~ (.吾谷五谷生自售價活﹒吭

功建立 l..( l!i.賓在，青 J散失兀自~~的至于花魚 在存活中有 Yosku Aulu i'耳 其 JE E7 魚 4 土

司空、 J ''F''守膏 f; 9~ 主自É 1.' J: t 牛. I~ fr呵， 那一事口汽 d專 7 月華結 t ~.持理 ~f 頁: ð: 哥哥念三等

f，<足 以村~!'J"， ~"ff_ Ft 片~白~ Ej律與早在村參加的意:主 iiL 制可( iFii:立) ~-農 村谷育

苦 后重t 成;'; 1 ，}，} 3 年 b{ 量i. Wk 位主泛泛的會仲宅 μ~ :I位雪去!重 19'}S 年均可已芷注 2-=:

汁 JJ 營電 1995 年特 .~æ f1 脅 t '、再 ñ 哥哥拉的哥哥 9.0()0 元 2001 年.ø. ." 1', I.R55 哥哥 7.000

元 川之快久宅基建 ;1.色 ~t 校論會組織;老九 婦女 吃童釣渴 t'l 草案 音是;Ïû 11 
、 1L 王三三1í f7.玄等等凡有t 'r.. ρL星空乏對 dET言之 20()2 114-11X 正月 200S 164 

16X 

50 "" .叮已 品上土苦了 :!005 ct ;_~ J :C 主 EI ，1;$令 :{;;i童失， 克拉 豆，老毛 i 主官

守 1 手 : 1 特拉喚 F;:~ 司~ ~. ~~ -~~詩:

叮叮F:是會羔 羊fEE FE 建議會 泰?生反秩議含著 .sq尋豆豆鈍，建 1至l 議會 ﹒小茲去itz r回

在法位上是只是吐會主煙 (而 它 f 笠返巴←是，人拉夫，午 1弓，于~長高JIz'可(，~ it ~哎
的.主Ðlt\ T 三什白白:是合在 F 哼 起白棋 2日刊 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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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 F於此時期的臺灣發生。諸如耳外籍勞工的流入 、 (t r 婚姻移民」

的增加 、 ~日本製品融入生活、可「麥當勞」所象徵的美式大眾消費

文化之進入等等 ， 給闊族認同或國家界線帶來影響( Chun, 2002 : 113 )。

如果說上述的主與 4 等被吸收、消化成發自墨灣的大眾消費文化，

在跨越臺灣海峽的華語社會中被消費又反鑽到臺灣 ， 因此造成強化華語

國際主義、加劇臺灣民族主義「文化不孕」之可能性o(!)與@ . 特別是

芝 ， 作為一項在人口構成上有改變臺灣社會族群結構影響力的因素，則

值得吾人注意。這些「婚姻移民」大部分是女性 ， 特別是占有近四成

(超過六成來自中國大陸)的越南 、 印尼 、 泰國等國出身的新娘及其子

女 ， 被稱為「新臺灣之母」、「新臺灣之子」 、 「新移民」甚至是「第

丘族群 J '顯示他們在社會上也已成為不可忽視的存在咒。

陳奕麟 (A l an Ch un) 認為，作為去殖民地化崖物的多元文化主

義 、 與以全球化為背景的多元文化影響的產物無法並存 ﹒ 不久的將來

它們將會發生衝突〔同前 : 1 0汁。對於這個全球化範疇的廣泛影響 ，

臺灣政府與社會如何回應日 ， 可以說深深關係到與畫灣原住民族「民族

自治」的夢想去向一一這個畫灣另一個去殖民地化的方向。

5~ 快f哇「可 JIZ ~~ è守主正計 19日均年 1 '1 間吟 J'J 2006 年 2 月為止可非聾，彎持自';~己濟 主與屯人士)

累計 13 1.000 人-其中有 92.70/0 為 *"{主 在出身地方面 中國大陸 61.3% 越南 20.3% 6p 

T-.. 7.00./0. 泰宣 2 的。。 此學 ~()04 年的新生口 ~16.000 )、由 其母fì_ "113.3% 為包'>:-申百六

垃站在內的 1f-臺為泊 之就7t ，~ 這一年新生兒 100 名中有 13 凡是由非憂，彎路的母亨見時

生對 情空白 2006 35-36 

53 空;電存的巨電可宮 內~吉1，白 1999 年建起閑言言 外籍配偶生活逸，堅輔導實施計畫 J 教

11 耳目 2002 主f!t趕在參加 J • 2003 年實淘金旨在~~可整種 êt 動 朴為配{禹生活乏應商導實

~~-t-畫 豆豆 臺北市吭，λf事民與市民的文 11::.突，克為自哼 致力提辯活動 在民間7"

jf 支援建E 南豆手可昏~移民對「商洋務雪天會( 2003 年是立 以高雄縣美;1{錢與妻北

啟示和市為掩耳聞~;活動﹒其他地方也在 吐區， '苦動的校開申 n 嚷手電子請客

令 喝喝教室 J 等活動吸虫。有7倍 36-39 但是 i~ )左手1奎清九結槽的 外海

可二是 臼于 巴; (，;:何. 司令- ..~自 由文電主氏. ~1符合 f<.~~ 民總 1千]1生名之雷管」的

慢走 掩耳尋求更 ;iz ，主名 ).'1;外 投標價沼浮于a';調查 有~.Ij眾南亞系啥也移民與其子女
盯夫是應及與妻贊美英京廈的 f，;! 均等問題 在閉雙美持久士但成 "TL I.看見在談話申[喔

'i] 送去 I司在原位設公上去建烤 香仔 J ;If~;;一種、種三拉夫的哎暱 同常 4。 這

正::.:::::..喔會笑二央社1;哼 I~ ~吋吃丹11于咕言竟有真茁同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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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變貌躊躇的認同

1.拼布化的國家象徵

在本吉第四章巾 ﹒ 我們確認了戰後臺灣國家政治正統性基礎的臺灣

化(f:走近代小國的革命歷史轉換到以[.çJ~*體現的「以堂灣為範國」的

鼠忌) .與民主化在同﹒時期發生;在第五章則觀察到 ﹒ 透過以總統直

選制為軸1M進一步展闊的憲改 ﹒ 使得過去蔣介石欲在「反攻大陸」時攜

l口l而一路堅持的「中華民國」國家形式 ， 開始發生崩解。在此過程中 ，

多重族群社會中「遷占者優位」崩壞 ， 過去主要屬於社會裂痕的「省籍

矛盾 J . 在民主選舉機制下變形為新的政治分裂(第六章) . 同時，巾

國國民黨作 t，)'Ñ方中國民族主義國民統合理念的權威衰退 ﹒ 反而是多元

文化主義的統合理念(儘管其扎根程度仍有待討論) .甘升站「起來國

策 J (本車站:節)。此外，政權交替後，受到空灣 í lE名」運動等壓

)j的民進黨政權 ， 進行了公共拉施及政府發行證件的 í lE名」" ， 歧基

於「臺灣上體性」觀點改訂教科書的敘述方式外哼哼空灣化措施(就

「泛藍」陣營及中間共建黨rfTj .，s'則批判其為 í .t r! l國化 J )。

這樣的變動，也給 í r1 1 莘民國」的闖京象徵借來影響。本節將從

今5登輝政權木期決定的紙幣與貨幣圖案變廈 、 以&固定節日變化 ， 來

5-1 2003 年。: 1 己之 甚守可 ?!t 抖'f: Republic of China 丁低~ Tai、、凹的認同 可1 掌正常 2005

年 7 可 30 日至有特句容百萬 f再竺'呢?等 2 華民反 臺弩 J t有勻，令 日 2006 1!'.l)月 IE 問

請將申立 i~ 襟懷垮了使得為塾，彎畸重自滯后聖母. 2007 年 2 月咚公管~ T? 1.:1巨石，迫 自~是

J!..: ::口摹望去了;電抑、也有 ip;費'"全 警哥哥固守許是丸 哥灣季f， ;-Z 5 月 19 日奎北市

t"T" '1.0口三吃苦玄 ;z ~且 r Z 立~居民主立全世富 于主宇提問直在的乏空公司主 7 司， t 奎

曾 為工'" .1 ':n至 1音'，' ,'r . FÞ. 可:局長示 4哥哥凡 ~()()X 主 J I~ 倚重弋哩咕!~7. ~7i-f~ .!;:實可E

J 只 ~t'- \.~;~.，..~'.~ .;h iι 對 t;， r'~ 反正 .ι 乎可 τ← b 華民:K 7, 1; f<P-司 '~f ~ 

"f~ ;;註會1 ø立于~-3~ ~~: j'&~呵.'~ F...]~昆 主陀. ~. ,; I..更重?

55 ~n06 i己會明它已于'Z ，C了高tJ~.哭軒~" t: 一笠， 失rr: ~E 元 一敏、去 'r!' :~ ~空軍三有

堅哥哥苦: 且可1'_ 一 'l'. 手有三去~ ~正::t~主 fi. 荒 ;、三 7 缸抖 ~r 又

有口~ ...a ~父，"'1，有 ;ιt 等問 5 7 哭哭市1 年自 4 教可喜〈主上至 k 示斗

啥 4 可是~ i :t . 'l'- ，-t才甘心 "4 啥?向汽()()叮叮 〈哇穹 'f1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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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華民國臺灣化」造成國家象徵變化的一端。

( 1 )紙幣與硬幣的象徵

1999 年 3 月 ， 臺灣的中央銀行公告將自 2000 年 7 月開始改革銀行

券。第一，一直以來臺灣貨幣「新臺幣」的發行者均是省營的臺灣銀

行 ， 但自該日起改以國營的中央銀行為發券銀行 ， 正式以新畫幣2話「國

幣 J . 第-大幅度變更紙幣的設計( Corcuff, 2002a: 92 )。第一項改革

可說是配合了 1 997年憲改對國家結構做的變更(臺灣省的「凍省 J )。

表 7-1 為新臺幣紙幣新圖案的一覽表 ， 以與舊圖案相互對照的方

式呈現。如表所示 ， 舊圖案乃以孫文及蔣介石的肖像為中心 ， 長期未

表 7-1 臺灣新紙幣的圖案一覽( 中央銀行 2000 年 3 月 2 日發表 )

正面 背面
新鈔

金額
發行年月 日3藍圖案 重:Jílll~ 新圖案

100;巳 「闕父 J (據文) 「闊父」 中111縷+梅花 2oo1 1j三 7 月 I F:I

20U;C 
蔣介石 總統府十蘭花 2002 年 7 月 IR

可哥斯手空 li)

有 IIO;C 將介 {i 紅葉:少條條 純j fElÆ+ 大霸尖山+竹 2001 年 7 月 1 r1 

1000 JC 終于，，{ î 小F許可三吵得均按 E111+ 手持燈+吾吾 {Ë 2制)0年 7 月 Ifl

~nllo J已 街 IjJ，
櫻花鉤吻會主+南湖大山

2∞0 年 7 月 IH
+松

I()O 元 5日0 元 1000元品很幣與 50 元投幣(正面Ii:草?)，!有多文街空軍) 50元函硬幣 f 梅作

案 ﹒在 200~ 年前月 30 日停止流通 2000 年 7 月 3 日起新臺幣正式成為國幣﹒發行種自

&1聲省螢的臺I!銀行轉為函螢的中央銀汁。
;~ ~ : ~D日 l 年 7 月 1 日發行新的 20 元硬臂，正面豈有莫那 魯這﹒背面軍宅建悟族的拼緩舟

~J :中山嘍 位臺北市斜陽B，SJ.J的園民代表大會會甜苦。/梅花:中華民囡囡花其他如蘭

卅 沾 沾..t'J.之中區孟德拉的表會哥哥霉素v 怠工守少棒隙，墨學縣的少fE棒球隊﹒ 196前

年以 7:0擊敗白日本來詣的日本代表隊 這是夢種球隊首次數另有外國球隊﹒成為造者I

I l170年代少峰AA~月的契機 1972 f!: {;\ i電代表跨又在美自目的世界大賽中1t!l串 /大霸天
l.J : f主持蔓聲中部7雪富貴固守公壁的萬』﹒每拔 3.-I Xn公尺 哥哥羚:讀鹽絕種的畫壇持有

r!É 主._j位秘書聲中部玉中國家公E內的月賽中

立起鑫 乎者裂丘克l

f'i <.1 ，許可: ，[中宣告雪哥哥耳. 20()() 年 1 月 3 日 Corcuff.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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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變吏 ， 只在 1 992 年及 1 996年才終於有無兩者肖像的硬幣發行。聯

想至此 ， 第:項改革可說是一項很大的變化 ， 雖說如此 ， 但也未將南

昌肖像歧其他「巾華民同」象徵完全排除。這就是高格字( Stephane 

Corcuff)將之形容為「拼布」的理fÍJ所在〔同前〕。

有關新聞案的特色 ， 可以看出 : 1 減少「中華民國」象徵人物肖

像(孫文與蔣介石)的比重(孫文只留於最低額的紙幣 ， 蔣介石肖像

則是自 1000 元紙鈔降格至 200 元) ; 2 取而代之 . r 中華民國」的象

徵改由較不易引起爭議的建築物(中山樓)及花(梅花)來代替 ; 三

象徵臺灣的圖案雖然首次被採用 ， 但這部分也是迴避容易引起爭論的

歷史人物肖像 ， 而選擇了兒童、少年、動物 、 山岳等意象。在紙幣以

外 . <-1 20 元硬幣與這些紙幣同時發行 ， 首次明確地採用臺灣原住民族

象徵( IE面是被視為霧社事件英雄的莫那 ﹒ 魯道 ， 背面為達悟族文化

象徵的拼板舟) .也是新的變化。

此種象徵的安排配宜 ， 既口I說是依循多元文化主義理念的多元

化表現 ， 亦可說是「拼布式」的表現。與舊固案相比 ， 這些新圖案稱

得上是象徵了中華民國畫灣化的進展 ， 但若著~N於其「拼布式」的樣

貌 ﹒ 則可說它如實地象徵了圍繞著歷史記憶龜裂的深刻程度 、 2之相關

岡民統合理念的不確定狀態。

( 2 ) 紀念 H與節 H

1 94 5 年以後臺灣納入中華民國 ， 於是中華民國的紀念日與節日也

成套地移入。不過，根據川島真的研究 ， 這些紀念日與節日在分裂國

家化後的空灣裡頭，未必-律是有所扎根的。

例如1 . 在對 U戰爭相關的紀念[J 方面. 7 月 7 刊的對日抗戰紀念U 、

9 月 1 8 口的九一八事變紀念日 ﹒ 進入[ 1 950年代便逐漸不受關注。現在

的{紀念 [1與節口實施辦法}將紀念 [J與節 H分為「紀念口」 、 「民俗節

[J J 歧「一般節口 J 上述紀念、 [1 與節日 ， 在這此法規裡也不留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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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 日 ， 日本軍與盟軍簽署投降文件的翠日 ， 則作為對日抗戰勝利紀

念日而受到重視 . 1955年更以軍人節之名加以制度化。但是 ， 軍人的

華麗演出大多是在總統府前閱兵較多的雙十節( 1 0 月 1 0 日 ， 辛亥革命

紀念日) . 軍人節在臺灣並未扎根〔川島 . 2007 : 1 89- 凹的。而真正作

為「巾華民國」紀念日而落實的 ， 是「象徵殖民地統治的終焉與中華

民國對日勝利 ， 以及中華民國臺灣統治正統性三者」的光復節( 1 0 月

25 口) . 以及象徵與中華人民共和問國家正統性不同的雙卡節〔向前 :

1 9 1 、 1 95 )。

但是 ， 即使是扎了根的紀念日 ， 也隨著臺灣化的進行 ， 及其象徵

性緯故，而成為各種政治動員的時問性舞臺。例如光復節。 1 988 年 ，

「臺灣農民權利促進會」團體在光復節當日舉行首次示威遊行 ， 1990 

年指責郝柏村內閣為軍人內閣要求下臺的「反軍人平政聯盟」遊行 ，

1992年「無殼蝸牛運動聯盟」的集會 . 1 993 年臺灣文化促進會 、 臺灣

聯合國加盟同志會等獨立運動團體舉辦之「臺灣共和國國民大會 J • 

1 994年反核團體的反核四全臺行腳以該日為出發日 . 2002年原住民族

諸團體進行要求「光復 J r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一系列活動〔薛佩

玉 . 2004 : 138) 。此外 ， 1995 年是中日甲午戰爭一百週年且是日本

戰敗五卡週年 ， 是相關記憶與爭議浮上權面的一年 ﹒ 民進黨籍陳水扁

市長主政的臺北市政府 ， 不出所料地不使用「光復」一語 ， 而是舉辦

「落地生根一一終戰五十年」的紀念活動。新黨等批判彼為何不祝賀

「抗戰勝利五卡週年 J ' 民進黨中央則主張廢止對臺灣而言沒有意義的

「光復節 J (若林 ， 1997 : 180- 18 I )。此外 ， 如第五章所述 . 2003 年民

進黨在高雄市也取辦了訴求「公投制憲 J (以公民投票制定「臺灣新憲

法 J . 不依據現行憲政程序)的集會。

只是 ， 即使有上述爭論 ， {ll紀念日、節 U 至今為止實現的形式變

化並不多。 1995 年{實施辦法}的修正 ， 新設紀念-二八事件的「和

平紀念日 J • 2006年的修正 ， 則針對中閻{反分裂國家法〉表示抗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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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中國全國人民大會表決通過的 3 月 14 日作為「反侵略日」。現行的

{實施辦法) (譯注 : 指 2006年修正版本)一覽如表 7-2所示。從中可以

看出 1 I 紀念日」除了上述的和平紀念日與反侵略日以外 ， 是以強

調「中華民國」歷史正統性及其領導之存在為主 ; 「紀念口 J 與民俗 、

一般節日結合者甚多 ， 可說是一特色。從民進黨政權的理念來看 ， 互

「紀念日」有許多應該廢除 ， 但有關個人崇拜與「中華民國」色彩淡

化 ， 只以與假日脫勾的形式來進行 ， 名日上仍然保留。在此也可以看

出國族認同拼布般的樣貌。

這一點 ， 與其說爭論與變化不成正比， 不如說那就像川島真所指

出的 . I 中華民國」紀念日雖然作為制度而留存 ， 但其意義隨著時間

而逐漸流逝 ， 既不為大眾所意識 ， 也不被熱心宣揚 ; 另一方面 . I 爭

論」背景裡歷史記憶的裂痕又太過棘手，是故 4如紙幣的圖案 ， 唯有

漸進的變更才是可行。有關其原因 ， 套用歷史記憶的解釋方式來說 ，

那是因為「臺灣內部記憶存在多樣性 ， 在那多樣性上覆蓋著中華民國

的故事 ， 毫灣的故事便是以相應於此的形貌而形成的 J [川島 ， 再íj揭 :

2. r 麵包」與「愛情」一一中華民國臺灣化與民意的國族認同

至目前為止討論「中華民間臺灣化」的過程巾 ﹒ (主氏三fs:身在闕

族認同上的自我意識又是如何變化的呢?借用筆者在另一本著作〔軒

林 . 2 00 1 a )標題中所間的形容來說明 ， 乃是一「變貌躊躇的認同 J • 

此種狀態所帶來的問境 ， 借用臺灣政治學者吳乃德的形容來講 ， 就是

臺灣住民面臨了「麵包與愛情」的困境〔吳乃德 20 0 5 )。以J ' 本小

節將透過其乃德、據問卷調查所做的觀察與見解 ， 確認毫灣(主民的|叫族

主習、 [tJ 。

有關臺灣住民的國族認同 ， 在臺灣媒體巾時常被提及的是新聞媒

體本身或各種民調機構所實施的調查 ﹒ 包拍 ﹒ (甲)認同意識調在(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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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臺灣紀念日與節目一覽 ( 2006 年 3 月 )

名稱 種類 月日 假日 制定年

1 [1繕i是國!誰j織紀H 紀念H l 丹 IU l 丹 1-2 I:l 

道教ffil 也鍛節Il 1 )-j IU 

~f仔除夕 民俗節 H 農J胃口 fJ 30 11 當 Ij

作節 民的節 11 巨星曆 1 月 In 農曆 1 月 1-3 fl 

和平紀念H 紀念、H 2 月 28R 當 H 1995 

紛f;;:節 -般節H 3 月 8H 1924 

闢父逝ttt紀念 11 紀念 I1 3 月 12 日

位1樹節 4般節 H 3 丹 1 2 1:::1

反侵略 [1 紀念 H 3 月 14 fl 2006 

革命先烈紀念 H 紀念日 3 月 29 H 1943 

青年節 4般節 [1 3 月 29 H 

兒重聖節 一般節卡l 4 月 4H 1931 

將公逝世紀念 H 紀念H 與民族婦墓部|吋 H 1975 

氏族掃墓節 民俗節fJ 農曆清明 笛;fl 193 -1 

勞動節 甘立節fI 5 月 I El 筍; fl ( 勞主休假)

佛陀誕辰紀念Il 紀合 H 星星1晉 4 月 RH

端午節 i已背守節Il 且是曆 5}J 5 H 笛;H

市人ffi'j -般釘íH 9 )-j 311 當 [1 (軍人休假) 1955 

巾秋節 t...:俗節H 星星曆rþ秋 當H

孔子誕辰紀念H 紀念H 9 月 28 H 

教師節 般節 IJ 9 月 28 IJ 

閻痠鬥(雙 f-節) 紀念H 10 月 I OR 筍，日

4正直耳光很節 -般節 H 10 j-j 25 H 

將公誕辰紀念fJ 紀念 11 10 月 31 fI 1975 

國父誕辰紀念 11 紀念 11 11 月 12 f:J 

巾華文化很興節 -R~節 1-1 11 月 12 H 

{r~*è合:11 紀念 11 12) J 25 11 

証 :紀念日除規定空空i!t國旗扑，中央政向 、 地方政府及學校等相關機踴亦舉辦紀念活動

出處筆者裂成

資料來源: htlp: l a\\.m句 gov. l \\ Scripls Que')4A .asp"Fu Il Doc~all&Fcode~D0020033 (2007年 3 月
29 日攝取 ) 的美容 1996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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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場合是以提示 r .我是臺灣人」、「我是中闊人」、「兩者皆是」等三

個選項來進行) ，以及 (乙)對臺灣將來看法的調查(大多是分額為臺

灣將來「應該獨立」、「應該與中國統一」以及「維持現狀」等三個範

峙的幾個可能選項，來令其選擇)。

表 7-3 所列者，是政治大學選學研究中心幾乎定期實施，有關

(月'-1 )的調查數字。自認真是「臺灣人」的比例 ，在李登輝政權時超過

表 7-3 r 臺灣人 J r 中國人」認同: 1991-2006 年

問卷調查實施年月 r;薑灣人J% 「中國人 J% 「都是J% 其他% 總計%

199 1.~'1 13.6 13.0 73. -1 。「 100 

199~.X'1 23.7 23..+ 49.7 3.~ l 以)

1993.~'2 3~.3 43.9 19.6 3.9 100 

199-1 7 33.X 27.3 35.X 100 

1995 日 30.3 18.9 -15.1 5.X 100 

I'Nó.X ~3.1 15.8 50.9 IO.~ l 叫)

199'.ó 33 司 19.2 -1 2.1 5.0 100 

1998.6 35.9 164 4 1.5 6.2 100 

~OOO.ó 3自 9 13.1 -1H 6.2 100 

~U03.6 -1 U 9.9 43.X -1 .9 100 

200 -1 .X -1' 7 6.3 45 .-1 2.6 100 

~()()5.6 -1 2'1 
守、 -1 5.0 4.9 100 

~006.ó -14 .1 6.~ -1-1.-1 5.3 100 

"" I ~ r 是白宮人"':1.是臺彎人」 r 是蔓聖人也是中區人 J 、 戶中函人與賽灣人支有不同 J 等還項合

他至「都是」還項中

*1 ~年J支萄 ， 者是 a 這項﹒必言自 r g.蠻人 I LA; 中古人 J 兩者還- á年 兩者皆 是 J 的

聖賢值是得自選擇「很援引定 J 受訪者的比例

出后萎者~成

資料來漂﹒改 r台穴星星選舉研究中心 hllp: esc.ncc lI .cdu.t\\ ne\\chincse dataTa l\\ anCh ineselD.htm 

( 200勻f'!õ，月 29 日獵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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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 ，政權交替後達到四成;自認為是「中國人」的比例，在李登輝

政權後期落到兩成以下，在陳水扁政權時落到一成以下。

關於(乙)的臺灣住民國族認同，同樣將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調查所得之數字略加簡化，整理於表 7-4 。如同中外媒體屢屢指出的，

統一意願漸減、獨立意願漸增，另一方面「維持現狀」的意願也很強。

但是，若要觀察臺灣住民的國族認同變化，或許這些問卷的提問方

式未必適切。在(甲)調查所提問的「臺灣人」、「中國人 J '其內涵未

必一定。雖說是「臺灣人 J '對某些人而言也許真有明確的國族認同，

但對某些人而言也許單單只是一種長期居住下所產生的住民意識。就算

是「中間人γ 有將之作為國族認同來認知的，也應該會有將之視為文

化認同的接受者。在(乙)中，雖然近年與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面

差距正在縮小 ，但與中國大陸聞所存在的種種差異或差距也許讓他們不

好選擇統一;中間始終不明白表示對臺灣放棄行使武力，還加強導彈恐

嚇， r 臺獨意味戰爭」的這個認知，或許也令民眾對選擇「獨立」鸝到

表 7-4 臺灣民眾的「統獨」立場(%)

問卷調查 「儘快 「偏向 「維持現狀 「永遠維 「偏向 r{盡快
無反應

實施年月 統一」 統一」 再決定 」 持現狀 」 獨立 J 獨立」

199-1 .1~ 4.4 15.6 38.5 9.8 8.0 3.1 20.5 

1996.6 2.2 18.1 29.9 16.~ 9.3 3.6 20.9 

1998.6 ~4 15.9 29.9 15.9 11.0 5.0 19.9 

2000.6 1.8 17.2 29.5 19.6 12.5 3.0 16.3 

2以)2.6 ~、 .3 15.7 36.6 15.~ 14.1 3.8 12.1 

~OO-1 .ó 1.3 10.5 36.8 2 1.0 15.1 4 .3 11.0 

20()6.6 J.7 11.7 38.3 20.8 12.9 5 日 8.9 
L 一一一

出~ 筆者裝成

貪料來~ 政 1台大學正在舉研究中心 hllp : csc.nccu.edu.t\\ newchtnese 也tafT剖 \\anCh ioese1 D.htm 

( 2007 年 1 月 29 日做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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躊躇。

為 f克服這些難處，以得到更近乎國族認同的分布，吳乃德思考

了其他對策進行調查，其結果整理於表 7-5 。問卷依此方式，詢問回

答者兩種提問，也就是A : r 如果經濟、社會、政治等各項條件的差

距消失，望灣應與中國統一 J '或 B : r 如果臺灣獨立後也能與中國間

維持和平的話，臺灣應該獨立」的贊成或反對意見。藉由這些附帶假

設的發間，可以排除自答者在關於臺灣政治共同體選擇偏好的干擾因

素(差距與戰爭) ，而得到更近似國族認同分布的數值。據此，我們可

以大略地將當然贊成B' 即便與中國間的差距消失也反對統一的回答

者(向 A說不)歸額為「臺灣民族主義者 J '將當然贊成 A' 即便與中

國問能夠維持和平也不願走向獨立的回答者則歸為「中國民族主義者」

的兩種性格。對於雙方皆贊成者為「務實主義者 J '雙方皆不贊成、拒

絕選擇者則為「保守主義者」。

從上述數據及表 7-6 、表 7-7的數據，吳乃德認為在有關萱灣住民

國族認同動向上，可作以 F五點觀察。

表 7-5 臺灣民眾的團族認同(%.人)

