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0317 黃國昌：我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 p1 

郭會長、李副會長還有各位臺灣的前輩大家好，拍謝挖河洛話共嘎卡賣，所

以挖都今李都北京話來共(台語)，那當初李副會長跟我聯絡的時候，我其有一點

惶恐，因為我也不曉得說今天可以來跟大家報告什麼，那不過他說因為希望能夠

有雙向交流的時間留比較多，那大概引言有二十分鐘就好，那我聽到這樣子有機

會來跟臺灣這邊的各位前輩，能夠對大家關心的問題來交換一下意見，我覺得是

一個很機會，所以我就很高興的答應了。 

 

那其實今天會挑這個題目，一方面也是當初跟李副會長在聯絡的時候，我有

請教李副會長說，可能會參加這場聚會臺灣的鄉親，大家會比較關心什麼樣的問

題，那李副會長跟我講說，他覺得可能現在臺灣年輕的這一輩，雖然我自己可能

也不算年輕的這一輩，因為馬上就要40歲了(全場笑)，我現在在講年輕的這一輩

可能都是20幾歲的學生，或是剛畢業的人，對於臺灣人到底是什麼，我們是什麼

國家的人，在身份的認同上面出現了討論。 

 

那事實上我聽到李副會長這樣講以後，我就馬上決定用今天這個標題當作立

旨，那我不是學歷史出身的，我恐怕也沒有能力帶各位去做歷史上面的...之旅，

因為從歷史上面的角度來看，有關於臺灣人還是中國人，身份認同的問題，我相

信在場的各位先進所知道的、所學的可能都遠遠勝於我，我有很多要跟各位學習

的。但是我之所以會挑這個題目是因為，最近這幾年來在臺灣發生的現象，以及

它所引起的一些問題，臺灣跟中國兩者之間的互動以及臺灣的未來跟前途，事實

上，跟這些問題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我想我就直接從最近，今天引言的開始，從最近新聞報導上面，可能大家在

網路的媒體上面，如果是用華語寫的網路的媒體上面，都會看到說，2月27號的

時候，這個時候中國的國務院他們的發言人針對國民黨的榮譽主席連戰他跑到北

京去，去跟中國的領導人胡先生碰面，那這樣子的見面顯然是政治的意涵非常非

常的高，雖然連戰先生在臺灣並沒有任何的公職，但是他在中國國民黨的影響力

以及可能受到連戰先生影響的人，在中國國民黨現在執政黨裡面，是相當有影響

力的人，可能在媒體上面，大家比較關注的是連胡會以後的十六字箴言，那連胡

會以後的十六字箴言馬上也遭到了現在臺灣政府，執政黨國民黨馬英九先生跟他

的團隊在第一時間出來反駁說，他並沒有授權連先生去講那十六字箴言裡面的內

涵，那當然後來從國民黨黨內的權力鬥爭的角度上面來講，可能馬英九的執政團

隊跟連先生他所屬的政治勢力的系統，在媒體上面有一些交戰。 



 

但是我個人看這個報導的時候，我所關注的其實並不是在國民黨內他們黨內

的茶壺風暴，或者是說在黨內對於中國似乎在爭取主導權的時候，連戰先生跟馬

英九總統他們兩個之間所出現矛盾。不過這樣關注的是說，在那一天早上10點鐘

的時候，從連胡會完，得到的五點共識，其中的兩點共識，第一個是：雙方就一

中的框架，形成了更多的共識跟更清晰的認知，那連主席表示，兩岸各自的法律

體制都實施一個中國原則，那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大陸也是中國的一部分，因

此形成了一中架構下的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那九二共識由此而

來。 

 

那看完了這段文字，其實我相信關心臺灣前途的人，都會理解說，為什麼在

過去這幾年當中，綠營的朋友對於所謂的九二共識，在歷史上面到底存在不存在，

對於為什麼一中框架這麼的反感，從這些政治上面談話的表述，希望把臺灣框入

所謂一中框架的架構當中，嘎哩摳掉欸(台語)，以後你就不要想要走，能夠有非

常清楚的體認。 

 

那第五點共識呢是：臺灣跟大陸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那其實我看到命

運共同體這五個字的時候，其實我心裡跳了一下，因為他們那邊所發出的新聞稿

事實上在我的觀點來看，主要的觀眾並不是中國人，他主要的觀眾是臺灣人，他

是說給臺灣人聽的，因此他在語彙的修辭上面已經開始去使用臺灣人比較接受，

比較熟悉的語彙，因為在臺灣開始講命運共同體這樣子的概念，事實上是臺灣的

本土意識正在發展、正在茁壯、正在鞏固的時候，我們會去使用這樣的概念。 

 

