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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主體意識的延續與發展 
 

●林玉体／前考試院考試委員、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文教人權委員會委員 

 
 
 

一、前言 

  主體性（subjectivity）是人之作為人的基本意識，但從人類歷史上來看，這種原本

應該天經地義式的認知，卻是歷經坎坷的災難過程，台灣就是最好的佳例。約一百年來

，台灣人不能當家作主，似乎變成不少台灣住民的「宿命」。日本及中華民國政府統治

台灣的時候，台灣即令精英才華不下於這些外來政權階級，但頂多也只能當「老二」的

份。是聽令的，是被指揮的。從而自慰式的滿足於此種卑躬屈膝情勢中。公元兩千年的

總統大選，標榜為台灣本土的民主進步黨取得大位，但台灣主體意識在文化、教育、新

聞傳播上未能有一套實際措施，加上掌權者也模糊於台灣主體意識的概念，有之，也欠

缺勇氣「直搗黃龍」；甚之還避之唯恐不及，深恐那是「地雷區」，稍一碰觸，會粉身

碎骨。陳水扁總統任內的黃姓教育部長就毫無忌諱的承認此種利害關係。八年的任期，

時間雖短，但只要能把握良機，也將為台灣主體意識播下種子。如今政權又再度輪替，

一個以反台灣主體意識為主要著力點的「中國國民黨」獲大多數台灣人民的票決支持，

台灣主體意識是否能延續與發展，實令人憂心如焚。 

  半世紀以來，台灣各層政治、教育、軍事、文化、經濟等組織，主管非「外省人」

莫屬，台灣人頂多當副手。有明顯台灣主體意識者休想分受一杯羹，不被囚禁坐牢，已

屬幸運。俟2000～2008年時，政府要津職務，台灣主體意識者可以上台亮相，但表現平

平，沒能勇敢直衝，快速的擴張台灣意識力道，著實可惜，卻也令人憤怒。馬英九超人

氣當選總統，內閣人選一一浮現；竟然是走回頭路，歷史重演，台灣人當老二的時代又

來臨了，這似乎對台灣主體意識的延續與發展，是個隱憂，也是一項警訊，更是逆流與

挫折。 

  台灣主體意識之推動，在過去數十年中處在逆境時，反而成果輝煌，雖然代價驚人

；處在順境時，卻有令人失望之憾。一言堂時代，台灣主體意識這種觀念是敏感的禁忌

，現在已可公然討論；但新內閣閣揆東吳大學校長劉兆玄竟然要求該校教授上電視評論

應有所節制，似乎言論箝制的日子重新駕臨。如果此種「勒令」也由馬英九所默許，則

實在有辱他的母校哈佛為保障言論自由所作的突出貢獻，也虧劉馬兩人皆在西方民主國

家的大學接受過教育。1916年歐戰方殷，美國雖未宣佈參戰，但舉國「反德情緒」高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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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學有一德籍著名心理學教授Hugo Münsterberg的忠誠度因而受到嚴重的質疑。一

校友名為George Winer揚言他願捐一千萬美金給母校，但條件就是把該教授解聘。幸而

校長Abbott Lawrence Lowell嚴辭予以拒絕。馬英九求學時代或許不知哈佛曾經有過這段

往事，遺憾的是台灣留學生有興趣於了解這種學術自由奮鬥史者不多。無學術自由，哪

有大學？什麼考量教學品質，都只是排除異己的偽裝而已。台灣先賢（認同台灣的先知

先覺者）在戒嚴時代都無懼於高壓了，相信東吳及其他大學的台灣主體意識者是不屈不

撓，勇往直前的。 

二、正反面的呈現 

  （一）深具台灣主體意識信念者或許不必心灰意冷，更不用氣餒喪志；須知當年的

奮鬥，內外環境，是如何的險峻。台灣主體意識者，包括台灣人及外省人（認同台灣者

），以生命作慘烈的代價，才換來了今日台灣值得驕傲的國際美名，即言論自由；自由

度擠身世界前茅，與最民主最開放的國家並列。今後台灣主體意識者如持之以恒，面臨

的挑戰相信不會比往昔惡劣。當然，關鍵之點是是否心已凍結，往昔的熱情不再。 

  馬英九留美，獲有博士學位，比起蔣家出身，當不致於重蹈當年戒嚴恐怖技倆。中

國國民黨這幾年來體質雖不變，但成員中具有民主、開放、自由、甚至台灣主體意識者

，比例上或理論上應該比當年為多。馬英九勤學台灣母語，選前又公開的承諾，台灣前

途交由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決定。這句本是台灣主體意識者的專利，如今已成政治人物

