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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組第二名 

如何凝結「台灣加入聯合國」 

的國內共識 
 

●楊斯棓／文字工作者，經營個人網路新聞台 

 

 傾閱貴會去年徵文活動社會組第一名的

文章，驚異於其如何推銷「台灣加入聯合

國」之高見，諸如製作宣揚本理念的Ｔ

霸，置放於高速公路旁、洽銀行發行「請

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的聯名信用卡、發

行「請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的風景明信

片及郵票，這些都是「推銷台灣」非常高

明的手法。  

 但是，有高明的推銷手法，還得有一個

確切的商品，才能開始行銷！  

 該篇文章中的幾個論點，許多台灣人也

常掛在嘴邊，諸如：「台灣為主權獨立國

家」、「台灣不能加入聯合國的原因只有

一個，就是中國反對！」，我願先放慢腳步

討論這兩個點，這兩個點若加以釐清，未

嘗不是成為「台灣加入聯合國」的踏腳

石。  

台灣為主權獨立國家 

 高中國文考試題型一直翻新，近來曾出

現一種題型叫精簡句子，即命題教師出了

一條暗藏些許贅字的語句，要求學生將其

剔除；當然，程度越好的學生，寫下的句

子就愈精要。  

 仿照這種題型，我也來出一個題目：美

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標準答案應該是：美國是一個國家！主

權獨立四字應該剔除，為什麼？請問舉世

可有一個主權「不獨立」的「國家」，倘

未能百分之百行使主權，時而自謂台灣，

時而自謂中華台北，縱使其他要件具備，

這個「實體」也頂多稱為準國家，就是還

「不是」國家。換言之，「台灣為主權獨

立國家」這句話就非常有問題，把贅字刪

去成了：「台灣是國家」，益顯其謬，論

者應該告訴他人，台灣究竟從哪一天起成

了國家，不能說愛台灣就不論理，不據

史，盲目的自我催眠。2003年6月30日，

我們又被催眠了一次：行政院今日明確表

示 ， 台 灣 已 經 是 一 個 主 權 獨 立 的 國

家……。吾人只能如此作評：「明確」的

表達一件「模糊」的事，猶不能遮掩其

「模糊」的本質。  

 筆者用心在為台灣找出路，當然知道模

糊派的把戲，其實台灣本身的狀態一直改

變，到了大清帝國的時代，才被中國納為

版圖。請記得，唯有走到法理上主權獨立

的國家，我們才能說，台灣是一個真正的

國家。行政院發言人林佳龍說的台灣是一

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其實只說對了我們身

處的狀態：「事實上主權獨立」，卻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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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法理上尚未獨立的部分。簡言之，他也

