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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個人在前衛出版社出版《悲情島嶼》、《崩壞國家》與《迷亂時代》三本

書，書中表達當時個人對台灣政治、社會、文化發展的一些看法，尤其是從結構性的政

治或歷史發展的歷程探索社會的發展。二十年之後，我們再以此角度，來探討2012年馬

英九連任總統後所延伸的社會文化性的課題。 

壹、馬政府的復辟政權 

  1996年至2008年前後十二年期間，是台灣民主轉型的黃金時期，可惜2008年5月以馬

英九為代表的中國國民黨政權復辟成功，台灣民主轉型的工程被迫中斷。以結果論來看

這段民主轉型的階段，可說是一個沒有成功的國家重建運動，就人類政治歷史演變而

言，是很少見的現象。 

  台灣是一個很特殊的國家，被統治的族群雖然佔絕大多數，但卻接受少數的統治者

（無母國的殘餘中國）的殖民統治，這些少數的統治者竟然可以藉著民主選舉的形式，

繼續合理化其殖民式政權，這是台灣人集體的羞恥。為甚麼台灣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台

灣是一個進步的社會，也是一個有主體性人格的社會，不應該會讓以馬英九為首的中國

國民黨政權於2008年重新得到政權。部分台灣選民並未深思中國國民黨政權一旦復辟成

功，對台灣社會可能帶來的衝擊與危險。馬英九相當清楚雖然殖民政權復辟成功，但是

台灣人民已經無法接受，中國國民黨恢復1996年以前殖民統治台灣的形式，於是會以假

民主、假自由的手段，掩飾其背後殖民統治的性格。只要馬英九政權的本質不變，政府

的所作所為都將重挫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政體，這種民主挫折不但危及台灣民主政治的

永續發展，甚至會葬送台灣未來子子孫孫的未來。 

貳、新世紀與舊時代的遭遇異同 

  台灣當前同時面對新世紀的挫折與舊時代台灣人受到壓迫的內涵，有著極大的相同

與相異之處。兩者共同之處皆是中國因素的影響。 

  舊時代台灣人受到的壓迫來自於威權戒嚴時期，中國國民黨政權將中國共產黨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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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新中國視為最大的敵人，他們要求台灣人與其一起對抗敵人，並以維護台灣的安全