的口頭禪。台灣主體意識的烈士鄭南榕這個「外省人」，只要一上選舉造勢台上單單說

出：「我是台灣人，我主張台灣獨立」，就立即贏得歡聲雷動的掌聲，且群眾激動之情

，溢於言表，讚美聲久久不斷。戒嚴時代，只要說出上述馬英九及鄭南榕的話，毫無疑

問的，就立即有牢獄之災，甚至一槍斃命之虞，最少也有刑法侍候。馬英九也一再的聲

明，他願意重新調查林義雄家門不幸事件及陳文成命案，這都是台灣主體意識者內心最

大的痛。以政治魅力（charisma）來說，馬英九個人的偶像形相，或許不下於兩蔣，雖他

受過黨國教育及洗腦，卻不無尊重及包容的氣度與雅量。藍營明星式的政治人物中，他

是比較尊敬李前總統及陳水扁總統的。由此觀之，台灣主體意識處在馬英九掌權時代，

該不會比兩蔣時代更不利。 

  （二）「以豐厚的中國文化來補救狹隘的台灣本土意識」，馬英九這種偏執於中國

文化、蔑視或誤解台灣文化，確實是台灣主體意識發展及延續的致命傷。台灣師生如同

中國學子一般，長期以來飽受神化及美化過了的中國文化所薰陶，一代接著一代深深的

染於那種泛道德主義的醬缸中，而養成了自大狂妄的變態心理。台灣主體意識的學者，

應該肩負的時代使命，就是針對支那文化的真正面貌呈現於台灣學生面前，將孔孟思想

作徹底之分析與批判。二十世紀二、三十年時中國讀書人發起的「東西文化論戰」，的

確有必要在台灣重演，這是要有長期抗戰的心理準備的。最近去世的人權作家柏楊，對

中國歷史有極其精闢的解析及描述；歷史學家李筱峰的認識台灣史，更有必要人手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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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莊萬壽教授的《中國論》及《台灣論》，尤應為大學生的必讀書；近日台灣大學教

授李日章的《告別儒家》，頗有參考價值。台灣學生過去深受「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教

