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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化國家國民的氣度素養 
 

●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台灣社會走過紛紛擾擾的2006年，正式

進 入 2007年 。 從 歷 史 演 變 的 過 程 來 看 ，

2007年對台灣有其特殊的意義：2007年是

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也是台灣解除戒嚴

二十週年。  

 「歷史是一面鏡子，也是一扇窗，它給

咱看到過去、現在與未來」。二二八事件

的 教 訓 ， 刺 激 台 灣 人 踏 出 追 求 自 決 、 獨

立、民主與人權運動的第一步。在海內外

台灣人犧牲奉獻打拚爭取下，台灣在1987

年終結長達三十八年的軍事戒嚴統治，打

開民主化的大門，而後續一連串自由化與

本土化的改革，則確立台灣主權獨立國家

的地位。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還不是

一個正常化的國家，內部存在真多不確定

的變數。因為沒有台灣憲法，台灣人民的

國家認同產生混淆，內部應有的團結力無

法凝聚，朝野政黨的惡鬥嚴重，國會議事

癱瘓，政治人物作秀爭取新聞版面等政治

亂象不斷發生，加上若干媒體扮演政治打

手、散播未經查證的假消息，阻礙國家向

前進步發展。  

 2007年對台灣來講是關鍵的一年。咱不

可因為一時的挫折而患得患失。咱要具備

向「似乎不可能」挑戰的信心與勇氣，掌

握國家發展的正確方向，繼續朝向正常化

國 家 的 道 路 前 進 。 制 訂 一 部 以 台 灣 為 主

體、表達國格與切合人民真正需要的台灣

憲法、落實國家正名憲法化，同時以台灣

的名義申請成為聯合國會員國，是政府與

人民繼續打拚的目標。此外，每一個人的

積極作為更是促成國家正常化發展的重要

動力。如何凝聚台灣國的國民意識、展現

台 灣 大 國 民 的 氣 度 ， 人 人 有 份 ， 人 人 能

做。咱要以尊重自己、也尊重別人為基礎

的人性尊嚴作為國家社會發展的依歸，再

以共同的歷史記憶強化台灣生命共同體的

國家認同，透過民主自由人權的核心價值

強化與周邊國家的睦鄰關係，進一步結合

與整合本土在地化與世界全球化的力量，

作為台灣人自我肯定、自我實現的動力，

以世界為舞台，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成為

全球公民社會重要的一份子，貢獻人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