年月
中國民族 薑灣民族 務實 保守

主義者 主義者 主義者 主義者

1992.2 38.0 (4-'2) 9.3 ( 116) 25.0 311) 11.0 ( 137) 

1993.2 27.6 (3 句 1) 10.3 (L1 X) 25 .4 (341 ) ".4 ( I 前1)

1996.5 16.9 (235) 21.3 (29的) 38 日 (540 ) 2.9 ( 40 ) 

1998." 16.8 (297 ) 22 .4 (396) 36.0 ( 63" ) 5.8(102) 

2000.8 19 .3 (272) 24.0 ( 338 ) 34.4 ( 4自 5 ) 6.6 93) 

20()}.X IX.I (:;M) 3 1.5 1> 3前) 24.2 (4X可) IX.X (rX) 

2004.8 15.0 (273) 28.8 (525 ) 23.9 (435) 12.2 (222) 

註 l 由於尚有「其他J 項目 故四項目的合訂不是享於總計

出處 -3主乃績 2朴的 表 2 筍化後再行得

全無意見 總計

6品(自2) 100 ( 1.2~3) 

19.9 (267) 100 ( 1.343 ) 

12.3 ( 173 ) 100 ( 1J82) 

7.5 (133) 100 (1.767 ) 

9.0 ( 127) 1α1 ( 1.4(9) 

4.0 (XI 、 100 (2.016) 

10.4 ( 1(0) I()O ( I.S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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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6 國族認同的不安定性

1998年的國族認同 比率%(接本數) 2000年的國族認同 此率%(據本數)

還灣民族主義者 38.1 (91 ) 

務質主義者 41 .4 (99) 
哥哥灣民族上按各 22 .4 (239) 

中國民族主義者 3.8 (9) 

其他 16.7 (40) 

置正灣民族主渡者 60.4 (247 ) 

發賓主義者 12.2 (50) 
務賓主義者 38 .4 ( 409 ) 

中國民旅主義者 10.5 ( 43 ) 

其他 16.9 (69) 

奎灣民族主義各 37.8(65) 

t若賀主義.if 8.7(15) 
rtr憫民族主主藍布 16.1 (172) 

rt'國民族主益高 37.2 (已~ )

其他 16 .3 (28) 

璧灣民族主義者 3 1.7 (78) 

務賓主義各 16 勻 (41 ) 
其他 13. 1 (246 ) 

中國民族主品占 36.2 (89) 

其他 15 .4 (38) 

總計 100.0 (1066) 

出處吳乃德 2006: 15-16 

第一， r 臺灣人」意識持續伸張。此點可以表 7-5 中的數字作為支

持，也就是「臺灣民族主義者」在 1996年前後倍增，其後也維持著20%

的比例。如前所述，此一「臺灣人」意識內滷雖然不易確定，但說得上

是印證了社會中「奎灣性」復權與抬頭的傾向。

第二， r 中國人」意識持續減退。這可由表 7-5 中「中國民族主

義者」比例的逐漸減少來獲得印證。而這也呼應到國民黨官方中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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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主義已經失去定義國民意識能力的傾向。在 2000年總統選舉中，自

我標榜為「臺灣之子」的陳水扁 ， 在國民黨勢力分裂下漁翁得利 ; 在

2004年選躍中，儘管國民黨與親民黨實現合作(連一宋配 ) .但他強調

臺灣民族主義的競選活動仍然奏效 ， 千鈞一髮獲得過半數的選票，這

應該也不能與民眾認同的動向切割開來考慮。

第三，儘管「中國民族主義者」持續誠少，在民進黨政權 f r 臺

灣民族主義者」比例也停留在三成左右。有關這個停滯現象，吳乃德

雖認為無法指出確切要~.但一方面也認為這或許受到與中國經濟關

係的加深 、 中國對臺灣經濟吸引力的增加所影響。作為其根據，在

2003 年的調查中，關於「為了臺灣的經濟發展，到了必要時刻應該與

中國統一」看法的提間，有四成贊成 ， 反對者僅三成左右;屬於「臺

灣民族主義者」範疇的回答者，也有近於兩成的贊成者〔吳乃德，

2006: 14 ) 。可謂「麵包與愛情」的困境。

第凹 ， 國族認同的不女定性。為 f測定這個現象. 2000年吳乃德

針對 1998年所調查的同一樣本進行同樣的調查。其結果整理於表 7-6 。

1998年是「臺灣民族主義者 J .在 2000 年也是 「臺灣民族主義者」者

不滿四成. r 中國民族主義者」亦如此 ， 也就是說兩年間這兩種「民族

主義者」改變立場的超過六成。

第五，吳乃德又指出，臺灣民親在國族認同面向上雖然因為種種因素

而呈現分裂與不安定的現象，卻強烈表現出臺灣作為政治體的( r 以臺灣

為範圍」的政治共同體)公民自主性。民進黨從成立前的黨外時期開始，

即揭示「奎灣前途住民自決 J .所以在學界方面，自 1990年代初起就有許

多以各種形式試探民眾政治態度的問卷調查 ， 詢問「臺灣前途的決定者是

誰? J 。根據吳乃德的研究，在 1991 年(該年 10月民進黨將「公民投票式

臺灣獨\1. J 綱領化)的調查中 ，贊成「臺灣前途應由臺灣全體民眾自行決

定」選項者，不過550/0 .但到了 1998年，有超過 830/0的比率贊成 「只有臺

濁的2 ， 100萬住民與擁有巾華民圓圓籍的海外人士可以參加決定臺灣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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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投票」。同時 ， 這個主張理所當然有將近95% r 臺灣民族主義者」贊

成. r 中國民族主義者」也有超過72%贊成。在2∞3年調查中，提問方式

有所改變 ， 有關上述的公民投票 ， 回答者中超過的%回答應排除「大陸的

中國人 J 。其中，理所當然地有將近九成的「臺灣民族主義者」認為應該

排除. r 中國民族主義者」中也有超過八成認為應該排除(表 7-7-1 及表

7-7-2 )這超過八成的「中國民族主義者 J .儘管他們期待將來中國統

表 7-7-1 國族認同與政治共同體的範團 1998 年(%)

針堂j r 若自住民投票決定統一或是獨立﹒有設票資格者為誰? j 的回答

臺灣民族 中國民族 務實 保守
其他 總計

主義者 主義者 主義者 主義者

r 毛主精 2.100萬人民 J 79.3 48.5 65.5 58.8 60.-1 64.3 

r ~r.'J 2.100萬人民」與

;每 H 戶 lt'華民國 j 闢為 15.-1 23.6 22.1 26.5 11.2 18.9 

的悔外人卜

r~正灣 2. 100萬人民 J 與
1.。 且 1 2.8 3.9 2.2 3.2 

rjJ闕大陸 10億人民

所有的海外箏人 3.5 16.2 8.6 9.8 10.1 9.1 

其他 。.8 3.7 0.9 1.0 16.1 -1.4 

總;]1' 100.0 100.0 100.0 100.0 100 日 l 做)。

出處:吳乃德 2006 .表 5 簡化後所得，

表 7-7-2 國族認同與改治共同體的範園 2003 年 ( %) 

針對「若由住民接寄決定吭一或是獨立"中國大陸的住民是否應該參加? j 回答

薑灣民旅 中國民族 務實 保守
其他 錯計

主義者 主義者 主義者 主義者

應該參加 有『 10. -1 13.8 9.5 2.6 9.0 

不ffi!'參加 X9 的 80.2 77.2 XI.7 -1-1.4 80.1 

不知道 -1 .7 ').-1 9.0 8.7 53.0 11.0 

草草，11 IO( J.() loo.n 100.0 IO().O 100.0 100.0 

出處 -5耳乃箏。 2006 ﹒表白瞥化後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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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但同時也認為只有基灣( r 中華民國 J )的公民才能參與決定。吳

乃德觀察發現 ， 在這些「中國民族主義者」的國家信念裡 . r 民族成

員」不等同「政治公民 J . 並認為包含旅居海外的「中華民國」人民在

內的臺灣住民 ， 才是可以決定基灣未來的主體 ， 這是臺灣民眾在國族

認向上分裂的最大共識 ， 也是臺灣民主化最大的成果之一〔向前 : 17-

如第J章所述，若由基灣的國際社會地位及 1980年代以降的對

中關係來看 ﹒ 所謂的中華民間臺灣化 ， 也包含臺灣社會受到「連結著

中臺既要拉離又難以抵抗的根本性矛盾衝動」牽動的現象。這裡所介

紹的吳乃德有關臺灣住民國族認同的五點觀察 ， 亦可說是呈現了受此

「衝動」所牽動的臺灣社會樣貌。

而吳乃德所提第五點，臺灣的民主體制在民族主義政黨制下的政

治競爭中 ， 如第六章所見產生 r r 藍綠對抗」這個新的族群矛盾局面 ;

何時 ， 另一方面也依然有持續作為競合臺灣選民形成國鼠之舞臺的高

度可能性。就下一章將談到的 ， 與以「現狀維持」為基調 、 由美中協

調所形成的「七一二年體制」調整間的關係而言 ， 在第五點共識中所提

示的「臺灣前途住民自決 J . 作為臺灣選民政治共同體的「底線」 、

「紅線 J .也就是無可讓步的界線而浮上檯面。

第八章 七二年體制的傾輒 *

2007 年 7 月 ， 曾在美國小布希總統第一任內( 2001 -2005 )擔任國

務院亞太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薛瑞福 ( Randa ll Schriver) .對當時陳

水扁政權計畫以「臺灣」之名加入聯合國的公民投票案提出看法。他

認為「如何支持臺灣 ， 同時卻不反中國」一一對臺灣而言則是「如何

支持民主 ， 同時卻非支持獨立 J . 此二者乃形塑美國政府對臺政策思

考的兩道習題。美國長期支持臺灣 ， 與臺灣人民保持親密關係 ， 並維

持良好的相互關係 ﹒ 依然是美國的國家利益考量。但是 ， 美國與中國

保持良好關係亦是必要的。美國從臺灣的民主成功與強化中 ， 看到了

巨大的利益。然而 ， 小布希政府和歷代政府一樣 ， 並不支持臺灣獨立

[ Schriver, 2007 )。

1 970年代初期以來，國際社會中關於臺灣的處理方式 ， 已逐漸

形成一種國際配置。美中共同聲明( {上海公報} )與〈日中共同聲

明》的發表 ， 可說是其國際政治上的出發點 ， 筆者取其年分 ， 稱之為

「七三年體制」。如第三章所見 ， 在這個國際配置中 ， 有兩個面向。其

一 ， 是依據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有利的「一個中國」原則所進行的

配置。亦即 . 1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外交關係的國家 ， 不承認臺灣的

「中華民國」為國家 ， 限定與其之往來為「民間關係(非政府關係) J ; 

2 以聯合國為首 ， 各國政府參與的國際組織拒絕臺灣加入 ， 與中華人

民共和國有邦交的國家也不支持臺灣加入這些組織。

從歷史來看 ， 這意味 f國際社會最終承認 f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內

*玄章譯者 有 7年 -::J 妻 d哩，六學主#己學乎~蓮子t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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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的勝利。然而 ， 中國共產黨到手的勝利果實並不完整 ， 華灣依然在

巾攀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實質統治之外。這除了臺灣拒絕與中國統一之

外 ， 美間希冀解決中閣與華灣問對立關係的過程是和平的 ， 為了確保

其和平 ， 而制定了相當於闕內法的〈毫灣關係法) ， 保幫防衛事灣的權

利、提供「防衛性武器」寺 ， 持續參與對臺灣的安全保障 ， 此情形亦

為重要的因素。

日本及西方諸國也支持美國涉入 ， 以維護臺海和平。「七三年體

制」的第三個面向 ， 便是美國此項基於所謂「和平解決」原則的配

置。美國若停止涉入 ， 臺灣政府及人民在實質上力保獨立的士氣將大

受打擊。「七二年體制」的第弋個面向 ， 可說真有「兩岸之間達成和平

的解決協議之前 ， 從外部支持臺灣實質上獨立」的意義。

所謂「七二年體制 J ' 可視為 t述美國的「和平解決」原則與中國

的「中間內戰」原則(臺灣統一是中國「國共」內戰留下來的課題 ，

透過包合對臺灣行使武力之任何手段 ， 所必須達成的國家目標)妥協

的建物。由於是不同原則妥協下的產物 ， 此一配置在原理上也是暫時

性的。儘管使之持續的先決條件已產生巨大的變化 ， 它仍維持了超過

一個研代。前述薛瑞福的這兩個設悶 ， 可以說精湛地摘要了美國的意

志一一儘管先決條件轉變 ， 仍試間透過維持「七一三年體制」以維護臺

灣海峽的安定 ， 以及為此美間所面臨的兩難局面。在這個難局之中 ﹒

還包含了不合理 儘管美國並不接受臺灣自稱「中華民間 J '但是當

臺灣出現要捨棄此一名稱的躍動之時 ， 卻又無法不反對。

「七:年體制」是「中攀民岡臺灣化」的外在環境。中華民同臺灣

化的動能 ， 則在「于ï:O年體制」轉換至「七一:年體制」的衝擊下敢動

(第三章) . 在對美斷交、巾隊|展開新華灣政策 、 在野勢力挑戰 F政治

逐漸白的化、遷占者強人在無後繼梧的情況 F辭世芳草眾的政治危機

巾 lb{展開(第問~七章)。

fll 於「七;年體制」;其間際性的配置，凶此牽涉其變動齒 ， 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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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會只有臺灣方面的變動。冷戰的崩壞 、 「中國的抬頭」等 ， 國際

社會要角所進行的結構變動 ， 改變了「七二年體制 J 的先決條件 ， 並

且根本地改變了「七二年體制」自身的未來。然而 ， 如同已部分提到

的 ， 也如同本章所要鬧釋的，中華民國臺灣化 ， 是此一國際配置當事

者的同時 ， 在國際政治上身為配角的政治體=臺灣的政治結構變動 ，

在「七二年體制」的條件限制下被壓抑 ， 但同時也是使之動搖的要因

之一。可以說 ， 臺灣自身的動向 ， 是透過要角們對此的應答 ， 而成為

這個體制變動的主因。其中所衍生的傾車L過程 ， 正是中華民國臺灣化

的外部過程。

一 、中華民國臺灣化與「七二年體制」

1. r 七三年體制」的先決條件及其變貌

如同第三章已觸及的， r 七二年體制」在 1 970 至 1 980年代後之所

以較為安定，是由於美巾 、 以及中臺之間 ， 存在著每些先決條件 ， 並

對此先決條件存在著共通的認知。

這些先決條件為 : 第- ﹒ 美中各自保有的力量(軍事力 、 經濟

力、堅持自由與民主為普世價值並試圖向外投射的力量)在長期間並

無消滅跡象 ， 且存在著明顯的差距。美中力量的非對稱性 ， 正是美國

帝國體系在東亞的基體結構。因此 ﹒ 就這一點來看 ， 即便其他的條件

變化，只要帝國美國的政治意志不變 ， 就是「七二年體制」得以維持

的最重要根據。

第二，美中持續認識到 ， 對於蘇聯的威脅 ， 彼此間存在著共通的

戰略利益。此-狀態持續至 1 980年代後半文巴契夫 t唔 ， 發動邁向結

束冷戰的政策為止。這段期間 ， 對美國的政權領袖而言 ， 在與蘇聯的

對抗上 ， 因美中良好關係而能獲得戰略利益之時 ， 臺灣是可以依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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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犧牲的棋子。

然而 ， 對於這樣的傾向 ， 1 979年美國國會先藉由制定〈臺灣關

係法〉踩煞車 ， 之後 ， 共和黨雷根政府因交涉對中軍售問題被中國擺

弄 ， 在經歷這樣的苦澀經驗後 ， 以「對臺六項保證」 、 「雷根備忘錄 」

的形式停住腳步 ， 美國選擇繼續讓臺灣以曖昧的身分留在其帝國體系

的邊睡。同時，這件事亦促使晚年的蔣經國決意推進自由化，甚至 ，

臺灣政治的「最高領袖」蔣經國之逝世 ， 更敢動了中華民國臺灣化的

正式開展(第三章)。

第三 ， 中臺雙方的統治領袖共有「 一個中國」原則(中國只有一

個 ， 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 ， 但同時 ， 儘管如此 ， 雙方對於臺灣的統治

權則處於零和的對抗關係中(中圓的正統政府是自己)。前者(一個中

關原則)是美國將中華人民共和國迎入國際社會之時，無法將臺灣問

題從「中國內戰」的歷史中割離的理由 ; 後者(零和對抗關係)則是

與美國妥協之時，中國必須顧慮美國「和平解決 」 原則 ， 打出「祖國

的和平統一 」以顯示朝向緩解、消除與臺灣的零和對抗關係之對應方

式的理由。

然而這些先決條件 ， 與中華民國臺灣化正式展開的起始時期相

繼 ， 且其中一部分受其影響開始產生變化 。 首先是東西冷戰的結束。

冷戰的結束 ， 第一 ， 使得中美各自的戰略必要性相互減弱 ， 這一點使

得中美關係中 ， 對於安保以外的部分(經濟、人權等)關心大增 ， 帶

來了爭論點的擴散與複雜化 。 在這之中，中美關係以經濟為中心持續

擴大 ， 然而伴隨著擴大亦產生摩擦 ， 加之中國天安門事件的發生 ， 人

權與民主化問題等亦成為爭論的焦點〔湯淺 ， 2005 : 21 汁 。 隨之 ， 臺

灣問題也容易成為中美間的爭論點 ， 屢屢被擲入華盛頓政治的漩渦之

中 。

第 二 ， 蘇聯的解體與俄羅斯暫時的弱化 ， 對中國而言「 北方的威

脅」 減少 ， 且能夠以相對低廉的價格從俄羅斯購買高性能的武器 (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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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 2005 : iy J 。以此為發端的軍事力增強 ， 以及 1 992年以降擺脫天安

門事件後的混亂 ， 再度搭上高度成長的列車 ， 與活潑的經濟吸引力相

輔相成 ， 中國在亞洲太平洋地域的重要性顯著增高 ， 此即「中國的抬

頭」 。 l 中國在 1 995 至 1 996年臺灣海峽危機中的行動 ， 亦可說是企圖將這

種力量的增強 ， 翻譯為國際政治地位向上提升舉動之一環〔蔡榮祥 ，

2007 J 。 過去以來「中國的抬頭 J ' 雖然不是直接讓美國帝國體系內

的基礎結構一一中美力量的非對稱性消失2 . 但卻影響了美國對中國的

行動 ， 而美國受此影響所踩取之行動 ， 又牽引出中國 、 臺灣各自的反

應，藉此影響了「七二年體制」。

其次 ， 中美建交的同時，中國在鄧小平領導下展闊的新臺灣政

策 ， 以及臺灣方面對此之回應 ， 從經濟面使得中臺的零和對抗關係結

構開始瓦解 。 中國的高度經濟成長 ， 因捲入全球化的浪潮而得以維

持 ， 而臺灣經濟在 1 980年代後半以降 、 特別是 1 992 年以後 ， 以加入這

被浪潮的形式強化了與中國經濟的連結 。 表 8-1 顯示了中臺間的賀易、

投資動向 ， 表 8-2顯示了人員 、 書信、電話往來的動向 。 可以想見因網

路普及而使得書信往返減少 ， 除此之外 ， 無論何項指標均顯示 1 990年

代以後 ， 中臺間經濟交流的增加、深化與通信的緊密化都加速了。如

下所述，政治的動向與此呈現相反的向量 ， 但在整體形式上，過去處

於零和對抗關係的中臺關係構圖之一角 ， 已明顯出現崩壤。此一現象

逐漸使中國領導階層的自信增加 ， 政策工真的領域拓展 ， 同時也牽涉

胡錦濤政權對臺灣政策的重新樹立 。

1 Harding 認為 且留在軍事 笠濟外交 意識形電 文化著名官面向上同哼抬頭﹒其這

慧與 1950 年代前~?l:相似 與支平今嶺壞的 1930 年 1 日本 礎是 表大計ffi.~對比是 7、中肯

百可 Hard lOl!. 2007 
2 凍宅復 ' S已ve Chan 分析指出 在傳悅的自勻指停 I 鰻人口 都市人口慢慢兵力 軍
事于豆豆慌 ，草 i ,ï.J î在生壹句 有É.'î消費慢慢等)的~W_伊軍勻上 接與美囝旬之丘﹒但在現代
位飛毛 作為維持生 iî.垃甸事之之手役的發m壹英才女娟和几句膏，罪上 í'K執有!:\.犬的落差

Sle、 e Cha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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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中薑間貿易、投資動向(單位:百萬美元， %) 

貿易(經香港轉口) 從薑灣至中國的投資

貿易額
喜灣對中國貿易依存 (依嫌薑灣經濟部

期間 學(陸委會估算) 投資審議委員會)

總額
從薑灣 從中國 臺灣 出口 進口 進出口

件 金額 平均每
向中國 到薑灣 的出超 依存率 依存率 依存率 件金額

IlJIC :!"'X .5 19-1.5 8-1 .0 110.5 

l 吵 ~3 :'-1司 H 15-.~ 8~. '1 68.0 

191\-1 553.3 425 .5 1:' 勻 .8 :'9".7 1.-10 。 58 1.06 

1985 1. 102.g 986.9 115.9 87L0 3.21 。 58 2.17 

1986 955.5 81 1.3 144.2 667.1 2 心4 0.60 1.-19 

1987 1.5 15 .4 1.226.5 28日 9 937.6 2.28 。 83 1.7 1 

1988 ，可:'0.9 工242.2 -1 8司 7 65.- 3 勻。 0.96 :'.4-

1989 3AR3 .-l 2.896.5 5日6.9 2 、309.6 5.03 1.1 2 3.31 

1990 4.0-13.7 3.278.3 765 .4 2.512.9 6.5-1 1.-10 -I.n 

1991 5,793.2 4.667.2 1.126.0 3.54 1.2 9.79 。-16 5.57 237 174.16 。 73

l 吵吵2 月.-IIJ69 6.2~- ‘9 1. 119.0 5.168.9 12ι4 1.03 勻 31 264 2-16. '19 0.94 

1993 X.689. 1J -.584A 1. 103.6 6.-181.8 16.28 1.3 1 9.19 \1 .32<) 3.168 ..1 1 。.3 -1

199-1 9.8095 8.51 勻 2 1.:'92.3 7.224.9 16.99 2.17 9.93 93-1 962.21 1.03 

1995 11 ,457.0 4.882.8 1.574.2 自.308.6 17.15 2.97 10.36 490 1.092.71 2.23 

1 可'16 11.300.0 9. 71 "且 1.582 .-1 8.135.2 17.63 2.97 10. 7'! 383 1.229.2 -1 3.21 

199勻 11.-158.9 9.715.1 l 司-1 3 日 7.97 1.3 18.08 3 .-1 1 11.03 8.725 -1 .334.31 0.5日

194日 10‘019.0 8.364.1 1.65 -1 .9 6.709.2 17.62 3.91 11.00 1.284 2.034.62 1.58 

1999 9.803.0 8.174.9 1.628.1 6.546.8 17.22 4.07 11.00 488 1.252.78 2.57 

20∞ 11 ,573.6 9.563.1 1.980.5 7‘612.6 16 .-16 -1.4 3 10.67 8-10 2.607.14 3.10 

:'001 10.50-1 .8 缸.81 1. 5 1.693.3 7.118.2 20.2" 5.47 13. -1 5 l 、 186 2.78 -1 .15 2.35 

2002 12.019.9 10.311.8 1.70S.1 仗的03.7 n.30 '.0-1 15.89 3.116 6.可 :'3.06 2.16 

2003 13.9504 11.7R9.4 2.1 的 11 9.6:'8.3 :'5 .-13 8.61 17.70 3.875 7 、698.78 1.99 

200-1 17.2 -1 7.3 1-1 .76 1.9 2,485 .4 12‘ 276.-1 26.83 9.95 18.72 2.00-1 的.840.66 3.46 

2005 19.6<)(1.4 17.055.9 2 屆3 -1 .5 1-1.4:'1.-1 28.36 11 ，(沁 訂J.(J..l 1.:'97 自.006.95 4.63 

:'IJ06 21.61-.0 IX.-07.2 2.908.8 15 可97.3 28.2句 12.23 :'0.65 1.090 勻 .642 .3-1 7.01 

ft,1t 35.542 54.898.52 1.51 

拉 1993 1997 1998年的法資，tt:數金額含章後申請精件的數字

出處筆者'Mt
資料來源，行政寬大建委員會官方為真( hup 叭圳、 .mac.go、 1" ) 兩犀經濟究計月報」第 172

幣 2007 年 7 月 6 日清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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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中薑問人員 、信件、電話往來動向

人的往來察計人;欠
信件往來(含樹號) 電話來去( 100萬灰 )

( 100萬件 )
期間

從蔓灣 從中國 從薑灣 從中國 從聾灣 從中國

到中國 到薑灣 到中國 到臺灣 到中國 到臺灣

19X可 8.27 '1 28 

1988 -1 3 7.70。 3X6 

1989 54 1.000 4.849 
IX .-I6 2-1.7'1 

1990 948.000 7.524 

1991 946,632 11.116 56.87 48.68 

1992 1.3 17.770 13 ,177 6 .38 10.47 

1993 1.526,969 18、-l45 7.10 10.63 

1994 1.390.215 23.65 -1 的 89 I ~.22 34.19 26.97 

1995 1.532.309 -1 2.295 已 '1 10.94 -1 1.52 36.29 

199屆 1.733.897 F前.5-1 5 6.53 1151 53.54 -1 2 .9的

199勻 2.117.576 73.848 6.02 10.28 69.08 56.65 

1998 2.174、602 9(U87 5.75 8.93 79.95 69.20 

1999 2 .5S4 司64S 106.254 5.03 8.49 96.03 82.30 

2000 3.108.643 116.311 5. -1 1 S.58 1I 1.6U 95.U5 

2(Kll 3. -l4。可306 1 33.'iXX 5 昕) 7.63 154.67 114.97 

2002 3 、660.565 15-1 .770 9.~::! 丐。5 213.8勻 169.33 

2003 2.730.891 134.811 10.27 7.70 2-19.86 185.78 

200-1 3.685.250 139.3-1-1 9.28 6.91 289.0-1 22日 60

2005 4.109.188 172.982 9 .40 6.77 318.61 298.04 

200前 4 .-1 13 、4 司。 2-13.185 5.% 6.50 350.30 358.9U 

合計 -12,40-1 .910 1.543.S99 

長王 l 寄住中國的信件，從 1988年4 月 1 1\日關始受理﹒寄自中蜜的信件 位同年 3 月 19 日開始

註 2 信件生來自 1993 年已月間始受理

註 3: 電aili往來自 19):\9年自月開始開放

出史 "P-t!主裂成
資科來源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宮方唱頁、 hnp 叭叭叭 mac.go、 l\\ r 爾~終實統計月草草 J 第