為理由，壓迫與限制台灣人民的基本自由與人權，所作所為乃是為了鞏固自身的政權與

統治利益。 

  如今，新世紀的挫折來自於中國共產黨所控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從未放棄併吞

台灣的意圖，包括放棄還未處理完畢有關中國國民黨殘餘的中國內政問題。反觀中國國

民黨政權已經改變與中國共產黨對抗的意志，他們大言不慚意圖想要說服台灣人，接受

中國與台灣具有相互依賴的關係，台灣的未來寄望於中國的發展。其實不然，台灣與中

國乃正反因素，這是台灣人民不可迴避處理的重大問題。 

參、馬政權治理下對台灣社會文化的影響 

  台灣經過馬英九政府四年的執政之後，2012年台灣人民繼續給予馬政府四年執政的

機會，我們應如何來看待這樣的結果以及其對台灣社會所可能產生的影響？ 

  總結過去四年馬英九政府的治理績效，不論是大多數台灣人民的心中、各項民意調

查的結果以及各種施政表現的觀察而言，可算是不及格。為甚麼這次總統選舉的結果，

大多數的台灣選民竟然會給這個執政績效不佳的政府繼續治理台灣的機會？這是我們要

反省的地方。 

  基本上，在馬英九政權統治下的台灣，中國因素影響台灣社會的效果持續擴大，使

台灣社會與文化的發展產生以下的質變： 

一、 台灣的國家認同與對中國傾斜的衝突會愈來愈嚴重。台灣的民主轉型工程，雖

然在2008年總統大選後未能延續，但是並未改變台灣人民要建立自己國家的決

心。尤其是2008年面對馬英九重新奪回政權之後，採取不斷向中國傾斜，以及

假民主、假自由的政策，對使部分追隨中國國民黨來台的外省族群後裔以及依

附在中國國民黨政權底下的台灣人，陷入台灣國家的認同與向中國傾斜的矛盾

之中，對台灣社會的穩定造成衝擊。由於有一部分人想要建立自己的台灣國，

另外也有一群人想要做中國的附庸，甚至接受「一國兩區」的條件地位，台灣

社會內部對台灣國家何去何從產生兩種不同的想像，使台灣社會的衝突難以避

免。 

台灣社會族群文化衝突的背後，所凸顯的是殖民與被殖民的症候群。如果從國

家主權的層面來看，台灣社會中存在著殖民統治的症候群－－  即藉著中國的義

理統治台灣，包括在台灣建立起以中國為主體、以及落實中國的思想以及中國

的文化內涵為尊的思維，進而使台灣發展成為一個假的中國性的國家。台灣內

部被統治的多數人，面對過去被殖民統治的經驗，很多人習慣成自然，逐漸養

成一種被任何人統治都一樣的「被殖民症候」的病徵。台灣大多數被統治者採

取日頭赤炎炎，隨人顧性命的心態，面對統治者沒有展現反抗的意志，習慣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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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統治的非正常表現，使統治者更加相信，他們以中國的義理統治台灣的正

當性。因此，面對馬英九一再強化殖民統治的手段，或是提出以中國優先、貶

抑台灣的政策，台灣內部有些人認為既然無法改變目前的現況，只要有錢賺、

顧好經濟即可。 

二、 偏重物質主義的台灣。台灣人具有開墾社會的特質，不僅勤儉且任勞任怨，但

是台灣的經濟發展，並未朝向均富的方向發展，錯誤的政策使得台灣的社會型

態出現M型化－－  即中產階級不斷崩塌消失的現象。社會上有些人賺大錢住上

億元的豪宅，同時也有真多剛出社會的年輕人，因為薪水低扣掉日常的開銷，

根本無法存錢買不起一棟小公寓。過去台灣社會的貧富差異並不大，隨著社會

朝向重商主義發展、靠賺錢來自我解救的心性，還有賺大錢以光宗耀祖的封建

心理作祟下，讓台灣貧困化與奢侈化的社會問題愈來愈嚴重，失去廣大中產階

級的支持，台灣社會改革的力道也就愈來愈弱。 

三、 政治失敗主義的出現。2008年總統大選有些人支持民進黨的理念，但是因為顧

及家人在中國工作發展的關係，卻沒有把選票投給小英；另外，也有部分的人

因為2008年民主進步黨總統選舉失敗後，對台灣未來的發展失去信心，乃將一

切的問題歸罪於藍綠兩大政黨的不成材。台灣處在這種失敗主義的邏輯中，對

於未來的發展非常不利。 

四、 台灣人投機的心態。中國國民黨內的少數統治階級，何以擁有如此大的力量去

統治多數的族群？主要的原因來自於中國國民黨內有很多投機的台灣人，願意

為其賣命。這些台灣人長期接受殖民統治的結果，產生一種投機的心態—— 投

靠殖民者既可以得到好處，又不會受到社會批判。為此，很多人報考公營或國

營事業希望成為公務員，因為只要成為公務員就得到鐵飯碗，享有政府的照

顧，他們變成共犯結構與分贓體系的一份子後，根本不會想去推翻或改變這個

殖民統治集團，此乃台灣社會發展過程中一個非常危險的問題。 

肆、結語 

  日本有一位詩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曾說過，對日本社會造成最大的破壞，不

是來自於戰爭的動亂，而是對人心的迫害。相同的道理，對台灣人民而言，中國國民黨

統治下的台灣，他們對台灣人心的迫害，是對台灣最大的傷害，深深影響台灣未來的發

展。對此，個人認為台灣人不僅需要展開人格重建的運動，也需要培養現代化進步國家

國民的意識與文化生活的志向，更要去思考作為一個台灣人、台灣國民以及世界公民的

覺醒，台灣人心如果不覺醒，在此失敗主義、投機主義的交互影響之下，台灣將永遠無

法達到真實的民主國家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