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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灣之名：2002～2005

民視及自由時報評論集》新書

發表會討論紀要 
 

●陳雪琴／記錄整理 

 

 
 
時  間：2006年12月23日 (星期六 ) 

地   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402D

室  

主辦單位：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主 持 人 ：林玉体／考試院考試委員  

作  者：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

會董事長  

與談貴賓：  

 黃昭堂／手護台灣大聯盟執行召集人 

 吳阿明／自由時報董事長 

 李敏勇／詩人 

 

主持人：林玉体委員 

 很榮幸在此擔任主持人為大家服務，先

請黃昭堂主席發言。  

與談貴賓：黃昭堂執行召集人 

 我是七股鄉佳里鎮人，陳隆志教授是麻

豆鎮人，佳里和麻豆是隔壁村而已，台南

縣培養出陳隆志教授這麼有能力的人，令

人感到驕傲。過去我在海外長期從事獨立

運動，對台灣故鄉的觀念較深，凡事都以

台灣為想法。個人認識陳隆志教授有很長

的一段時間，對於陳隆志教授個人也有所

瞭 解 ， 陳 隆 志 教 授 做 起 事 來 非 常 嚴 謹 認

真，1960年代末期加入台獨聯盟後積極從

事外交工作。他在美國國會作證預先準備

的英文演講稿，其嚴謹用功的程度遠遠超

過準備參加考高等考試。回顧陳隆志教授

所發表的言論，以及1967年和他的老師拉

斯威爾合寫一本《台灣、中國與聯合國》

的專書書，至今仍是經典。陳隆志教授為

台灣無私的付出，讓我感到很驕傲，也是

身為台灣人的驕傲，這也是今天我要在此

慎重推荐他的新書的理由。  

 我比陳隆志教授還早出國留學，隨然我

從小就學習日文，用日文來寫文章仍然相

當辛苦。陳隆志教授應該只是從中學才開

始學習英文，他竟然可以和世界有名的教

授共同合寫一本很厚的英文書，實在令人

欽 佩 。 之 後 又 以 此 為 基 礎 ， 再 用 漢 文 寫

《台灣的獨立與建國》，我閱讀之後深受

感動，這本書真的可以用台灣話去讀一點

也不覺得困難。由此可見，陳教授不僅是

一位法學家，也兼具文學家的素質。以前

我在日本的時候，就把《台灣的獨立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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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 這 本 書 印 製 成 小 冊 ， 因 為 小 攜 帶 方