1-16 1-19 172 耳其， 2007 年 7 月 6 日品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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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此希望留意的是 ， 此種中臺經濟的交流與深化 ， 無疑是淹沒全世

界的全球化浪潮的一部分。這波浪潮 ， 透過各區域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之

媒介，以各種形態擴大 f經濟的差距 ， 帶來社會的緊張 ， 中毫亦不例外。

這些緊張 ， 在中國因共產黨也得;統治體制下的政治壓迫仍持續 ， 於政治表

面 t尚未出現明顯的政治行動。

在空灣 ， 戰後國家統治帶來 f社會裂痕( r 省籍矛盾 J ) ， 與之連

動的政治裂痕 ， 在民主體制下亦以兩個民族主義的對抗關係持續地變

形 ， 因此陳水扁執政期間 ， 對應、這些社會緊張的政策 ， 亦被視為政治

競乎的計畫而鮮受重視。然而 ， 中國的胡錦濤政權轉而高舉「和諧社

會」為國家建設的目標 ， 此外 ， 臺灣 2008年的立法委員選舉 、 總統選

舉之際 ， 經濟政策較從前成為更大的爭論點 ， 顯現中垂在對應全球化

所帶來的差距上 ， 各自在政治上都出現了比重增加的徵兆。這也點如

何透過各自的內政而影響相互關係 ， 是今後需要注意的課題。再加上

臺灣海峽的「安全保障學」 ﹒ 今後中毫關係之「政治經濟學」的強化乃

成為必要之因素。

2. 中華民國薑灣化的動能與「七二年體制」

力[1入上述因素 ， 促使「七六年體制」先決條件發生改變的 ， 還有

空灣本身的變化 ， 亦即中華民國畫灣化的進展。這個動能 ， 起因於中

臺統治頡袖共有的「一個中國」原則 ， 在臺灣明顯地出現了動搖。

這是「七二年體制」出發點{上海公報}中的名句 r 美間認識

到 ， 臺灣海峽兩岸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中闊只有一個 ﹒ 臺灣是中國的

-部分 J 。美國在 1 970年代初，採取了 r Ii'認識』在臺灣的政治頡袖之

間， r 個中闊』的原則仍是穩固的」這樣的形式 ， 向巾華人民共和闊

的 r -f[，材中國」靠近。

但是 ， 到了 1 990年代後平葉，前此構成臺灣政iG領袖堅持「 一個

中關」原則之背景的中間闕民黨一黨統治、政泊菁英的「遷出各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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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 、 由〈動員戲亂時期臨時條款〉和長期戒嚴所支撐的「中國國

家」體制等，這些構成戰後臺灣國家特質的政治結構 ， 均無法不消戚

或面臨巨大的轉變。此外 ， 在住民的意識上 ， 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的人增加 ﹒ 將民主化、「以臺灣為範圍」的政治體轉換為新的臺灣國民

間家這樣的意識形態 ， 亦即臺灣民族主義達成 f政治上的興起 ， 這些

也都成為明明白白的事實。

中華民國臺灣化外部過程的「七二年體制」之傾扯，浮現於上述

臺灣方面「一個中國」的消退 ， 顯現於政治領袖的言行和政府的行動

上 ， 此外也浮現於美國和中國各自對此回應的過程。接下來將概述此

一過程 ， 這也可以從對應本書中所劃分的兩個階段 ， 即所謂「憲政改

革」第一階段和第:階段來看。

在第一階段 ﹒ 〈動員散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廢止，隨著第一次憲政

改革實施，與中國大陸的彼我關係定位為「一個中閩 、 兩個對等的政

的貿體 J ' 調整「大陸政策」的體制 ， 並對中國進行回應 ， 同時 ， 展開

李登輝主導的所謂「務實外交」。對照於 1 970年代初的蔣經圈 ， 其試

!副以內部正統性的擴大 ， 補足對「中華民國」外部正統的打哩 ; 李登

輝則企圖以民主化 ， 將被強化的「中華民國」內部正統性轉化為外部

正統性。

巾國雖然開敵對話之途，讓總算解除因中國內戰而建生敵對姿態

的李登輝政權坐在交涉統一的圓桌上 ， 但對於民主化勢必帶來的臺灣

化敏歐地反應，而加強警戒。美國則對民主化表示好鼠 ， 回應臺灣的

此一動|詞，在〈華灣關係j去}的範圍內強化臺美關係。在此階段 ， 對

於民主化勢必帶來的安灣化、及其將對「七三年體制」草生的影響 ，

推測美闊的警戒不告中間那般強烈。當美間對垂灣的好戚達到頂峰並

丘現 f李登輝訪美之時 ， 中國則在臺灣海峽的公海領域 ﹒ 階段性地擴

大包fT飛彈發射演習穿軍事演習的規模，而造成臺灣海峽的危機 ， 美

間也派遣航空母艦巡航，草商海峽 ﹒ 以展現武力的方式來回應(第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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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海峽危機)。

李登輝的外交雖然獲得一定的成果 ， 但也因牽引出大國間如此強

烈的往來應答而達到了極限 ， 大大減少了對國際社會的影響。因此在

第7階段巾 ， 試圖將強化臺灣政治體之國家性的衝動逐漸內化 ， 轉而

向將國家性往臺灣內部體制扎根、強化的方向前進。這是超越民主化

發展的臺灣化。因此 ， 這個階段與前階段不同 ， 臺灣方面「一個中國」

原則消退所導致的「七一二年體制」之傾乳 ， 相較於臺灣的外交行動 ，

反而更是由臺灣內部動向(甚至是憲改所致的國家性之強化)本身所

引起 ， 而以美中摩擦的形式展開。內部的政治過程就這樣直接敢動了

外交過程。

這樣的開展形式 ， 訴說了中臺問政治面上零和遊戲的對抗關係之

內容 ， 從爭奪「中國正統政權」的王座 ， 演變為臺灣主權之事 ， 內容

完全轉變。李登輝的「特殊的國與關關係 J ( r 兩國論 J ) 、 陳永扁的

「一邊一間」論等政治領袖的言論 ， 正是其象徵。

在此階段 ， 美閻明確意識「七:年體制」面臨兩難 ， r 反對單方

面改變現狀」的態度逐漸穩固 ﹒ 並試圖對臺灣施加壓力 ; 與此同時 ，

為防備中闊的軍事力增強 ， 而強化對臺的軍事協助。中國在政權從江

澤民轉移到胡錦禱的同時，為阻止「法理臺獨」而設下警戒線，制定

{反分裂國家法〉以穩固情勢。這樣的發展 ， 一方面 ， 是在無法阻止陳

水扁再連任 、 過去的臺灣政策陷入僵局之契機下建生的 ; 另一方面則

顯示，當對空軍事力的強化順利進展 ， 與臺灣的經濟關係更加深化 、

擴大 ， 在此情勢背景下 ， 穩固了權力基盤的胡錦濤 ， 相較於「促進統

一 J '更將著力點放在「創造統一條件」上。美中這樣的態勢調整 ，

雖是同床異夢 ， 但以「維持現狀」為共同口號的臺灣海峽秩序 ， 由美

中共同管理的局面也凶此逐漸明朗。-度產生動搖傾事L的「七:年體

制 J ' 亦 nJ理解為輕由此般中美政策的調整而獲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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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一個中國」原則在臺灣的衰退

1 r 一個中國、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一一第一階段

( I ) ((國家統一綱領>> ' ((動員毆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廢止、「增修條文」

式車改

如同第四章所見 ， 在「憲政改革」第一階段 ， 進行了兩次政治制

度的重要選擇。第一次是保守的「法統」擁護路線、以中道改革為目

標的「修憲」路線 ， 以及急進的「制憲」路線之問的選擇 ; 被選中的

是李登輝所推動的「修憲」路線。第二次 ， 是總統選舉制度的選擇 ，

直接選舉抑或是「委任直接選學 J '而被選中的乃是前者。這些選擇各

自意味著被定位為分裂中國國家的分裂體之一一一戰後臺灣國家的認

同選擇 ， 也因此挑起 f與「一個中國」原則相關的政治問題。

「法統」擁護路線 ， 乃是依據{動員戳亂時期臨時條款}賦予總

統的緊急處分令 ， 實施「萬年關會」的實質全面改選 ， 以此達成民主

化。存在於臺灣的中攀民圈 ， 才是正統的中國 ; 中國大陸的共產黨政

權 ， 是從那攘的正統巾國手中甚奪大陸國土的叛亂團體 ， (臨時條款}

乃草於上述前提而制定。因此 ， 這個路線的立場 ， 與蔣經國禁止「臺

獨」 、 堅持有限度的自由化方針之姿態相輔相成 ， 同時也意昧著 ， 一直

以來所堅持的 、 基於敵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中國」原則。另一

方面， r 制憲」路線則在相反的極端自不待萃，試圖藉由制定新憲法一

舉脫離「一個中國」原則 ， 賦予臺灣的政體非「中國國家」的 、 嶄新

的 、 以「臺灣為範崗」的主權國家之認同。

這兩條路線所揭示的憲政構想 ， 各白賦予是灣明確的國族認同 ，

相對於此 ， 實際上獲得實現的李登輝「修憲」路線所隱含的認同則是

曖昧的。雖然廢除 f (臨時條款) ， 但未進行〈中華民國憲法〉本文的

修訂 ， 而是制定附加l於憲法本文的〈增修條文〉取代〈臨時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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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條款》一旦廢除 ， 則形同放棄一直以來對中華人民共和岡敵對狀

態的「一個中國」原則 ， 但現實情況卻是 . (中華民國憲法}的本文依

然保留 ， 又非放棄「一個中間」原則。

李登輝在著手修正憲法之前 ， 以總統府內特設部門之形式設置

r I或1家統 A委員會」﹒該委員會提出《大陸政策的指導方針) .並制

定{閻家統一綱領) ( 1991 年 2 月 )。這項措施的政泊意義已在第四章

闡述 ， 故不再重複，若依循此處的討論，它走在藉由廢除〈臨時條款〉

以脫離向來的「一個中國」原則之前 ， 定義了「修憲」路線所意涵的

畫灣認同。{國家統一綱領}是以下列四點為骨架: 1 中華民國是以建

設「民主 、 自由 、 均富的中闖」為同標. 2 大陸與毫灣均是中國的領

上 ; 三「中國的統一 ， 其時機與方式 ， 首應尊重臺灣地區人民的權話

並維護其安全與福祉 J • 4 中國的統一依階段循序漸進，在「近程」的

「交流、互惠 J 階段 ， 彼此不否定對方為「政治實體 J . 在闊際間也相

互尊車，互不排斥(第四軍第一節)。

關於「一個中國」的解釋 ﹒ 同年 8 月國家統一委員會以 r r 一個中

國』的涵義」為題進行決議。在決議中﹒區分主權和統泊權(治權) • 

認為萱灣方面所謂的「一個中關」是指. r 1911 年成 1主迄今之中華民

闕 ， 其主權及於整個中闕. f8_ Fl前之治權，則僅及於臺澎金馬 J . 主

張「民闊 38年(西元 1949年)起 ， 中國處於暫時分裂之狀態 ， 由兩

個政治實體 ， 分治海峽兩岸，乃為客觀之事實 J [國史館 . 1000b : 34-

35 J 。歸納而言 ， 臺灣是 r _個巾國 、兩個對等的政泊實體 」 3 之峙 ，這

是「修憲」路線賦予臺灣政治體的認同。

然而 ， 這個嶄新的、李登輝版的「一個中闕」原則，作為現實的

政泊框架而言 ， 並未|分穩圖。其第一項主ßD正﹒籍的 r 闕兩制」

的 )j式提供臺灣「中華人民共和關特別行政區」認[úJ的 rjJ 闕 ， 原則上

1 布、 有于會 f寺雙 = 司F 暫 t 蜀 ， ~il 穹 主哼哼 抗賽:;: ~()1I 1 I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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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並不承認 ， 對幕於〈間家統一綱頡}所創制的李登輝之「大陸政

策 J . 也只回應了部分 ，此外李登輝的積極外交(從李登輝看來 ， 乃依

循上述第可的行動) .也引起巾圍的強烈反彈，這個關於臺灣新認同的

巾臺交涉於是走向挫敗(後述)。

第二乃是由於李警輝的「修憲」路線 ， 其賈際所實行的改革內容

是兩義性的。首先，是附加「增修條文」此種修憲形式 、 和「增修條

文」這樣的用語。如同第四章開頭所引用李登輝自己的談話. í 一旦國

家統一的話 ﹒ 增修條文自然不適用 J .原封不動保留下來的〈中華民國

憲法}本文 ， 依然是「中國」的憲法。《增修條文〉中 ， 有 í.為因應國

家統一前的需要 ， 而制定以下條文」這樣的語旬 ， 其第十條(之後改

為第十一條)中使用所謂「自由地區 j 和「大陸地區」這種以「全中

間」為前提的的用語(皆在第七次蕙故中亦無變更)。若重視這一點 ，

空崗的「憲政改革」白始聖終都只不過在「法理 t的中國」之框架內

進行。

然而 ， 若從這個「憲政改革」的主體、或賦予改革正統性的民意

草體這一點來看 ， 與此相反的政治向量，亦即現存之垂灣此一政治體

的閱家性強化 ， 則從巾草生了。 1947 年施行的{中華民間憲法) . 是

由內戰時期共譯詩;統治地區以外的全中閩選出的關民大會代表所制定

的。毫灣亦選出其國大代表，但從人口比例來看僅占全體的極少數。

怕是在「憲政改革」巾 ， 第一次修憲是透過「第一屆開大代表」來進

行 ， 算是採取了繼承「法統」的形式 ; 第三次修憲以後，則由臺灣幾

乎占了大部分的「中華民關自由地區 J (臺灣、澎湖、金門 、 馬祖)之

公民選出的國大代表進行 ， 以不問「中閩」的本體即中國大陸之民意

的形式進行修憲。

這在-方面 nJ以說 . f蔓延順著「中華民間」只統治盔、澎、金 、

馬泣樣的現實行事. fH_.)j -方面 ， 則可說是革命作地變更 f í 憲法主

體" ' t三1 此 ， 助長 f這樣的政治志肉 : 強化作站巾闢「對等政治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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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臺灣 ，此一政治體的國家性。其重要的第一步便是總統直選制度的

採用。此項政治制度 ﹒ 清楚顯示了臺灣的政治權力 ， 乃藉由民主選舉

所表明的「中華民國自由地區」的民意而正統化。

爾後在第 -階段的「憲政改革」中 ， 國家性強化的動向便是處於

這條延長線上。此一 「憲法主體」革命性變吏的論點，是臺灣部分的

憲法學者在修憲過程展開後開始主張的 ， 4 如第五章所見 ， 之後成為李

登輝作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論 J ( r 兩國論 J )的論據。

然而在近現代國際體系中 ， 一個政治體的國家性 ， 若僅依賴自

身所形成的憲法秩序是不完全的 ， 亦有必要被其他主權國家所認知 ，

這一點自不待言。在第一階段中 ， 以推動「憲政改革」為背景，李登

輝對國家性的追求 ， 在外交活動方面頗為吃重。這也是基於「一個中

國 、 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概念所構築的中臺關係 ， 並未開花結果的

主要原因之一。

( 2) r 反對臺獨」與「兩岸對話」

筆者在之前的著作 〔 若林 ， 1992 ) 中曾提到 ， 李登輝在內政上以

廢止〈臨時條款}為前提著手「修憲」之前 ， 在外交上即展開行動 ，

其意味了修正一直以來的「 一個中國」原則。例如 ， 1988年秋 ，撤換

了強硬主張基於向來「 一個中國」原則 、 「漢賊不兩立」外交方針(不口

與中共建交的國家斷交)的總統府祕書長沈昌煥(前外交部長) , 1989 

年訪問無邦交的新加坡，對於新加坡政府稱他為「臺灣來的李登輝總

統」而非「中華民國總統」表示「雖不滿意但可以接受 J 0 5 月初，派

遣代表團前往在北京舉辦的亞洲開發銀行理事年會 '4 日中華人民共和

閻國歌吹奏和開家主席進場之際 ， 以依循會議慣例為由，讓代表團起

立並致敬意〔若林， 1997 : 190- 1 9 1 ) 。

4 這種繪謂的 勾~ 論 在(苦苦:g元王絡. 2000 ~~ í量的諸寫三有一E 申唉!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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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外交姿態被媒體稱為「彈性外交」或「務實外交 J '也由於

這樣的姿態 ， 李登輝的「一個中國」信念被懷疑，圍繞著 1990年 3 月

預定的總統選舉 ， 對李登輝的不信任嵐逐漸意識形態化 ， 是促成國民

黨內反李登輝之「非主流派」集結的主因(第四章第一節)。約當同

時，中國方面似乎也對李登輝抱持同樣的懷漿。

根據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的回憶， 1989年，他將「若李

登輝當選的話 ，和平解決統一問題的可能性減低」這樣的報告送至北

京〔許家屯， 1993 : 328) 0 1989年底 ， 當立法委員選舉造勢活動中公

然出現「臺灣獨立」的主張時 ， 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以顯然知道是李

登輝的態度批判道 ， r 臺灣當局的某位 J r 正思考獨立 J ' 並提到「若

是臺灣出現獨立的狀況 ， 中國政府不會坐視不理 J '這是在表明「祖國

的和平統一」方針後 ， 首次暗示不惜對臺灣行使武力的發言( (人民日

報) , 1989 年 1 2 月 2 1 日〕 。

中國更利用 1990年春圍繞著總統選舉所產生的國民黨內的混亂，

來動搖李登輝。中國在蔣經國開放大陸探親以後 ， 呼籲「臺灣各界人

士和社會團體」到中國大陸訪問並交換意見 ， 1988年國民黨黨大會之

後 ， 更使之活潑化，根據中國方面媒體的報導 ， r 各界的名人 、 前軍政

高官 、 立法委員 、 國民大會代表、(臺灣省)議員等 J '在這一時期紛

紛造訪北京，與中國方面接觸( (人民日報) , 1988年 12 月 16 日〕。甚

至進入 1990年 ， 當國民黨內的鬥爭浮上檯面 ， 先是在香港的宣傳機關

報上指名批判李登輝( (文匯報(香港版沛 ， 1990年 l 月 12 日) ， 又

在共產黨的機關報〈人民日報}中批判 ， r 國民黨的某位領導人」容許

發展「臺灣獨立」的勢力，並表示「國民黨當局應當共同推舉出真正

堅持一個中國 、 致力於國家統一與社會進步事業者 ， 擔任臺灣領導人」

( 1990年 3 月 8 日卜露骨地顯現其插手臺灣內政的姿態。

然而 ， 中國這樣的攝動並未奏效 ， 李登輝在 1990 年 5 月贏得了六

年的任期。中間在未捨棄對「臺獨」的懷疑狀態中 ， 轉換了與李登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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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手的方針。 2000年政權交替成定局 ， 然而自 1990年底開始 ， 便已接

受李登輝派遣的「密使 J ' 串起檯面下意見溝通的管道。之後形式雖有

所變化 ， 然至 2000年李登輝卸任之前都仍持續。此乃「兩岸密使」的

會談〔阿間 ， 凹的: 11 3-1 17 ; 李警輝(鄒景雯) , 200 1 : 1 92-204) 。

在最初的會談上 ， 李登輝的代表(總統府祕書室主任蘇志誠) ， 對中

間國家主席楊尚昆的代表(中共中央臺灣辦公室主任楊斯德)說明了

1990年春政爭的意義，並傳達 f李登輝終止「動員戳亂時期」 、 準備

解除敵視中國的態度 ， 同時 ， 以{國家統一綱領}為政策方針的「大

陸政策」執行大綱，亦正在構築之中。對此， 楊斯德回應道，中共中

央的對童工作會議已決定以李登輝為對象〔李登輝(鄒炭雯) , ~1揭 :

196-97 )。

結果於隔年初 ， 訂定政策方針( (國家統-綱領) • 199 1 年 2

月) : 誰宣政策制定 、 執行機構(行政院大陪委員會 ， 1 99 1 年 l 月 ) ; 

品宜與中間務實接觸的「民間機構 J (海峽交流尾金會 ， 簡稱海慕會 ，

199 1 年 2 月) ， 當李哇蟬的這些「大陸政策」制定及執行方針一確立 ，

巾國即給予具體回應 ， 儘管在外交層面上激烈交鋒 ， 但另一方面 ， 中

直之間在短期內出現 f從「街買對詰」發展至「間接政治對話」的局

面。

巾間在 1 99 1 年 1 2 丹技江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海協會) . 成為與臺

灣的海辜會應對的機構 ， 任命共產黨中央委員 、 前上悔市長汪道油站

稍長 。 汪道涵這一號人物，據說是rþ共總書記江澤民在 tì待時代政治

k的師父 ; 海基會的理事長 ， 則由，主灣企業界首凶一指的人物 ， 亦是

闕民黨中央常務委員的事振甫擔任 ， 從「兩會」首領的人選來右 ， 中

，甚雙 )j的m導者希望透過兩個「民間機構」的接觸 ， 進行某種具政治

性對品的，官倒是明顯的 。 松 HJ跋博認站此!主 rr 闢的對f1$-共打從急躁

地要求與以蔣料鬧起芹的關L足協領導各「丘接接觸=政泊對抗 J - 轉變

為以「間接接觸=務實對話 」 作}，~突破點 ， 實現「在接接觸=政ih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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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的姿態(從低層次開始逐漸往高層次攀爬， 最後進行正式的對談)

〔松間 ， 1997 : 9-10 ) 。

這裡所說的「突破點」乃指「兩會接觸」 ﹒ 亦即海基會和海協會

的接觸與協商 ， 它從 1 99 1 于f I I 月開始 ， 直至 1 995 年因巾國對李登輝的

訪美戚到不滿而中斷為止 ， 共躍行 f十五次" [邵宗梅 ， 2006 : 28 1 )。

「接觸」方面 ， 中國因企圖依據「一個中國」原則作為務實協議的基體

而花費許多時間 ， 直到 1 993 年 4 月「兩會」的領導人會談「辜汪會談」

終於在新加坡實現 fÓ 。

根據鄒景雯訪問退休後的李登輝之紀錄 ， 1 992 年 6 月 15 、 16 日在

香港舉行的「兩岸密使」的會談中 ， 汪道涵也出席了。汪道涵此次的

參加 ， 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 此時 ， 蘇志誠向汪道涵提議 ， 辜振甫

的高層會談在新加坡舉行 ， 汪善意地回應 : í 仰賴上級指示。 J [李登

輝(鄒景雯) .前揭 : 1 99-200) 這件事情 ， 在表面上與展開的「兩會」

事務層級之協議具有何種關係並不清楚 ， 但在國繞著「一個中國」原

則的協議未得出任何結果的過程中 ， 之所以能夠實現高層會談 ， 可以

想見是由於中臺的指導階層具有試圖創造某種對話機制的默契人

4 τ司令于是變 芒美元 γ 堅寸~ ;,' I <llJx tf.!t .5 ']-'!'. 10 ~立上 每學行 計一次， 辜，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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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 ， 第一次「辜汪會談」實現之際 ， 臺灣政治再度出現了權

力結構的轉換 ， 李登輝在開民黨內的主導權更加穩固 ， 如同後述 ， 這

一點也反映在外交姿態上 ， 中國被迫強化對臺灣的「外交鬥予」。此

外 ， 如同第六 、 七章所述 ， 李登輝藉著已強化的國民黨內主導權為背

去，無論在自已的論述上，或在教育 、 文化政策上 ， 都加強宣揚「屬

於臺灣的」傾向。因此 ﹒ 在臺灣民族主義對中國民族主義之意識形態

對抗軸上 ， 國民黨的位置 ， 從偏向中關民族主義的位置轉而朝向偏中

間移動 ﹒ 對於這個定位戚到不滿促使新黨的成立 ， 以此形式產生了政

黨體系的變動。

然而 ， 由於「辜汪會談」的實現 ， 意味了以「間接接觸=務實對

話」為突破點的路線有了成果 ， 因此中國領導階層「以李登輝為對象」

的態度不變 ， 汪道涵也們導舉辦第二次高層會談，為此「兩會接觸」

也持續下去 。

在這樣微妙的情勢中 . 1995 年 l 月 30 日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發表

了稱為「江八點」的對畫呼籲 。 這個呼籲，一成不變地排斥「臺灣獨

立 」 、「分離主義」運動的同時 ， 對於抵觸中國方面「 一個中國」主張

的李哇輝亦加以批評 ， 也對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的發言人下了 r f無新

意 」 之評論 。

但是 ， 李登輝的反應則大不相同 。 他命下屬詳細檢討「江八點 J • 

三個月後在國家統一委員會進行演講 ， 對此回應 。 這個回應被稱為

「片〈 一Ll& y + / \ 11;1< J 。

松田康博引用臺灣政策智囊之一的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黃嘉樹的

解說 ﹒ 指出 rn八點 」 除卻「擴大關際生存空間」這一點之外 ， 內容

很接近李需輝(國家統一綱領) [松田 ﹒ 前揭 : 23 )。 幸在輝的代表

。 ..L、句句主穴，是自7E 叉 J w章 'l;，~ 苦 悶 谷會、::.: ::::: ~晶宮?荷 14恥的。

150-153 

第八章 士二年體制的領乳 417

蘇志誠在「兩岸密使」會面中 ， 提議接納臺灣方面終止「動員戳亂時

期」的規定 ， 締結兩岸「和平協定 J . 同時指出 ， 中間方面所謂的「黨

對黨」談判 ， 因民主化的進展已變得不再是現實的了〔李登輝(鄒景

雯~ ) ，前揭: 198-199) 0 r 江八點」中的「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在

一個中國的原則下 ， 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進行談判 」 等文旬 ， 以及

關於中臺問的談判不使用「國共兩黨」一詞 ， 而以「兩岸的各黨派 、

辛苦團體真代表性的人物」可以參加來表示 ， 由此可以推想其意味了接

近臺灣方面的主張。

「李六條」中運用了「中華民族」 、 「所有的中國人」 、 「炎黃子

孫」這些鎮綴了暗示共通自我認同文字的修辭 ， 同時並陳述 r 當中共

正式宣布放棄對臺澎金馬使用武力後 ， 即在最適當的時機 ， 就雙方如

何舉行結束敵對狀態的談判 ， 進行預備性協商」 。 這裡不再如同{國家

統一綱領}所陳述的 ， 中闊的民主化( í 大陸地區應 .. . . . . 逐步開放輿

論 ， 實行民主法治 J )、在國際社會中尊重臺灣( í 兩岸 ......在國際間

相互尊重 ， 互不排斥 J ) .這些未必是與中關直接政治談判的明確前提

條件 。

江澤民和李登輝 ， 可以說藉由「密使」進行意見溝通 ， 同時像

這樣相互降低政治談判的難度 ， 儘管只有一點點。兩者的應對是中臺

政治領袖閉的第一次 ， 但並不是無限度的白由暢談 ， 而是進行擬似的

「對話 J [松田 . 1998 : 2. 67 ) 。

( 3 ) 李登輝的積極外交與第三次臺灣海峽危機

然而「兩會接觸 」 、 「 辜汪會談 J .以及實現兩岸政治領袖擬似的

「 對話」所累積起來相互接近的氛圍 ， 很快就糟消雲散了 。 中臺間的

「外交戰」和「相互接近」的相剋到達了臨界點 . 1 995 年夏天至 1 996

年存天，發生了第 三次臺灣海峽危機。對毫灣|前r=r ' 面對強大的 、 且

已在經濟面 t對是灣顯示巨大吸引力的中閥 . hr在政治上接近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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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彼此關係 ﹒ 盡可能地提高臺灣本身對外的存在戲是必需的 。 另一方

面 ， 對中闊而言 ， 為了將臺灣拉在自己身邊 ， 維持或加深臺灣的外交

孤立足有利的 。 為了前者 ， 以中國的用語來說 ， 為了對臺灣「統一戰

線 」 ﹒後者亦即對主灣「外交門事」的鬆手 ﹒ 在戰術 t即便可能 ， 也有

限度 。

李警蟬的新外交提案 ， 橫跨了 一三個層面 : 1 維持 、 強化與邦交

間之間的關係 ， 增加!邦交的數量 : 2 強化在閥際機關或國際活動中的

存在戚 ﹒ 並H爭取參加新的岡際機構 : :3強化與無邦交闋的實質的關

係 ﹒ 盡可能地提高規格 。 1993 年揭舉「加入聯合閻 」 之主張後 ， 已超

越舊有「﹒個中間」原則意義下的「彈性外交」、「務實外交 J .而將

民主化所獲得的內部正統性轉化為外部正統性，企聞從外交層面強化

奄灣政治體的主權慌，以此志向進行干重積緝的外交 。

而巾國所具有的客觀情勢則是 ﹒ 與世界的主要間家保持邦交關

係、身為聯fT關安保理事常任理事閥、以「改革與開放」政策的成功

持續高度將濟成長 、 拉加深和各闊的科濟關係 。 對其而言 ， 對應 t述

的 l 、 2 並不開難 111 ﹒ 因而並未採取衝擊闕際社會的強烈行動 。 問題在

於亨，特別是與美闊的關係 。

美闊對是灣的民主化j來真好戚 。 屯灣民主化的進展，在時間上恰

好與 1989 年 6 月北京天安門事件中間以武力鎮煙民主化的要求成為對

照 ， 這-點亦深具影響 。 對垂灣民主化的好成 ﹒ 可以說具有更新美臺

公約Ijî樞 {帝問闢係法} 之政治店腔的意義 。 1992 年叫] . ~ ftí 希總統

1 () *:t -~ 1t ~~ t 三，$亨 . ~~ r .L.受"f li; ;:-荐了忙 于且可 J 等三~ ç ~ ~ Î , ;''- )lJ7tJ 

~ 21 1'>，;回心責"" ? L 1996 .:r ;; 31 '{ 1 "1 .:;_ H 街買1.7: 辛月前零零 J'..." (:'1 吋:呵扣

l 吵吵(1 空 曰:~ 1992 乏 有" 1 吵吵(， Ii~: ~~ . r .:、三 J 祭
司空 吸 才1f IQl}2 :r."三-+- __.;.._$ ~ -:.. 持午是 \PI C (" 1': 1{ 19l)月 ~ l司~. ./. 

