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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台灣大選投票結果，民進黨的陳

水扁總統以不到三萬票的比數勝出，蟬聯

成功，雖然險勝，卻是泛藍的國親不可承

受之重。經此一役，本土政權的「政黨輪

替」工程正式完成，掌控台灣達五十年的

中國國民黨不再具有主導力量不說，可能

從此「翻身」不再，甚而是不是有機會

「再起」都大成疑問。  

 2000年大選，代表中國國民黨參選的連

戰儘管敗下陣來，卻可以把責任委之黨內

分裂，遂而使陳水扁有機可乘，但2004年

連戰收服「出黨」的宋楚瑜合成「連宋

配」，以2000年的六成選票自以為能一舉

取回政權，國親「躺下來選」即能致勝，

2004年大選的容易宛如「反掌折枝」。殘

酷的現實不僅打斷連宋二人的「總統

夢」，準備「分疆裂土」的藍色軍團期望

頓 失 ， 四 年 「 反 扁 」 的 激 越 頓 然 成

空……，種種「敗選癥候群」的浮出，對

泛藍而言，還是小焉者，真正不能接受而

絕望的是，蔣氏父子建構的「黨國體制」

是不是因此瓦解？本土政權的「去中國

化」會不會進一步發展而使「中華民國」

連根拔起？  

 在這種「亡黨亡國」的集體意識之下，

敗選的連戰與宋楚瑜在投票揭曉後，以

「選舉不公」、「當選無效」的說法成功

煽動支持者出來抗議、示威，其他的諸如

「假造槍擊案」、「廢票過多」以及「作

票」的訴求，不過只是藉口。從國民黨的

競選總部移師到總統府前的群眾，飲恨落

淚的高唱〈國歌〉、〈梅花頌〉，手揮國

旗、不斷高呼「中華民國萬歲」，透顯的

正是支持者為中國國民黨「召魂」的急

切。  

 連戰與宋楚瑜發動群眾運動，至少有

「最低」與「最高」兩個目標：「最低」

是要脫卸「敗選」的責任，在「以拖待

變」下保持領袖的地位；「最高」則是

「要求驗票」以推翻大選結果。問題是，

連宋所指控的「槍擊案是自導自演」，

「作票疑雲」以及「廢票有問題」，沒有

一樣有確鑿證據，其操作手法是把沒有明

證的「懷疑」—— 最多不過是「合理懷

疑」—— 無限上綱到「真實」，然後以此

沒有實證的「虛構」當成「事實」，藉此

燃起支持者失敗後蘊積於胸的「鬱結」怒

火。  

 挾群眾以自重，連宋其實是想發動「政

變」來改變選舉結果，從3月20日到27日

的七日抗爭，也可說是「七日政變」。最

後陳總統召開記者會，疾顏厲色的痛斥，

並且施展鐵腕，一舉解除群眾的示威。回

顧連宋「政變」之所以失敗，缺乏正當性

與合法性之外，最主要的是沒有實力做後

盾，「虛內務恃外好」的「一廂情願」，

不以敗亡告終，鮮矣。連宋把最大的希望

寄在美國政府，尤其3月20日票開出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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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白宮沒有在第一時間致賀，使連宋誤

