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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上，台灣的定位必須確立為主權獨立國

家；為解決國內政治紛亂，在內部上，必

須制定新憲法，做為民主鞏固及深化的碁

石，這兩者正是民主與獨立交響曲的主弦

律，即民主與獨立如魚幫水、水幫魚般相

輔相成。但這首台灣的民主與獨立交響曲

至今仍是「未完成」，有待台灣人民共同

創作及完成，民主憲政體制才能稱做燦然大

備，台灣才能成為主權獨立的民主國家。  

 台灣正奮力掙脫中國的桎梏，為國家生

存及前途全力奮戰，以走出自己的路，成

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與各國平等相待、

和平相處，而國際壓力及國內爭議，也接

踵而至，形成內外雙重的「壓力與反彈」

都在升高的情勢。  

 這種內外雙重升壓的情勢，隨著總統大

選迫近，選情日益激烈而再加溫，使得台

灣處在一種政治高溫狀態，這種情境可說

是前所未有的，是危機，更是轉機，就看

台灣人民能否掌握歷史契機，在關鍵的時

代，以選票做出關鍵的正確抉擇！  

 公民投票、制台灣新憲、正名並確立台

灣為主權獨立國家，是構成台灣民主與獨

立交響曲的重要篇章，這三者正是民主發

展的一脈相承，也與台灣尋求主權獨立之

路一以貫之，而在關鍵的時代需要正確的

國家領導人，這三項正可檢驗總統大選藍

綠兩軍主帥陳水扁、連戰提出的國家大政

方針政見，檢驗他們是否站在歷史的正確

道路上，因為，如果選擇錯誤，台灣將被

錯誤的領導人帶向歧路，終將萬劫難復。  

 台灣現正走到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要看

清前路，就必須從歷史發展的長河檢視，才

能看清台灣的過去，才能看清台灣的現

在，才能看清台灣未來的選擇及前程方向。 

 從人民際遇歷史情境的視角，綜觀台灣

的發展歷程，台灣的歷史發展可粗分為三

部曲，第一部曲是台灣人民血淚交織的抗

暴史，第二部曲是以民主運動為訴求，要

求外來的國民黨政權還權於民，第三部曲

是鞏固民主與追求獨立自主。台灣已走過

歷史悲情的第一部曲，也走出外來政權桎

梏的第二部曲，邁入民主的大道，現在及

未來進行的，正是歷史三部曲的第三部——

民主與獨立交響曲。  

 綠軍爭取連任的陳水扁總統，2003年12

月10日獲得民進黨提名為2004年總統候選人

任之後，提出的「台灣民主正常化三部

曲」，這民主正常化三部曲為：一、2004年

三二○之後，終結國內政局亂象、化解兩岸

僵局，讓政黨競爭、兩岸關係正常化，二、

2004年底國會大選，終結國會亂象，讓行

政、立法監督制衡正常化，三、2006年「全 為因應台灣國際處境艱困的情勢，在外  

124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24期／2003.12.30 



時 事 評 析  

 