那當然想遠一點可能，我們可以花好幾個小時去討論說，臺灣跟中國變成一

個命運共同體到底是一個plus還是一個minus，就是我們先不討論我們自己本身

意願的問題，就純粹的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角度來去分析，跟他們成為一

個命運共同體是好事嗎？ 

 

當然我們也可以去討論說，連先生他有什麼樣的地位、有什麼樣的權限、有

什麼樣的資格代表臺灣人跑去中國跟中國人說我們決定臺灣要跟中國成為命運

共同體？那不過重點是在...當中，所傳遞出來的訊息是，開始試圖的用，用歷史、

用文化、用血緣的框架去建構臺灣跟中國彼此之間的關係，兩岸同胞血脈的紐帶

不容切割破壞，那基本上他所傳遞出來的政治意涵都是一樣。 

 



但是如果對於連戰先生他從政的歷史，跟他個人發展的軌跡，有一些基本認

識的臺灣人對於他會說出這樣的話，即使再不高興，你也不會太驚訝，對我來講，

我一點都不驚訝，他去北京跟人家達成了這樣子的共識，我完全不驚訝。 

 

我真的比較驚訝的是什麼呢？同一天早上，同一個時間，Exactly同一個時間，

那場國務院的記者會是台北的時間早上十點，在臺灣的立法院所進行的這場記者

會，也是早上十點，臺灣有一群學者，他們組成所謂臺灣競爭力論壇，那大概比

較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台大政治系的副教授彭先生跟艾普羅民意調查公司，那什麼

是艾普羅民意調查公司呢？艾普羅民意調查公司事實上就是以前中國時報他們

的民意調查中心所獨立出來的公司，那在我的眼裡，講的直接一點，他就是所謂

旺中集團的一份子，那這個以台大政治系當作基地的學者團體跟這個旺中傳媒集

團旗下的民意調查公司，在立法院公布了同一份民調，它說：臺灣有90%的人認

同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員，那自己不是中華民族的只有6%，你從民族的觀點來

看這件事情，或許看了心裡會覺得很不是滋味，那但是從數字上面來講，你如果

真的從民族的觀點來看的話，這個數字還不是真正讓你覺得離譜的地方，真正讓

你離譜的地方是下面這個調查，它說：在臺灣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有61%，

否定的有35%。 

 

在媒體上面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對我來講，我是沒有辦法接受，我也嚇壞

了，在臺灣有61%的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他說從法理跟現實上的考慮，堅持自

己是臺灣人而不是中國人的，只有26%，那他在形塑的就是，所謂傳統上面深綠

堅定的獨派立場的比例，大概就是這個數字。 

 

那他為什麼要去做這個調查？他做這個調查出來，在同一個時間，跟北京那

邊的國務院所開的記者會，在基調上面完全唱和，講的內容、基本的方向、想要

形塑出來的價值跟臺灣人的態度，一個可以是說在這個共識下面凝聚的內容，另

外一個是你們臺灣人自己本身所呈現出來的態度也就是這個樣子。 

 

在這個公開的記者會上，因為我人不在現場，但是我看幾家媒體的轉載，台

灣競爭力論壇他想要傳遞的訊息是說，我是臺灣人已經漸漸不需要做為調查的項

目，他想要...他試圖講的是說，那反正你在臺灣就是臺灣人，所以你是不是臺灣

人這件事情不太重要，以後不再需要做調查，會讓我覺得很可笑的是說，那如果

我在臺灣是不是臺灣人這件事情，在身份上identity的自我認同不需要被調查的

話，去調查說你自己認為你自己是不是中國人，為什麼有調查的必要？進行這個



調查的目的在哪裡？他開了記者會，所傳遞出來的訊息是什麼？他所要傳遞出來

的訊息說，他說臺灣人有53%認為大陸所提出來的一個中國，就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們在講的一個中國指的是「中華民族」和「中華民國」(全場笑)，那我必須要

老實講，看到這樣的數字，如果不是受訪者他的腦袋有問題，大概就是這個調查

的方法根本有嚴重的瑕疵，那當然因為沒有實際的參與這個調查的設計，我不太

方便直接說他可能會有什麼樣的問題，或有怎麼樣的瑕疵，但是我可以很負責的

講說，這件事情跟我個人的常識以及我相信在臺灣絕大多數臺灣人的常識都是相

違背的。 

 

