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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給了這個島嶼，殖民者更替的法理

失序，讓半個世紀以來，逐漸覺醒的我

們，仍不敢理所當然的呼喊「台灣」。然

而，在已經是獨立的政治實體上，我們仍

用「中華台北」、「中華民國在台灣」、

「台北辦事處」的曖昧名詞，來宣稱自

己 ， 甚 至 連 聯 合 國 網 站 以 「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稱呼我們，也默不吭

聲。  

 我們這般的噤聲啞口，卻又時時得透過

別人來肯定，「台灣」這個名字。日前，

美國布希總統，針對世界貿易組織，說出

「Republic of Taiwan」，台灣內部又陷入

「口誤還是下意識」的舌戰，獨派團體欣

喜若狂的在白宮前「感謝布希政府」，他

們追求國家主體的信念，即使到老仍在堅

持，這種精神讓我們後輩感動的，可是，

這樣的「感謝」，也意涵著台灣人民對自

己的認同、國家定位，歷經長久威權政體

的扭曲控制，仍被形塑成沒有勇氣的意識

與主體。要在國家與國家間不平等的全球

變局裡，看國際強權的說法，察言觀色的

期待、應和著。我們的失望總會在這樣的

釐清裡，一步步的浮現出來，開始做著

「尋求一個正名、主體認同」、「解決內

部社會不平等」何者孰先的單選題。但這

兩種思考對於台灣，卻該是互為表裡的。  

 對外而言，「尋求一個正名、主體認

同」，讓島嶼上的群體更能勇敢站立。追

求一個國家的正名、認同體的想像，雖已

在上個世紀初風起雲湧過，這個世紀國與

國之間早被全球化，無形消弭了界線，我

們尋求一個正名、主體認同，聽起來或許

會是過時的，但若國家為人類群體發展的

一種無法後退趨勢。在今日政治事務跨國

界影響的情形下，我們沒有正名、凝聚共

同體的島嶼，則處於走在鋼索上的驚險，

群體的利益終會在強權競爭下被犧牲的結

局，仍息息相關著群體裡的個人能否安身

立命。  

 對內而言，人類群居的發展，是從血親

成為家，再透過婚姻交換擴大為宗族，進

而發展為部落，部落再聯合成國家，因

此，個人的人性尊嚴，是所有群體的出發

點，而個人的尊嚴必須受到平等的對待。

所以，「解決內部社會不平等」，是讓認

同「台灣」的每個個體，都能在這群體

裡，享相同的權利，盡相同的義務，使我

們能更為細緻的繪著「台灣」。因此每個

人的處境獲解決，而能繽紛，不是只要一

個名字，卻仍讓人與土地繼續在這空殼下

痛苦著。  

 因此，當務之急便是以台灣正名加入聯

合國，以提升國家主權於國際間之認同。

這樣動作的完成不但建立起台灣國際地

位，同時亦向強權打壓的中國宣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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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權獨立早已是事實，然在追求加入

的過程中，也必然促使台灣人對台灣認同

的愈趨完整。  

 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浪潮，在最近這

幾年愈見高漲，但屢屢受中國阻礙，使得

我外交人士處處碰壁。但這樣的無理強權

壓迫卻逐漸帶來這幾年台灣人民對自身身

份認同的自覺與省思，政黨的輪替、511

台灣正名活動、社區建設的群體意識，種

種活動都反映時代人民對土地的思考，這

是大家樂以見之的，不過，這樣的聲浪似

乎斷斷續續，絕非一時之計。我們應當有

計劃地，從各方面著手，推動台灣加入聯

合國，方能凝聚台灣全體人民的力量，以

下將從策略上提出個人幾點簡單的看法，

以供參考：  

（一）向聯合國要求台灣正名  

 聯 合 國 網站 上 的 我 們 是 「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許多同學做報告要

引用資料，運用網路連結，發現聯合國統

計處的網頁，從其進行的亞洲太平洋地區

經濟及社會調查（1998.4.8）、世界經濟

報告書（1998）、到聯合國新聞稿，都稱

我們為「中國台灣省」。網頁註記說明這

樣的稱呼並無任何政治實體、領土疆界的

特殊界定與概念，實質上卻已經影響其他

學術單位，甚至國際標準組織（ ISO）也

如此引用資料稱呼我們。名字的重要，不

是只用來作為他人辨識的標籤，更是用來

告訴別人：「我希望你如此了解、理解

我」。而在聯合國網站上，從發佈的新聞

稿 到 所 進 行 的 經 濟 調 查 內 容 ， 都 以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指稱我們。

