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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戰於野 其血玄黃 
—北高直轄市的選前與選後 
 

●金恆煒／當代雜誌總編輯 

 

 

馬英九大敗 陳水扁大勝 

 北高兩直轄市的市長及市議員選舉，在

激 烈 的 浴 血 之 戰 後 ， 維 持 南 綠 北 藍 的 格

局。陳菊險勝中國國民黨的黃俊英，民進

黨在高雄市繼續執政，郝龍斌擊敗民進黨

的謝長廷，北市沒有變天；這次選舉是政

黨輪替之後最關鍵的一役，關係到2008年

的總統大選，也關係到藍綠兩個政黨內部

勢力的消長。  

 就 藍 營 而 言 ， 親 民 黨 的 宋 楚 瑜 只 拿 到

4.14％的選票，不只是親民黨泡沬化，而

是 宋 楚 瑜 徹 底 泡 沬 化 ， 難 怪 票 開 出 來 之

後，宋宣佈「退出台灣政壇」。藍營「救

世 主 」 的 國 民 黨 黨 主 席 馬 英 九 可 說 「 大

敗」，即使形同「中央日報」的《中國時

報》也公開論斷。親民黨的邊緣化，原有

利於國民黨的整合，然而由於馬英九大敗

後權威陵夷，反而使黨內的「反馬集團」

有操作的空間，2008年大選的角逐，增加

了極大的變數。  

 至於綠營，雖然陳菊只以一千一百一十

四 票 取 勝 ， 保 住 高 雄 市 就 跌 破 外 界 的 眼

鏡 ， 尤 其 在 「 大 環 境 」 極 端 不 利 的 情 況

下，高雄市的勝出，是綠營「止跌回昇」

的開始；所以馬英九「大敗」，相對應的

是民進黨的「小勝」。大家沒有注意到的

是，陳總統的「大勝」；國際重要的媒體

如《新聞周刊》、「美國之音」、BBC等

都認為陳水扁大勝，這才是這一役最重要

的意義。  

 換句話說，陳水扁的「大勝」對應馬英

九的「大敗」，是這場關鍵性戰役的關鍵

處。這一役的勝負，影響到接下來的立委

選舉以及大選，換句話說，北高市長改選

→ 立 委 選 舉 → 大 選 是 三 場 戰 役

（ battle）， 連起來組 成 了台灣最重要 的

誰主浮沉的「戰爭」（ war）。北高市長

改選之所以成為兵家必爭，就在於哪一方

取得首役勝利，哪一方在世紀大戰中就取

得了贏面。   

綠營內拉下陳菊的政治計算 

 北高之戰，民進黨處於極端劣勢，尤其

陳 總 統 陷 入 「 國 務 機 要 費 」 的 政 治 漩 渦

中，藍營政黨與藍調媒體的「兩報三台」

（《聯合中國》兩報，及TVBS、東森與

中天），極抺黑之能事，第一家庭被「鬥

臭 鬥 垮 」 ， 陳 總 統 的 權 威 受 到 極 大 的 挑

戰。不只黨內有新潮流系要對扁宣戰，綠

營內部也有所謂「親綠學者」的〈七一五

宣言〉，要扁下台，而由退黨的前主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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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與藍營／馬英九聯手搞反扁的運動，