清楚台灣現在只是「準國家」，就像「準

新郎」一樣，還「不是」新郎。7月4日在

2100全民開講節目中有位橘黨李姓女立委

痛斥陳總統沒良心，因為陳總統說全民對

台灣前途還沒有共識；李某表示，全民怎

麼會沒有共識，全民共識就是：「維持現

狀」，這真讓我捏把冷汗！我無法想像她

的知識水準！就連TVBS的民調都還告訴

我們，撇開支持「維持現狀」的民眾外，

支持和中國統一、追求台灣獨立的民眾都

各佔了二十幾個百分比！這種深具錯誤觀

念又忙不迭「推己及人」的行徑，真令人

不寒而慄！而更可怕的是，選擇「維持現

狀」的人，根本不知道這個選項的意義，

世上可有一個「現狀」讓你此生此世都

「維持」之？外獨會在1992年發表一篇文

章指出：如果誰能讓地球停止運行一秒

鐘，我們就同意「維持現狀」是台灣人正

確的生存方式；況且，當年反對總統直選

的幾位政治明星，今天不是一個個投入總

統大選或即將投入？請問他們可有堅持

「維持現狀」？倘維持當年的那個「現

狀」，他們今天也沒得選總統；當年反對

國會全面改選，如今依然據此痛斥李前總

統在執行民進黨政策的諸多政壇要角，他

們一個個不都在改選時大出風頭，或操

盤，或一嚐「一夫夜呼，亂者四應」的滋

味，他們又豈有維持當年自己口口聲聲要

維護的「現狀」？  

 
事實上獨立的政治實體→ 事實上主權獨立的國家→ 法理上主權獨立的國家  

 
 從蔣政權軍事佔領台灣迄今，台灣成為

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政治實體」，這個

政治實體害怕人民深知他的本質，遂厲行

高壓統治，製造冤獄無數，島上能人遭屠

殺者不知凡幾。直到李登輝前總統執行民

進黨的訴求，在 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

1996年總統直選， 2000年第二次總統大

選，此些創舉，都是在幫助台灣由「事實

上獨立的政治實體」提升為「事實上主權

獨立國家」。  

台灣不能加入聯合國的原因只有

一個，就是中國反對！ 

 「台灣不能加入聯合國的原因只有一

個，就是中國反對！」，這樣講犯了一個

毛病，就是雖清楚的認知中國可惡，但卻

把所有的衰事往他身上推，忽略了對內的

檢討，請問對於加入聯合國，島內的統派

願意嗎？島內的獨派對台灣定位的認知一

致了嗎？我們不妨來看近來幾份民調，研

考會 2002年 11月 25日的民調顯示，在獨

立、和中國統一、維持現狀的選項中，仍

有兩成的民眾願意和中國統一；同一年

TVBS在8月4日的民調則讓民眾在台灣獨

立、和中國統一兩選項中二擇一，雖然45

％民眾贊成台灣獨立，仍有30％贊成台灣

與中國統一，我們在怒指中國之前，應先

說服這百分之二、三十的統派；而在說服

這些統派之前，更應確定百分之四十五的

所謂贊成台灣獨立的民眾，要對相關的資

訊擁有確切的背景知識，而不是僅僅流於激

情的揮灑、動人的口號、哀傷的歌詩。 

 診療診療，清楚的診斷後，接著就是要

療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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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共識 