便，要在台灣內部流通也比較容易。  

 陳教授做任何事都很認真，講到學術研

究方面，他不僅在國內參與很多活動，而

且也在美國紐約法學院擔任專任教授。我

也曾在大學做過教授，只是一本講義用了

很多年都沒有變化。事實上，當教授非常

辛苦，不是只有準備上課的講義而已，還

需要指導學生論文，這比自己寫論文更要

花時間。陳教授不僅如此，還回到國內來

做研究，像他的國際法理論在台灣相當受

到肯定。  

 大家可能比較不會注意到國家主權的觀

念，如果是我會採取比較硬性的作法——

直接宣佈獨立，這樣台灣才有主權可言。

像陳隆志教授所提出的理論，主張國家主

權的建立是漸進式，亦即台灣從沒有主權

變成有主權的國家。此種理論見解對我而

言，比較沒有辦法完全接受，但不可諱言

此乃相當有前前瞻性的理論，不僅對台灣

有貢獻，對國際也有貢獻。特別是他所主

持的台灣國際法學會，網羅許多國內研究

國際法的學者專家甘願在其下工作，可見

他有學術領導能力，也能實踐他的思想。

讓人覺得跟隨他的腳步前進十分安心，也

讓我這個台獨的頭目願意乖乖地跟著走，

實在不簡單。在自由時報時常刊載他的文

章，以及民視每週都有固定的節目播出，

在在凸顯他的貢獻以及其在台灣社會有很

高的評價。  

主持人：林玉体委員 

 黃主席是七股鄉人，我是住在隔壁村的

將軍鄉人，麻豆我也很熟，我們的故鄉培

養出這麼多優秀的人才，讓我這個台南子

弟感到相當光榮。  

自由時報是全台最大報，在此感謝自由

時報刊載台灣國的理念，現在請自由時報

董事長來講幾句話。  

與談貴賓：吳阿明董事長 

 剛才提到自由時報是台灣最大報，其實

不盡然，只是發行量較大而已。以今年第

三 期 而 言 ， 初 估 如 果 自 由 時 報 發 行 一 百

份，中國時報才發行四十一點一份，再加

上聯合報的五十八點九份，剛好跟自由時

報相同。  

 平 心 而 論 ， 自 由 時 報 是 大 本 錢 、 小 生

意，一份報紙才收十元，與一碗麵及滷蛋

同等價錢。每一台價值五億元的機器高有

四公尺，這一類的機器自由時報在台北有

五 台 、 台 中 三 台 、 高 雄 二 台 ， 總 共 是 十

台。我想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時報和聯合報

跟不上自由時報的主因，因為自由時報的

作法是先買機器，再蓋房子、工廠，他們

卻是先有房子，再決定買機器，雖然他們

也想要和自由時報一樣可以一次印三張，

接著再印雙面彩色，但是一開始作法上的

差異，其後續的成果當然也不會一樣。  

 在座的各位年紀都比我小，我的祖先是

從唐山來到台灣，目前住在內湖高速公路

交流道附近已經十一代，我們連一個地號

都沒有搬走，台灣社會很少有這種情況。

我是第六代，上有五代、下也有五代，第

六代目前只剩下二個男人，正在競賽看誰

先走（往生）。我已八十多歲，過去統治

我的人是講日本話，後來的四十幾年，統

治我的人是講北京話，回顧過去我的一生

都是被統治，實在真可憐。  

 過去在台灣島內、外的人士，要求國民

黨要落實自由與民主，實際上他們一開始

並非主張呼籲台灣要獨立，反而是去日本

及美國留學的人才是主張台灣要獨立，而

且這些人自從開放回來台灣以後，台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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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才開始有人在講台灣話。  

