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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宋會」的政治效應 
—— 政治大和解的一個重要轉捩點？ 

各有所謀的一場走調政治焰火秀？ 
 

●胡文輝／自由時報副總編輯 
 

 

時間：2005年2月24日   以下，是扁宋會這場大戲發生的經過、

效應、對台灣政局影響的分析：  地點：台北賓館  
[第一幕扁宋會的緣起] 主角：總統陳水扁、親民黨黨主席宋楚瑜  
 應從去年12月第六屆立委選舉結果談

起，民進黨進展二席計獲八十九席，但台聯

只獲十二席，泛綠陣營合計只一○一席，與

原先期望泛綠兩黨至少過半的一一三席，

落差太大。綠營在國會未能過半，扁政

府、謝內閣施政即受制國會，如泛藍國親

兩黨合併或緊密結合，所有政策及預算，

都將受制泛藍，扁政府亟思突破之道。  

結果：扁宋會後，兩人共同簽署十點聯合聲明 

效應： 

 扁宋會後，記者會上，兩人賣力共同演

出「大和解」戲碼，原應為男配角的宋楚

瑜，因男主角陳水扁太自制謙讓、委屈求

全，而配角則不但搶戲過度，激情演出，

有凌駕主角之態勢，主角反而淪為配角。  

 扁宋會大戲演的正熱絡時，分屬兩邊的

觀眾，則邊看邊罵，且愈罵愈大聲，這些

大都是原屬綠藍兩邊各自的堅定支持者，

尤其綠營的砲火更烈。  

 而這次立委選舉，同屬泛藍陣營的國親兩

黨兩樣情，國民黨笙歌慶祝席次大躍進，親

民黨黯然神傷席次大滑落。尤其，宋楚瑜敗

選已情何以堪，還要天天面對「何時與國民

黨合併？」的問題，乾脆跑到美國去，避

開國民黨的兼併壓力，思索翻身之謀！  

 在各自的政治盟友方面，民進黨盟友的台

聯立即破口大罵阿扁總統，親民黨盟友國

民黨則先冷眼觀看，也忍不住出言諷宋。  
 扁的一方亟思突破國親合，宋的一方謀求

翻身不被併，因此扁宋會就在各有所求、各

取所需之下，經過春節假期時，雙方幕僚數

度來回，最後談好條件細節，連扁宋會的十

點聲明都先擬好，兩人互推互就的成局了。 

戲評： 

 扁宋會滿場荒唐言，看戲者大聲罵翻天！ 

 扁宋會這場年度政治大戲的歷史定位將

是什麼？是「台灣政治大和解的一個重要

轉捩點？」，或是「各有所謀的一場走調

政治焰火秀？」，仍應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幕扁宋會臨場情況] 

 個人臨場表現方面，扁宋會後記者會

上，立委敗選後，被迫閃到國外，原已政
 以上，是扁宋會這場大戲，戲裡、戲

外，戲前、戲後的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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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氣息奄奄的宋楚瑜，好像頓時活過來

了，臨場淋漓盡致的演出，簡直好像吃了

大補丸，從「病貓」變成「活龍」，而阿

扁總統則臨場相當委屈求全，反而好像變

成在配合宋楚瑜演出。  

 最爭議的場景，就在宣讀扁宋兩人簽字

劃押十點聯合聲明共識後的記者會，宋楚瑜

不但強調「憲法一中」，還說扁宋會以中華

民國為最大公約數，與兩岸所謂「九二共識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意義相同，更說中

國制定反分裂國家法「是台灣逼出來

的」，而阿扁總統則除了宣示「中華民國

是最大公約數」，「四不一沒有」，更未

當場反駁宋楚瑜的論調，還對制憲正名表

示，對於制憲改國號的正名，因為得不到

立院四分之三的支持及通過，「不要再玩

自欺欺人的遊戲」。這一幕，看在本土派

眼中，抗議聲浪就如炸彈開花般爆開！  

[第三幕政治效應] 