民公投，催生新憲」終結憲政亂象，讓台灣

成為一個正常、完整、偉大的民主國家。  

 泛藍軍國親聯盟推出的總統候選人連戰，

在11月15日於台南競選造勢時提出「新憲三

部曲」，連戰所提「新憲三部曲」是：第

一、朝野政黨於明年（2004年）2月前各自

提出新憲版本；第二、明年年中推動「公投

入憲」，在現行憲法增加公民複決條款；第

三、西元2005年初，將朝野研商的新憲草案 

，交付人民公投後，實施中華民國新憲法。 

 2004年總統大選綠藍對決的兩大主帥陳

水扁與連戰，各自提出了「三部曲」，俗

云，「不怕貨比貨，只怕不識貨」，只要稍

為比較陳水扁的「台灣民主三部曲」與連戰

的「新憲三部曲」，就可看出兩者雖都談

到公投、新憲，但是，兩者曲調不同、內

容有別，深入解析，更可看出扁談（彈）

的是台灣調，連談（彈）的是中國腔。  

 從台灣過去的歷史軌跡、當前的處境、

未來的發展願景，比較扁三部曲與連三部

曲，我們更可清楚了解，兩者實在是天差

地別，以下就依此解析：  

過去的歷史  

 台灣人民的歷史際遇及處境，十分坎坷，

三百年來，長期在不同的外來政權統治下，

從荷蘭、明鄭、清朝、日本，以及國民黨政

權，沒有一個是發自本土力量的政權，都是

外來勢力從外部進攻及軍事佔領，造成佔據

的事實，再統治台灣，台灣人民在長期受壓

迫之下，形成一種「出頭天」意識，堅忍不

拔，歷久常新，不因受到打壓、挫折而消

減，成為一項重要的、民間自發的歷史傳

承，至今這種出頭天意識仍不絕如縷。  

 阿扁的民主正常化三部曲，以台灣為主

體，建構台灣為一個具完整主權的新國家，

正代表著台灣人民歷史發展的出頭天意識，

也是具體實踐的時間表，雖然預料在實施的

進程上，仍會遭遇到種種風浪，但這代表

的是台灣人民歷來的宏願，縱使百折也不會

放棄，因為放棄，台灣就一無所有，歷代列

祖先賢，遠離中國桎梏，渡海來台，開疆拓

土，建立新家園，以尋求有一天能夠由自

己當家做主的心願，也將被一起埋葬！  

 連戰的新憲三部曲，則仍只是將中國舊

政權在台灣再做一次「橫的移植」，所謂

新憲，更只是舊憲換包裝，仍是在「一個

中國」之下的縫縫補補，並透過所謂二次

政黨輪替以奪回政權，因此，其三部曲只

泛藍軍中國意識的舊調重彈，沒有一點台

灣人民當家做主的歷史思維。而且，連戰

只把新憲三部曲做為用後即棄的選舉文

宣，達到宣傳目的後，即丟棄未再多談，

根本是虛晃一招，欺騙人民！  

現在的處境  

 在中國強權威脅及打壓之下，台灣當前的

國際處境十分險惡，常常被迫忍辱負重，以

維持生存發展空間，而被壓迫的現實遭遇

與歷史的出頭天意識，現正交織譜出時而

激昂、時而沉鬱的台灣交響曲曲調。  

 最近在國際、國內都引起風浪的防禦性

公投，最能聽出其間的激昂與沉鬱雙重競

奏，其間有刺耳的對抗反對聲，但也引起

人民愈來愈多的共鳴！  

 防禦性公投正是檢驗當今扁連的「試金

石」，陳水扁總統依據公投法的授權，決

定在明年3月20日併同總統大選，舉行防

禦性公民投票，表達台灣人民反對中國部

署飛彈威脅台灣、及不願接受中國統治，

這項決定緊扣著台灣民主三部曲，是一項

保衛台灣民主自由的正當必要作為，也將

成台灣確立主權的新開端。  

 連戰則對防禦性公投，一路走來，反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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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時說防禦公投會引發兩岸不安，引發

美國不滿等等，還在訴求明年三二○是選擇

戰爭或選擇和平之爭，威嚇台灣人民，這種

調子與中國對台威嚇的暗合節拍，完全沒有

回應台灣面對中國威脅步步進逼，必須以公

民投票凝聚全民意志，尋求突破；也完全忽

視台灣將被中國漸進式併吞統一的危機。  

 扁、連三部曲的實施進程比較，更可看

出扁三部曲是玩真的，為實踐而提出的，連

三部曲是玩假的，為選舉而拼湊的，連戰提

的第一張新憲支票，2004年2月之前提出新

憲版本，新憲何等大事，於今卻連影子都沒

看到，屆時不是跳票，就是找個手下中國

派的狗頭學者，隨便弄個版本交代了事！  

未來的願景  

 比較扁三部曲與連三部曲的終極目標，

就可看清他們有沒有提出台灣未來的願

景，及提出什麼願景。  

連的是「台灣的希望在中國」  
 從連宋死抱一中舊憲法，反對制台灣新

憲，反對台灣人民公投決定前途等，顯示

其終極目標是台灣與中國統一，他們的願

景就是「台灣的希望在中國」，無論經

濟、教育、文化等政策，都寄希望於中

國。所以，在他們的主張中看不到台灣的

大願景，只有依附中國的小願景。  

 連宋的「希望在中國」，是泛藍從蔣介

石獨裁時代起（除了李登輝時代），一脈

相承的，以台灣為復興基地、反攻跳板的

心態，台灣只是他們的路過，最終願景是

中國，不同的是，蔣介石還想「反攻復

國」，打倒中共政權，連宋卻只想擁抱中

國，形同漸進式投降。  

 為了化解陳水扁的連續質疑連戰的一個

中國政策，連戰11月20日提出「中華民國與

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主權獨立國家，簡化為

雙方為一邊一國，沒什麼問題」，但只要回

顧三天前即16日，立院通過要求中國拆除對

準台灣的飛彈決議案，因為泛藍軍不肯接受

在提案案文上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

國是互不隸屬」，決議竟因而鬧雙包，藍綠

各通過各的提案，因此連戰嘴巴說沒什麼

問題，但就是不落實在有效力的公文書上，

如立院決議、公投等等，因為這也正是中國

目前最反對的「法理台獨」，泛藍為了選舉

目前嘴巴講的口沫橫飛，但如果當選，什麼

台獨也是選項、一邊一國、不談九二共

識、不談一中各表，全部都不算回事。  

扁的是「台灣的希望在台灣」  
 從陳水扁總統過去早已提出的台海兩岸

是「一邊一國」，並提出2004年3月20日

舉行全民防禦性公投，以預防性防禦作

為，來捍衛一邊一國、互不隸屬的現狀，

11月17日並明白宣示，如果屆時中國以試

射飛彈等軍事演習威脅台灣，他過去宣示

的「四不一沒有」就沒有了，凸顯陳總統

捍衛台灣的決烈決心。  
 扁三部曲並以2006年為「全民公投，催
生新憲」的時間表，新憲實施日則預定在

2008年的下下屆總統就職時，扁的願景及實
踐的終極目標則都十分清楚，無論是對中國

的政策，或是內部公投制新憲等等，一切規

劃設計都是以台灣為主體，一切努力也都是

為台灣的未來前途，目前以防禦性公投捍衛

台灣現狀為先，再力拚選舉以求本土政權

能延續執政，防止舊威權勢力復辟，鞏固

台灣的民主自由，在當選連任之後再以公

投新憲，一方面解決目前拖住台灣發展力度

的憲政糾結及國會亂象，一方面凝聚全民意

志，由台灣民意趨向帶領台灣，邁向由人民

當家作主、民主自由、主權獨立的新國家。 

 從以上的分析，相信台灣人民會有智慧

的抉擇，投對神聖的一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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