 台灣已經成為一個可以自由演講及自由

思考的社會，我買自由時報是在民國69年

當初報紙的名稱是「自強日報」，主要的

內容不是介紹國防部就是宣傳救國團辦的

活動。我想要改名？遂有人建議我，只要

將「強」改為「由」就可以，現在「自由

時報」的名字就是這樣來的。不過，當時

我要將自強日報改為自由時報時還經過一

番波折。最初，國民黨執政下的新聞局不

敢作主，國民黨有人就打電話問我，自由

時報是如何自由？我回答是：真自由就是

自由。他認為我的解釋太過抽象，要我提

出 具 體 解 釋 ， 我 就 說 ： 「 非 常 自 由 的 自

由」。  

 最初，自由時報的總編輯是由國民黨中

央 黨 部 介 紹 來 的 ， 他 總 共 提 出 三 次 的 辭

呈，每次不是要求加薪就是跟我談條件，

在他第三次提出辭呈時，我想這樣繼續下

去不是辦法，於是就同意他的辭呈。他反

問我說，他辭職之後自由時報該如何繼續

下去？我就說我自己可以做，他認為我是

讀 日 本 書 的 人 ， 哪 知 道 如 何 下 報 紙 的 標

題？我回答說這還不簡單，只要把幾個小

字變成大字就可以了。  

我擔任總編輯之後，中央黨部的主任會

打電話來跟我講很多事，我的因應對策，

就是把它全部歸納成一項統統不見報，初

期辦報的情形就是如此。  

 我一向強調：一、不講「光復」，因為

台灣沒有光復，只有「終戰」；二、不講

「國語」，因為是「北京話」。  

 剛才黃昭堂主席提到自由時報刊載很多

陳 隆 志 教 授 的 文 章 ， 其 實 我 們 不 僅 是 刊

載，而是拜託陳隆志教授寫文章在自由時

報發表。至於，黃昭堂主席剛剛說，他的

文章必須要拜託自由時報才會刊，是因為

自由時報的自由廣場單元，每天投稿的文

章平均有一百多則，每天報紙的版面頂多

只能容納十二、三則文章，在這麼多好的

文 章 中 取 捨 是 相 當 困 難 的 一 項 工 作 。 所

以，如果黃昭堂主席或是在座的各位，覺

得自己的文章很好，刊載出來後對台灣也

有幫助，投稿之後一直沒有刊登的話，可

以直接寄給我。  

主持人：林玉体委員 

針對剛剛吳董事長所講的內容，我認為

可以將其整理成歷史記錄，也算是台灣歷

史的一部分。如果自由時報能經常刊載陳

隆志教授及諸位學者專家的文章，我相信

中國時報或是聯合國很快會從台灣消失。

因此，這方面值得我們繼續努力，本土立

場的自由時報才能超越中國派的報紙。  

與談貴賓：李敏勇先生 

 陳 隆 志 教 授 這 一 本 新 書 ， 時 間 點 是 從

2002年至2005年。這段時間我也常和陳教

授在自由時報寫專欄發表文章，今天看到

他的新書出版，內容包括關心台灣政治、

文化、國家等問題，感到很高興。  

 記得1993年我擔任台灣筆會會長時，陳

教授剛回來台灣沒多久，我就邀請他在筆

會 的 餐 會 中 演 講 「 台 灣 的 國 際 法 律 地

位」。從1993年至今十多年來，雖然台灣

政治現況有些變化，離我們希望的目標還

有一大段距離。  

 陳隆志教授「以台灣之名」這本書，乃

是探討追求台灣成為一個正常化國家的內

涵 ， 此 書 共 分 為 九 個 單 元 ， 從 修 憲 與 制

憲、正名及公投／國家認同為主要的論點

內容；台灣與聯合國、外交國際事務單元

等部分；以及內政、社會、經濟等單元皆

有探討；最後是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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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範圍非常廣泛。  