事實上，台灣早落實自由民主的憲政體

制，投票選出自己的總統，踩過歷史的斑

斑路程，政府更確立人權保障的想法與原

則，我們根本不該被稱為「中國台灣

省」。況且，早在1971年聯合國第二十六

屆大會通過的二七五八號決議案，認定中

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聯合國唯一合法的中

國代表。從此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會員國

資格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取代，往後聯

合國開會R.O.C.的座位上坐的是P.R.C.的

代表。若要求P.R.C.讓我們使用R.O.C.，

則變成一件不可能的事。更何況P.R.C.在

國際上獲得「China」的代表權。也連帶

獲得「China」的使用權，如果我們要求

正名的名字出現「China」字樣，則易生

混淆，也使得我們直接承認受P.R.C.的政

府管轄，如同 P.R.C.在網站上用「Hong 

Kong, China」代表香港。「Taiwan」除

了是地理位置的指稱，更代表兼容多元文

化的意涵。國際著名媒體皆稱我們為「台

灣」，CNN、NHK、紐約時報、德國之

聲、時代雜誌等，都以「Taiwan」報導我

們。  

 面對一個國際交流頻繁的世紀到來，網

路提供的資訊蒐集便捷，將影響各國不同

的人用網站的資料瞭解我們。在二次大戰

後，聯合國已成為國際互動的重要組織，

其所架設的網站、提供搜尋的資料，深具

客觀的公平性及學術價值。故更正聯合國

網站稱呼我們的方式，是停止我們在網路

時代中被誤解的重要一步。因此，可使台

灣不再被 ISO認證錯誤，讓所有拿有

「Taiwan」字樣護照的我們，在國際遊走

時不被混淆。對網站上的一個名字「用心

計較」，目的是要讓我們在電子化時代裡

不被混淆，讓台灣的能見度增加，而起身

面對聯合國在強國們主宰下的謊言，有助

於使台灣人民不再被封閉於島內，能在網

路便捷的交流裡，獲得一個在世界舞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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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聲點。因此，我們應先要求聯合國修正

對外公開之中國台灣省的錯誤名稱，以及

相關文案資料的錯誤名稱，建立國際間普

遍台灣正名的觀念，說明台灣絕非中國的

一省，以避免造成各國對台灣身份的混

淆。因此，外交部、立法院外交委員會，

應 正 視 聯 合 國 網 站 稱 我 們 「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一事，積極透過政治途

徑解決。請立委排入質詢議程，要求外交

部對此議題實質回應，而非消極應對，除

此之外，我政府官員應更為積極，擬定適

當外交文案，廣達發送至各國政府，主動

釐清聯合國對台灣與中國稱號的混淆。  

（二）媒體的運用與媒體教育的再提升  

 在這資訊傳達飛速的ｅ世代，運用大眾

傳播媒體，宣導台灣加入聯合國之急迫性

與正當性，是最直接也是最快速的方法；

製作宣導短片，成立廣播電台，發行報章

雜誌，舉辦講座……等等，藉由媒體文字

或語音之宣傳，將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的

訊息，傳達於全民。但是，在使用傳媒過

程中，媒體必須自警的是，我們提供的是

宣導，絕非意識形態的強行加諸，我們給

予的是史料事實與多元價值觀的呈現，因

為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是台灣全體人民

的共同參與，而非一己之見。我們必須釐

清，媒體所提供的應是一種多元價值的正

確引導與選擇參考，絕非某政黨某團體乃

至個人政治意識的操控，若是如此，大眾

輿論應給予攻訐糾正。過去戒嚴時期政府

以威權方式，嚴格管制人民思想的歷史錯

誤，不容再犯，因此，在運用媒體之際，

應步步為營。  

 另外值得一提的不是在媒體的運用，媒

體的運用只是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的表層

活動。在表層活動如火如荼地進行同時，

我們應該更加重視媒體報導與媒體傳播的

內涵，有敏銳的觀察才能切中社會現況的

癥結，方可使媒體除了提供訊息傳播之

外，又能教化社會大眾，有正確的媒體理

念與心態，才能塑造ｅ世代速食文化中的

新標竿。種種從媒體本身的架構重新談

起，便是這邊要提的媒體教育的再提升。

舉個例子：不久前，陳水扁總統在回應中

國連續多次不友善的外交干涉時，講出：

「台灣要走自己的路。」當時各大媒體均

熱烈地討論陳水扁總統的這句話，是否有

意將台灣帶往獨立建國之路，而不去深省

為何總統要做如此的回應。大量宣示該議

題焦點僅是冰山之一角，不但不能夠提供

大眾較全方位的資訊與思考，反而又讓問

題陷入統獨二元性的思考﹔如同511台灣

正名活動一般，台灣正名的目的在證明台

灣這個名字，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大多

數的報章雜誌、 call in 節目，都將目標

又轉移到統獨二元思考的焦點上，而忽視

台灣正名的主體訴求。  

 媒體教育之所以必須再提升，乃在於媒

體可以透過圖文影音傳播，可以提供大眾

各種所需訊息。對於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

的政治議題，媒體的報導，不只是訊息的

傳達，還有誘導觀念的取向。例如某家報

紙在報導一則主權獨立的新聞時，卻大篇

幅地以國家安全考量，甚至對岸打壓性的

喊話圍繞其左右，這無疑是刻意塑造民眾

模糊該議題焦點的柔性手段，值得我們深

思。媒體教育之提升，如同推動台灣加入

聯合國一樣，皆在建立自我主體的架構，

使媒體不再單單只是伴隨社會議題而發聲

的被動體，還能夠提供社會大眾正面性的

教育，擴大對話空間，如同大愛電視、公

共電視，在慈善工作與自然保育方面所做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23期／2003.09.30 69 