育的影響，對中國文化產生幾乎千篇一律的刻板印象，一談起中國，即不遲疑的與「悠

久文化」、「博大精深」、「愛好和平」詞句相連。其實那都是空洞、抽象、且不合乎

史實的欺騙性情緒文字，經不起冷靜、獨立、及客觀事實的檢證。至於台灣歷史的學術

研究，台灣主體意識者更責無旁貸。陳水扁總統執政時，享有優勢的行政權、人事權、

及財務權，對台灣主體意識文化研究、獎勵、與鼓勵，是有目共睹；政黨再度輪替後，

此種性質的措施有可能中斷。教育部五年五百億的經費，早就撥給台大專門鑽研儒家。

台灣文化在學術界先天上處於邊陲地帶，童養媳式的身分正在抬頭之際，此後將面臨虐

待的對待。但這也是考驗台灣主體意識者意志力堅定與否的試金石。堅持台灣主權獨立

的學術團體，尤其是「台灣教授協會」的成員，實在應義不容辭的承擔台灣文化的學術

研究責任。 

  內定的內政部長廖風德，宜蘭人，5月11日遽逝，號稱道道地地的台灣人，卻了無台

灣主體意識；但「外省人第二代」支持台灣主體意識者卻也漸多，這是足堪玩味的發展

。這位廖性人物當年以立委身份，在筆者就任考試委員前接受其質詢，他還算客氣的說

為何筆者為文認為鄭成功對台沒什麼值得歌頌之事。當然，以台灣主體意識角度言之，

鄭成功不只乏善可陳，且罪過頗深；一來他要不是三番兩次的「反攻大陸，解救同胞」

（反清復明），「草螟弄雞公」與兩蔣同一心態，台灣或許可能早就與支那脫離而成為

「國家」；二來，他若不來台灣，則台灣還能持續由當時舉世最文明的國家之一的荷蘭

繼續統治，則台灣主體意識之崛起，將指日可待。十七世紀的University of Leiden是最具

學術自由的名大學，聲望遠超過巴黎、牛津、及劍橋，畢業生來台擔任牧師者甚多，還

娶台女為妻，以大文豪Erasmus為名的船在台灣海峽走動，大教育家Commenius的理念以

及教科書幾乎被介紹到台灣來，嘉惠美麗島學子。本土化教育即將紮根，與現在教育界

熟悉的「校本課程」（School-based Curriculum）幾乎無二致，此種教育最足以培育台灣

主體意識的精神。對台灣史一知半解，那能有深厚的台灣主體意識，民進黨政府之為鄭

成功舉辦慶典，也著實令人費解。 

  此外，「我把你們（原住民）當人看待」這句馬英九在處理原住民糾紛事件中說出

來的心底話，台灣原住民若還未能有所醒悟，則穿酋長鐵甲、手執長茅，聲言「還我河

山」，要求「伙伴關係」，及「自治權」，都是徒勞無功的妄想。雖然馬英九的該句話

，他其後在正式場合公開道歉，但卻不誠懇的說出是「口誤」。盼望以心理學探討而自

豪者，特別是深悉弗洛依德心理潛意識分析者，能夠將此一案例作一番精彩的「真情告

白」。台灣原住民在台灣主體意識的表現上，褒貶互有，但大體來說，相對於客家及台

民，卻是薄弱的。不知原住民要經過多少次的人格侮辱才能憣然醒覺？這或許也應歸咎

於長年累月之中國化教育所產生的惡果吧！ 

  （三）培養獨立思考習慣這種民主式、開放式、及多元式的教育，本是台灣主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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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在教育哲學或理論中最顛撲不破的教育準則，遺憾的是在這方面，台灣教育在過去歲

