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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董事長、在座的各位先進、各位女

士、各位先生，大家早。很高興有這個機

會，在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主辦的「台

灣文化的重建」研討會，跟大家交換意

見。  

 記得大約十年前，我擔任台灣筆會會長

的時候，正巧陳隆志教授也剛好回國內，

我邀請陳教授在筆會的一次餐會中，發表

一場國際法與台灣國家獨立的問題專題演

講。陳隆志教授回到台灣，積極籌辦台灣

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基金會成立之後，對

台灣問題都很關心，常常舉辦研討會。在

今天研討會籌備時，我們交換想法跟意

見，融入在研討會主要四個課題中討論，

當然這也反映出我思考台灣文化課題的某

些意見。今天，要向大家報告的是我對文

化議題的想法，和我們思考台灣文化重建

的問題時，需要思考的幾個方向。  

 我一向把文化問題放在政治、經濟結構

上來看。關於文化層次的問題，有的可以

分得很細，有的把它當作生活的一部份，

所有的東西都是文化的問題。我們有必要

把它放在結構上來看。我認為社會結構，

主要是經濟和文化面上，也就是透過物質

的經濟條件和精神的文化條件構成社會實

質，然後再結合政治的關聯條件，這三種

組合在一起的時候，就形成一種社會觀

察、國家內部很重要的視點。  

 台灣二十世紀經過兩個外來統治者的統

治。在邁向新的世紀，政黨輪替之後，台

灣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但我們看到，站

在以台灣為主體的立場，關心國家未來的

重建時，並未能明確看到我們國家未來的

前途。這個問題到底出在哪裡？有人透過

經濟的角度來看，我們的台灣社會比較重

視身體論的社會。政黨輪替之後，正巧遭

遇到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與成長的困境，

不論是從社會層面或是政治層面所反映出

來的問題，我們所面對的以及新政府所面

臨最重要的議題，好像只是經濟問題，所

以常常可以聽到台灣社會一個特別的詞語

－拚經濟，因為我們的社會十分關心經濟

的發展。不過，我認為只關心經濟發展，

並不能解決台灣的問題。因為我們爭取台

灣文化問題的發言權，並不是只在台灣內

部用於取代國民黨舊體制的政治勢力。事

實上，是要看教育、大眾傳播，整體的台

灣文化權仍舊是背離台灣做為主體的發

言。這種情形若不能解決，我相信台灣要

建構一個真正屬於我們且所需要的新國家

將有相當大的困難。所以，我們除了要拚

經濟、以及政治事務選舉的課題關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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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還要回來思考文化的條件，形成一股