你贊不贊成一個中國，你覺得所謂的一個中國講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

華民國，那都是完全另外一回事，每一個人可能有每一個人不同的角度，但是你

如果說，問我們說，當中國大陸或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講一個中國的時候，他

講的是哪一個中國，有過半數的臺灣人會認為是中華民族和中華民國，這樣的結

果我就完全沒辦法接受。 

 

那因此呢，他告訴所有的在場的新聞媒體說：啊臺灣民眾絕對是臺灣人，所

以任何人跟政黨就不要再去操弄臺灣人跟愛臺灣的分裂性言辭，就是我們是臺灣

人這件事情不需要再調查，也不需要再強調，當然知道他們的想法是，需要被調

查、需要被強調的是，有多少在臺灣的臺灣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或者是所謂的中

華民族的人。 

 

「依此在這個國族認同上面尋求全民的共識，那有助於贏取兩岸和平的紅利，

那這個民調要給兩岸的政府參考，要建立更寬廣、更務實、更彈性的兩岸政策，

強化丙岸文化與血緣的連結。」在北京、在台北，同一個時間，內容雖然不一樣，

方向完全一致的兩個公開的活動，我其實看完這兩則新聞的時候，我心裡面的第

一個感想是，他們其實很有默契，很有默契的在共同做一些事情，當然我說他們

很有默契，並不是指控說他們彼此之間有連絡，或者是已經配合好，這個默契可

能是一個無形上的默契，但是所呈現出來的氛圍就是這個樣子。 

 

好，這個是可能從政治上面的角度會讓很多人覺得懷疑、好奇的一個調查，

臺灣人或者是在臺灣這塊土地上面共同生活的人，真的是這樣想的嗎？這個是政

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所做的臺灣人的國族意識的調查，從1992年一直到2012年

整個調查分布的曲線，那這個調查他在問臺灣人說，欸，你覺得你是臺灣人還是

中國人？還是你覺得你既是臺灣人又是中國人，從臺灣民眾，受訪的臺灣民眾所



呈現出來的結果，在整個趨勢上，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說，藍色的這一條線

是認為自己是臺灣人；都是的，是紅色的這條線；那認為自已是中國人的，是綠

色的這一條線，那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如果從1992年到2012年，大家可以看

得出來說，他清楚的整個趨勢是一直往下降，降到2008年之後，平均佔4%的水

準，跟剛剛那個調查說，有60幾%的人這樣子認為，差距是非常非常大。 

 

那真的值得關注的呢是，我是臺灣人這樣子的比例，從1990年代臺灣在進

行所謂的民主轉型，在邁向民主化的過程當中，臺灣人的本土意識事實上是不斷

地在向上提升，從17%、20%、30幾%到40幾%，到2008年民進黨執政為止，民

進黨執政為止，認為自己是臺灣人的比例大概在43%。 

 

那真正有趣的現象是什麼呢？真正有趣的現象是說，在2008年之後即使由

國民黨他們重新的拿回了政權，那在國民黨的政策下面，希望能夠使得臺灣跟中

國有更緊密的往來，甚至簽署了所謂的ECFA，但是或許大家會比較意外是，他

所產生的效應並沒有讓臺灣人本土意識的增長有任何的消解，它反而在增加，從

43%到2012年54%，那當然我相信從馬英九政府的角度來講，他應該不太至於會

到希望在這件事情上面take credit，說因為我的努力，所以臺灣人的本土意識，

你看，比阿扁執政的結束還要高，高了十幾個%，我很愛臺灣，我促使臺灣人本

土意識的增長，他應該不太會有這樣子意思出來。或許對於他來講，他心裡面在

想的跟客觀上面所反應出來的數據是不太相同的方向。 

 

那當都是臺灣人，我是臺灣人這個比例增加的時候，相對減少的，事實上是

「都是」的比例，就是我既認為我是臺灣人也認為我是中國人，大概從40幾%降

到30幾%，那相對10個%的落差從這個地方開始，那這四年當中，出現了什麼事

情？如果不是馬政府的政策，是什麼樣的事情讓這裡做了轉變？那當然對於獨派

的朋友來講，一直很持續在進行臺灣獨立運動的努力，從來沒有間斷過，那這個

從來沒有間斷的努力，你說在這四年當中突然開花結果，出現這麼大的增長，可

能也不是真正的原因。 

 