月裡都視之為禁忌。學校教育偏重於短視的升學考試、機械式的作答、權威式的標準答

案，這是教育改革最為棘手的難題。學校教育造就出來的，是一大群既得利益者，他們

的保守心態最能符合戒嚴體制之下的執政黨要求。與公務人員及軍人一般，他們是「中

國黨」（中國國民黨）的鐵票部隊，也是深藍的死忠者，台灣主體意識的種子，除了少

數例外，絕少在這群人身上萌芽，卻多在非學校型態體制中產生。此外，民主鬥士在與

強權專制惡鬥時，是兇猛無比，殉道當烈士也在所不惜，火焚為自由的台灣英雄歷歷在

目。但弔詭的是他們在「外鬥」時一馬當先，在「內鬥」自己人時，也絕不手軟。「同

志」一有瑕疵，立即引來暴風雨式的批鬥，這是團結的致命傷，英雄主義及個人主義當

道，較欠缺顧全大局的深思熟慮。民主式的雅量與氣度，火候不足。造成家門不幸，卻

提供給敵方免費的舞台劇觀賞。親痛仇快的景觀，此種事例甚多： 

  （1）公務人員考科中的「國文」，出現「台語辭句」時，引起軒然大波，其中抗議

者，竟然不乏也具台灣主體意識的客家人士，他們振振有辭的要求也應把客家語辭擺進

去。此要求之合理性勿庸置疑，但考試之次數不只一次，此次考台語辭句，下次可考客

語辭句，稍安勿躁！何必猴急呢？ 

  （2）母語教學是台灣教育最大的痛，說母語的學子所受的凌虐遭遇，相信大家記憶

猶新。而母語中有原住民語、客語，這是共認無爭議的，台語呢？「台語」一詞一出，

圍剿聲如四面楚歌一般，其中一曲，就是哼唱客語者，他們認為客語也是台語，此事當

然有必要深一層釐清。自日治時期開始，「台語」一詞即已常用，中華民國來了，擔心

台灣意識抬頭，乃無所不用其極的打壓任何與「台灣」有關連的辭句，下令學生不可自

稱「台灣人」，只能說是「本省人」、「閩南人」或「福佬人」，「台灣」不見了。同

理，也不可說「台語」，只能稱呼該種話叫做「福建話」、「閩南話」、或「福佬話」

，「台灣」也消失了。「中國黨」這種政令，吾人可以理解，奇怪的是一些具有台灣意

識的客家朋友竟然也幫腔嗆聲，力斥「台語」被獨佔，還給個封號「台語沙文主義」。

究其實，主張使用「台語」一詞者，從來就極尊重客語，客語朋友難道不知打壓包括客

語在內的台灣語最兇殘的是誰嗎？如此的不分敵友，為虎作悵，想起來真令人心寒。閩

字含有歧視義，閩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被稱為閩南，是否也要台灣作為中國的一部份

才甘心。教育部推動母語教學，也因「台語」一詞傷透了腦筋，結果僵持不下，恰正中

了「大中國」心態者下懷，因為正好為拖延實施找到最佳的藉口。站在民主的立場，難

道最大多數的最大利益這種功利（效益）哲學，不是政治學界的主流之一嗎？「台語」

只有一種，即是數十年來居住在台灣最大多數人使用的「母語」；「台語」與「台灣的

語言」，意義迥異，不容混淆。前者數只一，後者則為多；猶如「中文」只一種，但「

中國文字」有數種，包括滿文、苗文等。但滿文或苗文本身就是滿文或苗文，卻不可說

「滿文」或「苗文」即是「中文」。「英語」只有一種，但「英國的語言」則有數種；

同理，「台語」只有一種，但「台灣的語言」則有好多種，猶如基金會董事長只有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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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有多人的道理？多頭馬車，內鬥已打消了一致對外的力道。大家應該同仇敵愾才對