J 存 有各義 的品， ír' 有哼哼呢 ~l 憩 tt 步f'.~ T 夙要求先生?凶， 干 苟三 ι〈放

入SL\'- ι 荒，，;: .\RF "，，，，"，:在 '7... i7 可 弋 'f";!ì_ 1941 主司令 . A.，. ;._;_;:乎 λ 區 的立

正在可哥i;! '.1') 、歹， 已戶 ~于!'!' _" 11 "1 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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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出售 150架臺灣希望採購的高性能 F-16戰鬥機 。這是對中國成功地

從俄國買入高性能戰鬥機蘇愷 SU-27所採取的平衡措施 ， 由此也可以明

門地確認，美關確實依據{臺灣關係j去}藉由供給臺灣防衛性武器 、

持續提供臺灣安保利益的態度。也可以說 ， 透過這項行動 ， 再次確認

[ 1 982 年〈八-七公報}時的「雷根備忘錄 J 。此外 ， 有《八一七公

報}時的〈臺灣關係法〉具有派給畫灣的國民黨政權民主化「功課」

的意義 ， 卡年後的〈臺灣關係法〉成許可以說 ， 真有保護位處帝國體

系邊睡之民主化體制的法律根源的意思。

只是 ， 之後打敗布希當選的柯林頓政府 ， 其對中國 、 臺灣政策之

擺盪極大 ， 這也關係著第三次臺灣海峽危機 。

1994 年 5 月初，李登輝夫婦赴中南美和非洲邦交園，展開訪問之

旅 。 前往巾美的途中因燃料補給的關係過境夏威夷 ， 此時，美關政府

令其原機降落在軍用機場 ， 且不准李奇輝在檀香山市內住宿。國務院

由於害怕巾闊的反應 ， 即便是 一瞬，也不採取讓李登輝踏上美關國土

的形式 。

李考量輝身為臺灣民主化的領袖 ， 其評價在美國國會中亦有所提

升 ， 對於柯林頓政府此般過度的無唔 ， 其批判也在間會中擴大。同年8

]:-j 5 日 ﹒ 參議院令場一致通過准許發給基灣高官訪美簧證的決議案 ; 同

Jj 12 日 . 37 名跨黨誠的眾議院議員共同發表聲明，邀請李登輝訪問華

盛頓。若是 1970年代 . r 作為中國內戰遺留物之警察國家 ， 議會要將

程問置之不理是容易的 。 但是 ﹒ 迎向 90年代的現在 ， 作為民主主義闖

京的畫椅 ﹒ 其繁榮已成為難以盃定的事實 J (γ:/ (Mann ) 著 、 鈴木主

稅譯 . 1999 : -1 78 ) 。

面對開會的l璽力 ﹒ 美關政府不得不做出同應，發表 f從九年前便

問始進行機討的 「 新世問政策 」。 純情、技術關係的美國政府高官之非

正式臺問訪問予以解禁 ， 雖不許可需灣領導人訪問美闕 ， 但若是前往

第三闕，則明確保證核發過境姦證 。 除此之外 ， 堅持 r _個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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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 ， 支持臺灣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 (之後的世界貿易組織

WTO ) 、不支持臺灣加入聯合國等 ， 這些政治上的大框架幾乎是維持

現狀。

有鑑於此 ， 比起國務院 ， 李登輝更強化對美國岡會的影響 ， 在這

-~志上他獲得 f成功。 1995 年 5μ ， 參眾兩院以壓倒性的多數通過李登

輝請求訪美許可的決議案。在此之前 ， 柯林頓政府雖不斷拒絕李警蟬

的訪美簽證申請 ， 但允許李登輝以個人身分接受其母校康乃爾大學的

訪問邀請。這可以說 ， 重視國會壓力的白宮 ， 推 f窒礙難行的國務院

一把而做出的決定。李登輝接受 f這項決議，雖是以個人的身分，但

這是作為現任臺灣總統有史以來首次訪美 ， 6 月 9 日在康乃爾大學，以

「上是之所欲常在我心 J ( Always in My Hea rt ) 為題進行演講 ， 在全球媒

體的注目下誇耀「中掌上是國在堂灣 J (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an ) 

民主化的成果〔若林 ， 1997 : 238-2 -l2 )。

從李登輝的立場來看 ， 在以「李六條」回應「江八點」實行「間

接政治對話」之後不久的時刻毅然訪美，這件事並不矛盾。因為透過

訪美 ， 更加強化對美關係 ' 呵藉此鞏固自己嘗試與中關接近的立場。

李哇綁在 1995 年 3 月利用「密使」的管道 ， 將進行訪美工作 4事傳達

給r! 1 國。此時 ， 中國方面從美國國務院的反應判斷李登輝訪美是不可

能的 ﹒ 因此沒有強烈的反應〔可旦發輝(鄒景雯) ，前揭 : 203 卜

然而 ， 當李登輝訪美成為中國政府意想不到的現質時 ， 其反應相

當強烈。中闊的國營通信社斬草社 ， 連日以激烈的n吻對李登輝展開

批判 ; (1.H 15 日，闢務院，主灣事務辦公室單方面發表聲明 ， 中止預定

於 7 J] 20 H 堪行的第:次「事iE會議 J . 隨之 ， 尚早會 、 括:j協會事務層

次的協議也叫1斷 f 。對於美閥 ﹒ 則取消原定闕防部長遲浩IH的訪美等

芋 ， 展開各式各樣的報復之舉

不僅如此 ， 中間還藉由展示寄:力 ， 做出戚嚇聖灣的行動 ， 帶給國

際社會強烈的衝擊和深遠的影響。此即 1995 年 7 月到 1996 年 3 月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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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三次臺灣海峽危機」 。

表 8 -3 顯示了這段期間中國軍隊的演習和美軍動向的概要。 1995 年

7 月 ， 中國以導彈試射為開端 '9 月和 I1 月在其闕境內實施普通規模的

演習 ﹒ 在至在表上雖無記載，透過匿名軍方高官發言 ， 指出圍繞著臺

表 8-3 1995-1996 年中國軍隊在臺灣海峽的軍事演習

時期 演習內容 場所 備考 美葷的對應

1995 句 20-26 彈道坦手勢發 學灣北部 東方的 ( \1 9 )‘ 

第凶 射訓練 公i每 6 發

(常砲)

1995.9.1-25 戰f指導彈發 :在海海域
W, -.1吋 射、火的J.'t (公海)

彈射明建訓練 及其J-:?主

1995.11 r: 卒，哥海峽波 爾控告、南部 南京軍區所腦控 12.19航母尼米 fl 戰

第一-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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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委員選舉 ífi 共|叫作戰 守自扭o 峽、陌生f. 1 月美軍確認

I司的學lr 訓練 哇ït1

1996.J.X-15 ?昏，迫i學何 )~灣北4ü每 第;炮兵品;隊 3 缸闕防部宣布i ﹒航母

;:m叫1"1
( 3.R~ 'i':闕 稜射訓練 峽、 rti]南i有 來 }j 15 發、 1主 獨訂單音鬥艦隊橫近4在濟

( r 海峽
人大會.;&1划 i在jh.在 隆Jt~W'j域 l 海峽. ~申j岳級導彈驅逐 l

九八- J) 
會Il ) (公梅 1 發、高雄南惚惚 艦( ^eg lS) Bunker 1111卜

h是 3 發 N授對 號門已鬥於能夠監睡覺中闊|
~ 'i皮

4道政、，jlrj ，惱先 3捍宇軍法??之1億h是﹒

發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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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美中衝突有可能發展成核子戰爭，以此進行對美牽制 11 。更針對

1 996 年 3 月臺灣史上第一次的總統直選 ， 實施模擬攻擊臺灣的大規模演

習 ， 包括導彈的先發攻擊、海空軍的制空與制海權確保作戰、最終登

陸作戰等三波攻擊演習 ， 擴大軍事威嚇 。

當中國的軍事威嚇意圖極其明顯之際 ， 美國透過一些方式試闢牽

制中國 ， 包括:柯林頓總統、克里斯多福國務卿寫給中國間家主席江

澤民 、 外交部長錢其臻的書信 ， 國防部長培理訪中，以及 1 995 年尼米

茲號航空母艦( USS N imitz) 戰鬥群通過臺灣海峽。此時柯林頓的書

信 ， 後來以「 三不」的形式公開表述 : '})反對臺灣獨立(之後變更為

「不支持 J ) ; 吉反對「兩個巾國」與「一個中國 、 一個臺灣 J 兮不支

持臺灣加入聯合國('"7二/ ( M ann ) 著 、 鈴木主稅譯，前揭 : 496) 。 此

外，航空母艦通過臺灣海峽後 ﹒ 美闊向中國外交部次長要求停止對臺

軍事惘嚇之時 ， 亦給與非正式的約定 ， 即 í 1996年之中臺灣的政治家

不會訪問美國 J (同前: 503 )。

然而 ， 儘管柯林頓對中國行動的直接原因一一臺灣的處理採取

讓步，中國卻對美國悄悄讓尼米茲號航空母艦通過臺灣海峽的柔性牽

制行動置之不理 ， 藉由演習擴大惘嚇。配合臺灣總統選舉 ， 進行名為

「海峽九六 一 」之模揖攻擊臺灣的大規模演習 。 不愧是柯林頓政府 ，

這次派遣了尼米茲戰鬥艦隊和獨立戰鬥艦隊兩個航母艦隊接近臺灣海

峽，斷然誇示其決心的力量。結果 ， 臺灣的總統選學順利學行 ， 中國

軍事惘嚇的標的李登輝高票當選 。

11 ftt 哲.美早已 E里有且我軍昌擎 ;zfEh電 7亡 和'!:f)匡 2 高 F #; 1')95 年 10 司大計" .令~:-t; 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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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J (r兩國論 J) 到「一邊一國」一一第二階段

( I )李登輝「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J (r 兩國論 J) 與陳水扁的「一邊一國 J 諭

如同以上所看到的，第三次臺灣海峽危機乃中國一邊觀看美國

政府的對應 ， 一邊提高軍力誇示層級 ， 所刻意製造出來的。在這層

意義上 ， r 乃為了政治凹的而利用軍事力的古典案例 J (添谷 ， 2004 : 

197 )。在中國的這項行動中 ， 被認為至少存在著三個政治意圖。

第一 ， 是對中國當局眼中李登輝所代表的「臺獨勢力」之威嚇。

在臺灣由美國守護的情況下 ， 選民所實際戚受到的情況 l2 ， 這一點不

太有效果。李登輝獲得 54%的高得票率 ， 甚至超過國民黨競選總部的

預測 ， 可以說是對中國惘嚇的反彈及受到美國航母守護的安全鼠 ， 兩

者結合的結果。若加上民進黨候選人彭明敏 21 %的得票率 ， 實際上有

選舉權者的四分之三都投票給中國所不樂見的候選人。臺灣的總統選

舉 ， 在中國毫不掩飾的壓力下 ， 呈現了對此舉動表示贊成或反對的公

民投票之樣貌。

這件事對臺灣的內政 ， 特別是對總統選舉政治具有相對重要的意

涵。當選民實際鼠覺到對臺灣的軍事威脅並未成為真切的現實 ， 在這

樣的條件下 ， 加上中國的反彈 、 以及白宮方面視候選人為麻煩製造者

的情況下 ， 強化臺灣主權性的言語與舉動 ， 並不會令總統候選人在臺

灣內部的政治中減分。

這樣的情況在 2000年總統大選之際再度上演。民進黨的總統候選

人陳水扁高舉「新中間路線 J ' 在這次的選舉中並未採取挑釁中國的

行動 ， 但是當選戰終盤陳水扁當選的可能性一提高 ， 雖藉由採用{臺

1 ~ 至是者在 零二次臺d費海峽色樓 之且早 同'J 苦于間從事研究而海 fii 臺.彎 1995 年 夏乎已導彈演習之
1i: 有機會主持某王亨、 東德純候選人 會窗 也吐露真言這 申，圓的 導 葬若非射向這種受灣陸

?甘于自~咎J:J 市是 . (正在全臺脅中共山 TRB了形丈 ft ~ : u句話﹒就主 法 fE:弘達良的 重方向 從這-

f，~中、手﹒老祖空 中電對荐，會的軍事 威嚇?十三皇民叮害;響之時 有{旻 密的必要



.ß~ 戰後臺灣政治史一一中華民國事哩哇化的歷程

灣前途決議文}使之穩健化 ， 中國方面對抱持「臺灣獨立」綱領的政

黨 t臺的警戒仍提高，最後 ， 中間總理朱鎔基在投票日前二三天 ， 在電

視鏡頭前威嚇道 r:不就是有人(暗指李登輝一一筆者)想讓『臺獨』

勢力上臺嗎?我們相信臺灣同胞會做出明智的歷史抉擇。 J [中川 ，

2003a : 534-535 J 如同第六章所見 ，可以解讀為透過臺灣持有的「棄保

現象 J .而有助於陳水扁當選 。

但就當時而言，中國釀成第二次臺灣海峽危機的意圖，在這個面

向上並非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對國際社會發出明確的訊息。因此，

儘管李登輝高票當選，中國以「勝利宣言」讓「海峽九六一」演習結

束〔同前 J ; 另一方面，美閥也採取讓航空母艦戰鬥艦隊凶航臺灣海峽

的方式一一這對僅為了是收指局面而言未必是不可或缺的一一- . 對這

個區域的同盟國顯示其維持秩序的堅定意志。

中間對國際社會發出的訊息，可說真有兩條脈絡。一是對以美國

為首、對臺灣民主化具有好戚且善意對待的各國所發出的警告。這一

點，如同前述 ， 也如同之後柯林頓政府的回應，是具有效果的。

另一條脈絡，主要是衝著作為帝國的美國而來 ， 要求被視為真有

攻擊美國本士軍事能力的大闊。在這個意義上 ， 美國以兩個航空母艦

戰鬥艦隊誇示，這種以「系統次元的勢力均衡外交」之層級進行國應

的方式，對中國而言是成功的。當危機平息，兩國朝向關係修復的方

向而行，柯林頓迎接訪問美闊的江澤民，並盛讚與中國「戰略上的夥

伴關係 J . 此外於隔年親訪中間之時，在上海以公開發言的方式表明

了自í1述的 r .::::不 J [同前〕。訪中之際柯林頓不經由日本 ， 採取 r Japan 

pass lOg J 的行動 ﹒ 對江澤民|而品定是深得我心。

如此以毫灣悔峽危機為契機 1(lî Ì1是闊的中美外交 ， 顯露('t-令輝積

極外交的極限。之後 ﹒ 「革政改革」所產生的垂灣政治體之國家性的

強化，其向章的壓力轉而向內，進而藉崗「憲政改革」的開家體制變

更﹒以歧公民投票制度的形成哼，往強化國家性的方向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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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被選為首任民選總統之後，在第四次修憲中實施了「凍

省」。此外受到美國的壓力 ， 不得已重敢「兩會接觸 J .雖然實現了第

弋次的「辜汪會談 J .但這樣的壓力和柯林頓的「 三不」 發言，使他對

美國過度向中國傾斜抱持危機鼠 ， 這與「特殊的間與國」發言和「兩

國論」修憲的構想有所關聯。但是，這也因內部的糾紛和美國的壓力

而夭折了(第五章)。

2000年當選的陳水扁，如同前述採取「新中間路線」的姿態，改

變中國「聽其言 ，觀其行 J (陳水扁當選之際中國政府的評論)的態

度 ， 讓中國以自己為交涉的對象 ， 企圖實現「三通」 ﹒ 期待改善李登

輝任期最後一段時期惡化的對中關係以作為業績 ， 但並未成功。在這

之中 . 2002 年 7 月 21 日，在此之前與臺灣有邦交的南太平洋國家諾魯

( Nauru )轉而與中國建交，恰巧這一天正舉行民進黨黨員大會 ， 陳水

扁於演講中表示 r 對於我們所釋出的善意，若無法從中國獲得回應 ，

我們會邁向我們自己的道路、臺灣的道路。 J [中川 . 2003a : 803 J 次

月 3 日，在東京舉行的世界空灣同鄉會年度總會中 ， 陳水扁透過網路發

表演說 r 臺灣不是其他間家的一部分 ， 不是其他國家的地方團體 ，也

不是其他國家的一省。因為臺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亦即，臺灣與對

岸的中國是一邊一關(各自是一個國家) ， 必須要明確區分。」訪彿掙

脫「新中間路線」的姿態，主張「一邊一國」論〔中川 ， 向前 : 797 J 。

與李登輝成立的台聯一起 ， 陳水扁的這番發言促使臺灣民族主義

勢力的活化，他趁此機會巧妙操作「公民投票」計畫 ， 儘管導致與華

盛頓方面的摩擦 ， 但將「泛藍」勢力逼迫至牆角，並在 2004年的選舉

巾，以些微差距的得票再度當選。這部分一如前述。

(2 )陳永扁再次當選與《民分裂國家法》一一「法理坐獨」的過止

當臺灣政治巾的程灣民族主義勢力進行意識形態式的政治重整

之際，在中間，胡錦濤從江澤民手上繼承了權力 ﹒ 就任中共總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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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年 11 月)。在對臺政策上 ， 胡錦濤政權首先面臨的課題即是阻止

陳永扁連任。胡錦濤政權從之前的兩次總統選舉中記取教訓 ， 避免在

選舉過程中直接出手平涉 ， 對於陳水扁所設下的「公民投票」問題 ，

也採取經由華盛頓方面向臺北施加壓力的方針。 2003 年 1 2 月獲得這樣

的成果 : 美國總統小布希在訪問白宮的中國總理溫家寶面前 ， 直接了

當地批判臺灣方面的動向為「試圖單方面改變現狀」。

然而 ， 儘管陳水扁「防禦性公投」失敗 ， 但卻達成了再度當選的

目標。該年底預定實施立法委員選舉 ， 若在這場選舉中「泛綠」勢力

掌握過半席次 ， 陳水扁政權說不定將一舉展開「法理臺獨 J ' 這樣的悲

觀論在中國相關人士間擴散〔松田 ， 2006c : 300 J 。中國的臺灣政策面

臨一籌莫展的情況 ， 胡錦濤政權在這裡以「維持現狀」為基調 ﹒ 在阻

止「法理臺獨」上追求與美國協調的同時 ﹒ 將達成統一訂為將來的目

標 ， 當下則以鞏固強化其條件的整備為方針。

{反分裂國家法〉的制定 ， 成為其重要契機 ， 之後亦成為中國的臺灣

政策展開之里程碑 。 溫家寶總理在2004年 5 月訪英之際 ， 發言表示考慮制

定{國家統一促進法》之意。推想中國面對臺灣年底的立法委員選舉最糟

的結果 ， 考慮採「法律戰 J (對抗美國的{臺灣關係法}及臺灣的修憲 ) • 

而開始策動這項法律的制定 。 唯法律的名稱變更為較「維持現狀式」的用

語 ， 同年 12 月 ， 確定全岡人大常務委員會進入《反分製國家法}的審議。

如同前面所提及的 . 2004年底立法委員選舉與預想的相反 ， r 泛綠」勢力

敗北 . r泛藍」維持過半席次 。 但是 ， 該法案審議仍繼續. ')∞5 年 3 月，全

國人大會議幾乎全場一致通過了{反分裂國家法) (同前 : 302 J 。

儘管中華表人民共和l謂憲法中歌頌「祖國的統一 J 何以法律的形式

豈現中國的臺灣政策則是第 -次 。 向法律的第 4條即寫道 r 為了反對

和過止『毫獨』分裂勢力分裂間家，促進祖國的和手統 一 ， 維護畫灣

海峽地區和平穩定 ， 維護間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中學民族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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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 ， 根據憲法 ， 制定本法」口 ， 歌頌其制定目的。十年前 ， 江澤民在

臺灣海峽公海上以導彈演習 ， 顯示其「阻止臺獨」的意志 ， 胡錦禱則

以制定法律來表明 。 更進一步說 ， 相對於美國於四分之一世紀前以其

國內法( (臺灣關係法) ) 顯示形成臺灣海峽秩序的意志 ， 若十年前的

江澤民 ， 以未成熟的三軍聯合作戰演習 14顯示對抗意志 ， 那麼胡錦濤同

樣也以法律來誇示 ， 中國也是臺灣海峽地域秩序形成的主體。

參考密切關注中國之臺灣政策的松田康博之討論〔同前 : 303 -

3 0汁 ， 從這項法律 ， 可以解讀胡錦禱臺灣政策的特色。亦即 ， 對於「阻

止畫獨」明確展現更為強硬的姿態 ， 同時 ， 其餘的事項則給予較為柔

軟的政策開展之餘地。換言之 ， 藉由法律明確顯示「 一個中國」的原

則與反對「臺獨」的態度 ， 以此因應自鄧小平至今政治面上的「祖國

統一」工作毫無進展 . r 統一 」的早期達成逐漸不樂觀之情勢 ， 以這樣

的方式讓政策的展開成為可能。

所謂「更為強硬的姿態 J .如同前司|制定目的之文句所顯示 ， 從

第八條 r r 臺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臺灣從中國分裂

出去的事實 ， 或者發生將會導致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 ， 或

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 ， 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

施 ， 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士完整」的這一段文字 ， 可明顯看出 ， 其以法

律的形式明白表示行使武力的可能 。 垂灣方面針對此一條文 ， 批評其

為「戰爭法 J . 歐美亦提高警戒 。

但是如同松回所指出的 ， 在強硬之中也顯示 r更柔軟的姿態 。

第一 ， 巾國對於採取「非和平手段」的情況 ， 不再提及以往常指出的

13 1 ，，1 后江三丈本 t L.J譯 J 參幸 http : J.JXopleda li~ .com .cn 凹的. 03 15 Jp2ω50315 ~R356.hlml 2(沁7

lf_ X ~ 16 C f!~哩哇

14 咚咚心唔洋一 忠于， .主宮的事事水幸 在 J毛主均占Ei~ ~干!賣主可 導彈的情 E重建高 兵相

t :t ﹒)、生 主丘三!:: Jj[ þ:. :r 單元二抖，賈志主但丹 永遠登陸午戰 Sc 吭吭一 λA 、 w 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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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勢力的干涉」 、 「臺灣當局無期限拖延交涉的情況」。第二 ， 作為

統一後的制度 ， 不再使用鄧小平以來視為金科玉律的「一國兩制」用

語 ， 而採用真有較廣泛解釋可能的「相異制度與高度自治」之文字。

第二 ， 在與臺灣的交流與交涉上 ， 加入能夠較為柔軟對應的文

字。除第六條中訂定全面促進交流之外 ， 在第七條中亦提出「臺灣海

峽兩岸口I以就下列事項進行協商和談判 J . 並列舉其「事項」為 : r ï 

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 ; 多發展兩岸關係的規畫 ; 心和平統一的步驟

租安排 ; -i;臺灣當局的政治地位;在臺灣地區在國際上與其地位相適

應的活動空間 ; &)與實現和平統一有闊的其他任何問題」。

在 1993 年 4 月「辜汪會談」前的「兩會協議 J . 相對於臺灣方面

希望優先討論「實務協議 J . 中國方面則企圖將「一個中國」納入實務

協議中 ， 而導致持續空轉。從這件事可以看到，在江澤民時期，在由

下屬具體執行政策的場域中 ， 以試圖將臺灣方面拉近「政治(=統一)

交涉」的姿態為優先。如同前述部分所顯示 ， 第一次「辜汪會談」若

非透過中臺領袖間「兩岸密使」傳達政治默契，僅透過「兩會」事務

層級累積協議的話 ， 恐怕難以實現。如同松田所指出的 ， 若採取這種

「政治( =統一)交涉」優先的僵硬方針 . 1999年李登輝提出「兩國

論」以來 ， 兩岸對話的膠著狀態將無法打破。從第七條 ， 可以窺見緩

和這項限制的柔軟性。

這」點，無論 fuJ者皆具有讓中國領導階層 ， 從此前所抱持的臺

灣政策一一視「統 J 為真時限性的政治課題 ， 必須朝著此方向有所

成果一一這樣的政治制約中解放的傾向。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反分裂

國家法〉制定不久後 ， 表示該法「並非改變兩岸伺屬於一個巾關之現

狀的法律 J . 強調該法不是美國所不樂見的「現狀變更 J 0 r 法理統

一 J .亦即 r rr闖不分裂 ， 中國大陸與程灣同屬於一個中國 ， 現在只是

還未實現統一而已 J . 這是中國方面關於臺灣海峽「現狀」的定義。如

何松出所捐出的 ， 這個法律的制定 . rlJ以視為胡錦濤政權欲短期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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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法理臺獨」 ﹒ 亦即維持「一個中國」的現狀( r 法理統一 J) • 