看完了這個，我們再來看下一張表，這個比較，這張表比較複雜，就是你支

持獨立，還是支持要跟中國統一，它有六分法，那儘快統一、偏向統一、維持現

狀再決定、永遠維持現狀、偏向獨立、儘快獨立，這個圖會看起來比較不清楚，

如果等下有討論的時候，大家有興趣，我們可以看這比較細的圖，這個是我們比

較簡單的把…… 



 

(觀眾：這個是誰做的調查？) 

 

一樣是政大，政治大學的選舉研究中心，那當然可能，政大的選舉研究中心

他們事實上是長期的在做臺灣各方面這樣子的調查，那那個機構他本身在民調上

面的專業的程度，對於我個人而言，作為一個學者，我是可以信任，就是你可能，

他在操作上面有一些瑕疵，你不是很滿意，未來還有改進的空間，這個都是可以

討論，但是以公信度來講的話，我相信這個調查的結果遠遠高於剛剛我講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艾普羅民調公司。 

 

(觀眾：那個sample有多大？) 

 

你說政大的sample嗎？政大的sample大概都四千份。 

 

(觀眾：四千份。) 

 

對。 

 

(觀眾：誰出錢給他來做調查？) 

 

以政大來講的話，它是一個國立大學，所以它除了自己中心的經費以外，它

可能有其他政府機構的來源，那我不太能夠去identify說是哪個部會給的，但是

我可以滿有信心的講，都是從納稅人的錢來(全場笑)。那這個因為是納稅人的錢，

所以這些information本來就應該要公開，讓大家都可以知道。 

 

大家看如果把它比較簡單的，就是不管是偏向獨立還是儘快獨立的把它看成

是偏獨的，那儘快統一、偏向統一的把它看成是偏統的，那先維持現狀未來再講

跟永遠維持現狀把它看成同一個group，那三分法可以看得出來說，從支持獨立

的力量，從1994年的10%到2012年20幾%，那事實上是有增長，但是增長的幅

度並沒有很大，或者是相對的來講，跟剛剛自己在整個國族認同上面，認為我是

臺灣人這個identity的認同，增長的比例相較比起來，這個增長的比例是小；那

支持統一的當然是一路往下滑，那即使即使當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以後到

2012年，到目前為止，不管在政策上面如何要跟中國靠攏，在ECFA下面簽署了

多少協議，支持統一的比例並沒有增加，那真正有比較顯著增加的是，就維持現



狀，所以有很多報紙上面講說，絕大多數的臺灣人支持維持現狀，基本上它是在

反應這樣的一個現實。 

 

那當然對於剛剛那些調查的結果，大家對於臺灣中國在政治面上面、經濟面

上面，甚至文化面上面，有不一樣的觀察，當然會有不一樣的結果。那我自己看

完了這個東西，跟我自己過去這幾年，從包括在學生時代參與學生運動、參與社

會運動到念完書回去臺灣任教，那一方面除了在大學、在中研院擔任教育跟研究

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也參與臺灣的社會運動，參與社會實踐的工作，我自己的觀

察跟想法是，過去二十年除了臺灣已經建構出來的民主的成就、民主的成績以外，

我覺得一個非常大的進展是，臺灣主體意識的鞏固，那當然對於這樣一個臺灣主

體意識的鞏固對於...如果說在馬上就要獨立跟馬上就要統一這個政治光譜上面

來看的話，對於希望馬上就獨立這個光譜的人來講，會覺得感受還不夠快、還不

夠強烈，支持獨立的人還不夠多。 

 

但是你如果說從自己在身份上面的認同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的話，那個進展

是非常非常的高、非常非常的快，那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可能會有很多人有很

多的貢獻，那他們也應該要得到credit，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甚至更早以前，

從黨外運動或者是海外的獨立運動開始，都是這一些成果累積起來一點一點的基

礎，那甚至到目前為止有很多人可能對於陳水扁總統在執政的時候，即使有再多

的不滿跟批評，對於他在這件事情上面的努力跟成就，你也沒有辦法去否定，也

沒有辦法去抹煞。 

 