 近年科技進步，網路發達，資訊遞嬗，

可說十年銳於千載，可是為何我們還要討

論如何凝結「台灣加入聯合國」的國內共

識，原因無他，無非是：我們還沒有「加

入聯合國」的共識，甚至我要說，我跟主

辦單位對於這個題目都還沒有共識。基本

上，我認為題目應作：如何凝結「台灣加

入聯合國」的共識，而先不要冠上「國

內」一詞，因為單單是否該冠上這個詞，就

很值得關心台灣前途者好好檢討審視一番。  

 什麼叫「凝聚共識」？淺顯的來說就是

針對一個議題，你抒發，我表達，然後互

稱其是，互指其非，幾番忖度，修正調整

後，大家盡可能吸收、理解該具備的背景

知識，繼而奠基在正確的基礎上，思考可

行的辦法，也願意朝這個目標努力！若我

們意見不同，無法溝通還不打緊，更甚

者，情緒性的攻擊異己，不但講不出一套

理論，無法舉史實援引，自己還緊抱神主

牌，卻怒指他人不肯放棄神主牌；自己帶

著帽子卻頻頻給人扣帽子，您說，這樣台

灣會有前途嗎？  

 我為何認為題目不應冠上「國內」的共

識呢？因為台灣島上的仁人志士猶不曉得

這個國究竟指的是哪一個國家？這個問題

從十年前便困擾著我，去年有幸參加台教

會營隊，我便藉機請教景仰已久的黃昭堂

教授，我提問：「黃教授，請問台灣是不

是一個國家，在我認為它好像不是，但如

果不是，那與我們有邦交國的二十七個國

家豈不都是瘋子，因為他們竟然和一個不

是國家的『東西』具有邦交關係」？黃教

授語重心長的說：「你的問題就是我一世

人在努力的課題，我做個譬喻，以人來

論，如果你今天罵我不是人，我猶原是

人；但是以國家來論，如果全世界的國家

都不承認你，那你就不是國家，雖然少數

二十幾國承認你是國家，你等於是處在一

個『是國家』也『不是國家』的狀態」。  

 對於一個非法律系畢業的人而言，這樣

算是最容易理解的說明，我也據此堂而皇

之的駁斥一些統派；不過，過了幾個月我

又思考，那二十幾個邦交國所承認的國家

究竟喚什麼名字呢？  

「中國」？「中華民國」？「台灣

共和國」？ 

 「台灣共何國」是我們最引頸企盼、朝

思暮想的，不過，我們一定要告訴自己，

現階段她是不存在的（統派也說她不存

在，但統派是希望她永遠都不存在），而

答案究竟是「中華民國」抑或是「中國」

呢？恐怕得小心縝密的稍作思考，畢竟這

個年代已經遠離吶喊嘶吼的街頭激情，取

而代之的就是要具備能娓娓道來的論述功

夫，只有這樣，才能與異己凝聚共識。  

 提到中華民國及中國就不能不提中華人

民共和國，以時間來論，是先有中國，後

有中華民國政府的出現，繼而冒出中華人民

共和國政府。「中國」這個詞，近代視為一

延續秦、漢、隋、唐、宋、元、明、清，隨

時代推移，隨朝代更迭的「中土之國」，

大清帝國之後，緊接著就是所謂的「中華

民國」，就是泛稱中華民國之父的孫文推翻

滿清而建立的，這是改朝換代，也就是政

權、稱號的改變，而非從中國分離，獨立

建立一個新國家！在那時，你說中國大陸

是中華民國政府的領土，無人能持異論，

但在1949年10月1日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中

華人民共和國政府，12月7日蔣介石政權

在「敵軍追趕不及，我軍轉進神速」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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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下轉進了台灣後，一切都變的異常尷 尬，我們可以簡單劃分幾個時期來討論：  

 

 1912-1945 1949-1972 1972-2003 
舉世認為中

華民國統轄

範圍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但認定中華

人民共和國政府統轄中

國大陸者與日俱增〕 

台灣 

實際上中華

民國統轄範

圍 

中國大陸（並無包括台

灣，早在1895年起就簽
約永久讓與日本） 

台灣 台灣 

有關中華人

民共和國 
 建政後，努力與中華民

國在聯合國內中國正統 
成為中國的合法代表，

繼承中華民國在聯合國

常任理事國席位 

 

 1912年到1945年是所謂中華民國最神氣

的時候，因為此時中華民國就是中國的合

法代表，其領土實際上也統轄著中國大

陸；不過有一件事要釐清，在1895年時，

清國的代表李鴻章與日本代表伊藤博文在

日本下關（馬關）簽下「日清講和條約」

（馬關條約）中第二款明定，將台灣全島

及其附屬島嶼以及澎湖列島「永遠讓與日

本」。自伊時起，台灣開始接受日本統

治，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向聯

合國盟軍無條件投降（非向中華民國投

降）。聯合國最高統帥再指派中國戰區最

高統帥蔣介石接受日軍在中國戰區的投

降，台灣就是這種情形下，由蔣介石接

管。  

 沒有被人深思的是：這是一種軍事佔

領，如同當時美軍佔領日本、琉球、南

韓，蘇聯佔領北韓一樣，若其有領土變更

的效果，那今天日、韓兩國應該是美國的

領土，北韓也該是俄羅斯領土。  

 1949年到1972年期間，中華民國是處於

最弔詭的年代，因為它實際上完全喪失對

中國大陸的統轄權，它的統轄權只剩下台

灣，蔣介石於1950年3月13日在陽明山莊

演講〈復職的使命與目的〉時也坦言：

「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1949）終究隨

大陸淪陷而已滅亡了，我們今天都已成了

亡國之民」；很不幸，世界上的大國們卻

主張，中華民國仍是中國的合法代表，而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則是中國的叛亂體

制。譬如說1951到1960年間，在美國強力

運作下，中國代表權（中華民國和中華人

民共和國在爭中國的正統）擱置案一直通

過，印度及蘇聯意圖把中國代表權問題列

入議程的建議一直被否決，也因此，中華

人民共和國政府遲遲無法進入聯合國。

1960年的第十五屆聯大開會時，局勢開始

有了變化，贊成中國代表權問題擱置的國

家，僅比反對者多八票（42：34），美國

仍將賭注押在蔣政權身上，所以夥同日

本、澳大利亞、義大利、哥倫比亞五國，

提議將中國代表權問題列為需要三分之二

多數才能通過的「重要問題」，讓蔣政權

鬆了一口氣，繼續苟延殘喘十年。到了

1970年，國際上接納北京政權的聲音漸

增，當年的第二十五屆聯大在討論「中

國」的合法席位時，大會對「接納北京政

府，排除國民黨政府」的決議案，首度出

54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24期／2003.12.30 



新世紀聯合國獎徵文  

 