整整鬧了四個月。用陳師孟的分析，罷免

案、親綠學者到施明德的「紅軍」是「倒

扁」的三部曲。然而，真正致命的一擊，

是 陳 瑞 仁 檢 察 官 對 「 國 務 機 要 費 」 的 起

訴。  

 從「罷免案」到「紅軍」的「反扁」，

目的就是迫陳水扁提前下台；不過受限於

「罷免」的門檻，藍軍的「三罷」以失敗

告終，並不意外，倒是綠營內部兩股勢力

的操作，才是關節。一個是以李登輝為首

的「第三勢力派」，一個是以新潮流為首

的「破壞派」。陳瑞仁檢察官非要起訴陳

總 統 ， 背 後 有 沒 有 李 登 輝 的 影 子 ？ 「 三

罷」提出時，台聯還揚言支持；這段公案

不見得不能大白。重點是，李登輝非要羅

志明參選高市市長到底，目的很簡單，就

是要拉下陳菊的票；以高市藍綠五五波的

基本盤，羅志明的摻一腳，絶對可以讓民

進黨敗選。台北市因為選民結構以及「黨

國」體制的「政治生態」，民進黨要贏很

難。一旦北高兩市全輸，組「第三勢力」

就有了空間。  

 更值得觀察的是新系。陳瑞仁一起訴，

與新系連成一氣的行政院長蘇貞昌準備辭

職，並且希望「三罷」時，開放十五席立

委進場投票，目的也很清楚，就是迫扁下

台。經過黨主席游錫堃的積極斡旋，蘇貞

昌打消辭意，開放投票自然中止；陳總統

以「一審定罪就下台」做為妥協的條件。

而其中另有轉折，就是台聯受到選民壓力

而改弦更張，在「三罷」上恢復中立，即

進場投廢票，故而，即使新潮流十五席加

入罷扁，也成不了事。  

 重點是，李登輝與新潮流有志一同，要

讓陳菊落選。陳菊是新潮流系成員，可是

新潮流一路上扯陳菊後腿，先是林濁水、

李文忠雙雙宣佈為抗議民進黨中評會保扁

而辭卸立委，接下來羅文嘉隔海砲轟一手

培植他的陳總統，洪奇昌先是宣稱放寬中

國投資上限到60％，甚至在中常會中故意

拿自殺率來抨擊執政。新潮流以「細密操

作」出名，那麼，為什麼在投票前一再出

招？每出一招就使陳菊好不容易拉抬的選

情急遽下降，難道不是刻意為之？  

 高 雄 市 選 舉 ， 在 綠 營 內 部 兩 股 勢 力 的

「逆勢」反輔選之下，陳菊還能以一千一

百一十四票獲勝，顯示了綠營選民集體意

識的表態。不只台聯的羅志明選票壓縮到

只剩六千多，比上屆執意參選的施明德得

票（八千多票）還少，台聯市議員也只剩

一席，可以說被民進黨徹底擊潰。不只台

聯倒地，藍調媒體、紅軍／施明德以及無

論「親綠學者」與新潮流全部心勞日拙，

賠了夫人又折了兵。  

預示馬英九 2008 年亮紅燈 

 當然，最大的敗軍是馬英九。把陳總統

打成「貪腐」，把支持民進黨的打成「保

皇派」，挾「三合一」勝選的餘威，台北

市既唾手可得，一舉拿下高雄，即使「特

支費」案遭起訴，憑著馬個人光環與取下

雙城實力，誰奈他何？馬英九在選前拋出

「信任投票」的戰術，一方面表示是對貪

腐民進黨的「不信任投票」，另一方面是

對自己涉嫌「特支費」貪瀆之清白與否的

「信任投票」，結果大大的打了馬英九的

耳光。高雄市民對陳總統投下信任票，對

馬英九投下不信任票；即使「黨國」老巢

的台北市，國民黨的選票也大大流失，與

上屆相比，得票率少了25％，掉了十八萬

票之多；過去投給馬英九的票大幅萎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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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不能說「信任縮水」？  

 開票之後，馬英九仍不願面對敗選的結

果，宣稱「平盤」，甚至還說「北高得票

率沒有增加，市議員席次卻增加」云云；

這是馬死不認錯的一貫嘴臉，卻經不起檢

驗 。 國 民 黨 在 高 雄 市 的 議 員 確 實 增 加 五

席，卻是吃掉親民黨的席次，從北高兩市

議員的席次消長來看，藍營比上屆掉少一

席，綠營卻增加三席。馬說市議員席次增

加 ， 完 全 打 胡 說 ， 反 而 彰 顯 了 馬 英 九 面

子、裡子全輸的現實。  

 民 進 黨 北 市 市 長 參 選 人 謝 長 廷 起 步 甚

晚，在藍 軍大 本營得 票 率 40.89％ ， 比 上

次李應元的35.89％，多了5％，黨內咸認

雖 敗 猶 榮 。 經 此 一 選 戰 ， 謝 反 而 聲 望 雀

起，駸駸然有爭逐大位的機會；民進黨內

的「四大天王」有重新排序的可能。尤其

陳總統親自介入高雄市的選戰而且得勝，

一旦「國務機要費」的難關渡過，陳總統

的重量勢必增加，下一步如何走，值得觀

察。  

 比起來，藍營內部的鬥爭，其實更甚。

立法院長王金平號稱泛藍「本土派」的領

袖，馬英九領軍的敗北使「反馬集團」聲

勢更熾。馬英九交卸市長職位，只剩下光

棍黨主席，失去最能作秀的舞台不說，擔

任 過 新 黨 主 席 的 郝 龍 斌 不 見 得 唯 馬 命 是

聽，到時候是馬英九求郝而不是郝求馬。

馬的處境唯艱。  

 更重要的是經北高市長之役，馬英九的

神話徹底破滅。馬英九的行政能力即使藍

營大老王作榮也當面詆斥，選完藍調媒體

《 聯 合 報 》 刊 佈 縣 市 長 施 政 年 度 調 查 報

告，所有縣市長中，台北市長馬英九的滿

意度下滑最大，達十二個百分點以上，跌

幅 第 一 ； 而 馬 的 政 治 判 斷 極 其 低 下 ， 從

「三罷」到支持「紅軍」之亂，馬原形畢

露，甚至好不容易培養的「不沾鍋」的道

德形象，因「特支費」而破產。  

 馬英九的最大罩門原在「終極統一」，

現 在 破 綻 一 一 出 現 ， 2008年 大 選 尚 未 開

打，而敗象已露。  

 北高直轄市市長選舉的結果，預示了馬

英九大選的「紅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