藉由強調此一目標 ， 在與美國協調的同時 ， 將臺灣問題朝「共同管理」

的方向調整〔松田 . 2007a : 112 ) 。

就與「祖國的統一」此一最終目標之關聯而言 ， 這樣的政策方針

調整 ， 當下的課題是「統一條件」的整備和建設，讓這樣的立足點成

為可能。所謂的「整備、建設 J . 自然是強化經濟關係 ， 對臺灣各階層

增加中闊的吸引力，盡可能減少因軍事力的增強導致美國介入的影響。

如同本章已檢討的 ， 在與中華民國臺灣化正式展開並行的時期

中，過去中臺間完全的零和對抗關係己大大轉變。在經濟層面上 ， 因

臺灣海峽迅速轉型為「通商之海」而產生相互的利益關係 ; 政治層面

上 ， 因民主化=直是灣化的中華民國臺灣化之進行，中國內戰所產生的

中國正統政權之爭的零和關係 ， 變質為爭奪臺灣主權的關係。在這一

點上 ， 中國的底線是阻止「法理臺獨 J . 亦即於維護「法理統一」的這

一點上是不蠻的。

然而另一方面，臺灣的底線則因民主化的結果而改變。觀察輿論

的動向 ， 大抵從支持「法理統一」中脫離 ， 其底線雖不到支持「法理

獨立 J .但以輿論共識的現狀來說，可以說傾向擁護「臺灣前途的自我

決定權 J (第七章第三節)。在軍事上 ， 進入 1990年代 ， 中華間的軍備

擴張競賽再度點燃 ， 從其財力規模來看，中國逐漸獲得天時 ， 臺灣海

峽的軍事平衡很可能向中國傾斜 ; 而臺灣藉由民主化，更新 f美國對

臺安全協定之政治基礎 ， 臺灣海峽的軍事冒險 ，對中國而言依然是代

價帽高的選擇〔松出 . 2005a ) 。

在江澤民時代累積的失敗上 ， 胡錦濤的新政策 ， 終於達成對此種

狀況的調整。添谷芳秀認為 ， 整個 1 990年代，美中兩國確認了「同床

異夢」的關係。「所謂的fi' 1吋床 A 乃指當的以美國為優勢的國際秩

序。美闊的對中 F預政策 ， 指的不外乎是將中國編入美國主導的國際

秩序巾(山本市宣所言的美國帝國體系一一筆者)。儘管中閻長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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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並末捨棄對美國優勢體系的違和l草和抵抗的意志 ， 但因當前本國經

濟的重擔 ， 以及以潛力為最大武器 ， 而採取圖謀與美國共存的基本方

針 J (添谷 ， 前揭 : 198 J 。

胡錦濤的新臺灣政策 ， 在這樣的結構中 ， 整備了讓「管理臺灣問

題之中美協調」圓滑進行的條件。 ι:這樣的中美協調能夠穩固 ， 對試

圖將中華民國臺灣化的動能朝向確立臺灣國民國家之方向牽引的臺灣

民族主義革本教義派而言 ， 將是牢獄。

(3 )對「中國帽起」的防備一一堂美戰略關係的強化和H美安保之再定義

1 995 至 1 9 96 年 ， 中國軍隊在臺灣海峽的武力誇示 ， 包含在公海上

的導彈試射演習 ， 對國際社會帶來極大的影響。民航機不得不變更一

部分的路線，漁船的作業也受到影響。 1 996 年 3 月的導彈 ， 其著彈海

域離日本的與那國島十分接近 ， 引起居民的不安。臼本當時的橋本龍

太郎內閣 ， 甚至還當機討從臺灣撤離國人的辦法〔船橋 ﹒ 1 997 : 385-

389 、 422 -423 J 。

如同前述 ， 柯林頓政府除 f朝向壓制臺灣的方向進行臺灣政策的

修正外 ， 亦呼應釀成臺灣海峽危機的中國之意圖一一希望作為秩序形

成者之大園地位重新獲得認知 ， 而給予中國「戰略上的夥伴關係」的

地位 ， 試圖修復彼此關係。然其危機在於 ， 擔憂中國同時仍持續擴

張、使用軍事武力 ， 以及一般性的 ， 對「中國蹦起」帶來安全保障上

不確定性的處置 ， 亦即 ， 喚起了防備中國之動向。可以說 ， I 美中臺關

係 ， 已從僅是如何維持臺灣悔峽的和平這一問題 ， 變質為面對『帽起

的中闊』應如何應對 ， 這樣的戰略問題 J (松田 ， 2007a : 104 J 。

從柯林頓政府到小布希政府的連續動向 ， 可以指出 F列兩類。第

- ， 也美戰略闢係的強化 ， 特別足其柔軟面的強化。 izi與柯林頓總統

的「對中傾斜」並行展開 ， 1996 年 3 月危機之際，臺美閥家安全保障會

議層級 、 闕防部層級的官員們定期展開戰略對話。而在布希政府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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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臺灣國防部長湯曜明 ， 首次以國防部長身分訪美 ， 進行軍事會

談 ， 這是臺美斷交後的第一次。此外 ， 1 999年美國國防部亦展開臺灣

軍事改革支援 ， 直至 2003 年為止 ， 多達六次分別派遣調查團至三軍。

時間雖不明確 ﹒ 個新裝備的導入 、 資料連結 ( data link ) 的研究等等 ，

華美兩軍的情報合作亦展開了〔同前 : 107 ; 松出， 2004 : 272 ; 蘇

起 ， 2003 : 230-23 1 J 。

2001 年美國政府轉換為共和黨政權時，布希總統在同年4月迅速

決定將大量武器賣給臺灣 ， 包含臺灣海軍強化重點的柴油動力潛水

艇 、 P-3C反潛巡邏機。此外 ， 實現臺灣國防部長的訪美與國防部副長

有的非正式會談 ， 美岡方面的人員也參加了臺灣的軍事演習〔松田 ，

同前〕。

然而政權交替後 ， 民進黨政府為了購買這些武器所編列的特別預

算 ， 遭「泛藍」勢力在議會倚仗多數持續抵制審議 ， 直到 2008年度 ，

在野黨才終於承認部分軍購預算。防備「中國幅起」的戰略性動向之

另一面 ， 在臺美關係上 ， 陳水扁爭取連任戰略中所運用的「公民投票」

計孟2 . 消耗了此前所累積起來美國對臺灣的好鼠，亦是不可忽視的一

面。或許可以說 ， 這裡存在著美國政府傾向與中國「共同管理」臺灣

海峽的重要因素。

第二 ， 日美同盟的再定義及與其對應的同盟機能之整備。第三次

臺灣海峽危機的發生 ， 給予日本極大的衝擊。 1 972 年中日建交 、 對臺

斷交以來 ， 臺灣問題作為日本的安保問題可以說是「沉睡」著 ， 但此

次危機的刺激喚醒了睡意。

正當此時 ， 1 996年 4 月 ， 橋本首相和柯林頓總統進行日美領袖會

談 ， 發表了([]美安全保障，竟言) 0 I 宣言」巾指出 I 兩國領袖一

致認為 ﹒ 美國持續維持軍事的影響力 ， 對維護亞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

安定是不可或缺的。兩關領袖有這樣的共識 : f J 美間安守主保障面的關

係 ' 是支撐美間在此-地區參與多方行轄的電要支悅之一 J ' 賦予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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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崩壞後持續「漂流」的日美同盟一個新定位。隔年 9 月，雙方依此宣

言達成協議，重新檢討 1978年以來《日美安保合作綱領》並認可其新

的版本。日美於{新綱讀}中連成協議， r 當日本周邊地域之局勢為日

本的和平與安哥哥帶來重要影響時(周邊事態)給予協助 J '日本政府配

合這一點開始著手一連串的法律整備， 1995 年 5 月完成了所謂的 {周

邊事態法}及《自衛隊法}之修訂[ Reinhard 0圳、te 薯，版井定雄譯，

2004: 126-127) 。

日美安保再定義的動向，雖然是以 1993 至 1994年對應北韓的核危

機為直接的契機，但從時間點來看，也意識到滷蓋了對臺灣問題的處

理。中國執蝴的進行牽制，認為「周邊事態」不是包含臺灣嗎?日本

政府一貫以「閻邊事態」的概念不包含地理上的概念來回應﹒此一連

串強化日美合作之政策，可以期待將提高抑制臺灣海峽軍事紛擾發生

之效果，這一點是不能否定的〔同前 : 131-137 ) 。

此外，在中間《反分裂閻家法}制定前的 2005 年 2 月，於華盛頓

召開了「日美安保協議委員會 J (日美外相、國防長官會議 ，俗稱 r 2 

+ 2 J ) ，通過歌頌「世界中的日美同盟」之「共通戰略目標 J '表明

「透過關於臺灣海峽問題的對話，促進和平解決」﹒以此作為其「地

域的戰略目標」。雖然文字本身僅敘述了兩國政府之臺灣政策的共通

項目，但 1996年的〈安保宣言}及其後的{美日防衛合作新指針〉中

未直接提及的臺灣問題，在〈日美安保協議}中首次明白地提及。此

外 ，雖避免直接表述「共通戰略目標 J '但特別注意避免 「幅起的中

間」成為亞洲太平洋地區的紛擾因素，內容提及應使中國為地域的安

定與和平扮演積極的角色，而促進「臺灣問題和平解決」也可以右作

是其一環[ <日本經濟新聞) • 2005 年 2 月 20 口 〕。

然而儘管日美同盟有所強化與推進 ，對帽起之中國的防備亦愈

發受到重視﹒且以第 一三次臺灣海峽危機為契機，廣泛強化 f 日臺闢

係〔松悶， 2007c : 225 ) ﹒但正如臺灣的議論往往抱著期待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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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能視作是日美臺正邁向實質同盟關係的形成。正因為日美同盟

的關係，臺灣發生不測時美軍一旦有所動作，中國敵視日本的可能性

極高，因此臺灣發生不測而牽連日本的可能性植高〔松田， 2007b : 

148 )。

在此情況下，日本國內的輿論激烈分裂，不能排除屆時日本政府

與美國政府有不同判斷的可能性。對於強化日美同盟機能下臺灣問題

之意義，日本所期待的仍是對武力紛爭的抑制機能，因此，如前所述

對管理臺灣問題的中美協調，將演變為採取在一定範圍內協調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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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海峽的和平曾

一 、中華民國臺灣化之未來

何謂中華民國臺灣化?

對此設間，本書以「中國國民黨自 1949年以後一貫堅持之『正

統中國國家』之政治結構(包合國家體制、政治體制、國民統合的意

識形態等) ，及其僅及於臺灣地區的統治現實狀況所產生的變化」為

定義，作為論述的出發點 。 而此定義之中包含了 : (a) 政治菁英的畫簡

化; (b) 政治權力 II統性的臺灣化; (c)國民統合意識形態的臺灣化; (d) 

國家體制的臺灣化，等四個意渦 。

中華民國的臺灣化，主要透過 1950年代戰後臺灣國家所具有的J

種國家性格之相互作用而漸次形成 。 亦即 i 東西冷戰的反共前哨基地

國家 ; 主 與中華人民共和閣相對抗的另一個「正統中國國家 J ' 多戰

後於體制結構上具有優越地位的武裝政治移民 ( 外省人) ，對上人口占

多數的臺灣原本住民(本省人)之遷占者國家，在此初期條件之下，

同時加諸 1970年代外部環境變化一一即美國帝國體系範圍的縮小 ' 與

其外交政策之轉換與變更(將自身修正成「普通的大國」的外交關係)

為契機而敢動 。 美國帝國體系此一政策更送所形成的新國際秩序便是

「 七 二年體制 J .此亦為中華民國逐漸臺灣化的外部環境因素(第壹

*τ: 章 .l r 責;' 1t 三﹒旻"'唱~臺 a費苦:江三平九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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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之後 ﹒ 隨著政治的自由化及隨後遷占者集團「最高額袖 J (蔣經

閻)的主悶 ， 正式揭開了中華民間臺簡化的序幕。本書於第貳部之

巾 ﹒ 討論 f 中華民闕，事簡化的具體發展 ﹒ 同時檢討並確認了以下四個

過程的糾正關係 1 LkJ r 憲政改革 J 1市展開之民主化技臺灣化(第

四、 ii rtr.) ; 2 民族主義政黨制的形成與發展(第六章) ; :J多元文化

主義的關上是統合理念與政策之形成(第七章) ; ' 4 中華民國臺灣化過程

造成「七二年體制」傾札的過程(第八章)。經過這些社會的演變過程

可以得知，於 1 95 0 年代遷占者國家成\'1而初次整編形成的臺灣，又再

次經歷了多~族群社會的重組與再次電組。

l*1此 ， 中華民國華灣化究竟為何 、 又給臺灣帶來了何種影響?於

本書的終章 ， 首先將從中華民國毫灣化的由來 ， 透過國家與社會 、 以

及對外關係等角度進行概括論述。

1.虛構的解體

中華民間臺灣化的命題 ， 與所謂「虛構的解體」密切相關。此歷

輕自r辜灣外部開始盟釀 ， 最終如宿命般回到臺灣的土地上。如第一-章

所述 ﹒ 1 950 、 1960年代是灣的「中華民間」作為美關同盟闕 ， 被賦予

帝國軸幅系統中 ( Hub-and-Spoke System ) 的正式成員地位(依據{中

美共同防禦條約}與聯合閩中的中闕代表權)。透過大量的軍事援助與

美軍顧問間的介入 ， 完成 f軍隊的電建與再整編 ﹒ 、世透過大壘的金援

按輿純擠，之後在美闊政府希望臺灣能脫離被援助狀態、 ﹒ 進而達到自

主的壓力下 ， 產量灣成功轉型?為以出 r J 導向的工業結構。在這此外部正

統性資源的把河之下 ， 使得闖民黨得以穩定並維持其政權。

然 1M ﹒足間對與其對抗的闖京歧相對勢力之對峙， 一且採取維持

現狀的政策﹒另-方面，觀察 1950年代兩次臺倚街峽危機時美關所

採取的應對 ﹒ nJ清楚地知道 ， 美間雖然、支持蔣介石的「反共復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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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 但對其「反攻大陸」的行動卻並不支持。在缺乏美國支持的狀況

下 ， r 反攻大陸」逐漸成為一種「八股式的口號」。即便統治者透過威

權政體 ， 成功地打壓了批評者所指出之臺灣的現狀猶如「閻王的新衣」

等反對言論(例如 1960 年代{自由中國}事件、 1964年彭明敏事件

等) ， 但這個堅持「巾關國家體制」的遷占者國家所內侖的矛盾 ， 仍舊

逐漸深化(第;章)。

1970年代初，美中靠攏伴隨而來的是國際社會對臺灣政治支持的

遞減(聯合國放逐「蔣介石的代表權 J) ， 以歧隨後階段性的裁撤美軍

在聖基地與軍事顧問團等行動。由於美國投入越戰的巨大花費 ， 以及

蘇聯軍事力量的增強，使得美國帝國體系相對衰退。故美國乃調整政

策 ， 開始採取所謂的「普通的大國」策略 ， 與中國接近以對抗蘇聯 ，

求得與蘇聯的權力平衡。其代價之一 ， 即為妥協中國共產黨政權的

「內戰原則 J ' 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闆政權代表的國際地位。據

此 ， 美國對臺灣的直接軍事援助承諾也不得不採取階段性的縮減。上

述國際形勢的變化 ， 也使得蔣介石政權之 r 1正統中國國家」及聖灣的

r rtJ箏民閻」的處構想像 ， 由外而內地自岡際社會之中逐漸露出破綻。

1960年代末期﹒蔣經問取代衰老的蔣介石，成為關民黨政權中的

最高權力者。蔣經國當時已確實掌握黨團體制內各個環節 ， 因此可以

承受因為體制改變與政策調整所帶來的衝哩。而在對岸 ， 中國大陸文

化大革命依舊持續 ， 加之對中國改採友好態度的尼克森總統亦苦於政

治醜間(水門事件)之影響 ， 導致原先預計在第 一二次總統任期前期便

要恢復的中美邦交 ， 延遲到 1 970年代末。此種情勢不宮給國民黨政權

與空崗多幾年的喘息時間。 HH年輕國的體制改革 ， 也於毫灣內部孕育

出挑戰想像虛構之「正統中闖關家」的勢力( r 黨外」一一民進黨)。

最後 ， 國民黨政權終究面臨 f臺芙斷交的}OJ rr!Î (第二章)。
蔣經國於執政晚年開始了自由化的改革，其逝世後 ， 在本省人總

統李守主輝掌握權力( 1990年 r -.r] 政爭 J )後 ， 過往所建構的對內虛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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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開始解體。至今為止所歷經的七次「憲政改革 J . 完成了政治體制

的轉換(最小綱領民主體制的設宣) 、 政治菁英結構的臺灣化(政治菁

英的族群:電結構解體) 、 及政治權力正統性的主主體臺簡化(權力正統

，阱轉換為以透過向南選息表達「巾華民闕 d 在聖筒中有實實選躍權者

之民意」二)。

此外，具有官方中關民族主義之崖識形態霸權逐漸衰退 ﹒ 受到毫灣

意識形態挑戰而形成民族主義政黨制 ， 透過選舉競爭 ， 凸顯自若無「臺

灣優先」乃至「臺灣本位」的論述 ， 在立法院已然無法再度取得多數席

位。實際上 ， 當 2000年闕民黨喪失執政權之後 ， 在往後取回政權的過程

巾 ， 一方面除了強調陳水扁政權的缺點外 ， 也可以觀察到身為外省人的

總統候選人馬英九所發表的岡家論述及其外在表現 ， 已有朝向臺灣民族

主義最小綱領靠攏的現象。

此外 ， 依據七次「憲政改革」的成果 ， 原本蔣介石打算帶向中間

大時再次施行的「中華民闢」之「巾闖闖家體制 J . 兩於臺灣民選總統

的施行與國民大會的廢止 ﹒ 加上憲法修正後表達主任問選民意志制度的

技畫( r 公投入憲 J )等 ， 該體制隨之徹底崩解(第肉 、 五 、 六章)。

2. 多元文化性的呈現

從社會的角度而言 ， 巾華民間甚至灣化 ﹒ 是臺灣位於歷史上三個形態

互異的帝國勢力(古典傳統世界的大清帝閩 、 近代國民闕家的日本殖民地

閩 、 新形態「無殖民地的帝開」的美闊)的權力交替之巾 ， 賦予童問社會

的多元文化性(多族群性)所造成的政治結構之改變。

本書中 ， 對臺灣社會的多元文化性(多族群性) . 以筆者自創的

「多重族群社會」此仟]語加以詮釋。其歷史性變動歷經 (a) 清帝國下

多壘族群社會形成的人r- I基體結構 ; (b) 在日本積民地統治下 ， 在「差

別即平等」之「制度化臨界狀態」之下所康生的抗口也灣民族主義論

述 ， 並形塑出身為「臺灣人」認同的近代族群意識，以及幕於此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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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形成之初步的多重族群社會 ; ( c )依據戰後大量政治移民與遷占者國

家的形成 ， 進行多重族群社會的重組 ; ( d ) 因民主化與臺灣化而出現的

電組與再次重組。本書的探討基本上皆基於上述的結構(參照圖 1 - 1 、

圖 1-2 、岡 7-1 )。

中華民國華灣化促進了毫灣社會歷史多元文化性的呈現 ， 亦即促

進 f多重族群社會的重組與再次重組。 1970年代臺灣內部出現政治勢

力上的另一種選項 . f!1J r 黨外」勢力。最初追求的僅是在官方中國民

族主義論述框架內 ， 希冀給予對本省族群的「承認與尊重 J . 經過 19 7 0

年代末到 1 980 年代初的危機與一連串的政治「傷痛事件 J (外在有對美

斷交 、 中國新臺灣政策的開始、{八一七公報) ; 內部有美麗島事件 、

林義雄滅門慘案 、 陳文成命案等)之衝擊 ， 以「臺灣前途住民自決」

為最小綱領的毫灣民族主義迅速成為主流價值 ， 對遷占者問家面對外

部環境變動所加深的統治矛屑，及其以「巾囡囡家體制」為中心的意

識形態提出了挑戰。

至 1 970年代末 ， 雖然時機已晚 ， 蔣經國仍然提出標榜包會臺灣文化

在內的「文化建設」政策。此政策可視為針對「黨外」訴求之「承認與

尊重」的回應 ， 但己來不及喚回島內因政治「傷痛事件」的刺激而朝向

臺灣民族主義的民意傾向。此處亦可以看出 ， 不具民主化內涵的文化政

策 ， 對於吸收反對意見成效上的軍大局限。

美麗島事件後的「黨夕h 復甦與成長 ， 以及往臺灣民族主義的傾

斜 ， 伴隨在公共領域中強調「空灣本上化 J ( Taiwanese ethnicity )之論

述同時興起。全是語(實則為福佬話)成為政治 t:反對陣營的「公用語」

(特別是反對陣營的集會或選舉演說的場合) .由反對陣營當選縣長握

有地方 íi i台行政權的縣巾 ， 也開始從地方單方面試行「母語教育 J . 並

將其制度化成為正規教育的一部分。

仙一方面 ， 由於闕民黨政權官方中國民族主義為基礎的「祖國化」

政荒 ﹒ 與日本植民地統治時期利用普及的學校教育達成「國語 J 之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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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作為統治成功之象徵相同 ， 亦獲得了相當程度的成果。但是 ， 基於

世代、城鄉、地域 、 教育程度 ， 與個別家庭的狀況 ， 其實此成果的背

後早現非均質的樣態。此種樣態即成為 1 980年代以降 ， 臺灣民族主義

論述與「垂灣本土化」思想復權的社會文化性原生基礎。

臺灣民族主義的發展(即作為民主化運動主流的臺灣民族運動

化) . 與 1 970年代開始質疑「中華民國」存在意義的國際環境互補，

皆凸顯出國民黨官方中國民族主義作為國民統合力量的插限。為了維

繫《臺灣關係法〉的「課題」並持續獲得美國的支持 ， 蔣經國在臨終

前數年踏出了政治自由化的腳步，即使如此 ， 這樣的單措仍然限制反

對勢力的活動於不可挑戰「中國間家體制」之最高原則的範疇之內。

然而 ， 這種約束並未達到原先預想的效果。於蔣經閻後任的本省

人總統李警輝時期 ， 以「全民公投式臺灣獨立」作為綱領的民進黨終

於合法化 ， 此外 ， 過往的 r i.É.統」體制 ， 亦即賦予臺灣成為「中閻國

家體制」法源基礎的〈動員做亂時期臨時條款}亦遭廢止。自此，中

闖關民黨開始從與敵對的巾開共萍，奄所共有的「一個中間」原則中撤

守 ， 季噎輝本身也在完成第一階段民主體制的修正(實現「萬年國會」

的全面改選)後 ， 取得並確立他在國民黨內的主導地位。此外李也將

民進黨幕於臺灣民族主義所提出之「臺灣加入聯合國」之政策與論述

(生為臺灣人的悲哀)納入白己的主張，藉此表達自身的「臺灣性 J • 

並意圖藉此擴大成為支持自身政治地位的基礎。

如前所述 ， 隨著對內的「中闖闖家體制」慮構想像的解體，政治

菁英的族群二電結構亦隨之瓦解 ﹒ 以二二八事件為發端所造成的遷占

吾同家體制中的結構性問題 ﹒ 亦即以「省籍矛盾」為背景導致之政治

權力分配不均的狀況 ， 終於得以消解。但是在這樣的過程巾 ， 被剝奪

相對性價值的外省人既得利益者 ， 受到岡民黨內部分外省菁英反李體

輝政泊活動的刺激 ， 而將自身的反李行為政治化(從而族群化) 0 }J[] 

之 ， 在官方中間民族 E義下 ﹒ 許多外省人與被同化的本省人既得利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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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開始在政治上主張「族群=民族的」脈絡展開動員 ， 進而轉化成

反對臺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例如 1994-9 5 年的「新黨現象 J )。

如此一來 ， 以臺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兩大意識形態為對

抗主軸的政黨政治 ， 便成為臺灣的主要政治形態。白民主化開始進

行，到民主體制修改與確立之後，外省菁英政治脈絡的「族群=民族

的脈絡」持續不斷地受到挑戰。與戰後臺灣國家的性格形成不可分割

的「省籍矛盾」雖然暫時解決，但在民主體制建構的政治競爭過程中

卻又藉屍還魂 ， 轉化成為與民族主義政黨制難以切割的新政治分裂。

不過 . 2008年總統選學中外省人馬英九的當選 ， 似乎已將「省籍矛盾」

形態的族群政治 ， 淡化到整個大環境的背景之中(第六章)。

隨著民主化而復榷的「臺灣本土化」思潮，不僅對人口比例處

於少數之遷占者族群造成刺激 ， 在民主化與臺灣化的過程中 ， 逐漸被

「賦權 J (empowerme n t) 的本省族群內部中的少數族群 ， 其自我主張也

同樣受到相當的刺激。

隨蔣經國晚年的政治自由化 ﹒ 本省人中漢族的少數一一客家族

群 ， 也發起以語言認知為中心的文化性自我主張運動。這是「臺灣本

I~.化」的復權過程中 ， 客家族群對占人數之利的福佬族群逐漸接近權

力的不安(由政治上的復權使原本為反對陣營公用語的福佬話改稱為

「臺灣話」一事可作代表) .故在「臺灣本土化」的復權運動中 ， 也發

動 f族群運動以提出同樣必須對客家族群做到同等的「承認與尊重」

之訴求。

緊接著 ， 因為客家文化運動的先行展開 ， 也敢動 f原住民族群/

民族的抗議與復權運動。戰後臺灣原住民族群 ， 由於戰後臺灣國家與

作為主導民族的漢族社會 ， 憑藉其經濟優勢將資本主義強力滲透至山

地 ， 使其陷入內部撞民主義的關境之中。由於此-悶境的鮮明形象 ，

|永|此在「臺灣原住民族運動 J 的抗議活動中 ， 民主化時期下的輿論皆

給刊盡力支援。特別是對持續受到毫灣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滲透的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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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營支持者們而言 ， 這種支持與追隨原住民困境的抗議 ， 以及身為臺