以台灣為主體，具有新的、建設性的，可

以去做充份解釋，去發揚推動和台灣人

民，共同發揮國民意志和感情，來建設新

國家的文化關聯。  

 我以這個角度來與大家一起討論、關心

這個課題。今天這個文化重建的研討會，

我建議基金會用四個主題為主軸，邀請相

關專家、學者以及關心的人。我就透過這

四個議題的主要面向，來跟各位討論我的

想法：  

 第一、我認為台灣文化重建的問題重要

課題之一，就是傳統與創新的問題。根據

有文字記載的台灣歷史－－  也就是我們所

說的台灣人四百年歷史。但我們只要將這

些歷史向前推移，台灣真正的傳統必須以

原住民作為基礎，然後早期的河洛人、客

家人，從唐山帶來漢人的傳統，以及1895

年台灣人被日本人殖民統治的日據時代的

傳統，一直到1945年日本人戰敗結束殖民

統治後，國民黨政府來台灣接收所形成的

戰後中國式、中華式統治的傳統。  

 事實上，我們的傳統不是單純一個國家

形式所累積下來的，剛才所提到的，包括

原住民的傳統、早期的河洛人、客家人的

漢文化傳統，也有台灣在日據時代所形成

較接近現代化的傳統，最後還有1945年來，

所有的中國，以中華作為中心所涵蓋很多中

國大陸各種民族傳統的東西都來到台灣。  

 台灣內部有很多不同的傳統文化累積，

但是在變遷當中，形成一個很特殊的東

西，就是看起來像是針對傳統事務的迷

戀，或是對傳統文化的無法割捨；另方面

看起來卻又不是很清楚與穩定，並形成一

種對傳統基礎的愛護。因此，表面上看起

來，我們好像具備很多傳統的文化條件，

但是歷史變遷卻使台灣文化與外來文化做

接觸時，本身無法形成一種清楚、穩定、

有效或是使我們對本身有光榮感的傳統，

這是台灣文化裡一個很特殊的問題。這個

特殊問題有其特色，一方面像是很容易接

受新的東西，但是它又形成一種危險性，

就是在接觸新的東西時，沒有自己傳統基

礎的選擇，很容易因為外在任何東西，自

我性的面貌則會不見。  

 台灣有很多複雜的傳統，但是沒有真正

形成台灣傳統的東西。所以，台灣文化遇

到紅就紅，遇到綠就綠，可以說是放棄台

灣自己主體性的延續，接觸新的東西也不

是真正有創新的條件，看起來很守舊保

守，對新的事物、表面的東西，很容易影

響台灣社會的形貌。  

 不只是政治變遷而已，受到近五十年農

村及農業為主的社會條件，進入都市化、

工業化社會的影響。在農業時代的鄉村條

件，人和土地間的聯繫，對傳統的文化保

存，具有草和樹木之類所謂定根的條件，

但是在都市化、工業化之後，人和土地對

傳統疏離的情形，因此我們必須面對工業

化、都市化後變遷的條件，並找出我們的

傳統。  

 在都市化之後，產生一種特殊的現象，

就是在初一、十五，不論多新多進步的商

店，都會在屋簷下燒香拜拜。這種傳統形

式在都市化、工業化之後，沒有辦法將這

精神轉化為新的面貌，這是我們要思考的

問題。我們需要建立一個以原住民作基

礎，台灣早期的河洛人、客家人形成的漢

人傳統，日據時代在台灣形成，甚至戰後

新的住民進來，所形成的傳統基礎後，要

形成一個有真正傳統創新基礎的文化條

件，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這個課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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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形成之後，我們就可能有傳統台灣特色