 新世紀聯合國獎徵文 

 

的努力。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需要全國

人民齊心奮鬥，在台灣政治混亂的環境，

媒體教育之再提升，顯得相當重要。  

（三）從基層教育做起  

 最後要提的一點是以愛爾蘭獨立建國為

例子，來談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愛爾蘭

脫離殖民，獨立建國，獲得最後勝利，其

最大的主因來自於愛爾蘭人對於自我文化

的認同。雖然台灣有別於其他被殖民地而

後獨立建國的國家，在於多族群共存、漢

文化長期影響以及戰後政權專制等等的複

雜因素，種種議題的討論至今仍不斷持

續。但是值得我們藉愛爾蘭為鏡，在於愛

爾蘭人將自己對愛爾蘭的認同，超越血統

與宗教的文化觀點上，來追求脫離殖民，

這在某一程度上，與台灣如今欲建立台灣

人的觀念不謀而合。筆者提出唯有從基層

教育著手，才能使愈見成型的台灣人土地

認同逐漸完整。  

 何以如此肯定？過去在國民黨執政下的

人文、歷史乃至地理之基礎教育，往往輕

鬆帶過有關我們土生土長的台灣所有資

料，而沉溺在過去源遠流長的浩瀚中原文

化意識，不知清醒。這樣教育環境下的年

輕一代，在成長過程中，容易對家鄉土地

的歸屬印象產生混淆，加上政局的盪亂，

大多數人選擇游離在不知歸何去向的模糊

地帶。因此，面對對岸中國的打壓，大多

數台灣人仍不能有自信地昂胸抵抗，只是

質問：「若是打過來了怎麼辦？」因此，

倘若要有足夠的自信，使全民能認同台

灣，就得靠基礎教育的培育，而且這樣的

培育絕非如過去殖民者一般，以異國觀點

強加諸於台灣人身上，而是從歷史、人

文、地理、藝術等各方面，建立以台灣為

主體的文化觀點，例如：九年國教中，台

灣文史教育的推廣；社區大學、社區運動

培養在地青年，教育在地居民的活動宣

導，都是值得我們繼續做下去的。這樣健

全的文化主體論述，在「愛台灣」、「台

灣是我們的母親」口號的持續加溫下，讓

我們能更抬頭挺胸，更理所當然。最後，

以這樣全國兩千三百萬台灣人的堅定意

志，要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勢必引起國

際間非凡的注意與關切。  

（四）從族群平等到台灣第一  

 台灣族群歷史之複雜，常常被政客或者

學者拿來當作炒作話題，有時還變成爭權

者手上的一把利劍。筆者卻認為台灣多元

族群的共存，不但不會成為我們談台灣主

體認同的絆腳石，反倒有推波助瀾之效。  

 以客家人、本省人、原住民，甚至是外

省人族群的生活經驗與在地觀點，來談台

灣認同，將是一項浩大的工程。畢竟台灣

島內族群間的互動或者是生活利益的彼此

尊重，在尚未令人感覺到有「平等」的味

道出現之前，卻要求我們去愛台灣，要我

們推動以台灣正名加入聯合國，似乎有點

本末倒置。沒錯，許多談推動台灣加入聯

合國的專家學者，或者是活動召集人，也

往往沒有做好這方面的基礎工作。但仔細

想想，原住民的歷史、客家人的歷史、戰

後外省人來台與四百年前漢人渡海來台至

今的歷史，論情感歸屬或論民族性格，他

們對台灣認同之想法必有所差別。今日，

我們若只是以大多數本省人意願（筆者無

刻意塑造），高喊台灣萬歲口號，未免失

之偏頗。倘若能由多元族群觀點，由下往

上，塑造或者演繹出共同生命體驗的台灣

觀點：一來，非但改善多年來族群議題被

利用之現象，再則達到由族群平等到台灣

第一的主要目標。如此重要之連帶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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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在我們急迫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的腳步

中，給忽略了。  

 從族群平等到台灣第一，這樣各族群意

識的團結，在聯合國內推動台灣加入聯合

國之多年議程，無論就世界人權、就歷史

經驗，國人如此貫徹的意志，必然引起聯

合國各會員國熱烈討論。  

 「Taiwan」除了是地理位置的指稱，更

代表兼容多元文化的意涵，推動台灣加入

聯合國，絕對不是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的

運動，更可以說是追求台灣認同的一項重

大里程﹔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不是迎合

政治訴求的變相獨立建國運動，而是自我

主體的建構與再省思。上面提出的幾點，

只是筆者對於這幾年民間與政府共同為推

動台灣加入聯合國運動的一些觀察，重要

的還是行動，有規劃、有策略的步伐，才

能一步步走向勝利、成功的日子，就在不

久的將來。            ◎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23期／2003.09.30 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