灣「原住民族」的訴求 ， 又擁有更高度的正統性。

「本省人」的漢人族群對「外來政權」及其支持族群強調自身的

「本f::'性」時 ， 以「原本的住民」的概念作為論述主張 ， 但其實亦不過

是前後相差四月年左右的程度而己，故即便主張「臺灣文化」的獨特

性，說穿了亦僅止於漢族文化內部的差異，欲提出有力的論述相當困

難。相對於此，原住民族則擁有更為明顯的「原住者」性質 ， 加上鮮

明的文化差異 ， 這種先住於土地的「真實性」乃漢族難以企及。故臺

灣原住民族最初揭業的泛族群性自稱 í (臺灣)原住民族 J 在社會中

迅速獲得廣泛的認識。

從「臺灣本土」的復權及之後少數族群的問我主張 ， 讓臺灣社會

的多元文化性 ， 在民主化的政治空間中得以鮮明地呈現。最先將這種

臺灣社會的多元文化性(多族群，性)定型化，並作為多元文化主義的

閱民統合主張者，便是「臺獨」勢力。 1980年代末 ， 在「憲政改革」

開始不久前 ， 各式各樣「臺灣獨可」憲法草案( (臺灣共和國憲法草

案>> )就已公然於各種選學造勢活動巾登場。其內容見解基本上指向構

成臺灣關家( í 臺灣共和國 J )的閥民 ， 應由「福佬人」、「客家人」 、

「原住上是族」 、 「外省人 J (乃至「新住民 J )等四大族群所構成。在臺

灣社會中存在人口規模互異、文化互異 、 定居臺灣時間互異的四種族

群，即便他們在人口規模、居住時間上各有不同，但在臺灣社會中皆

為相互對等且應互相尊重E的群體。這樣的見解 ，在社會、文化菁英闊

快速地成為一種「政治正確」﹒並成為廣泛的共識。

在民族主義政黨制的政治競爭中 ， 雖然大致有著「毫灣優先」、

「臺灣本忱」的共同意見 ， 但終究尚米達到閥族認同的普遍幕悸。即便

如此. í 四大族群」論述巾所包含的多元文化主義理念 ，作為社會統

合、闊民統行的理念 ﹒ 仍迅速取得正統性。 1990 年代起，政府的諸多

政策 ， 諸如成立 f行政院原作民族委員會、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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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或社會教科書 ， 開始逐步嘗試推行「鄉土教育」與「母語教育」

等諸多教育 、 文化政策 ， 皆可視為多元文化主義政策的呈現。 1997 年

所進行的第四次修蔥 ， 更將多元文化主義的理念入憲 ， 納入逐步臺灣

化之「巾華民國」的「基本國策」之中(第七章)。

3. í 七二年體制」的傾車L

本書中提到的「七二年體制 J .係指美國在取消對臺灣「中華民

國」在外交上的承認 ，轉移其重心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時 ， 仍然維持對

臺灣提供安全保障的承諾 ，以將臺灣留置於美國的勢力範圍內的體

制。而此一維持臺灣海峽秩序的運作系統 ， 於 1972年中美問簽署{上

海公報}之後隨即成立。中國對此以消極的態度接受 ， 一方面保留以

武力解決毫灣問題的權力 ， 並為了培養足夠的國家實力而努力建設 ;

另一方面 ﹒ 配合「改革開放」的闢家政策亦不斷提出「祖國的和平統

一」 、「 二三通間流」 、 「第三次國共合作」、「一國兩制」等新的臺灣政

策，既嘗試削減美國對臺灣安全保障的正當性 ， 也嘗試瓦解並籠絡當

時岡民黨菁英的政泊對立意志。

對臺灣而言 ， 這樣的體制意味著否定臺灣作為一個主權獨立閻

家的地位，而只以曖昧的政治實體身分 ﹒ 被美國保留在非正式帝國體

系當中。若臺灣欲以一個實際上獨立的政治實體持續存績 ， 中國方面

必然會對美方提出取消對臺灣安全進行保障的承諾(其成功的例于便

是{八一七公報) ) ; 相對於此，臺灣方面必然需要採取有效的對抗模

式。而毫灣面對此種情勢 ， 所J采取的對抗策略 ， 便是更加向美國國家

核心同念的自由主義憤憤體系靠攏 ， 以提高身處美閻帝國體系中的正

雋，悅。

由輕濟方面觀之，此策略臼 1 960 年代以降可說已然成功 ， 而白

1972 年起，毫灣|斗時必須在政泊方面也提也成果，亦即民主化已成為

必要的課題。扮演「反共」的角色 ， 對著畫灣而言已經無法取得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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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援助。臺灣不能僅只是躍著「自由中國」的看板 ， 質際執行民主

化才能符合美國對臺承諾的法源依據，即{臺灣關係法〉的要求，並

進而使美闖不會取消對臺灣的政治支持。換言之，美國透過〈臺灣關

係71> . 對哥哥灣課以民主化的「哼題 」。

但逞，美國帝闌勢力的決定性 r涉，在戰後臺灣問家[Q]釘歷史的

脈絡下 ﹒ 同時產生 f民主化與臺灣化的雙重意義，毫灣化的浪潮甚至

超越 f民主化的改革聲勢。蔣經國的後繼者李登輝，延續蔣經國晚年

政治自由化所跨出的第一步，順勢推動民主改革，在遂行民主化過程

中對內取得政治正統性，並將內部正統性轉化為外部lE統性。身為先

鋒的畫灣領導人，透過外交行動，果斷訴求臺灣民主化的成果，此即

所謂的積極外交。 1995 年李體輝以私人身分成功訪問美闕 ， 便是最成

功的例 F 。此一訪問也讓兩方民主主義各國對臺灣的認識以及對李登

輝的評價達到頂點。但與此同時，對臺灣民主的高度評價也讓各圓與

中國之間的關係帶來決定性的傷菁﹒故認真考慮/長認畫灣國際地位的

幸存閻政治菁英並不多。包含美國 ， 各間對民主臺灣的認識與評價多只

停留在「未達外交承認」水准的狀態。

即使如此，這樣的變化對北京而言已經成為警泣。中 I喇透過對臺

灣海峽發射導彈等大規模演習的軍事威嚇作為回應，對此，美國亦派

遣兩次航母艦隊通過臺灣海峽以為國應。此即第4三次臺灣海峽危機。

此危機口J視為美國與中國闊的一種大國軍事外交角力。中國方面的強

使行稚 ﹒ 一方面再次凸顯臺灣海峽是東~?安全問題的焦點 ，更令美國

重新採取 f強化美口同盟機能、加強美國對臺軍事協助弩防堵 r rj 1 國

抬頭」的相關圍堵作為。

(刊另-方面﹒美問也認女IJ 到 rjrj調逐漸成為此-區J:g.x秩序的形成

者. l求l此也將對中行動採取( -定程度的調整。此一調整|斗時闢係到

童問於第三階段「憲政改革」峙，美國對臺試圖強化們身間家性的民

主化舉動，所表示出來的相異評價。這種差異即表現的美、中之間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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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種程度的協調下，對臺灣做出了一定程度的抑制。

李登輝在民主體制建立之後，於 1997 年的第四次修憲( r 凍省」

等)、 1999 年夭折的「兩闊論」修憲之中，持續嘗試推動臺灣化，卻在

受到美國輿論讀譽為「民主先生 J ( M r. Democracy) 之後，被美國政府

批評為「麻煩製造看 J ( Trouble Maker ) 。身為臺灣領導者的李登輝 ，

在完成 f美國指派給空灣的民主化「習題」後，也不得不受制於戰後

垂灣國家固有脈絡。這個狀況，也發生在凶得利於 1997 年憲改造成國

民黨內分裂而於 2000年當選總統的陳水扁身上。

陳水扁當選以來也苦於所提出的「新中間路線」無法獲得中方回

應，進而於 2002年發表「一邊一國」論造成巾方的不滿. 2004 年更以

直接讓小布希政府臨到不安的臺灣民族主義作為競選上軸，並旦成功

獲得連任。由於即使t采取穩健路線 ， 民進黨仍是個堅持「臺灣獨立」

綱領的臺灣民族主義政黨，因而當其取得執政權後 ， 因第三次臺灣海

峽危機以來而門顯的「七一年-體制」傾乳，有值常化的傾向。

相對於此 ， 美國政府屢屢提出「反對單方面改變臺灣海峽現狀」、

「我們支持的是臺灣的民主主義，而非臺灣獨立」 l 等論調。這對臺灣而

言 ﹒ 是在完成了民主化的「習題」之後，美國加諸於臺簡化之上的自

制「新習題」。即使泛綠陣營對這個「習題」相當不以為然。

另咱方面，巾國於 2002 年秋天成立的胡錦濤政權，在陳水扁連任

後，開始採行防止空灣獨立重於兩岸統一的政策，真體表現即為 2005

年春{反分裂國家法》的制定。一方面將採用強硬于段防止「臺灣獨

立」的行動合法化，一方面也以法律規範更柔軟的姿態來促進兩岸交

流。美方給臺灣的「新習題 J .也等於賦予 f胡錦濤政權這一連串舉動

A定的 LE當性

I rì- 乳白守1t 聖 卜 ι~ :_"ï; I -; t- 又~九三毛兩舟，主缺乏、 ;;i- 赴美 1: !fç ._... 
世守自于 T 萬也是什咸、. f1 ~." . 芷吃早 ~f年研 rc~ :::'卒于考 Rlchard Armilage (哭出 η此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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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其東亞勢力範閻巾打造出所謂的「七 1年體制」 ﹒ 經歷 f 中

帶民國臺灣化的歷程之後 ， 表面上又衍生出防止「臺灣獨立」的臺灣

海峽共同管理機制。「七:年體制」為中學民國聖簡化il人動能 ， 但同

時美關也被迫接受由此衍生的新挑戰 ， 且不得不對此狀況1][1以修正。

二 、中華民國臺灣化與臺灣海峽的和平

1E如本書之中諸項所述 ， 臺灣島上所反映出來的政治社會現象，

不斷地受到意欲領有臺灣島的周邊勢力加諸於其上的各種權力 、 文

化 、 文明所影響。這些影響也形型出臺灣歷史中深具特色的面向。巾

華民間臺灣化 ， 便是這一連串映照中最新的一幕。在本書的最後 ， 使

拭岡對這最新的一幕進行初步的臉討。

r~J闊的{反分裂闖京法〉指出「哥灣問題是中岡內戰遺留的問題」

(括:市)。雖然如字面所述. f耳其實這樣的描述只說明 r - 平的事

丘。事實的另外→半是 ， 中關內戰與東西方冷戰在臺灣海峽交會 ， 促

使歷史上首次出現這個「事實上」已具有國家形態的空灣關家。中國

內戰與東問方冷戰的結合 ， 正處許是歷史上的偶然。然而，這個偶然也

令此 í ，其實上」的臺灣問家( í 毫潤的中莘民國 J ) . 獲得 f中華民國

是在灣化的動能。

這最新的一幕 ， 與之前時期所不同處在於 : 對空簡而逗 ， 遷占者

菁英帶來的第一個近代巾闕「也灣的巾華民關」 ， 在未能順利地將其周

綠的空崗納入其「中岡敘事」的範峙後(可由八事件 、 美麗島事

件之'11得主[j) .反而催生 tll -個輪廓清晰 ， 臺簡史 1-.第寸阿以 r ;主問」

h 1'.r體範峭的區域'I'Þ.政的體。

在i互信新的-毛主之， t 1 , ，主們公討透過民主科rr; 長達t' 1 身上已惡的民

主制度，成為統ih權力的 1E統來源， f~l於巾按Jf;司緣、擁 H'!-J:簡歷史料

驗與親和性的政ih 荷英指頭 ， 取代 f 原本「中華械.]_BÇ帝!戒IJ 論述之'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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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王朝lE統。暫且不談未來的國家歸屬問題 ， 對於垂灣的民主體制的

政治主權性 ， 以臺灣為政泊自決單位的概念 ， 已成為自統治階層到大

多數選民之間的共識。

這一個從六十世紀巾葉開始 ， 從歷史性的偶然裡發生的 、 事實上

的關家 ， 逐漸盟釀出與「巾闕」相異 、 往臺灣國民間家概念轉化的意

識形態(臺灣民族主義)。此意識形態 ， 在政泊場域中的地位及重要性

與日慎增。中華民國臺簡化仍然是一個動態的認同政治過程 ， 官方中

岡民族主義霸權所強調的「中國人」 、 及其間族認同的均質性正逐步崩

解。雖然「臺灣認同」並未完全成為唯一的政治論述，但確實逐漸成

為主j玩價1直。

中華民國臺灣化也將這灣社會上的「中華國民帝國 J (參照第一章

，jt 2) 的色彩抹去。留 fJ擁有問身正統論述 ， 亦即擁有向治主體性的

政ih悟。但是，這個政dî體依然未能成功得到外部的法理承認，且今

後也應該會持續面臨此一垂大困境。此外 ， 所謂「中華民國」之 í r:þ

關關家」等支撐遷占盡關家論述的各種象徵或法統依據 ， 其形態雖然

已分崩離析 ， 但實際上依然殘存至今 ， 今後若要除去此些要素 ， 恐怕

還須經睦相當的摩擦與衝突。

rt 1 另-個角度觀之 . "1 有寄:是同臺簡化也為將來的 nJ能發展寫下註

腳 : 一方面 ， 若畫灣內部已料做好准備 ， 只要能被開際社會認可 ， 臺

椅 iL刻可以脫胎換骨 ， 成為如華商民族主義者所期待之擁有獨立主權

的關上是關家 ; 站﹒方面 ， 打巾閥方面準備妥當，亦即 ， 具有能夠包含

高度鼠主自治區域的 í rt 1關性」理念與政策框架准備完成 ， 也不排除

這問以中岡內部一個真正獲得自治的全新成員 • tm 入 '1' 國國家體系的

nJ能性。

fE1泣種巾[或|性的FH念與政策 ﹒ |活Hrt要能夠包容在周邊諸帝國交錯

憬史 r [1'!:. 仔下來的是主崗位鼠 ， 其獨特的認同與a意識形態。無論同意與

仟'古'1 1闋的理念與政策 ﹒ 缺乏能包容自十九 i吐紀末以降毫灣獨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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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縱深的雅量與理解 ， 則即便臺海間的軍事對立得以緩解(即使這

種實現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福音) ， 將來仍然無法保證不會以任何形式

再度發生頸、似 r- 八事件」般的悲劇。

臺灣現今已成為一個擁有民主政治制度 、 與發達資本主義經濟的

社會。臺灣經濟與持續成長的中國經濟 ， 有著愈來愈強烈的連繫 ， 這

對現今臺灣民主體制中的民族主義政黨制的激化 ， 以及對臺灣民族主

義片面性的加強 ， 具有牽制的可能。雖然中華民國臺灣化 ， 具有持續

強化「以臺灣為範闇」之實體單位的國族認同 ， 但另一方面 ， 無論是

民意調查或是選舉結果所呈現的民意 ， 卻對急速擴張的臺灣民族主義

不抱好竄。

由第六章援用的臺灣民族主義最大綱頡( r 法理臺獨 J )與最小綱

頓( r 臺灣前途住民自決 J )的角度來看 ， 臺灣民意對最小綱領表達了

廣泛的支持 ， 但對激進的最大綱領卻表示了不安的態度。再加上 ， r 七

\年體制」已封鎖了此最大綱領的激進路線的可能性=為了防堵「法

理臺獨 J ' 亦可看到美中雙方在相互協調下的路線修正。換言之 ， 不論

內外因素都可看出 ， 超越現今程度的臺灣民族主義難有進一步發展的

空間。因此 ﹒ 一時之間 ， 臺海的和平恐怕仍需要在這種情況下繼續維

持。

如今的臺灣 ， 即便暫時擁有「和平」的時空 ， 但仍在「中國蠅起」

與不斷變化的國際政治經濟情勢下 ， 鎮日焦頭爛額地應付。從十九世

紀開始 ， 諸帝國勢力往往強加自身的期望於臺灣之上 ， 而如今中華民

國臺灣化的發展及變化 ， 終究迫使諸帝國勢力的後裔 ， 必須為過去的

歷史提出答覆。中華民國臺灣化，是臺灣位於諸帝國周緣位置的歷史

脈絡之巾 ， 在多~族群社會與政ifî結構的折衝之下 ， 以政jh體制的民

主化為主軸所開敢的複雜現象。

雖然 ， 過程之中在內在外都持續經歷深刻的摩擦與傾乳 ， 但即便

如此 ， 戰後臺灣闕家的矛盾仍然逐漸磨合緩解。更重要的是 ， 臺灣社

韋思章 中華民國誓:電化與臺灣海峽的和平 449 

會中人權狀況的改善 ， 以及跨越數個世紀 ， 遭到連續不斷殖民壓迫的

原住民族 ， 也邁開了去殖民地化的腳步。這些現代世界眾多人們共同

追求的普遍價倍，得以在臺灣實現 ， 使這些成就深具意義。因此 ， 畫

灣海峽的和平 ﹒ 除 r一向不變的「繁榮與安定」之日標追求與維護之

外，更應當尊重一路以來達成諸多成就的臺灣住民的意志與利益。



後記 *

事近區聲之際 ， 輕常預戚著長j-個新生。有些事適合以這種起承

方式結束 ， 學術研究即屬此類。

前著{台灣一一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出版於 1 992 年 1 0 月。當時正

逢「禹年國會」全面改選 ， 蔣經國晚年正式展開威權政體轉型 ， 民主

化的落實似乎已乍見曙光。果然就在四年後 1 996 年總統直選實施 ﹒ 平

安完成 f本書所謂最小綱領民主體制的設置。員主體制雖然平安 ， 臺

灣海峽卻已波濤洶湧。針對這場選舉 ， 中國展開大規模的軍事演習 ，

在臺灣近海發射彈道飛彈進行威嚇。美國隨即採取行動 ， 調派兩個航

空母艦戰鬥部隊駛向空灣沿海。 1996 年 ， 臺灣海峽揭開 f國際政治的

新序幕。

當時 ﹒ 技開始構忠撰寫績篇。的著焦點在政治體制的轉型，但觀

察其後空灣政治拉美闊的意識形態狀況與爭論點 ， 促使我構想以有關臺

灣凶族認川、息識形態政治作站主要觀察對象。 H標是十年後出版。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 本畫出版比預定時間整整遲 f 六年。首先

第 4個措 II 泣 ， 大學的行政業務奪占 f太多時間與精力。當然不僅如

此 ， 雖然決定以產識形態政治站主題 ， 全書架構並未敲定 ， 還釘太多

高主要垂新學習與推敲的。力fJ之 ， 童灣政治和臺灣周遭!司勢也在不斷變

化。序章和 H 孔;而 :C文恥。過程中 ， 不知給好友們發過多少郵件宣誓

「開始自j鞏」的決心，卻仍告;tfLL間樓梯響不見人 f* 。想起真考生等待

正何故樑心的各 1、L . rf 在Jg~到過崖不 .L:. 。

• f 吉 戶 r~ ::J 精品、~弋峰，士 fi 會，吾吾二亡': f ~*-會唾手:伊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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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這段期間裡我參加了兩三個研究計畫 ﹒ 也在學術研討會

做 f發表。累積的這些論稿 ， 讓本書架構逐漸成形。過去曾發表的論

文寄與本書各章節的關聯如下所示:

JF~言: 大幅改寫白「 ff倚在 ðh (，志 71 于二/于不于1' . 本 1) 于 4

、y 夕又代的視角 民主化、工又/*1)于 4 、y 夕又、國家﹒同民再編」

( w ODYSSEUS (東京大字大字院給 fT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科紀

雲) A 第 5 辱、 2001 年 3 月)。

第一章新作。

第二章改寫白「分裂問家仿統治 台灣仿戰後> ( Ii'講時東7

:;'7近現代史 第 5 譽』、青木書店、 2002 年)、 r (研究/一卡)戰後

f?消遣占背回家lζ扣付毛『外省人』一竟囝体制下旬多重族群社金再偏

試論 ﹒ 司于仿一 J ( ú'東洋文化研究』竿習院大字東洋文化研究所、第 5

丹 、 2003 年 3 月)。

第J章新作。

第四章新作。

第五章 第三節第一項改寫自 r w 保革共存』拉苦干大統領制一台

消仿民主(本制主政覽政治> (R*比較政治竿金編『比較仿拉舟的中固

政治』日本比較政治竿金年軒;第朮丹 、 2004 年 、 早桶田大字出版自}) • 

其他部分則為新作。

第六章根據「育問l己打 (1 志民主主義体制仍不安定拉持統 工

又二、y 夕 ﹒ T 三/3 T}[" 拉文月民主 l哎 j台構造安動 J (.間川蔥、 I↑ i編『民主主

題71 于、Y于 4 于 4 新興于毛夕予三/一的形成』、 2006 年、早隔 fll 大

字 tH版部)大幅增補改寫而成。

第七章 第-~í'i改寫臼 r w 過半仿清算 J 八喂n- t 族群和l

解 J (船橋沖一編苦 w f3 ~正的戰爭ti任在芒古考文志力、 峰山和解r;一

夕三/ 3γ7力、包仿報告』、 2001 作、朝 H新聞社)。第:節修改 t' i r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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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台灣仿乞丐一古的脫植民地化一原住民運動主多文化主義 J (日本

順挂台灣原住民研究金編『台商原住民研究』第 I I 哥 、 200 7 年 、 風響

社)。第三節為新作。

第八章終章新作。

(本書在草稿完成至出版之間，曾就部分成果進行發表。)

在這段期間 ， 除 r本人服務單位的東京大學教養學部之外 ， 筆者

也曾赴秋田大學教育學部、慶應義塾大學法學部、愛知縣立大學、早

稻田大學政經學部、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京都大學文學部等

講授現代臺灣政治論 ， 這些也都成為強固本書內容的璽要過程。特別

是，如果沒有這些備課壓力 ， 恐怕第八章會顯得內容貧瘖。鼠謝惠賜

土述機會的各位 ， 也鼠謝聆聽授課 ， 並給予有言無言回應的學生諸君。

就這樣，我決定用「中華民國臺灣化」這樣一個整合概念來論

述其初期條件、起動過程、展開歷程，正巧當時在服務單位也終於輪

到筆者取得休假 ， 得以專注研究 ， 終於完成了尚未執筆之關鐘線索部

分 ， 亦有效率地進行全書梳理。這必須向我身旁的同事們致上謝意。

另外 ， 想起去年夏天在前所未有的酷暑中 ， 自己能不屈不撓 ， 發憤寫

完包括第八章等艱難的部分 ， 心中不禁戚到一絲驕傲。

如果出版半年後再來回顧本書 ， 肯定會發現處處不足而戚到心

虛。再想到本書將在 2008年 l 月立法委員選舉、 3 月總統選舉之後才

出版 ， 更加倍了我的不安。暫且不去想這些問題。正如這篇後記開頭

所述 ， 接近尾聲之際，腦海中浮現有關臺灣政治研究下一個課題的想

法，才值得記載於此。

本書以政治共同體次元的變動為主題 ， 將 1970年以來所謂「漫

長的四分之一世紀」的政治結構變動 ， 總稱為「巾攀民國臺體化」 ﹒

住針對其變動的結構部分加以論述。一個主題的選擇 ， 意味著對其他

的捨棄 ， 但這並不是不了解捨棄部分之重要性。正如前言破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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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漫長的四分之一個世紀 ， 不僅是政治 ， 包括臺灣的經濟 、 社會 、

文化 ， 以及闕際政治輕濟環境 ， 與其他東亞社會同樣經歷了巨變。其

巾，就本書主題相關領域而言 ， 執罩之際特別意識到的問題領域H ~。

幾于與民主化同時期 ﹒ 解除管制與開放市場芳經濟體制改革﹒以

歧遲來的福利國家化等 ， 亦開始進行。軍占關注的第呵個領域 ﹒ 是與

此息息相關的政的經濟學主題研究。這比改革以歧改革所帶來的利益

政治 、 分配政治 ， 影響 f政治舞臺上各個行為者的行動 、 選民的投票

行為，甚至是選學結果。因此也給意識形態的政治動向帶來衝擊。

民進黨將民主化時期以來利益政治所衍生的問題 ， 視為「金權

腐敗」並作為爭論焦點 ， 以此對抗當時以執政黨立場主導民主化、又

「奪取」民進黨臺灣論述而j占得優勢的李登輝政治力量。:2000年三足鼎

立的總統大選中 ， 此相確實奏效 ， 性使陳水扁贏得選戰。 fB_是在取得

政權之後 ， 陳水扁白身卻也沾染「金權腐敗」的汙名而一敗塗地。對

於仁述過程來龍去脈的背後 ， 與政治經濟學相關的討論 ， 在本書巾口J
說稍嫌不足。

第:個嶺域是社會運動。正如前著所述 ， 在政治體制轉型期，以

往國民黨一黨專制下長年壓抑禁聲的各式議題 ， 在社會運動中一舉噴

發 ﹒ 動搖 f體制。臺灣民 E化的進行形態本身類屬「由上而來的民主

化 J . 但若無這比社會運動所代表的社會應力 ， 與市民社會明確的 !'J 我

主張 ， 民主化也不可能實現。社會運動在中華民國臺灣化中扮演何種

角色?隨著民主化的進行 ， 社會運動形態如何轉變?以及對維持民主
體制發揮的功能 ， 本書僅作了部分輕描淡寫。

可E乎?雖然充分患識到這比[.kJ幸的東要峙 . ff!與本書主題之間缺乏

充分連結。對本毒論述最1'[接臼力的批判 ﹒ 或許會來 (1 從 t述問題領

均月考察臺灣政治論的人們。這峙批評與批判，口I期將有助於推動空灣

政泊研究 ﹒ 特別是對以 fJ語為前要3誦的研究-tT們來說更是tm Jlt 。

進-步地 ， 關於宇:揖今後也問政泊動|旬 ， 還有課題尚待完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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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書觀點 ， 1 9 5 0 與 1 960年代 ， 正是中華民間毫灣化起動與展開的

初期條件形成時期。同樣的 . 1 970年代起「漫長的四分之一世紀 J ' 

也是在某個變動中逐漸孕育下一個時代巨變初期條件的時期。這裡的

某個變動 ， 或許已經發生。如果說本書確實抓住了時代關鍵 ， 那本書

掌握到的中華民國畫灣化 ， 或許就是其條件之 八 或正在體現其一部

分。但即使如此 ， 新時代無法從單線觀察解釋 ， 必須確實備齊多方位

角度 ， 才得以掌握之。我認為，那就是中臺關係的政治經濟學 ， 進一

步說 ， 是一個滷葦中臺關係的 、 臺灣海峽區域和平與繁榮的國際政治

學。後者務必關照到安全保障問題 ， 與東亞共同體問題。今後的臺灣

政治研究 ， 必須藉此相輔相成以臻完備。

除此之外 ﹒ 對於研究臺灣政治的來時路 ， 特別是民主化之前威權

政體時期的臺灣政治史 ， 更需要擁有踏實的分析眼光。隨著 1 980年代

後平政治的自由化 ， 臺灣研究在質與電兩方面都有突破性的增長。這

個進展從族群問題、認同問題為中心的政治社會研究、文學研究的領

域開始 ， 近年來也擴大到政治史實證研究領域。看到年輕研究者爭先

恐後地填補毫灣政治史的空白 ， 國然、戚到欣慰 ， 但是在填補空門之同

時 ﹒ 也應確實地紮穩棟梁。研究者需要不斷思素 ， 需要以柔軟而開放

的想像力，來面對日本殖民統治崩壞 、 以致威權政體下，臺灣人身處

的時代空間與走過的生命歷程。

這幾年 r.去殖民地化」一詞不斷在我腦海中浮現 ， 或許它可以作

為想像力之錯 ， 提供建構一個新政治史研究的開端。扮演形成與維持

東亞秩序角色之一的日本殖民帝間 ， 在 1945 年消攝之後 ， 有哪些新的

行為者在舊殖民地場域中出現?形成何種新秩序?雖然東問冷戰的極

投導致形成一種車層型結構 ， 在 f j 本支配後的空間與時間中 ， 人們如

何走過生命歷程?這又以何種形式U映於政治史?臺灣政治史研究的

壞性 ﹒ 肯定會在思索持案的過程中成形。事實上 ， 意識到「去殖民地

化」課題的年輕研究有們已經起步，未來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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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在多方恩情與關照下才得以完成，要鼠恩的對象比前著更為