的東西，其中既有創新，然後又不會將戰

後台灣傳統文化的解釋，都變成中國式的文

化思考，我想這是第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第二是本土化與全球化的課題。我們知

道台灣對抗外來的統治，有一項很重要的

政治和文化的語言就是本土化。本土化這

種東西，本來是相對於被外來化，被外部

勢力剔除自己主體性重建的一種語言，但

是本土化，如果沒有被充份思考時，它的

意義就受到侷限。我們知道戰後的國民黨

在台灣推行中華文化。表面上是推行中華

文化，事實上戰後的國民黨統治，在人民

的生活裡，常常是美國化。因此，官方或

是在台灣國家條件下，中華文化這種概

念，在教育或大眾傳播中，特別是教育則

是讓我們中華文化的中華化。但是人民或

是台灣社會的生活條件，則隨著以美國為

中心的外國關係變遷。事實上，一方面是

中華化，另一方面則是美國化。中華化讓

我們台灣人民思想、價值、內部的精神是

中國式，但是實際的工業化、都市化、現

代生活條件，則是沒有辦法在生活中去實

踐。因此，台灣人民的教育、台灣國家本質

上好像提倡中華文化，但是生活的條件卻是

美國化，是以美國化來代替世界化。我相信

戰後台灣所受到的外國影響，是美國化。  

 同時，我們在戰後國民黨化過程當中，

起初是將台灣用中華化來剔除日本統治台

灣五十年的時間，台灣受到日本化，那時

的日本化事實上是歐洲化。所以，台灣戰

前可以看出，很多戰前日據時代所養成的

知識份子跟文化人，甚至那時候的企業界

或是社會各階層的人來看，那時候日本化

事實上是透過日本化的歐洲化。我們知道

日本自維新以後對日本近代的影響，日本

統治台灣時的日本化則是歐洲化。所以，

國民黨的中國化主要是將台灣被日本人統

治五十年，當時透過日本化而間接促成的

歐洲化。國民黨統治以去除殖民統治，也

就是視日本殖民文化為一種毒瘤的角度，

一一剔除。台灣人在一百年內，兩種殖民

統治政權底下，在台灣形塑自身文化

上……。我們可以發現父執輩們是受日本

化－歐洲化影響的知識份子；但是戰後國

民黨的中國化－美國化成長下的這一代，

其形塑台灣文化條件的能力，被外來政治

勢力所撕裂，使得我們與父執輩出現斷

層，同時自己也與下一代出現斷層，將外

來統治遺留的痛苦歷史經驗，變成自己文

化資產的條件。所以，遇到二十一世紀全

球化的聲音喊得很響的時候，出現很多對

台灣主體性壓制的聲音－他們認為現在是

全球化的時代，以全球化的聲音來壓制台

灣本土化重建的要求。事實上，他們所說

的全球化常常只是指中國化。尤其，認真

思考現在很多壓制台灣本土化聲音或勢力

背後，其所指的全球化，有時候不是真正

的全球化，那個全球化事實上是以中國的

引力，來做為中心的全球化，表面上他講

現在是全球化的時代，但事實上，他是避免

不讓我們對台灣自己本土化有較深層的思

考，他所要的是我們去接受中國化的引力。 

 中國化的引力，在早期國民黨統治的時

候，是以中華民國國民黨為主體所宣揚的

中國文化，而現在所講的中國文化，是以

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心，所形成的

中國文化觀念，這產生一個很諷刺的問

題。台灣有個叫做「中華文化復興總會」

的機構，這是中國文革發生的時候，在台

灣的蔣介石，他用復興中華文化為號召，

產生一個以台灣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大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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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不一樣的文化運動。按往

