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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家正常化的心理建設」 

座談會致詞 
 

●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我們寧願做小家庭自立自主的一份子，不願做大家庭被虐待的媳婦仔。我們要做

台灣國的主人，不做大中國的附屬品。為這一代的幸福，為子子孫孫的幸福，我們必須

共同奮鬥，以建立自己的國家與自己的政府。」這是我個人三十六年前，在「台灣的獨

立與建國」（1971年）一書中所寫的一段話，反映出當時台灣人千思萬想要建立一個新

而獨立國家的期待。 

  台灣已經演進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還不是一個正常化的國家。台灣國家正常

化有三大工事：為台灣全面正名；制定一部台灣憲法；以台灣之名加入聯合國及相關國

際組織為會員國。除此之外，也需要積極從事國家正常化的心理建設。 

  台灣要在國際社會得到應該有的尊嚴與地位，就必須推動國家的正常化運動。台灣

國家正常化運動必須從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自覺開始紮根，從社會變遷、文化發展、政治

演變、族群關係等不同角度，深刻體驗在地文化的內涵，進而找出台灣文化的特質，逐

步建構起台灣主體意識，以更開闊的心胸，在全球化發展浪潮中，找到台灣發展的立足

點。為了進一步豐富台灣生命共同體的內涵，接受重視人性尊嚴、崇尚民主自由與人權

保障等現代化思維的洗禮，塑造出以民主自由、共存共榮為本位的國家新價值觀。如

此，對內有助於凝聚台灣國家意識，超越國家認同分歧的困境，對外則有利於彰顯台灣

人權立國的理念，提升台灣的國際形象。 

  就台灣近代的發展歷史來看，在經濟發展方面，台灣人民勤苦打拚，創造經濟奇

蹟；在政治改革上，台灣也從戒嚴威權統治轉型為民主政治。台灣雖然在政經的改革與

發展，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但是台灣還不是一個正常化國家仍是既存的事實。 

  在台灣朝向正常化發展的關鍵時刻，我們一方面要對外積極爭取台灣應該有的國際

尊嚴、提升台灣的國際地位，另一方面，也要強化國家正常化的心理建設。先從肯定台

灣本土文化價值著手，以開拓的胸襟取代僵化落伍的傳統思維，避免成為中國的邊陲。

我們要發揮台灣國家主體意識，提升台灣人的品德、氣度與素養，培養無限視界的眼

光，展現台灣人特有的大洋精神，發展全球化世界中的台灣海洋國家，這是今天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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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要討論的重要課題。 

  最後，容我再引用拙著「台灣的獨立與建國」做為結束：「大洋精神是無所不包、

無所不容的寬廣深厚的精神。大洋精神是能忍能動、能屈能伸的精神。……我們要以無

所不包、無所不容的精神，促成台灣人的大團結；以能忍能動、能屈能伸的精神破除悲

觀的宿命感；用以島為點、以海為面的遠闊視野消除島國傳統的狹隘；以征服海洋、開

發海洋、利用海洋的精神建設充滿生機活力的富庶國家。爭取命運的自主是我們共同的

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