現贊成票超過反對票的局面（51：49），

不過此屬重要問題，需三分之二多數才能

通過。但無能者勢必無法被「勢」所擋，

事隔一年，於1971年的10月25日，蔣政權

硬生生被趕出聯合國，大會以七十六票對

三十五票通過阿爾巴尼亞決議案，由中華

人民共合國，取代蔣介石政權在聯合國的

中國席次代表權。  

爭中國正統的危險 

 1972年迄今，局勢明朗化，中華人民共

和國不但實質上統轄著中國大陸，在國際

上也被聯合國承認為中國的合法代表。換

言之，在這段期間，「中華民國在台灣」

這個體制，若還要向中國爭正統，或者說

自願成為「一中屋簷」下的一員，絕對會

被視為次等的、非法的中國代表，也就是

說，中華民國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爭中國

正統的過程由贏到輸，由合法代表變成非

法代表、叛亂體制（2003年7月2日台灣日

報陳儀深教授的綠色短評亦如是作評，他

的文章提及：台灣一方面沿用中國憲法，

一方面放棄「光復大陸」或代表中國的目

標，世界上連美國也只承認一中，遂使自

己陷入「地方政府」、「叛亂團體」的尷

尬地位）。  

 簡單看到這，我們可以回頭看看國內的

幾個派別，依本人淺見，可分成下列五

種：真正的統派，繼續叛亂的統派，維護

中華民國獨立派，改國號獨立派，建國基

本理論派，筆者願以幾個簡表細細分析五

種派別的差別及其思考上的謬誤在哪。  

 
派別 正〔統〕 繼續叛亂 中華民國在台灣 改國號 建國 

統獨屬性 〔統〕 〔統〕 〔獨〕 〔獨〕 〔獨〕 
對中華民

國的定位 
中國的叛亂政府 中國的叛亂政府 國家 已是國家 滅亡 

派別成員

的基本態

度 

與中國沆瀣一

氣，時時刻刻都

想回歸中國 

暫時捍衛這個叛

亂政府，終其尾

還是得回歸中國

 公投改國

號 
公投「正名」

台灣為一國

家，有朝一日

以台灣共和國

名義加入聯合

國 
代表人物 謝啟大 連宋馬 民進黨 部分獨派 部分獨派 
近期典型 新黨近期網頁資

料：現在我方應

當只提「我們的

一個中國」，而

不刻意提「中華

民國」，進一步

說明時則可表達

說，「我們的一

個中國政策承認

你們處於分治狀

態下」。 

宋楚瑜提出在一

個中國的前提

下，中共應尊重

中華民國的國際

發展空間，以

「兩岸兩席」的

模式共同參與非

政治性國際組

織，加強兩岸互

動，最後再以分

階段方式走向整

合。 

行政院發言人林

佳龍於 2003年 6
月30日表示，台
灣已經實際是個

主權獨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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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願嚴正的指出，中華民國若逕自以國