例都是由歷任總統擔任這個機構會長，陳

總統現在就有這個位置。他當然會想如何

用這個機構來做台灣文化事務，但其本來

形貌是復興中華文化。中華文化在台灣的

義理，應該放在正常的全球化看法脈絡下

來看，不可以把全球化這種東西放在中國

化的意思裡看全球化，我想這是角度的問

題，而且全球化程度愈深，台灣想要在全

球化的脈絡下，與世界其他國家進行連

結，在世界條件在其他國家站起，台灣要

成為一個讓人看得起的國家，就要具備本

土化的特色。  

 用本土化的立場去面對、迎接全球化的

時代，並不是剔除自己的本土化，也不是

不顧全球化的趨勢，只守在本土化的口

號。這是一個課題，有一個客觀性的考

驗，我們必須以本土化來思考時，來突破

中華化的影響，來和全球化的觀念接軌。

這是我們台灣文化環境裡面一個較大的問

題，和我們傳統與創新的情形一樣。  

 第三、近現代國民意識的問題。我們知

道，台灣人一直在殖民地統治的影響之

下，沒有屬於自己的現代國家國民意識。

早期台灣人被日本統治之前，早期的祖先

來到台灣，原住民的部落並沒有形成現代

國家的觀念。早期的祖先從唐山來到台灣

之後，形成一個經濟型的生產開墾的社

會，移民者在台灣並沒有形成建造或有機

會建造一個國家條件那種文化想法。因

此，我們台灣的國家條件，事實上是被國

家化的國家條件，1895年日本接收台灣進

行殖民地統治之後，當時在台灣形成一個

類似國家的感覺。那個時候有近代文化的

影響，讓台灣瞭解到近代國家的想法，但

是我們也還是在被殖民統治的情形之下。

之後國民黨統治時，也一直跟我們講，他

讓我們有一個國家，他讓我們有一個什麼

樣的國家條件？國民黨讓我們有一個在中

國大陸被推翻，隨後流亡到台灣，且在國

際政治現實裡，沒有辦法確立的國家條

件。所以，台灣的住民對形成國家這種想

法，並沒有很清楚、或積極的投入，展現

作為國家主人主體性權利跟責任的感覺。  

 所以，我們看到戰後台灣的經濟社會條

件，形成一個較強的經濟條件之後，很多

台灣人便到其他已經建造好的國家，像是

美國、加拿大，甚至澳洲、紐西蘭等國

家，去參與建設別人國家的陣容，做別國

的國民，這些人的能力本來是最有條件為

台灣共同創造新的國家的社會條件，可惜

的是，我們並沒有。為什麼沒有？我覺得

台灣的社會文化一直延續過去經濟發展的

移民社會裡，台灣人僅是努力創造經濟生

產裡所累積的財富，然後他對台灣自己的

國家、土地，是不是應形成一個確定性的

國家條件的這種文化感覺是不充份，所以

他寧可在這個地方，願意付出很多努力，

以便能參加別人的陣容，譬如說去做美國

人、加拿大人、紐西蘭人、澳洲人，我想

他對台灣也有危機和不安定的感覺。但

是，在台灣的人包括從台灣出去的人，是

不是真正有產生現代國家的國民意識，並

把國家當作國民主體的權利跟責任的感

覺，一方面是權利的感覺，一方面是責任

的感覺，在這個地方真正建構一個國家，

我想關於這部分是沒有的。對此，我的解

釋認為某種程度應歸屬於文化問題。我們

常看到台灣政治改革運動的力量，取代舊

體制的政治權力後，其最大的改變是感受

到權力位置的改變。因此，改革運動者爭

取到權力的位置。遇到國家形成產生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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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表現出不協調、不接觸、不突破