但是比較重要的事情是，那現在呢？未來呢？大家會比較擔心的是，在政治

上面，臺灣什麼時候要被中國統一，或者是什麼時候要被中國併吞，中國他們在

面對這件問題的思考的時候，我自己的觀察是，雖然在官方他有一套官方的發言

系統，有一套官方的原則跟定調，但是他在著手進行這個，在著手進行這件事情

的時候，他切入的角度，我會覺得在文化面上面的攻防，事實上是大於在政治面

上面的攻防。在文化面上面的攻防，看起來在整個訴求上面，他會讓你，或者是

對於一般人，對於政治比較反感或是比較冷感的人，漸興或許不會那麼強，反抗

的程度不會那麼的大，當我在講文化面上面的攻防的時候，未必是著眼於傳統的

所謂的歷史文化，雖然那也包括在其中一個部分。 

 

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根本價值的攻防，所謂根本價值的攻防是說，對於

臺灣的人來講，過去這幾年，或者是過去這幾十年，共同努力的成果，我們爭取



到了自由，那當然臺灣自由的程度，在各個層面上面，從一些國際機構的評比來

講，老實說，在世界上的國家當中，雖然排不上一二名，但是絕對算名列前茅，

我們要討論的，在臺灣來講，在討論的是自由的價值，但是對岸在文化上面的攻

防，他要跟你溝通的、他要跟你交流的、他要跟你建立的，他希望談別的價值，

譬如說儒家的思想、儒家的文化，那個對話軸線的爭奪，在搶奪那個對話的軸線，

在討論、在爭奪那個議題上面，agenda setting的時候，他可以透過非常多的方

式去設定那個議題，譬如說我有錢，我丟五千萬下來，就設立一個儒家文化的研

究基金會，支持學者做這樣的研究，讓開始整個對話的主軸變成這個。 

 

我們在談民主的時候，中國希望談的是法治，他們在過去這幾十年，一二十

年經濟上面的發展，有一套重要的事情是說，rule of law，這套規則的建立對於

他們吸引西方的資本是非常重要，因為你要有一個遊戲規則，資本在進出的時候，

能夠有一個基本的保障。當然或許很多台商在那邊被坑殺，有很多外資的企業也

是一樣，當地的保護色彩一樣濃厚，這些都是不可否認的事情，但是你會發現說，

當他們跟臺灣在對話的時候，他們對於法治的側重，而且是強調，以有東方特色，

有中國特色的法治，符合中國人、東方人需要的法治秩序去修改，而不是一味的

去追隨西方的法治文化，在這個主軸上面的建立，下的根是非常非常的深，整個

資源、整個agenda setting都朝向這個主軸。 

 

當臺灣的自由民主，可能沒有經過那段奮鬥、抗爭、流血、犧牲的過程，年

輕的一代，對我來講，老實說，我感到的只有末期，就是在1990年代之後，在

學生運動的那段時間當中，在街頭上面參與一些臺灣政治社會改革的活動，看到

了鎮暴警察，那更早之前，政治上面的打壓、屠殺，對我來講是有一段很遙遠的

距離，但是比我更年輕的這一輩，或許是二十幾歲到三十歲，這代的年輕人，在

這個主軸上面，過去爭取的那段歷史他們是沒有參與的，當然他們沒有參與，我

們從比較嚴格的角度上面來看，我們會去質疑他們說，你沒有好好的去認清這段

歷史，你沒有好好的去反省說，你今天可以在臺灣活得這麼自由自在、享受自由

民主的生活，都是前人幫你努力打拼下來。 

 

但是你如果從比較寬容的角度上面去看這個問題的話，它現實上面就是沒有

發生在他的生命經驗當中，對於沒有發生在他的生命經驗當中的事情，你透過書

本去吸收那個知識，倒好像隔靴搔癢一樣，真正摸不到，沒有辦法觸動他對這件

事情的認識、對這件事情的信仰跟對這件事情到底有多重要的認識。 

 



那因此在整個文化面上面的交流，如果一直是從這個主軸，從中國希望他們

所設定的主軸，我們談經濟發展，就不用談正義，有錢才有尊嚴，先有飯吃，其

他都不要講，那對於年輕的這代人來講，也不能說沒有吸引力，當他們畢業的時

候，進入社會的entry level的薪水那麼的低，沒有靠父母很難生活得下去的時候，

你去討論這條線上面的問題，對於他來講，是有吸引力。 

 

討論秩序，不討論人權，那這個是我個人在觀察臺灣在跟中國在對話的過程

當中，所謂臺灣，事實上也是臺灣對於這些價值有多重要，想要極力捍衛的人希

望一直堅持的主軸。 

 