 可分別從台灣主權與對中國政策效應，政

治版塊分合效應，包括立院的藍綠兩陣營分

合效應，縣市長選舉分合效應，軍購案過關

與否效應，監院人事是否解凍等層面分析。 

 第一，台灣主權議題效應。這正是扁宋會

聲明十項共識中，引起反彈效應最大的部

分，扁宋會強調的中華民國是最大公約數、

四不一沒有、改國號制憲正名不要自欺欺人

等等，堅持台灣獨立之路的本土派認為，這

是阿扁總統向「中」傾斜，投向泛藍主張的

「憲法一中」，對照於在扁總統帶領下，從

去年三二○總統大選、立委改選以來，一路

挺進推動制憲正名、建立台灣為正常國家之

路，扁宋會則是一項大撤退，因此反彈十分

激烈，多位獨派大老紛紛請辭資政、國策顧

問抗議，而且砲火持續延燒，綠營民進黨與

台聯的結盟關係，出現極大裂痕，甚至，「台

灣國父」與「台灣之子」兩代兩大本土領袖

李、扁，也在隔空叫陣。在在顯示本土派有

因扁宋會而路線分岐而分裂的極大危機。 

 第二，對中國的政策效應。扁宋會的政治

後果，也影響台灣因應中國制定反分裂國家

法的策略，中國的反分裂法，設定三前提，

授權解放軍採「非和平方式」對付，台灣

必須儘所有可能反對中國的法理併吞，但

扁宋會在台灣主權立場上的退卻，不但沒

有得到中國在反分裂法上有放緩、放軟的

善意回應，反而自縛手腳、進退失據。  

 台海穩定，建構在美台中大三角關係

上，即由美國嚇阻、中國軍武、台灣自衛

等「三力」平衡構成的。中國近年軍力擴

增，這個大三角漸失衡，美國這個三角的

大邊必須扮演更重要角色，台灣雖是小邊

也須加強防衛力，才可能再度平衡。因

此，台灣因應反分裂法衝擊，應從國際戰

略大三角為思考核心，不可侷限於國內政

治綠藍橘小三角，面對中國的策略上，才

能進退自如、軟硬兼施、剛柔並濟，靈活

運用小而強的特質優勢。  

 但是，觀察2月24日扁宋會到現今，扁

政府因應中國反分裂法的作為，大致可以

「舉棋不定」形容，其間，除了中國故意

遲遲公布條文內容、美國希望台灣自制等

外因，內部的扁宋會也是牽制因素。  

 因國內政治「和解」秀，以致未能在國

際戰略上掌握「先機」，這項政治後果，

主事者恐始料未及，而從這項政治後果檢

驗扁宋會效應，實在是失遠大於得！這即

使已是「後見之明」，仍值得警惕，當初

主導推動扁宋會的總統府、負責因應反分

裂法幕僚作業的國安會議單位高層，顯然

事前未將兩件事的輕、重，急、緩，及相

關連動效應，做好準確的損益分析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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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看來，仍令人捏把冷汗！  

 不過，由於中國14日悍然通過反分裂國家

法，竟將侵略台灣的企圖（非和平方式）法

律化，台灣人民發出最強烈的抗議怒吼，國

際文明社會也強烈譴責中國，扁政府一方面

藉勢造勢，在「團結抗中，反併吞！」的大

方向下，重掌台灣主流民意的大旗；另一方

面順勢扮演愛好和平卻受中國欺凌的角色，

向國際社會控訴，獲得國際的廣大同情。  

 而三二六的台灣百萬人民抗中護台大遊

行，在民間主動幕前發起、政府在幕後被

動呼應配合下，形成波瀾壯闊的團結抗中

反併吞、護台灣浪潮，堅持台灣主體意識

的主流民意，也因對抗中國而重新集結凝

聚，真是天佑台灣！  

 第三，軍購案是檢驗扁宋會的另一指

標。國會藍綠對抗而綠軍始終劣勢的局

面，軍購案即受阻於藍軍，無法在國會過

關，扁政府希望透過扁宋會，讓橘軍親民

黨不要跟著藍軍國民黨的死硬派走，打破

僵固之局，扁宋會十項共識中，雙方曾宣

示要增加國防安全的必要軍備力量，但

是，到3月底止，仍然只聽樓梯響，不見

人下來，親民黨立委仍與國民黨合作杯葛

軍購案，扁宋會未見到成果。  

 第四，監院人事案放空城問題。因泛藍軍

杯葛，新的監院院長、副院長、監委，全都

過不了立院關，讓「五權憲法」的五權缺了

一權監察權，這種五院被「剪」掉一院的情

形，從2月1日到今，已逾兩個月，就現行憲

法來論論，泛藍主導的立院，違憲之實，彰

彰明甚，但憲法中並無解決機制，各界也

莫可奈何；就政治信仰來論，則泛藍軍自

稱是孫中山的信徒，捍衛現行的五權憲

法，做的卻是剪掉五權之一，根本就是孫

山的偽信徒。泛藍如何背叛孫中山的五權

憲法，不必再細說，但扁宋會過了一個多

月，是否連這個不大不小的憲政僵局也沒解

決，大家自可檢驗宋楚瑜是否有和解誠意。 

 第五，政治版圖變動問題。扁宋會後，

政治人物個人，扁有失、宋有得、連受

損，扁的失，看獨派大反彈即知；宋楚瑜

則藉著扁宋會，延續進入黃昏的政治生

命，下屆總統大選仍待機而動；連則因宋

獨走，連宋合、國親併，均已成明日黃

花，政治生命也走入黃昏。  

 就政黨陣營而言，泛藍方面，宋楚瑜在扁

宋會後，雖遭深藍民眾反彈，但親民黨卻藉

此才真正擺脫被國民黨歸併的命運，國民黨

則「召親」壯大、穩定泛藍在國會過半的

策略，則的確在扁宋會後才告破滅；泛綠

方面，民進黨與台聯的緊密合作關係，因

扁宋會的拉力而變形，未來民進黨與台聯

的競爭面將加大，合作面則將相對減少。  

 而就泛綠與泛藍兩陣營整體面觀察，是

否政治版圖因扁宋會而發生消長變化？但

從各種情勢觀察，都未顯示扁宋會有造成

綠藍版圖大移動的動因，只是各陣營內部

此消彼長而已。  

 至於最近傳出因扁宋會，民、親兩黨之間

可能在一些縣市長選舉合作，以及國、親

之間縣市長提名整合泛藍時，因而更困難

的說法，絕大部分不是事實，這些地方上

分分合合，主因是派系及個人政治利益，

有沒有扁宋會都一樣，不可牽強附會！  

 總評扁宋會，這場政治焰火秀之後，仍

將是夜空！雖曾照亮少數一、二人於一

時，卻留下太多爆竹的碎屑等汙染物，待

清理掃掉。「政治大和解」或稱台灣各族

群的「共生和解」，必須從基礎做起，時

時在心，而不是三百六十五天中，三百六

十四天搞對抗，一天放個和解焰火秀。◎  中 

116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29期／2005.0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