台灣形成自己的國家那種文化上的解釋，

無法讓台灣的國民很清楚的認知到，台灣

自己形成國家條件，事實上是近代世界

二、三百年以來，相對於以前君權國家、

神權國家，表現內涵不一樣的民權國家，

人民有這種權利跟責任，作為國家的主

人，這種文化力量，確實是產生國家條

件。國家不是靠拚經濟可以創造一個國

家，國家是一種文化方面的永續，也是文

化力的實質，在近代國家包括主權獨立的

國家條件，或是以人民作為國家主體的民

權國家的條件，某種程度都是文化方面的

產物，就是國民意識到國民是國家的主

人。所以，國家的形成、國家會變成什麼

樣的國家，事實上是由國民的權利跟責

任，共同支持出來的樣貌。我們應該從這

些條件裡面去思考台灣被殖民的困境。否

則根據台灣最近發展的趨勢，中華化已經

被國民黨的政權移轉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

共產黨的政權，他們共同去拿的那個旗

子。所以，很多在台灣受國民黨影響之

下，本來很反共，對中國有敵意，這種敵

意是根據國民黨裡的政治解釋，本質上，

我們不是要從文化上產生一個很積極或極

端絕對的敵意，但是有很多在台灣國民黨

所形成的中華化，很簡單、很容易就被中

華人民共和國所接收，認同共產黨所形成

的廣泛的中華文化。這種東西有繼續台灣

被殖民的統治，無法形成台灣國家條件的

危險性。所以，這是我們在台灣看到的，

政黨輪替之後，我們的教育沒有辦法很清

楚的改變台灣的歷史感、地理感，甚至台

灣人被中華文化給我們的中華化、外來化

的東西，產生變化嚴重的原因。  

  第四、文化的志向問題。台灣是非常

重視經濟發展，非常重視物質生活，這也

反應出早期的移民過程中生活的困難。但

是，因為生活的困難再加上我們自己沒有

主體性的外來殖民地統治條件之下，對政

治的無能為力的感覺，使得我們必須尋找

一個發展的出口。當然我們最大且具體的

成就，就是經濟發展的成就。所以，台灣

最能感動人的口號就是拚經濟，台灣的政

治發展最大的壓力就是要把經濟搞好，但

是重視物質生活的國民，就像一個人只重

視他自己的身體而已，他的心靈和精神沒

有積極光輝的時候，這種國家無法成為一

流的國家，這樣的國民也無法成為一流的

國民。  

 我們看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看世界很多

國家的經濟發展跟我們比起來，或從經濟

生產來看，他們的物質條件不一定比我們

充份。但是我們看外國人實際生活裡的文

化內容，包括閱讀、音樂、美術等廣泛的

文化生活，除了食衣住行物質享受的豐富

性以外。我們重視物質條件豐富性的追

求，這是台灣非常嚴重的問題。日據時

代，當時很多台灣人所養成知識份子，他

們投入閱讀、美術欣賞、音樂欣賞等文化

活動，他們在裡面形成文化生活的想法與目

標，當社會存有這種目標時，才可以把這個

社會建構成一個內容豐富、充實的社會，也

才能讓人脫離動物性的條件、生物性的條

件，進入真正嚴格哲學意義下所稱的人。  

 我們台灣人需要把文化放入經濟、政

治、社會結構條件來看，我們也需要去思

考政治運動裡進展的難題，重新去思考台

灣面對歷史發展直到現在，如何建立自己

的國家，也是一流的國家。現在台灣的國

家問題有幾種條件，自己則還沒有很清楚

界定法理上的國家，法理上的國家是很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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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的法律條文，並以理性判斷，是否符合

國家的條件，然而建立一個優秀的一流國

家，則是超出客觀上你是不是一個國家，

我想我們的考驗不是一層的，我們的考驗

是雙重性的，甚至多重性的。我們國家的

重建需要有社會改造當作條件，而在社會改

造中我認為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從經濟的角

度，回過頭加強我們對文化問題的思考。  

 台灣每次一到選舉的時候，早期台灣都

用主體性的政治條件去改變或推翻不義不

公的外來統治勢力，看得出那時是形式權

力的改變。但我們看獲得執政權的新政

府，他們被台灣社會要求要將台灣的經濟

振興起來，我認為這樣子作並不夠。我們

需要從文化層面來思考，讓台灣人不但對

人，台灣人是什麼？做一個人，具備精神

上與文化上作為人的條件，然後再進入所

謂的台灣人的境界，擁有我們特殊的歷

史、地理條件、時間空間與傳統條件，然

後當進入台灣的國民條件時，則具備國家

契約的關係，在這新的國家契約裡，我們

的權利跟責任很重要，然後還有一點不可

忽視，在全球化的時代，世界公民這個觀

念。我們的文化需要澄清對人、台灣人、

台灣國民跟世界公民的觀念，以開拓我們

的視野，追求我們的目標，與思考我們的

挑債。  

 最後，我要引用捷克的詩人塞佛特（ J. 

Seifert, 1921-1986）的詩，他有一首詩名

為「布拉格」。在這次台北市長的選舉

中，我說過以台灣這種社會文化條件，我

們的選舉並無法讓國民感受到，我們擁有

真正的市民精神，追求一個新的政治實

體，因為我們的社會還在很低的物質層次

裡煩惱或是高興，我們沒有較高層次文化

高興與煩惱。我們知道布拉格是1967年

的布拉格之春，和1988年之後布拉格在東

歐的民主運動裡，捷克人改變統治體制。

在捷克布拉格有一間咖啡廳，它的菜單上

印有1984年獲得諾貝爾獎的捷克詩人塞佛

特所寫的一首詩－－「布拉格」  

美麗的都城，當你的披風 

被吹開，展現你的紫色風華， 

我是這般愛你，雖只能用言語， 

遠不及那些手持武器的人說得多。 

是的，因此我們眼淚很多， 

落下時弄鹹了我們的麵包。 

亡者的聲音在我們淚中迴響， 

亡者呼喊的聲音。 

他們躺在我們的街道上， 

我羞愧那天沒和他們在一起。 

英勇的美麗都城， 

那天，你的美麗更為榮光。 

 我們要建立一個國家，讓這個國家變成

漂亮的國家，是一個光榮的國家，我們需

要突破國民黨統治的中華文化的迷思，我

們需要以本土化的條件為基礎，也有全球

化的視野，站在重建我們台灣人的意志跟

感情的角度，來重建追求我們台灣人的出

路。今天一整天的研討會，透過很多學者

專家和朋友的討論，一定可以提供我們思

考台灣的國家重建的過程中很多的課題，

期待我們的台灣，包括所有對台灣前途有

充滿期待的人，共同發出我們思考台灣文

化重建的聲音，希望台灣政治改革運動的

朋友，可以思考文化的需要，讓我們台灣

走向真正國家條件，一個很美的國家，一

個光榮的國家。多謝大家！  

（2002年12月21日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主辦「台灣文化的重建」研討會專題演

講，蘇芳誼記錄整理）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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