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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家正常化的心理建設 
 

●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台 灣 長 期 受 到 外 來 政 權 戒 嚴 威 權 的 統

治，統治者一方面以政治性的手段，高壓

懷柔、軟硬兼施，消滅台灣本土意識，意

圖使台灣人不知道自己是台灣人、忘記自

己是台灣人。另一方面，外來統治者積極

推動大中國的黨化教育，以偏蓋全扭曲事

實真相，控制台灣人的思想，並灌輸台灣

為中國一部分的錯誤觀念，不但抹殺台灣

的 主 體 價 值 ， 同 時 也 是 造 成 族 群 關 係 緊

張、國家認同出現分歧的主要原因。  

 「生於斯，長於斯」，我們在台灣生存

長大，對所有居住在台灣土地上的台灣人

來講，台灣不只是一個地理名詞，台灣是

我們的國家，也是我們共同的母親。台灣

主體意識，來自於對台灣這塊土地的愛惜

感情、人民共同生活經驗的累積與個人理

想的實踐。我們強調台灣為主體的發展理

念及台灣人民有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就

是為了凝聚生命共同體的信念，營造無限

發展的機會與舞台。  

 落實主權在民的理念是形塑台灣主體意

識的途徑，鼓勵人民由下而上自由表達意

見，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探討，一方面彰

顯公民社會的力量，培養人民當家作主的責

任感，另一方面要發展共識、促進團結。台

灣人民由內而外，透過人民意志的探索，

確立主體意識的過程，不但要擺脫大中國

的發展思維與破除「維持現狀」的迷思，

而且要勇敢爭取一個正常化國家應得的權

益，確保台灣獨立國格的尊嚴，為台灣尋

求寬廣的發展空間。主權在民的實踐，就

是要起立而行，而不是坐而空談。台灣國

家正常化的工作─正名制憲及加入聯合國

─確實需要大家共同的參與及行動。  

 台灣主體意識的普及化，是在培養人民

深化台灣的國家認同、維護台灣優先、作

國家主人的理念。假使大多數台灣人具備成

熟的國家主體觀，以生為台灣人感到光榮與

驕傲，願意為自己的國家台灣打拚，為 台

灣人的福祉奮鬥，一定可以產生真大的勇

氣與力量、堅持走台灣路的意志，為台灣

成為世界第一流的正常化國家盡力貢獻。  

（本文播出日期2006年3月1日民視「台灣

廣場」節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