 一 般 人 常 以 四 個 「 W」 進 行 探 討 ， 在

此，我也用「W」將此書分為五個層面來

分析：  

一 、 What ， 此 書 的 論 述 內 容 非 常 廣

氾，討論台灣國家的問題相當深入。根據

最近很多機構所進行的一些調查，發現台

灣認同的比例一直在增加，不單是方法上

要求如何建立一個國家的問題，甚至包括

要建立什麼類型的國家，也不斷出現討論

的聲音，對此，我們應該不斷充實論述內

容。  

二、Why，為什麼要寫這些？我相信大

家都知道是愛台灣，台灣長期被統治，無

法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導致台灣人

民的人性受扭曲而社會無法朝向正常化發

展。政治一旦變得不真實，人活在一個不

真實的國家中，容易出現人格被扭曲的現

象，一旦此病沒辦法解決時，這一個國家

的國民當然也就無法成為正常化國家的國

民，進而發展出為了生存，願以扭曲自己

的人格作為交換，於是有人可以為了特定

目的，在政治上欺騙自己、欺騙別人，甚

至欺騙全社會。  

三、How，陳隆志教授愛台灣的方式就

是做這些事，不僅要提出論述，還要寫很

多文章，同時他在台灣要主持基金會的運

作，同時還要在海外奔走，在此書中都彰

顯具體行動的過程。  

四、Where，在什麼場所運動？陳隆志

教授的文章主題，是環繞在關心台灣發展

的主軸上，其運動場所不只在台灣，也在

全世界各個國家。  

五 、 When， 指 什麼時 候 做這些事？ 陳

隆志教授關心台灣的發展，其所推動的運

動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一個人無時無

刻都可以參與投入的工作。  

 由此可見，陳隆志教授是一位傑出的法

學家，同時他也是一位關心台灣國家發展

的學者。法律條文強調的是理性的思維，

但是政治要感動人必須要有感性的成分存

在。因此，為了擴大影響面，有必要將理

性與感性的要素結合起來。其實大多數學

者寫的文章都很嚴肅，陳隆志教授為了滿

足大多數讀者或聽眾的需求，不論在報紙

撰文及電視論壇上演講，無時無刻以感動

人的文體來寫，其內容及形式讓人感動，

更 重 要 的 是 除 了 感 動 之 外 ， 還 要 產 生 行

動。像這樣的學者不但有良心，還有長期

奮戰的準備，實在很難得，這是麻豆人的

光 榮 ， 台 南 縣 的 光 榮 ， 也 是 台 灣 人 的 光

榮。  

 事實上，任何台灣的運動需要建構一套

完整的文化論述，台灣人的生活普遍接受

經濟論述，台灣人可以拚命賺錢、繳稅支

持一個殖民統治的體制，而不管這個殖民

統治的體制，是如何地輕視台灣人？這就

是不具有主導掌握文化論述權力的結果。

因此，有些政治人物、國會議員，都接受

國民黨或是中國式的殖民統治體制所管控

的文化論述。譬如聯合報或中國時報社論

或批評，或多或少會影響很多民進黨人士

的路線和風格，雖然自由時報的發行數幾

乎是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加總的份量，看起

來 雙 方 勢 均 力 敵 ， 事 實 上 在 文 化 的 論 述

上，卻不盡然是如此，我想應該可以作為

解 釋 台 灣 發 展 陷 入 僵 局 、 停 滯 不 前 的 主

因。  

 如果台灣有百分之七十或七十五的人認

同台灣為主體的主張，超越過去認同殖民

統治體制者，我想台灣現今許多問題較能

解決，而部分認同中國的人想要興風作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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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比較沒有機會。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