家自居，是於法不符，於理不容，於情不

合！這句話想必大家耳熟能詳，沒錯！這

是仿吳儀的口吻說出的，相較於吳儀的無

理之言，筆者這句話可是肺腑之言！一般

人很容易望文生義，看到中華民國的尾巴

拖了「國」字，便料想這定是國家無誤，

可是可能想過，河馬、海馬是馬嗎？山椒

魚是魚嗎？  

 連戰曾說他忘記借給伍澤元三千六百二

十八萬元，想必他也不知道聯合國的2758

（第2758號決議案），此決議案清楚紀錄

著：「大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

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

之一」、「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

切權利，承認他的政府代表為中國在聯

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

介石的代表從他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

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

去」。  

 這透露著什麼訊息？也就是說，從那一

刻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成

為中國，世界上斷交聲浪開始不斷，直到

2003年，只有二十七個小朋友和中華民國

維持邦交關係。  

 為什麼聯合國的決議案要作出「蔣介石

的代表」這個稱呼呢，筆者認為，彼時國

際上儼然認定：中華民國已經滅亡！宋主

席如果中文好一點，能理解「唯一」兩字

之意，便不會說出兩岸兩席這種話；若你

是中國會怎麼解讀，我中國貴為國家，你

台灣何德何能跟我平起平坐，列席並坐？  

 宋主席提出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中共

應尊重中華民國的國際發展空間，筆者認

為，這句話根本不成立！這句話講白應

作：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中國應尊重

「中華民國」這個中國的叛亂政府的國際

發展空間，請問這讀得通嗎？據聞宋某人

第一次考大學聯考時全軍皆墨，可是吾人

認為他國文抽辭換面的功夫還真是一流，

明明該用中國一辭，卻又刻意用中共來取

代，造成其長年閱讀宋友會手冊的徒子徒

孫只記得願以個人最高的生命情操，誓死

捍衛宋先生國家的地位，卻根本不思考，

那個國家是哪個國家？中國？  

 若台灣必須妥協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

還談什麼國際發展空間？言下之意不就叫

台灣不要努力加入聯合國，最好能多參與

一些政治性較低的國際性救援組織，讓台

灣乖乖扮演好買單的角色就行了！  

有利台灣的條約 

 許多人總習慣開羅宣言掛在嘴邊，近年

台灣在沈建德博士等人的奔走努力下，開

羅宣言無人簽字一事始獲得國人重視，楊

憲宏社長也呼籲國人要從正確的過去再出

發；況且，沒人簽署的開羅宣言發佈後過

了兩年日本才投降，足以證明這是戰爭時

一方對另一方的嗆聲，而絕非雙方同意的

和約；也因此，日後日本才需與四十八個

國家簽訂舊金山和約，其中第二條規定日

本放棄對台灣及澎湖群島一切權力與要

求；其中第二十五條規定，本約所稱盟

國，為已簽署及批准本約之國家。本約對

非本條所指盟國之任何國家，不給予任何

權力。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未

在四十八個與日本簽署的國家之內，所以

他們根本不能置喙；也因此，隔年4月，

日本才又與流亡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簽署了

「日華和平條約」，而在該條約中，日人

56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24期／2003.12.30 



新世紀聯合國獎徵文  

 

依然不表明領土的歸屬，僅聲明他們放棄

對台灣的主權。  

歷史教育之重建 

 有了清楚的共識，才需在「如何凝結」

上來傷腦筋，今天台灣最大的問題就出在

教育。有位教授打趣著說：「台灣的教育

不是沒有特色，台灣教育的特色就是沒有

台灣」。今天連許多自詡為台灣派的高級

知識份子都沒有正確的歷史觀與本土觀，

更遑論國際觀。曾聞有位教授在上大一新

生的第一堂課出了一道題目：二次大戰期

間，敵軍轟炸台灣，試問敵軍為何國？該

教授厚道，列出選項讓學生選擇，結果有

四十九位學生舉了日本，一位舉美國；教

授不死心，再讓學生舉第二次手，這一

次，連當初舉美國的那一位都投奔到日本

陣營去了，這就是我們的沈疴！  

 教育涵蓋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國民黨

很糟糕，殲滅各族母語，鄙夷台灣文史，

所以在台灣，可說沒有一流的學生學習台

灣文學、台灣語文、台灣歷史；一流的學

生被社會價值觀所迫，選填法律系、財金

系、醫學系、電機系等熱門科系。愛因斯

坦說，專家不過是訓練有素的狗，真是一

語中的；歌手豬頭皮十年前有首歌也這麼

唱著：若沒為台灣，阿博士是欲創啥？講

的正是對台灣前途漠然的高級知識份子。  

 全民若要有加入聯合國的共識，前提就

是大家要有「不通嫌台灣」的共識，化成

實踐就是使台灣人的子弟在求學的過程，

要更重視母語課程的學習及歷史觀的建

立，其中之佼佼者，尤應選填台灣文學

系、台灣歷史系（希望近年會成立）、台

灣語文學系，為台灣的主體性鞏固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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