，怎還同室操戈呢？心存以不見「台」為淨者，還能說是台灣主體意識的發揚者嗎？「

擱下」「台」的「主權」不論，最合乎反台灣主體意識者的口味，他們隔岸觀火，還竊

喜的為此事開懷暢飲，樂不可支呢？但我方陣營則已疲於同門交戰，身心俱疲，不舉白

旗投降也已傷痕累累了。這種不堪入目的鬥劇，不知還要續演多久？不見輿薪，但睹羽

毛，格局及眼界之小，難怪諸如馬英九者才會說台灣文化之偏狹。咎由自取，還要怪誰

啊！ 

  當然，中國文化之偏狹性，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剖析中國文化者的大工程，也是

艱鉅無比的任務。 

  （四）提升台灣形象。民進黨以「清廉」自持，這是2000年政黨輪替的重要因素之

一。與貪污腐敗的「中國黨」相比，更形突顯出台灣人民殷切的企盼。但表明不貪污者

，若未有貪污機會因而未有貪污紀錄，這不足以說明他清白。民進黨的要角，過去由於

無執政機會，因此也就沒有貪污的可能性，但這並不保證台灣主體意識者不會貪污；果

真一掌國家機器之後，人性的脆弱，立即暴露無遺。中國黨素以「無官不貪，無吏不污

」著稱，因此他們是貪污高手，技倆極其細緻，一旦下台了，他們是氣憤填膺，「噲呷

噲盹」。台灣主體意識者一「撈」到官位，各種「酒色財勢」的引誘傾巢而出，如加上

中國黨的設計，或原班公務人員暗中盤算好的陷阱或圈套，則東窗必事發。他們慣以在

朝時習於分贓，在野時卻以清廉百分百水平的「聖人」標準來苛求，炸彈式的爆料，大

傷台灣主體意識者在台灣選民心中的形象。台灣教授學會的創會宗旨，明確告知社會大

眾，是台灣獨立建國，但民進黨一執政之後，該會會員入閣者不少，如今囹圄度日，嚐

盡鐵窗之苦，更不用說其他官員了。2008年之民進黨下台這也是主因。台灣主體意識之

強調，萬萬不可因此傷害到台灣這個「母親」。 

  「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操守是普世價值，不可小視，總不可以「為求目的，不

擇手段」（Aims justify means）。難道凡主張台灣主體意識者，都可胡作非為而無罪嗎

？台灣人是無法諒解的，也是敗損台灣主體意識招牌的窮兇惡極巨犯，台灣國人是再怎

麼樣也無法諒解的。吾人拭目以待吧！馬英九的中國黨團隊，本來該黨就有惡名昭彰的

貪污腐敗前科，難保今後不會墯落沉淪，弊案連連，屆時台灣主體意識者如經過耕耘、

自清、及鐵律規範，則上台機會就指日可待了。台灣選民相信不該有雙重標準吧！ 

  （五）台灣主體意識的絆腳石，內外皆有，內是執政的中國黨長期以來的不友善態

度，外是惡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蠻橫。如加上台灣境內有一群人憧憬「祖國」，又見

2008年北京辦奧運，且得金牌數目直追美國，那無異是台灣主體意識者翻身時的雪上加

霜。激情雖是短暫的，卻力道甚猛，狂熱者也是無法與之理喻的。今後的變局實難以逆

料。在歷史長流裡，台灣主體意識是否如曇花一現，好花不長開？「終極統一」的中國

黨，是台灣主體意識者最可怕的夢魘。可是另一方面，隨著中國之西方化，經濟生活之

改善，留學民主國家之學生日多；中台兩「國」之貿易、經濟、文化、教育、及旅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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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返，是否雙方之誤解漸深還是消除，實有待觀察。變數太多，異質性太強，很難逆料

。台灣人之善良，熱心捐款救助中國四川大地震的災民，能否打動中國霸權統一台灣之

心？期待上蒼保庇，天佑台灣嗎？這又是太藐視人為努力了。當然最佳的結局，是中國

突然或漸漸的體認到，容許或鼓勵台灣主體意識之延續與發展，甚至進一步積極主動幫

助台灣加入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這不只是大快人心，也向世人昭告，中國學習台灣

之步入自由化及民主化。台灣已是公認名列於全球民主國家榜上的模範生，中國這個「

大國」，願向小國的台灣有樣學樣，或許中國的領導人可以獲諾貝爾和平獎。此種榮績

，在歷史上留芳百世，光榮絕不下於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圓滿閉幕。 

三、結語 

  主體意識在主觀認定上，以政治性的國家認同為最高位階；在專制威權社會裡，這

是極為敏感也危險的言行。「台灣」自古以來，未曾成為現代意義的「國家」，以台灣

當國名，困難相當不易克服，「自認台灣人」者的比例近年來有增加之勢，但速度還嫌

緩慢，但「台灣人」是否等於「台灣國的人」，民意調查未見此一題目（item）。台灣

住民都知，「我們」的「國名」叫做「中華民國」，這種稱呼對台灣主體意識的延續與

發展是相當尷尬的。揚言「誓死捍衛中華民國」的中國黨下野之後，民進黨出乎台灣主

體意識者意料之外，大喊「中華民國萬歲」！也用盡一切手段，連最為國人不諒解的凱

子外交都一而再再而三的使用。為了增加一個迷你型的小國（巴紐）作邦交國，竟然花

費人民血汗錢也在所不惜，而血本無歸的結局，歷歷在目。難道民進黨也誓死捍衛中華

民國嗎？如此又與中國黨有何兩樣？但願與「中華民國」建交的國家快速的一一斷絕外

交關係，讓中華民國絕跡於國際外交舞台，這不是台灣建國的良辰美景嗎？美國重要官

員最近正式說「中華民國」及「台灣」，二者都非「國家」，正是一句當頭棒喝的教訓

，更該是一語驚醒夢中人，還是照樣「含眠（三民）主義」下去？美國總統布希及外交

官也曾經官方的稱呼我國為「台灣共和國」（Republic of Taiwan），暗示什麼含意，難

道台灣人愚蠢到不會藉機善加利用嗎？台灣主體意識的命脈，該掌握各種轉機及契機，

整裝待發，勿再遲疑。須知順境時反而易懶散，逆境時才體會奮鬥不懈的崇高及神聖價

值！（2008年寫於五二○總統就職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