支持台灣為主體的主張者，無法超過百分

之七十五，使得國民黨的支持者或是接受

中國殖民統治者，就會認為他們有機會重

新掌握政權，所以讓台灣陷入發展僵局。  

 總之，我們不僅要關心台灣的發展，也

要多買探討台灣未來發展論述的著作。假

如在台灣出版的論述都沒人買，而只會把

錢捐給政治人物，凸顯台灣社會仍有很大

改革的空間，這是我們在追求推動台灣朝

向 進 步 發 展 過 程 中 ， 必 須 克 服 的 難 題 。

「以台灣之名」是一本很有份量、很有內

容的書，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主持人：林玉体委員 

 大家要多多充實文化的內涵，尤其是對

台灣文化的瞭解，報紙每天都有很多人投

稿，如果沒有辦法被採用，也可以善加利

用每一次與親朋好友聚會的機會，好好宣

揚自己的理念。  

作者：陳隆志董事長 

我今天才知道原來1971年個人出版「台

灣的獨立與建國」能得到廣大的回應，我

想與昭堂兄在旁大力推展有關，而不是由

我的連襟許世楷先生所獨享。記得以前昭

堂兄是負責台獨聯盟在日本活動，而我則

是負責美國的部分，大家共同為台灣的獨

立 與 建 國 打 拚 。 在 大 學 時 期 他 是 我 的 前

輩，但我們接觸相處時間並不多，差不多

有一、二十年沒有接觸過。直到1991年美

冬夏令營舉行台灣人美冬大會，約有二千

多台灣人參加，當時遇到昭堂兄，他告訴

我說，我寫的書有個特點，就是用台灣話

及北京話都可以讀，聽到昭堂兄的勉勵感

到 高 興 。 美 冬 大 會 主 辦 單 位 邀 請 我 去 演

講，演講的題目是「台灣國際地位的進化

與退化——舊金山和約四十年後」，內容

就是針對四十年來發展的檢討，過去台灣

的國際法律地位未定，但是自台灣解除戒

嚴之後，才開始落實民主化與本土化，也

才有後來逐漸演進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

家。  

 記得當時昭堂兄反應過，既然你認為台

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那麼你就

躺在那裡好了，很多事情可以不用去作。

基本上，個人認為台灣雖然是一個主權獨

立的國家，但還不是一個正常化的國家。

台灣之所以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主

要可以從過去接受軍事佔領的地位，演進

到台灣人民可以自由表達意志並選出自己

屬意的總統，隨後才有在政治、經濟、社

會各方面的建設。從台灣演進的過程，彰

顯台灣已經成為一個國家的地位，台灣如

果 不 是 一 個 國 家 ， 怎 麼 能 夠 進 行 總 統 直

選？我們要將台灣建設成世界第一流的正

常化國家，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推動包括

正名、制憲、加入聯合國等以充實台灣人

的心理建設。  

 昭 堂 兄 是 手 護 台 灣 大 聯 盟 的 執 行 召 集

人 ， 希 望 能 繼 續 推 動 此 一 類 的 活 動 。 此

外，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是個人在1997

年回到台灣時所設立，從1998年開始運作

至2006年以來已經有九年的歷史，2007年

將屆滿十年。我記得基金會剛創立時，同

榮兄則擔任民視董事長，當時民視打算開

闢一個帶狀性的節目——「民視評論」，

民視總共邀請五位貴賓，週一到週五由每

人 各 負 責 一 集 的 內 容 ， 從 1998 年 開 始 至

今，最後只剩我和李鴻禧教授沒被改變之

外，其餘優秀的人選都有所變動，後來節

目名稱又改名為「台灣廣場」。最初民視

評論節目剛推出時，自由時報吳阿明董事

長則認為平面媒體需要此類訊息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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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與我商量，在自由時報也同步刊載。  