廣泛。恐要書寫好幾篇的書評、論文或評論，才足夠逐一適切表達我

的謝意。請容許筆者將這份感念融於書中的論述和參考文獻之中。

從本書構想階段開始 ，東京大學出版會的竹中英俊氏提供許多建

議和鼓勵。質際編輯工作上，受到大矢宗樹氏照顧甚多，超出預定分

量的原稿 ，都承蒙其細心編輯，在此致上謝意。

最後在擱筆之際 ，謹抄錄前著末尾謝詞如 F 。

「觀察選舉走訪的空北、高雄 、 宜蘭 、桃園、 屏東 、皈橋等城市街

頭，是筆者上政治學的教室，民主主義的補習班。本書謹獻給在彼地

相遇，擦身而過的所有人們。」

2008 年 2 月 10 日，於相模原市萬居

若林正丈

中文版後記

本書(台灣仿政治 中華民固台清化的戰後史 i、 )從日文版出

版( 2008 )到中文翻譯版問世 ，前後歷經了五年多的時間。 2008年第

二次政黨輪替之後 ，國民黨重新執政後的臺灣政經情勢發展，也有相

當的變化。但本書所論述的臺灣政治發展方向，以及內外政經結構的

關係'卻仍然影響著目前臺灣政惰的發展。雖然，這些後績的發展，

原本並非本書所計畫要處理的內容。本書是若林正丈教授繼〈台灣分

裂因家主民主化) ( 1992 '中譯本書名 〈台灣一一分裂國家與民主化) ) 

之後，處理時間跨度較長的臺灣政治研究專書。本書補完前書出版後

1990年代至臺灣第二次政黨輪替為止的歷史過程。這兩本書都是由夙

有聲譽的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 ﹒ 為學術基礎相當扎實的戰後臺灣(政

治)通史。

一 、翻譯、出版的歷程

目前任職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術研究院的若林正丈教

擾，是日本研究臺灣近現代政治史和臺灣政治的重量級學者。他過去

的著作也曾被翻譯成中文版發行，對於戰後臺灣政治史的研究，有舉

足輕重的影響。本書的部分內容曾經是若林教授在政治大學畫灣史研

究所客座期間( 2006 年 4 月至 6 月) ， 對學生上課的教材。當時若林教

授的課程所探討的內容，已經跨過二十世紀的末三十年，進入到畫灣

首次政黨輪替後的:十一世紀。換言之 ，上課討論的內容已經和研究

生大學生階段 ，甚至研究所階段臺灣現實政治發展密切相關。因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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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原本透過新聞報導、評論認識的主題 ， 已經轉換成他們在課堂

上學術探討的課題。對於臺灣史研究所的研究生 ， 縱使是以戰後歷史

作為專攻，也很少有上到這樣「切身」的歷史課程的經驗吧 ! 當時，

右林教授已經向我提到出版本書的計畫，我也十分期待，相信這本書

對於當代臺灣政治史研究 ， 一定會有相當真體的助益。因此 ，本書的

日文版由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後 ， 我個人在先睹為快地拜讀之餘 ﹒ 認

為它應該也會像若林教授的上一本大作〈台禱分裂因家左民主化}一

樣 ， 很快就會在臺灣出現中文翻譯本。當時我根本沒有想到，最後會
成為本書中文譯本的催生者。

由於這樣的機緣，當若林教授與吳密察教授、新自然主義出版社

洪美華小姐等人聚會時，再提起希望將本書翻譯為中文出版時，我便

表示願意協助尋找出版的機會，或是申請翻譯的經費。為了便利申請

計畫 ， 在場的陳桂蘭小姐也表示願意先翻譯部分章節 ， 就這樣這本書

的翻譯工作有了開始。原本拔希望向國立編譯館提出翻譯案的申請，

也開始準備相閥的文件，這樣除了陳小姐翻譯的章節外 ， 也要有完整

的翻譯團隊才行。kSJ此，我開始進行翻譯團隊的軍組工作，並試著透

過電話和電予郵件聯結白己比較熟識、出身東京大學出身的臺灣史 E

作者和我自已指導的學生。

後來 ， 我的學長吳密察教授比較相關單位的出版條件後，認為不

必再考慮其他出版方案，可以由畫灣大學出版中心來推動本書的翻譯

出版事宜即可。這是個不錯的建議 ， 不但減少 f申請的手續，而且我

個人主編的翻譯論文集，也是由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的，對於他們
處理書籍編輯 、 出版的過程、品質的管哩，有相當好的印象。另一方

面 ，我睹到，橋大學的洪郁如教授，和她提及翻譯團隊的組成問題，

她卡分爽快地答應政'代為探詢東京大學畢業的空灣史研究者 ， 並且

很快就有了回膏。這樣翻譯閱隊組成 f' 我也心想算是達成被托付的

任務，准備把後續書本的桶譯 E作交給臺灣大學出版巾心和!是密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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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我想，無論是和若林教授的學術淵棍，留學東京大學的背景 ，或

是在此一領域的研究輩分 ， 接著由吳密察教授來擔任審訂或是監修的

工作，應該是最適合的。怎知吳密察教授執意不肯 ， 並強烈希望我完

成這本書的翻譯工作。

個人作為本書的讀者，是相當幸福的 ， 可以分享作者的見解 ，也

可以在閱讀中自在地與作者的論述對話。但是要協助完成翻譯後的出

版事宜，縱使有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堅強的團隊 ， 眉於個人的能力 ，也

讓我不安地憂慮起來。因此 ， 我找了政治大學畫灣史研究所的林果顯

助理教授 ， 請他協助翻譯時初步的統整工作。我們先從日文版索引中

專有名詞的翻譯著手 ， 查對臺灣的習慣用語，並且透過電子郵件和若

林教授討論後定案 ， 提供給各篇章的翻譯者參考 ， 以減少翻譯後不同

篇章名詞不一致的情形。至翻譯稿完成後 ， 由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執行

編輯吳菌小姐負責全文第一次的檢校工作。就像我之前的經驗一樣 ，

她不但一一列出個別篇章譯文的疑義 ， 或是文意不容易了解之處，更

十分仔細的挑出不同篇章翻譯的歧異之處 ， 請翻譯者和我確認。之後

又在吳小組的協助下，與林果顯進行三次的檢校 ， 確認未解決的問

題 ， 再進行後緝的出版作業。

至於對中文翻譯版的出版而言 ， 各篇章的翻譯者是貢獻最多 ，

有必要再做整體性的說明。負責前言 、 序章 、 第一章 、 第二章的陳桂

蘭小姐，之前擔任出版的翻譯工作，對於若林教授的研究有相當的了

解。負責第三章和第七章的是周俊字和岩口敬子 ，他們出身政治大學

臺灣史研究所，周俊宇間前在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攻讀博士 ，他

前後在臺灣、日本受教於若林教授 ﹒ 岩口敬子則在一橋大學服務。負

責第四章翻譯的是政治大學毫灣史研究所的林果顯助理教授 ，他博士

I1E期間曾經到若林教授東京大學的課堂旁聽。至於負責第五章到後記

(除第七章外)翻譯的 ， 除了林琪禎是一橋大學的博士外，其他都是東

京大學的博士。負責第五章翻譯的是成功大學墅灣文學系的李承機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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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負責第六章翻譯的是成功大學歷史系的陳文松助理教授，負責
第八章翻譯的是臺灣大學歷史系的顏否如助理教授 ，和林琪禎共同負
責終章詢譯的是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的陳培豐副研究員 ， 而負責

翻譯後言己的是一橋大學的洪郁如教授。其中絕大多數都是若林教授的
授業學生，對於若林教授研究的了解和日文翻譯的能力 ， 在臺灣都是
十分難得的。

雖然如此，本書原本是給日本研究者閱讀的，一些用詞無法完全

用臺灣的用法取代，內容經過校讀後仍不免有一些疏失。加上我個人
雜務繁忙 ， 導致出版流程比預計的更長，也造成本書出版的延右。以
上諸問題 ， 對原作者若林教授和期待本書中文翻譯版出版的讀者，實
在不好意思。

二 、本書的特色

本書的內容相當豐富，在分析架構、研究取向，以及論證結構，

讀者透過閱讀當有深刻的認識。若林教授在中文版的序言中，特別介
紹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松由康博教授的書評內容，提供讀者閱讀

本書的對照參考。筆者作為中文版最早的讀者，僅以讀書札記的心
情，與讀者分享。

若林教授的博士論文，即是以日治時期臺灣政治史作為專攻。由

於長期以來關注臺灣近現代史的研究，特別是在戰後臺灣史研究上著

作甚多 ， 更被臺灣研究學界視為研究畫灣現代史的重量級學者。換三
之，若林教授的社會科學研究出身的背景，常常相對被忽略。或許正

是因為這樣的學術背景出身，使得若林教授雖然電視史料的統整、論
述，對於歷史的解釋更是用力甚多。

而本書的內容，也是主吉林教授研究取向的體現 ， 豈現的特點之

一是 : 大量應用最新的研究成果，統合目前為止中、 H 、英文學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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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灣史的研究，橫跨政治學 、 歷史學 、 語言學、社會學、區域研

究、認同政治等學術領域。在〈前言〉中指出，本書運用了至少包括

「多重族群社會 J 、「遷占者國家」、「七二年體制」、「民族主義政黨

制」等論述工具。換言之 ， 本書是一本具科際整合特色的戰後臺灣政

治史，也是作者在先行者研究的基體上 ， 進一步提出其獨特的「分析

式架構 J .檢視並解釋戰後奎灣政治發展的歷程 。在研究成果的掌握

上，則兼真深度與廣度，蓋、日年輕學者的研究亦在援引之列 ， 在閱

讀上無疑享有「鳥轍式」的滿足鼠 ， 也讓兩國學界更簡便地了解彼此

的研究關懷。無論舊雨新知 ， 應該都肯認這是若林教授關於戰後臺灣

史書寫的重要風格，或可視為本書的第一個特色。

其次，即使出身社會科學 ， 但若林教授對於歷史脈絡的重視 ， 使

得戰後臺灣史的格局放大為近代世界帝國體系的變動 ， 而其中臺灣的

選擇與作為充滿能動性，在不同時期展現了內部政治變化與外在國際

情勢的強烈互相影響。本書明言具有兩個視角，一個是政治結構變動

論，亦即政治共同體層級的政治結構變動、社會文化的變容與國際政

治的衝哩。另一個即是歷史的視角 ， 將臺灣擺放於三個性格相異的帝

開邊緣(古代世界帝國的清帝國、近代殖民帝國的日本、二次大戰後

「非正式的帝國」美國) .凸顯臺灣歷史的「邊緣性」 。真體而言 ， 本

書延續《台清分裂國家 t民主化〉的歷史脈絡，同樣正視「縱的繼

承 J (主要指涉 H泊時期 ，甚至溯諒至清帝國統治時期之前的臺灣歷史

傳承或遺產)與「橫的移植 J (主要指涉一二次戰後自中闊移入臺灣的制

度、文化)兩個側面。或許正是重視這樣的歷史脆絡 ， 若林教授才會

傾力觀察「中苓民闢空灣化」諸現象，並據此解釋政治變化的趨動力。

再者﹒如向前述，作為政治研究的專著，對臺灣戰後政治發展提

出整命性的解釋也是本書的特色。書巾提出所謂的「七二年體制 J .對

一九七三年以後影響臺灣政治發展的國際政治結構與臺灣國內政治發

展的關係 ﹒ 特別是其中的矛盾闢係'有深刻剖析。亦即，外在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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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體制 J 雖然是臺灣內部政治改革的重要促因 ， 但特別是民主化改

革後 ， 中華民國朝向建立以畫灣為主體的國民主權國家 ， 此一發展卻

又回頭衝擊「七弋年體制」。此種臺灣主體意識的政治發展 ， 以及其與

「七二年體制」的辯證闢係'是後績影響臺灣政治發展的軍要變數。若

林教授以「中華民國畫灣化」統合此種政治改革的構圖，探討戰後臺

灣在國家定位 、 政府機構設計 、 意識形態與認同等面向的變化。此為

全占核心所在 ， 作為介紹性文字不欲多苔 ， 還請讀者細細品味。

最後 ， 由於熟唸於臺灣的學術成果與現實脈動 ， 若林教授由此汲

取養分 ， 豐富了自己的解釋，反過來向 H本讀者介紹原生自臺灣的關

懷。這裡想舉出的是「族群」的概念。若林教授認為現今於臺灣社會

和學界普遍使用的「族群」一詞 ， 較之其他辭棠 ， 更能說明臺灣的現

象 : 既可指稱各種不同的人群分界(原住民族與漢族，客家人與福佬

人，口治時期的臺灣人與日本人) ， 又可兼顧傳統理論難以包攝的分

類(本省人與外省人)。藉由族群概念 ， 本書的政治史內容不僅包合國

家定位和政治結構 ， 對於多重族群社會的再編、民族主義政黨制的開

展 ， 以及多元主義的浮現 ， 才會投以如此多注區的眼光 ， 語言 、 教育

與文化政策才會在政治面的通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若思及近代以來 ，

臺灣與中國均大量自日本輸入辭彙 ' 作為描述和認識新事物的工真 ，

本書以臺灣的辭彙向日本介紹垂灣歷史 ， 希望日本讀岳藉此更精准掌

握亟濁的現質與其歷史脈絡，不覺深有況味嗎?

二 、引進與反思

在作者令人佩服的先行研究掌握 ， 以主主汗，心提出的整合性概念

f ' 本書 nJ說為戰後至2灣史研究X設r-'主要的研究課題。基本上 ， 不

論打算學證贊同或修正批評 ， 是否接受「中華民國臺簡化」的概念 ，

或足這個概念可以運用的限度究竟到哪 ﹒ 固然很可能成為研究者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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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避的問題，更可能進一步成為研究者往前邁進的發想。另一方面 ，

回想 1 994年{台灣一一分裂國家與民主化〉中文版出版後 ， 研究戰後

聖灣史的學 f幾乎人手」本，在某個意義 t ， 本書的出版將使「教科

書」的版本更新 一二 十年 ， 對後進養成的影響性自不待言。

毫灣研究在口本學界向屬冷門 ﹒ 即使是放在口本帝閻時期的殖民

地脈絡 ， 臺灣亦非最被重視的對象。若林教授在此領域中勤懇開拓 ，

對於擴大口本學術界認識臺灣研究的視野，有關鍵性的影響。而本書

的中譯出版，從一個外在研究的角度 ， 提供臺灣讀者認識自己以及參

照對話的養分 ， 對於臺灣研究者而言，是相當有意義的。

還記得{台萬分裂因家主民主化}出版後不久 ， 有一次朋友安

排的實在會 ， 若林教授向我提起過去日本聖灣人前輩的研究業績。其中

不少是在口本積極投入政治運動 ， 但是學術研究的成果也得到肯定 ﹒

其中也有由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的。此事在在心巾留下深刻的印象 ，

雖然自己的成果有限 ， 仍常以此自我勉勵。從另﹒個角度來看 ， 在學

術解嚴後，是灣本上，主灣史研究已有相當的發展。在臺灣的臺灣史或

政泊史學者 ， 如何成一家之言 ， 對戰後臺灣提出通史性 、 整體性的概

念 ﹒ 應該是毫濟學者的責任 ， 也是對本書最好的同應。

本書作'J;指戰後至三灣政治史的研究專著 ， 和當年〈台灣一一一分裂國

家與民主化}中譯本出版後一樣，實際上在歷史研究的斷限有重要的

意義。由於本書內容的時間已到 2008年，直逼「當下 J '這與畫簡歷

史學界研究與「當下」保持相當時間距離的主流 ， 似乎 u相當的違和

戚。對若林教授而言 ， 這或許不是問題，因為作為政治學者出身的當

代也簡史研究持 ， 對研究「當 fJ 有濃厚興趣 ， 應該是相當合理的研

究取向。不過 ， 對盡情歷史學界而品 ， 這仍是 1司尚待突破的障礙。

成訐從站，個俏皮來后，在中 l用史學史的歷史脈絡中 ﹒ 無論是東方的

漢帝國或是 1月方的前希臘﹒歷史家對「當下」的研究與歷史的論述 ，

也時是一種典範在夙片吧 ! 如此 ﹒ 當本主被戰後屯灣史研究者普遍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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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並與本書進行研究的對話，是否會影響臺灣歷史學界的研究斷限

往「當下」發展呢?實在是一個值得注目的歷史學問題。

薛化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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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地111胞 144 、 207 、 357-359 、 381

、l主地鄉; 3!<1 

、評捕族/、1主埔番 35-3品、 -B--I4 、 381

、 I~衡-ti 平衡行李令將 "、 192 、

197 、 200 、 205 、 228

平衡措施 199-200 、 203 、 206 、 419

平權會 362 、 376 、 378-380 、 385

*1-_化 16 、 1 -1 7 、 439斗-1 1

l' t: i待Iff I 18 

亭台人 4 、 7 、 1 -1、 16 、 1 1<- 19 、 22-2.1 、
3 '2 -33 、 46-47 、-1 9 、 5 I -52 、 54-58 、

77-79 、 8'2、 85 、 87-89 、 98-100 、

102-105 、 107-109 、 112-114 、 116 、

133 、 138 、 14屆-148 、 151 、 153-15-1、

157- 158 、 163 、 166- I 70 、 178 、 185 、

192 、 195 、'200 、 202 、 223 、 227-

229 、 235 、 296 、'299-30'2、 304-305 、

309 、 312 、 316-3 I 7 、 326 、 330 、 333-

336 、 339 、 341 、 343-345 、 363-364 、

367 、 373 、 435 、 437 、 440-4-12 、 46'2

本t雪芹英 19-20 、 52 、 54 、 76 、
78 、 86 、 1 -1 7- 14g 、 153 、

171n33 、 l 自2 、 185 、 334

來竹人越用政策 146-1州、 153

J長認與略這 l 鈞、 164 、 166-1 悶、 170 、
175 、 331 、 439 、 441

來島人 39-44、 49 ‘ 56 、 107 、 168 、"的

1 1:名 20 、 233 、 269-:~70 、 290 、 303 、
323 、 327 、 354 、 386

lF.名(原住民) 233 、 350 、 357-359 、
3 6-1、 376-377

以fH是姓名的「正名 J 359-360 

lE統中閱國家→中國間家

付諸教育 321 、 372 、 439 、 4-13

民主人:'f:jZY_ 199 、 203 、 2(丹、 2-1 5 、 26f>

i乏主內戰 ~R7 

L已 Ut 1-6 、 10 、 I ~-I 5 、 17-2 I 、
~3-~的、 J 1-33 、前草、 ~4 、甘 7-XR 、。 l 、

93 、 97-9H、 109 、 115- I ló 、 119 、

124 、 134-136 . 13官、 141 、 145 、

153 、 156 、 167 、 170-172 、 174- I 75 、

177-17H 、 IRI-IX3 、 IR5 、 191-1 '1 5 . 

197 、 204-205 、'209 、 217 、 223 、 235-

240 、'24店、'250 、 262 、 266-267 、

269 、'282 、 2~9 、 294-295 、 298 、 300-

302 、 304-305 、 309-3 II 、 317 、 321

325 、 3 '2 S 、 332 、 335 、 337 、 343

345 、 350 、 359 、 363 、 368 、 371-

372 、 376 、 381 、 3串4 、 386 、 39日、

-10'2、-107-409 、 4 I 7-420 、 424 、 4 '29 、

436 、 439-445 、4-l S 、-1 5 I -452 、 454-

455 、-162

民主假期 144 、 156 、 l的心 16 、 331

t~ 主體制的設位 4 、'20 、 22-23 、 189-

191 、 203 、 206 、'235 、 357 、 372 、

43日、 445 、 451

民族主義政黨制 23-24 、 293 、 295-

296 、 298 、 306 、 32-1-325 、 39品、

436 、 438 、 44 I -4-1 2 、 44R 、 46 I -462 

氏族，'，決 l飾、 362

l，ç族 rli台/民族自治權 350 、 352-353 、

3的2 、 36的-377 、 180 . 3X2 、 3X4-3R5

民眾服務糾 110 、 117 、 154

民哥哥衝突 3-1 

民進輩革-激進派 173-174 、 178 、 192 、

200 、 202-203 、 209

民進常{慎獨綱領} 17宮、 209 、 216 、

218 、'2 21 、 396 、 424 、 440 、 445

H迺過政府 72 

'[一命共同體 r 't命共同體」論 2-10 、

370-371n 

'1三審判-蚓、 42--1-1

111 L的í Hf.)中闢化 25 、 81 、川、 ló7 、

299 、 335

r 1 0.恐怖 12 、 55 、肉、的-的、的-'13 、

118 、 270 、 33~-33.t、 342 、 3 -1-1 -345 、

3-19 

，'/i1.委員討-85 、 144- 146 、 155 、 157-

159 、 164-ló5 、 169-1 寸11 、 l 可2 、 1- -1-

175 . 17 i>、 193 、 197-1 ‘)X 、 ~06-2 1l 7 、

家引 493 

210 、 114-215 、 217-218 、 221-222 、

22 -1-~25 、 228-230 、 232-234 、 237 、

240 、 242-243 、 2 -16 、 251 、 254-255 、

257 、 159 、 261 、 263-265 、 267 、 271-

2T2 、 ~77 、 ~82-300 、 306 、 310-312 、

31 -1、 316 、 3~6 、 329 、 337 、 339 、

346 、 351 、 357-359 、 365-366 、 368 、

371-374 、 379 、 382-383 、 406 、 413 、

421 、 426 、 453

的去院 5 、 17 、 23 、 62 、 65 、 77 、

83-84 、 86-87 、 148 、 152 、 166-167 、

169 、 173 、 177 、 lX3 、 193 、 196-

198 、 207 、 212 、 214 、 220-222 、 224-

227 、 23 1-234 、 237 、 242-245 、 248-

249 . 254-257 、 2的。-265 、 272 、 276-

277 、 281-285 、 287-'2 88 、'290 、 316 、

336-339 、 344 、 346 、 354 、 361

366 、 368 、 372-376 . 382-383 、 438

六劃

{ 1' 0.11中國} / {FI由中國》事件 8 、

78 、 156 、 170 、 437

{I可由時代} 217-218 、 365

{J'j El:l時報} 93 、 327-328 ‘ 360

r [tJJthl現l'L 忠潮 i口I~現1'! 12'2、

153 、 157 、 163- 165 、 lóR 、 ::!97-29B 、

331 

交流協會(財關法人) 125 、 133 、 279

光復光復節卜"、 4屆斗7 、-19 、

51-52 、 72 、 X4 、 139 、 277 、 3 -1 X 、

36日、 389 、 391

~民政府 263-2蚓、 271

全民健康保險制度 的、三 15

令悶不分區 207-208 、 234 、 2 1<4

可聖球化 l 、 1 -1、 33 、 153 • 3X4-3 t\S 、

-103 、 4υ6

Jl<!II' 6-l' 1:0 

j生咚咚→中國共結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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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吾吾汗月 322-32 -1 

同 íl:: 1-:義 25 、川、 l 帥、 3 -1 7 、 3-1<)、

35甘、 365 、 368

[， iJ立榷的 、~~的、 23 卜 ~4~-243 、 25令

257 、 26:! 、 290 、 37-1-371>、 3目。

向體制抗議(的行動) 3-1 7 、 352-3位‘

357 、 3 1> 1 、 3M. 3XI 

[II[師'.Jj il:.論 20<)-210 、 230-231 、 239-2-10

{I ë裝菜市 (Iê ~拉美軍撤退 75 、 11 -1、

12的、 127 、 153 . 1 gO 、 43 1>--1 37

地方['[ ifî 51 、 53 、1>-1-65 、 X2 、 86-87 、

15-1、 3自3 、-13<)

地方政的 J守英 20 、圳、 119

地17派系 13 、 77 、悶、 10<)-110 、 11 x-
120 、 1 -1 7 、 15 -1-155 、 196 、 215 、

~~予、 22<)-230 、 2 -16 、 25岳、 25~ 、

2X6 、 ~12 、 317 、 )7lJ-3 月o

地方橫掃;→區h違背部

地 1:階級 -1 5 、肘-6-1、 76 、 118

多元文化 u委主5 、 236 、 2 -1 7 • 2<)4-

2'->5 • 321-322 、 325 、 331-332 、 345 、

3 -1 7 、 350 、 363 、 372-373 、 377 、

380 、 3X-I -381>、 38X 、-136 、4-1 2 斗-1 3

多元文化1-:4童政策 321-322 、 372

多j已.x化主義的國l~統íT 23的、

2-10 、 3 -1 5 、-1 36 、4-1 2

多元之:11::主義的崗上已統合政策

25 、 332 、 3 -1 7 、-136 、-1-13

多元文化 1:義的凶上是統(îJl~念

25 、 236 、 29-1、 3XI>、 3XX 、

-I 3ó 、-1-12-4-13

多J已去:化 F泛性的社會/ I判家想像

37J 

多元主íL l: Mt"JJ設t甜味 1'1 .3糾

多是放lihtf'l -1、 21 、口-25 、 2 lJ、

31-33. _'6-Jï 、 42 • 55 、 ó' 、 h司、

100-101 、 1 7X、 236 、 2<)-1-2<)5 、 331-

332 、 366-3的7 、 386 、-1 3品、-I 3~--I3 l)、

4-1 7 、-16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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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軍-族群恥于守 if~組、山司~結I 21 、