那左邊那些價值是中國他們希望在跟你對話的時候，除了政治上面，就是上

面一個中國、一中框架那些老調重彈，你在彈一百遍，你也吸引不到更多的人。

用其他的方式跟你談這些價值的攻防。這個政治上面的，這些文化上面的攻防對

於現實的臺灣人，它的影響雖然比較間接，但是我個人的觀察是比較真實，所謂

比較真實指的是說，從2008年到2012年，你如果仔細的觀察在臺灣社會上面所

發生的現象，臺灣本土意識的價值恐怕不是民進黨在政治上面希望追求的那條軸

線所開展出來的，2008年到2012年，民進黨是，對於民進黨的朋友來講是重振

旗鼓，從谷底希望再站起來站穩的腳步。 

 

那當然在，在蔡英文前主席的領導下面，民進黨也做得很好，從2008年在

谷底，到2012年的選舉可以直接硬拼，差距並不是很大，那當然中間整個競選

的過程，就是競選過程是不是公平，遊戲的規則有沒有更改，那在中間一些國家

公權力不當介入競選的過程當中的種種的事情，大家都看在眼裡，整個評價起來

已經站起來。 

 

但是我關心的其實不是民進黨有沒有站起來，或者我應該說，更關心的，比

民進黨有沒有站起來更關心的事情是，臺灣人對於在這塊土地上面一些根本價值

的尊重跟堅持有沒有增長，如果從這個角度上面來看的話，我會得到非常正面的

答案，有增長，而且不斷地在強化當中，它之所以增長，之所以強化是因為在2008

年的時候，整個臺灣社會在馬政府整個在政策面，在政治的政策面上面的急度轉

彎，讓很多包括沒有經歷之前臺灣民主政治轉型的年輕人經歷到了、看到了一些

他們沒有辦法相信的可怕的現象，包括為了要去迎接中國C咖的政治人物，台北

城幾乎大規模的，好像在戒嚴一樣，整個路段全部封起來，那鎮暴警察在台北的

街頭上面瘋狂的揮動他們的棍棒，學生婦女一樣沒有手下留情。 



 

在那段時間當中，臺灣興起一個重要的學生運動，野草莓運動，我相信大家

都有聽過，在自由廣場前面，那個運動的規模，你看起來似乎沒有很大，因為一

群老師，我們在自由廣場前面都有輪流跟那些學生在一起，你看整個廣場前面好

像一兩百個人、三四百個人，感覺沒有非常的多，跟以前我們在拼總統直選大遊

行的時候，在台北車站，整個圍起來(台語)，那個鎮暴車要開水槍，那個場面差

太多了，但是它所發揮的影響力並不是你在現場上面去數人頭看到那些人，而是

那些年輕人他們透過網路的傳播，把在那邊希望捍衛的價值、發生的事情傳遞到

了很多的學生，他們可能在宿舍裡面、在家裡面電腦的終端機前，他們收到了這

樣的訊息、看到了這樣的畫面，他們知道說，他們習慣的生活方式，自由跟民主

在被威脅，因此反抗，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因為一個...先不要去講說這個國家

叫什麼名字，一個成熟的社會、一個成熟的民主體制，它最充分的表現就是，當

它受到威脅的時候，它重要的價值受到威脅的時候，這個組織體本身如何產生反

對、反抗的力量，能夠反應出來，在這件事情上面看到了。 

 

接下來這幾年，當民進黨在重整的時候，臺灣的社會力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

累積，而且發揮積極的作用，包括了農地徵收的農民運動，包括了國光石化的環

保運動，甚至從去年開始，到目前為止都還在進行當中的反旺中集團、反媒體壟

斷的運動，到現在為止都還在持續。那你看到好的現象是，這一波又一波的運動，

當政黨的色彩越來越淡，而公民的色彩越來越濃厚，公民的自主性參與投入的程

度越來越高的時候，代表了這個社會它民主成熟的程度正在不斷的累積、不斷的

昇華，透過實際的事情，讓這些價值的重要性被生活在這個島上的居民所真正的

感受。這個是我個人對於為什麼說在過去這幾年，即使在馬政府非常傾中的政治

政策下面，結果出現的結果是，認為自己是臺灣人的比例還不斷地在攀升，相對

而言，認為自己既是臺灣人又是中國人的比例卻不斷地在下滑，一個非常重要的

原因之一。 

 

那過去這幾年的經驗對於我個人的啟示是說，臺灣當然不用擔心也不必害怕

跟中國交流，我們要有信心，因為當跟他們交流得越頻繁的時候，兩邊的人生活

的方式、信仰的價值差異在哪裡…… 

 

(影片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