判，以為美國不挺扁。為此，連宋召開國

際記者會控訴選舉不公，然而在國際記者

的反詰下，既提不出實證，明明操弄群

眾，又不自我承擔。有記者以「驗票結果

無誤，連戰會不會召回群眾」為質，連戰

竟而以他不能控制自發性的群眾為答。開

國際記者會沒有收到效果，反而有反效

果。國際重要媒體除CNN的記者齊麥克

或可能因為「立場」問題而不公外，基本

上都質疑連宋，美聯社新聞就指稱：「總

統挑戰者無法提供任何確切的大選投票的

舞弊證據。」國際媒體的反應可見一般，

尤其愈到後來情形愈明顯。  

 投票後的群眾抗議即引發「暴力事

件」，一直到大遊行前皆然。國親立委，

尤其是親民黨立委可說此次「暴動」的先

鋒，比如親民黨立委邱毅在開票後公然率

眾攻打高雄地檢署，甚至公開宣稱這是

「革命」，從而揭示此次群眾運動潛藏的

危機。真要「革命」，最好的是「軍事政

變」，總統府前的群眾有人亮起「請國軍

官兵勇敢站出來」的布條，甚至將官級退

役成為親民黨立委的顧崇廉，根據媒體人

的指稱，貼大字報號召：「軍人可以自選

總司令」，此外小道消息傳言不斷，暗示

軍警脫下制服進場助陣。問題是，台灣在

前總統李登輝十二年執政，陳水扁四年執

政下，「軍隊中立」已見成效，要軍人

「揭竿」，是異想天開、痴人說夢。重點

是，經此一役，「軍變」的可能已成泡

影，台灣民主基礎的穩固，可見一斑。  

 連宋「輸不起」而「搞暴動」，即使一

向支持泛藍的「兩大報」，基本上譴責的

多，支持的少，與2000年陳水扁初登大位

時政媒聯手發動「罷免案」相比，就知道

「媒體政變」也失效了。更重要的是，台

灣社會已成熟到不容連宋以群眾運動做

「翻本」的籌碼，一向挺藍的「兩大報」

都一改故態，批判多於支持，原因當然複

雜，最大的因素怕因此使泛藍年底國會重

挫，甚而阻擋了國民黨籍的台北市長馬英

九「更上層樓」之路。  

 真正使國親「政變」難以為續，終而宣

告落幕的，有外在、內在的原因。歸結而

言有四： (1)中選會依法公告「陳呂配」

當選； (2)美國白宮賀電； (3)中共的嚴辭

恐嚇； (4)陳水扁召開記者會，展現「強

勢領導」的力量。  

 3月20日國親利用集結的「人氣」要發

動五十萬人的大遊行，事先傳言紛紛，尤

其「流血抗爭」更聳動聽聞，親民黨立委

有人要開堆土機鏟除總統府、有人寫好遺

書要「與爾偕亡」、有人要冒穿民進黨Ｔ

恤，製造事故、擴大衝突……，林林總總

不一而足，呈現「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

張。  

 大遊行前夕，中選會依法公布「當選公

告」，國親立委多人率眾要推倒公署，暴

發「流血」事件，群眾＋暴力＋違法，全

國譁然，也迫使國親公開道歉。官方正式

的宣告，陳水扁當選已然確立。接著白宮

的賀電不但恭賀陳水扁連任，更直指體制

外抗爭的不當，強調「拒絕以法律途徑以

外的方式來解決（他們的）分歧。我們拒

絕號召暴力之舉，這種號召威脅了我們和

台灣人民所信守的民主原則。」而白宮發

言 人 包 潤 石 更 不 假 辭 色 的 「 譴 責 」

（condemn）使用暴力；其挺扁反連宋的

姿態，使「告洋狀」的連宋頓失憑藉。巧

不巧的，中共適時的又出言恫嚇，指東道

西的說「如因台灣局勢失控，造成社會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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盪，危及台灣同胞財產安全，危害台海地

區的穩定，我們將不會坐視不管」云云。

國內、國際及兩岸的發展注定終結連宋的

「七日政變」。  

 三二七遊行並沒有節外生枝，也沒有任

何意外。當晚九時，陳水扁召開記者會，

語調鏗鏘的不假辭色，除了反駁泛藍的諸

種說法毫無根據，願意接受任何方式的檢

驗以證實泛藍指控的無稽，並且嚴詞抨擊

連宋招徠群眾卻不能帶開的不當、斥責盤

踞總統府前達七天的群眾已超越容忍限

度、三次點名台北市長馬英九負起責任、

重炮轟擊台北市不可以有「一國兩制」。

陳水扁展示「強勢領導」的風格，顯示總

統之為總統的權威，同時也為四年的執政

定調。  

 隨著「七日政變」的落幕，民進黨終於

完成「政黨輪替」的民主進程，「陳水扁

時代」正式揭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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