23-2-1、 33 、 55 、 100-101

236 、 2<)-1 -29頁、 331-332 、-1 3的、

-139 . -162 

{j泣~(J"J r b這l:f仁 J 10 、 18 、 23 、 1 -1 5 、

1<)2 

UJfX院佇年輔導委Llf可 1 -16 、 181

f J 政院大時委凶手可(~建委會) 201 、

251 、-10-1--105 、-1 1 -1斗 16 、-1-1 5

行政院長于 17 、 23 、 78 、的、 X7 、

9的、 121 、 1 -1 2 、 1 -1 8 、 150 、 156 、

166 、 179 、 183-18-1、 192-1<)3 、 197 、

200 、 210 、 222-224 、 22前-229 、 231

232 、 234 、 239-2-10 、 2 -1 2-2-15 、 2 -1X 、

257 、 2品。-26-1、 276 、 285 、 290 、

312 、 326 、 33的、 339 、 361 、 370 、

374-375 、 382

行政院長的副薯的、 214.224 、 22<) 、

231-232 、 2'-1、 240

行政院fi轄 IÌ J ( r'L轄r1 J) 2 、 87 、 105 、

1 4-1、 l -1 tl 、 213 、 215

(j似的 r 征詢化 J 10 、 23 、 87 、 1 -1 7 、

152-153 、 171

n.名化(包llgl11ali/allon ) 350 、 35-1-357 、

36-1、 379-380

江八點 -1 16斗 17 、-120

i l: l釘守主{寸 1 閥、 184

;f之投資物配給制 1>-1、 112-113

左手ti希政府 1> 1 、-1 18

是兵 l圳、 22h-227

~ ÿ: f{ 11 -1 

拉法統的

是賊 85 、 l 蚓、 225

考試陡 X3 、 232 、卦。

['IJJ救濟 216 

l'lft]化 -'.il:. 174 、 183 、 203 • 216 、

219 、 222 、 297

行政院文化建技妥~l會 l 鈞、 359 、 370

行政院原{主民族委 tH可(原i又會) -1、

115 、 3屆o 、 373 、 377 、 381-383 、-1-1 3

七劃

(?;o-!是灣f"H惱 I't> 136-137 、 1 -1 1

r 1;))收 J -19-鈞、指

r fl.(愛說國語 J (J'~隅! (' 89 、 169

冷戰 l 、 7-9 、 11-12 ‘ 14 、 21 、 30 、

-16 、 6 1:l-6<J、 73 、 122 、 130 、 15-1、

241 、 293 • -101--102 、-131 、4-16 、-1 55

冷戰的的咐j丘地 7 、 21 、的-71 、

73 、 122 、 132 、 435

冷戰的仙似 l 、 2-1 1 、-101--1 02 、-131

冷戰的「縱I;"IJ年川持 J 9 、 70

冷戰I下J • fi~I;'J結憐 J 9 

助選活動 159 

1'101地區 2 、 10 、 17 、 1 -1 3-1 -1 5 、 207-

20草、 213 、 215 、 229 、 231 、 23-1 • 

2-10 、 2 -19-250 • 252 、 35X 、-1 11--1 12

1'1 然主權 353 、 362 、 382

f打t政長竹.公‘J咒守一~~控灣哥 t俏句勾悄f汗f打I政i長-言訂'[叭I

f幻J 政院 2卜、-1-刁5 、 l口3于3-1仆1 -1斗、 l鬥7 、 2竺2 、 4打7 、

53-56 、 65 、 77-呵H 、 XJ 、 X6-X7 、吵7 、

105 、 110 、 11 -1-115 、 121 、 142 、 1 -1-一

l 斗H 、 150 、 156 、 17-1、 18 -1 -185 、

197 、 201 、 221-222 、 224 、 226 、

231 . 237 . 2 -1 2 、 2品。、 262 、 2前5 、

276 、 2X5 、 290 、 333 、 337-33甘、

3-10 、 3-1-1、 358 、 362 、 375-377 、 3XO liL鳳和þ~品， t~[rlll!早說 -10 、 -'50 、 l52 、

蒙哥 I 495 

35-1-357 

~[ril鄉 3 -1 R-3 -19 、 357

吳[í.孔廟 355-357 

:+.:位瑜現象 8日、 307 、 316 、 318 、 320

成餓時期不益，叛亂早年PI'諜審判案件補償

3-12-3 -1 3 

〈成餓時期不當叛亂科院諜審判案件綿的

條例> 3-1 2-3 -1 3 

成的是時期不當叛亂科院諜審判案件補償

j正合會 3-1 3 

M:fl運動史再評價 l糾-165

抗H~灣民族主最 -10斗3 、 l 的、 296 、

3(){) 、 43 自

于-六條 -1 16斗 17 、 420

4足令輝→此人名索引

j是(}輝學校 2川-270

季芳要慨之友會 269 

李登師11可結 22, 
李育事綠草卡特 1J訪美 234 

4足令輝訪美 -107 、-120

(;1 H宜在毛的，昌在 161 

i'lt繩蚓、 15品

防衛關( defens川 perttn~l~r ) 69-70 

防禦件公民投禁→公民設立異

f\劃

(1司邊慎態法> 432 

{的:fJ條仔IJ)修 il: 360 

(~1'1話時期人民[且~~ll) 17-1 

「兩岸市場 J ti紅色~ 2X7 

• ;!iIJW J 路線訂)3-訂)5 、 229 、 232 、

266 、-109

引來關(系協會 125 

引來閱(系協會~tll 代表處 19-1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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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關係協會駐 11代表lÆ副代表

19-1 

亞洲新興 L業經濟體 II 、“

!每從 1:義 13 、 I IX-I 19 、 15-1、 312

兩作會使 -1 1 -1 -415 、 417 、心的、 4~R

啊!耐論 ::!3X 、 ~4X-~49 、 ~51 、 253<~5-t、

264 、 268-270 、 27-1、-10X 、 412 、

415 、 ~:!3 、 4~5 、 .p訊、 445

陶國論修道 兩國論修怠慢案

23日. 2-18 、 25-1、 ~70 、 27-1、

4~5 、 445

1剎銜接觸 410 、-1 15-4 I 7 、-125

初期條件 ~I 、-135 、 453 、 455

制度化的協界M l:態( institutional 

lirnin3lity) -1日-41 、 43R

thti)J 衍。、 74-7的、 79 、肝、 l32 、 i 叩

開i金氏族 1:義斗。

fl川仁統? 和平統 攻勢 5 、 12~-129 、

135- 13 lJ、 IXO 、 297 、 402 、-1 13 、 426-

42lí 、 443

手!J、1-:解決 123 、 127-12X 、 13日、 132-

133 、 ~79 、-100 、 40~ 、 413 、 432

fll '1-:解決1J;0l日 132 、-100 、 402

委任直選 19~ 、~ 11-21 -1、 ~30

抗 )j中崗位:族 L按 3斗、 ~4-~5 、 X2 、

149 、 1(\3 、 166-169 、 17 (，-177 、 23的、

2-1 7 、 ~9-1、 297 、 299-3()I 、 303 、

3 II 、 331 、 35X 、 3 (，3-3的4 、 36抗、

36X 、 3 !í6 、 395 、 43S 、-139斗斗。、 447

忠誠資料 0" 

林 M;們已 3 II 

林或!'tÊi咸、們慘* 175 、 179 、 IX2 、-139

的.fll'向EJJ (芒。、t: nluhllilY) 23. 21制、

23吟、 2X7-2XX

i.L.flV 唯獨 l 圳、 326-32 l'>、 408 、 425

-1'白、-129 、 44ι

;去統的-86 、 143 、 178 、 183 、 189 、

192-193 、 199 、 202-206 、 20R 、 ~I'! 、

229-230 、 295 、 298 、 409 、 411 、

440 、 447

法統擁護路線 17R 、 192 、 ~02

203 、 2υ5 、 20ò 、之 19 、 295 . 

2 lJX 、 409

法統維護勢力 229 

泛演族認同 42 

1乏綠 I r 泛綠」方晰/「 j乏綠 J 勢)J

271-273 、 278-280 、 284 、 286-287 、

289 、 320-32 I 、 323-32-1、 327 、 34的、

426 、 445

j乏駐 I r 泛吾土一」勢力 2的、 271-27-1、

276-280 ‘ 283 、 2S5-287 、 290 、 320 、

323-326 、 346-3斗7 、 386 、 425斗26 、

431 

波表!fi 走后 47 、 124

知識 r'l' ff刁i!;，1I; 109-1 I I 

社區總體倍lil 30卜 358 、 3hR 、 370

i(it會保險 IIι117 

肥料換毅;但IJ 64 

近代前民帝闢 卜 3 、 2 lJ-30 ‘ 37-3 1'、
-14、 461

1經聯公投 2~N 、 327 、 386

令門島( ~在們縣) 2 、 9 、 67 、 72 、 81 、

1<6 、 231 、 35X 、 378 、-1 11

才女權政m 1 -1-15 、 ~29 、-1 5 -1

i毛主教會→，~jtIt)，~t11毛主教衍

長期戒嚴 7 、 10 ' 13 、 1 7-IX 、“2 、郎、

92 、 1 -1 0-1 -1 1 、 144 、 178 、三 16 、

219 、-'-'-'、 337 、 3 -1 2 、 344 、 352 、

-107 

抖 j羽絨鍛解除 13 、 1 ，、 1 -1 0-1 -1 1 、

17草、 21 的‘ 352

戶!J.:(的c J :i4 、 357 、 3的、 37-1

P"1i車從1現象 2斗2 、詣。

青年4俊 l 斗6 、 154-1 鈞、 157-158

非主流派 189-1 圳、 195 、 197 、 200 、

~03 、 205 、 212 、 ~1 -1、 219 、 222-

2~-1、 ~26-230 、 235 、 239 、 298 、

300 、 30~ 、 306 ' 3 II 、 313-314 、

317 、 366 、 370-372 、-1 11

九劃

{省縣臼m通知J) 86 

〈美麗島} 161-16~ 、 165 、 179

「皇民化」運動 167 、 169

保守正在新共存(f呆革共存) 259 、 263 、

452 

保釣運動 l泊

的哨墓地/的哨lJ~地閣家 7 、 9 、 12 、

21 、 69 、 71 、 122 、 132 、 180 、 2 lJ3 、

435 

南島語族 352 、 379

威權主義體制/威權政體 IJ 、 13 、

17-20 、 23 、 55 、 93 、 174 、 266 、

270 、 2白白、 293-294 、 305 、 329 、 332-

333 、 437 、-1 51 、 455

看:家 4 、 24 、 32-33 、鈞、 37 ' 42-44、

51 、 8lJ、 115 、 169 、 178 、 296 、

312 、 31 -1、 317 、 319 ， 321-322 、

331 、 364-368 、-14 1 斗42 、 462

容家F34院 321 

客家電視星星 321 

:存家人/客家話 1 ，名語 4 、 32-33 、 35 、

37 、-1'斗4 、 51 、帥、 l 帥、 178 、

296 、 312 、 314 、 317 、 319 、 321-

322 ‘ 331 、 364-369 、-l4 1 -44 2 、-162

後退式的 l正當化 (hac~\\ard legitllnallon) 

190 、 199 、 250 、 26X

後繼行問題 18-1-185 

政 l~系統 77 、 109 、 113

政治行動委員會 95 

家引 497 

政治的自由化 97 、 141 、 202 、 209 、

215 ' 219 、 222 、 229 、 295 、 298 、

345 、 436 ' -1 55 

政梢的族群化→族群

政話?有主新/政m革新十弋人小組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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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手策會 269-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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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 D9 、 305 、 409 、-140 、 451

SE九條 137-138 

葉爾乎現象 242 、 244 、封面、 259

解放事何 5 、 7 、 67 、 73 、 123 、 128 、

135-137 、 293

且在地改革
118 

61 的4 、 76 、 79 、 107 、 112 、

也會 117 、 11 1<、 ~79

過去的克服 332-333 、 335 、 3 -12-345

llit台族 382 、 3叫‘ 387-388

~族 43 、 3 -18-350 、 355-35的、 3X4

1lf似政的 129-130 、 13目、 402

il; i;.'l'Hf" 三 H 、 77 、 79

十四劃

t教1對人LI( l' 1 救γ(. i') 7 )0:、日"、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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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畫灣正名/進灣正名運動/盡量灣正名運

il!fJ聯盟 10 、 269 、 270 、 303 、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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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現狀(奄灣海峽) 202 、 314 、
3n 、 3 J7、 392-393 、 408 、 420 、

253 、 268 、 302 、

326-327 、 3~9 、 424

{發灣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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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 

{量要灣前途決議文}

毛主灣前途住民叮決 ~3 、 16卜 171-172 、

174 、 177 、 217-~ 18 、 297 、 328 、

330 、 396 、 398 、 439 、 448

至是灣的途的自我決定權

進灣客家公共掌務協會

整灣政治受難者聯誼會

基建灣省 2111 、 3 、 22 、 34 、 45 -49 、鈞、

55-56 、 58 、 61-63 、 77 、 85-88 、 93 、

95 、 98-99 、 105 、 114-115 、 143-

148 、 155 、 167 、 182 、 195 、 198 、

~13 、 215 、 227 、 234 、 237 、 2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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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 316 、 333 、 336 、 348.351

357 、 359 、 361 、 368 、 371 、 387 、

413 

141 、 178 、

161 、 328 、 429

321 

217 

167-168 至更灣抗H再評i民

主聖灣決議案

~灣性( Taiwane,encss ) 

370-371 、 395 、 440

72 

哥哥灣民族主姦 3 、 4 、 19-~1 、 ~3-25 、

31 、 40斗3 、 45-46 、 54 、 58 、 -9 、

81 、 141 、 153 、 161 、 164 、 167-

168 、 17。一 171 、 175-177 、 179 、 1154-

185 、 190 、 192 、 199 、 ~0~-204 、 208-

209 、 ~15-2Ig 、 231 、 240 、 ~66 、 268

270 、J73-274 、 294 、 295-305 、 310 、

3~0 、 322-324 、 328-330 、 332-345 、

347 、 353 、 358 、 365 、 367 、 370-

372 、 374 、 377 、 385 、 394 、 -397 、

407 、 41ó 、 425 、 430 、 438斗41

445 、 447-448

l ↓4一 145 、 159-160 、 241 、

緊急處分權

逗人治臺 138 

哥哥Jt ~ :八紀念館

壁北市講會 144 、 164 、 193 、 310 、 373

空話/毫灣詰/福佬話 35 、 43 、 51 、

89 、 113 、 114 、 167 、 157 、 168-

170 、 178 、 211 、 300 、 303 、 305 、

311 、 329 、 331 、 337 、 341 、 368 、
371 、 439 、-14 1

53 、 342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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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

4A

7 

6

分
q

c

隘
的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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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緊

158 、 165

210 、 232 、 266 、 3ó6-

{壞消關{系i.t.) 吟、 26 、 122-123 、 128 、
130-131 、 134 、 174 、 180-181 、斗o。、

402 、 407 、 418-419 、 426-4J7、 44IJ 、

444 

31的-327

140 、 153

368 

207 、 230 、 234

62-的3. 1-:3、 9'

{語文ì.t.) 企圖 tt.it:.失敗

僑居國外間民

質施戒嚴

T1質臺獨

質質關係

1J護軍終/提供武器

138 

哥主持民族主義論述 鈞、 59 仆的、 295-

298 、 300-302 、 330 、 438 、↓40

.-.:f!Pt民族 F接最小綱領 217-218 . 
328 、 330 、 438-439 、 448

是正灣民族主義最火綱領

4 44 1\4H 

2 2nln l 

3 328-329 .2R-329. 

星在m!Ptlt昌、議會的、 i11919 、 l143-143-i 抖、

l 19393 、 l19595 、 220707 、 2214l4 、 225757 、

2 25959 、 333636 、 334848

3 3282R 4 ~4灣民族主義成長故事的一段

串在灣民族主義正在來教義派

當僑民族主義有 "、 l16767 、 2217l7 、 2帥、

2 27070 、 332222 、 3394-39794-397 、 444747

4 43030 

4 477 、 551l 、 333333司要灣省、行政長官

團主灣省行政長官公害 4 47-487.48 、

5 50-5105l 、 5533 、 5588 、 333333 、 335959

l 16464 、 l166G6學灣民眾黨

毛主獨聯盟→者注灣獨 t，'/t聯盟

墜灣、澎湖‘這門、馬而且關稅領績

也是灣人 3 、 l166 、 220() 、 229-329-32 、 441-43l-43
4 477 、 4499 、 551-53l-53 、 557-597.59 、 6699 、 7799 、

8 81l 、自7 、 9933 、 998-100H-lOO 、 l103O3 、 l110lo 、

l 118 l H 、 l14949 、 lló4th4 、 l 的 77-16-l6日、 i176-17776l77 、

l 180so 、 l184H4 、 2210lo 、 2219l9 、 222323 、 223535 、

2 26969 、 2J7575 、 229696 、 3飢)、 330303 、 3311ll 、

3 313-314l3-314 、 3321-3222l-322 、 3322ψ 、 333434 、 3365-65-

3 36868 、 337171 、 338585 、 3392-39392-393 、 339593 、

4 4383R 、 444040 、』45555 、 446262 、 446363

主要濟人受到 f奴化敘TI

l 127Z7 、 l129-130Z9.130 ‘

l 13030 、 4402()2

6 61-62 • 79i-62.79 

對華f/，J:zI貞ff)f!:X證

幣制改革

榮 Euj進 l 114 l4 

l 105{)5 、 l107O7 、 l111l l 、 i113-115l3.l l5 

l 113-114 l3-l l4 榮t是(總)醫院

榮氏之家

模化

漢族

榮民

l 114 l4 

3的--3737 、 335959

2 29-339-33 、 335-375-37 、 339-40940 、 442 -4424』、 1101-()l-

建灣共和闊 4 .p2 、 5599 、 l124u 、 220202去(0313 、

2 210lO 、 2218lg 、 2219i9 、 223232 、 226666 、 330303 、

3 36565 、 3389H9 、 444242

8 877 
l 102()2 、 I14949 、 332525 、 3354-35754-357 、 3360-36260.362 、

3 364-36564-365 、 336767 、 337878 、 33ii8 卜 44414l 斗4422 ‘
4 46262 司主灣省主席 6 611 、 ω--6565 、 7777 、

8 85-875-87 、 9999 、 i14747 、 l1484R 、 l184B4 、

2 22727 、 224545 、 3311l1 、 333636

〈這些灣省人民|吋復原有姓名辦法}

3 35959 

2 218.219l R-2l9 、

{程灣共和闢恣法}) 203 203 

{ (~4要問共和國毯jì.t.L草案}

232 、 336565 、 4斗2

哥哥詢人公共官務協會

是在灣人的族群怨像

生為安灣人的悲哀入、 226969 、 330000 、
3 30303 、 33717l 、 444040

新哥哥灣人 「幸好也問人」J 11li司芥
l 167h7 、 3刊的、 3311ll 、 3315l5 、 335X5H 、 337373

i I!W ao 
l 16868 、 336767i制，+/lf人

監察委員 附心的、 l14444 、 22U7U7 、 2213l3之 l144 、
232 、 223434 、 2256-25756-257 、 2262h2 、 229090

骰察院

3 322 、 3355 、 3377

再EifMlmt片、政泊建設協會

{至主持略省各縣市質施地方臼 i台綱要}

6 655 

r i來有」J 2 2 、 2200 、 2233 、 8888 、三 l122 、 223737

2 23939 、 2斗55-247-247 、 2256-25956-259 、 226767 、

2 ~9()90 、 3317l7 、 338080 、 338787 、』42523 、 444545

5 533 4 422 、 5544 、 6622

頭灣地方 l可 i台單單位1

主要灣地區 l 16262 、 l1 ~;O H{) 、 22010l 、 225252 、 33ï~ .79. 

4 410lO 、 442828 、 443535

4堅持奇式手總統制 2 233 、 2237-23937-339 、 224545 、

2 2 -1747 、 225656 、 225959 、 22616l 、 226363 、 2272.72.

l 16b的

1 ~fl41情共黨為

I .;_J:ì"'tLLm人 htrrF促進會

程控哥大學 玲、自O0-81A1 、 l 斗。、 l164M 、 l17979 、
! 199品、 2209()9 、 222020 、 223535 、 223939 、 330000 、

3 35050 、 44585H 、 445959 、 446060

3 33535 

的5 、 R833 、三 |144 、 223232 ‘ 229090 、 3312l2

監獄E，ç，jG

兩佬人 3 322 、 3355 、 442-2.抖、 229696 、 3JI -1i4 、
3 316l6 、 3JI <l19 、 331222 、 33313l 、 13M-3h4-3前7 、 3371-7l-
3 37272 、 4442 • 46242.462 

2 ，，，22 、 22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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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 406斗。7 、 435-437 、 439-44 1 、

446-44 7 、 452 、“ l

遷市者 t!1英 88 、 108 、 110 、 141-

142 、 169 、 184 、 190-191

199 、 203 、 4斗的

索弓l

417-4 19 、 428 、 431 、 436

77 、 94領祂獨教

退出各國家句、 10 、 15 、 19 、 21 、

24 、 32 、 36 . 55 、 61-62 、 69 、

77 、 80 、 X5 、 87 、 90-92 、 9日、

102-103 、 107-108 、 121 、 142 、

146 、 153 、 169-170 、 178 、

1~5 、 190 、 293 、 301 、 325 、

330 、 435-437 、 439-440 、 447 、

452 、 461

+五劃

"倒級~別式吸收 J (ditTcrenlial 

Inco叮叩開llon) 39斗 l

劉少跋辦公布

t曾修條文 199 、 204 . 206-209 、 214-

216 、 219 、~"、 230-231 、 233 、

240 、 242 、 249-251 、 260 、 266 、

281 、 283-284 、 331-332 、 357-359 、

373 、 377-3 7X、 3串o 、 384 、 409 、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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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哇灣發4位小說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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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dant) Unionthe TSU) 268-2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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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臺灣銀行 50 、 8ó 、 3117

'-:f r守獨 1; 5 、 13 、 23 、 59-60 、可‘ 43 . 

123 . 134 、 161 、 174 、 1 7R -I~O 、 183-

IX4 、 192 、 ~()3 、 205 、 209-210 、 217-

221 、 224-251 、 2的3-2的4 、 2前7 、 269 、

287 、 297 、 298 . 302-3[)3 . 314 . 

323 、 346 、 3的5-366 . 394 、 39的、

399. 413 、 ..16 、 422 、 424 、 440 、
442 、 445斗46

433 86-87 、 213 、 215 、 227 、

87 

<f~省長長還

242 、 246

名畫灣的、長良選 ft

全灣省長選取
30的、 311

237 、 245 、 29υ 、

:在濟原iH~放 149 、 17 1<、 ~3J 、 294 、
33:! 、 34甜、 350 、 352-355 、 358-359 、

361-362 、 3年~-3ó5 、 373 、 376 、 379-

3XO 、 382-383 、 3的、 3圳、 441 斗42

:;去擇有關{主民族運動 178 . 233 、

33~ 、 347 、 350 、 352-354 、 357-

3屆2 、 364-365 、 368 、 372-373 、

376-377 、 380 、 382 、 3日3 、 441

7-8 、1:2、 88 、 92 、 97遷 (1; 名r !t閥

遷市各慢!在 7 、 24 、 122 、 124 、

138 、 142 、 199 、 227 、 295 、

300 、 386

t曾修條文巾的民U1'民族條文 215 、

331 、 357 、 359 、 373 、 377-

378 、 380 、 384

~~，獨力':di動 13 、 23 、 59-60 、
79 、 123 . 179 、 184 、 192 、 269-

298 、 365

350 、(~灣!京 i t:民族權利，向，1)

遷 (11行優i\tL崩潰 24 、 199 、 227 、

294 、 300 、 386

退出占優{主體制/濯 (11 各個正位給悄

14 、 122 、 124 . 138 、 142 、

185 、 190 、 227-228 . 294 、

406 、 407

t替補選

t曾頓的L妥Í-i 1 ó-1 -ló5 、 175 、 193 、

208 . 210 、 217-218 、 221 、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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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44 、 157 、 l 而4174 、 I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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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學們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

352 、 3的4

60 、 210 、 218-220 、占全灣以 il，版權利促進會(僚機會) 350-

351 .354 、 356-360 、 1的2 、 H3 、 ì8 ì 

t曾額選詞是 10 、 17-18 、訂)、 119 寸的-

146 、 153-155 、 157-159 、 164-165 、

170-1 7J、 175 、 193 、 198 、 2υ6-229 、

232 、 312 、 351 . 365 

(縣市)文化中心

吹牛，運動

學 ~~ÞIU~ltJ崗人

是~1l.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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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150 、 152 、 370

包且

196 

199 

彈作-外交

洽，社

7l\Æ' 
福聯會→知外漏輯11'家聯rlli~守

將介 1 î I'j 像

將終闢二條件 174 . 17品、 1!0-184 、

:!03 、 219 、 222 、 297-298

~~優先 202 、 224 、 438 、 442

:;坦問壞坡保護聯且也

<f灣總HHJ 2 、 39-40 • 42斗8 . 50 、
52 、 5 1\‘ lυ7 、 347-34缸、 355 、 3õO

"';k r.-~吟備總 riJ 令/ '主持空空手備總司令亂

47 、 61 、 92-93 、 95 、 11 () . 179 、 333

次灣議會投討論顧起動 41 斗2 、 l 的

奈何詩;外人 f:助選[蚓→官前外

把"才政汙Î 1-5 、 26 、 32 、 57 、 167 、
209 、 326 、 329-330 、 335 、 343 、
345 、 44 7 、 461

13 、 59-60ìf，j 外，~ìf!It獨炭運動

364 

4是滑向峽 2 、 5 、 H 、 21 、 24 、泊、 34 、
4的‘ hψ-73 、 75 、 94 、 100 、 J2J 、

125 、 1~7 、 IJ 1-134 、 140-141 、 167 、

234 . 239 、 250-251 、 253 、 293 、

303 、 307 、 3 i<5 、 400 、 403 、 406-

40X 、 417 、 419 、 421-424 、 426-432 、

43的、 443-446 、 449 、 451 、 455
413 、 41X

215 、 ~:!5 、 2X2

387-38X 

35 、 37

~灣加峽介入 46 、的_ 71 、 75 、
。4 、 125 、 I~~

72-7>、 I()I)﹒

71 ，~t!"tìH.:賣 rj I "1 化空空間

第一次收何向峽危機

... L~6 
'~政 2 :2 -24 、 52 、 64 、 82-83 、 l ↓4 、

IlN 、 191-192 、 197-19)< 、 ~0()-2()9 、

211-213 、 215-216 、 ~IX-219 、 223 、

226 、~~l<-~31 、 233-~35 、 ~3 7-239 、

241 、 244-245 、 24X-249 、 254-25品、

2頁。...2ó刊、 ~65-~66 、三6X-27() 、 2X2 、

289 、 295 、.:!lJX 、 33司、 342 . 35司、

366 、 373 . 37品、 3X9 、 407 .409 、

411-412 、 424 、 43府、 43鼠、 442 、 444

22-24 、 144 ‘ 189 、 191-192 、'是~JPx~l正 'f'

遷， 'i .ff 7-8 、 10 、 14-15 、 19 、 21-24 、

32-33 、 36 、 55 、 61-62 、自9 、 77 、

抖。、 85 、 ~n-xx 、‘10-92 、。7-98 、 102-

103 、 106-108 、 110 、 121-122 、 124 、

138 、 141-142 、 14品、 153 、 169-170 、

17日、 184-185' 190-191 、 199 、 203 、

227 、 236 、 293-294 、 301 、 304 、

ìO。、 325 、)，0 . J:r:! 、 JJ5 、 3Xrí 、

品品在;在的

1I'i~ 1J 4 、 13 、"、 4仇、可7 、川、 92-94 、
。7 、 IC)7 • 1111 、 11 '1、 121 、 12白、

134 、 141-142 、 151-152 、 154 、 159 ‘

161 、 16-1 • 171 、 190-191 、 195 、

228 、 268 、三缸7 、 294 、 311。、 320 、

349 、 370 、 401-4()2 、 40前斗());、 41 究、

1M 、 368-369 、 372

72- ~J 、 43<>

16.:! 

等~次生在商勾姆:危機

第三次〈手持自峭危機 2S0 、 3(川、
斗03 、 407-40X 、 417 、-1 19-421 、

.. r~J--t2-l、 43D-4 ，.:!、 444-4-1有

主;手持有很 f11.毛主敘會

旬:r..~Jkff1<:主教科凶!{壁畫fJJj

351 、 ~5 ..J ' J仇。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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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98 、 200-209 、 211-213 、 215 、

219 、 223 、 229-230 、 233-235 、 237-

238 、 241 、 245 、 248-249 、 254 、

256 、 259 、 266 、 268-269 、 2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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