 自由時報與民視是我回到台灣之後，從

早 期 撰 寫 《 台 灣 的 獨 立 與 建 國 》 著 作 之

後，到目前希望主權獨立的台灣國可以正

常化，最後演進成為第一流現代進步的國

家。回顧過去這一段過程，我覺得自己很

有福氣，得到民視及自由時報的栽培，能

與大家合作共同為台灣國正常化而努力。  

 今天很感謝吳董事長到場勉勵，尤其是

和 蔡 同 榮 立 委 同 意 在 《 以 台 灣 之 名 ：

2002~2005民視及自由時報評論集》撰寫

推薦序。根據我以前對自由時報的瞭解，

今日首次聽到吳董事長的激勵，而能瞭解

經營自由時報的甘苦談。還好有自由時報

包括吳阿明董事長及創辦人林榮三先生，

他們對報業經營的投入與熱情，才能將自

由時報發展成為台灣第一大報。此外，自

由 時 報 也 出 版 「 台 北 時 報 」 （ Taipei 

Times），促使台灣的英文新聞部分能夠

脫 離 「 英 文 中 國 郵 報 」 （ The China 

Post）主導一切的時代，並呈現出不同於

英文中國郵報的報導特色。  

 據我所知，台北時報在美國對台灣問題

處理的態度相當關心，讓美國境內研究台

灣的學界人士，閱讀過台北時報的報導之

後，能夠產生族構的真實感，這是親中的

英文中國郵報所沒有的。有了台北時報可

做為研究的工具，讓我在美國時，透過網

際網路來閱讀台灣新聞，協助我在研究與

處 理 有 關 台 灣 的 議 題 時 ， 而 不 會 感 到 生

疏。由此可見，自由時報不僅對台灣貢獻

很大，而且又努力朝電子媒體部分發展，

成為推動台灣向前進步的一股強大力量，

相信在台灣人民爭取自由、民主、人權的

過程中，自由時報有一定的歷史定位與貢

獻。  

 我是1960年代到美國的留學生，剛才敏

勇兄曾提起1993年剛好黑名單解除，母校

台灣大學邀請我，就台灣的前途進行一系

列的演講，當時有機會認識敏勇兄，他剛

好擔任台灣筆會的會長。  

 記得1993年剛回台時，月旦出版社洪美

華董事長跟我說，過去《台灣的獨立與建

國》是禁書，很多人想讀也讀不到，既然

黑名單已經解除，應該在台灣找一個適當

的機會好好發表，因此才有後來一個完整

版的《台灣的獨立與建國》問題。後來我

再 度 回 來 台 灣 ， 發 表 《 台 灣 的 獨 立 與 建

國》時，國民黨的書局「中華書局」架上

排滿這本書，跟過去比較起來，台灣真的

改變很多，當時台灣筆會也把《台灣的獨

立與建國》選為台灣最暢銷優良的本土書

籍。敏勇兄給我很大的鼓勵，作為一位詩

人，他在自由時報刊登很多好文章，讓我

受益良多。  

 今日《以台灣之名：2002～2005民視及自

由時報評論集》的新書發表會，能得到各

位的指教，在此向各位致上最深的謝意。

個人常常接受邀請出國演講或參與國際研

討會，不在國內的時候，部分民視的節目

就得先預錄下來，而無法針對重要特定的

時事發展進行評論。因此，只能依據教育

性、啟發性的議題去發揮，這些是我不斷

思索發展的課題，對台灣未來的發展影響

很大，所以把這一部分也納入本書之中。  

 關心台灣的人雖然很多，但能否將愛台

灣的心集結起來，向正確的大方向邁進，

考驗著台灣人民的智慧與信心。什麼是正

確的大方向？就是台灣要成為一個正常化

的國家。台灣要成為正常化國家必須做好

三件代誌：一、制定台灣憲法，以台灣人

民 的 力 量 推 動 公 投 制 憲 。 國 家 正 名 憲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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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無論是修改或是制定憲法，即使國家

的 名 稱 很 敏 感 也 不 能 避 免 ， 台 灣 無 法 正

名，就會繼續受到中華民國招牌的束縛，

對內造成國家認同分歧，甚至影響台灣對

外活動的機會，無法參與國際事務。二、

不論是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及世界衛生組

織，我們都要繼續努力，結合國內外民間

及政府的力量，政府要有勇氣，以國家的

機器資源代表全民做正確的決定，而民間

配合政府的政策共同來推動。三、要成為

正常化國家，無論是要制定新憲法或是加

入聯合國，每一個台灣人民要有正常化國

家國民的基本素養與氣度。  

 在尚未有台灣憲法前，台灣國國民如能

展現出應有的氣度，在國際上也會受到肯

定。我認為身為台灣人悲哀的時代已經過

去，我們要將此悲憤化為力量，有困難就

克服，相信台灣國要做一個正常化、民主

自由、世界第一流的國家的美夢，一定成

真。  

主持人：林玉体委員 

 剛才作者已經做一個簡單的介紹，相信

在座的各位都讀過在自由時報發表的單篇

文章，現在將此集結成一本書，可以作為

保存及參考之用，而且可以流傳給其他的

朋友，我想是陳隆志教授發表此書最大的

目的。  

與會者：高俊明牧師 

 凡事要從自己做起，而參與者也要採取

具體性的行動，之前雖然多次提供意見給

陳總統，我們仍要不斷去進行。我在此提

出三項行動建議：一、寫慰問信。總統及

夫人遇此重大悲哀、苦難或是病痛，我們

全體人民要表達關懷及鼓勵，甚至在安慰

卡上，要求2007年一定要用總統的名義，

「以台灣的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二、

附帶陳教授親筆簽名的「以台灣之名」這

本書。三、附帶參加此次會議的貴賓簽名

簿。將此三項一併送給總統，讓他瞭解台

灣國民希望他在2007年一定要用台灣的名

義申請加入聯合國，更希望明天自由時報

上 可 以 刊 載 今 日 的 行 動 ， 讓 更 多 的 人 知

道。  

作者：陳隆志董事長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共有七本智庫叢

書，以此書封面最美，原本有邀請允晨文

化 吳 東 昇 董 事 長 ， 但 他 有 事 不 克 參 加 。

「以台灣之名」的書名是允晨文化廖志峰

副總經理建議的，而且題目是以分類來排

序， 不同 於之 前的 1998-2001年 「 新世 紀

的台灣國」以發表的日期排序，便於讀者

閱讀。  

與會者：羅榮光牧師 

 在文化中，和平經常是沒有公義且不分

是非對錯，而國民黨馬英九利用和平，要

跟中國簽署和平條約「台灣不獨，中國不

武」，將台灣主權出賣給中國，誰可以保

證和平？如果要和平，就要有公義；有平

等、公平正義及互相尊重，才有真正的和

平。台灣國家要正常化，也需要有信仰的

力量，大家共同來打拚。  

主持人：林玉体委員 

 陳總統受這麼大的壓力，台灣人應該要

給予鼓勵，而總統夫人受司法的折磨，讓

中國人欺負的這麼厲害，我們應該要表達

慰問之意，這是我們採取行動的時候。今

天 的 會 議 進 行 至 此 ， 感 謝 各 位 的 熱 情 參

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