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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政治與台灣前途 
 

●許世楷／前駐日代表 

●陳雪琴記錄整理 

 
 
 

  越南近日發生嚴重的排華反中暴動，當地的台商被誤認是中國人，連帶成為被襲擊

的對象，不僅個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脅，公司的廠房設備也遭殃，輕者被惡意破壞，重

者被焚毀殆盡，損失相當慘重。 

  越南與中國之間因為南海的油田紛爭，引發越南出現反華的暴動，當地的台商無故

受害，個人認為問題的根源在於馬英九政府上台以來，並沒有在國際場合凸顯區別「台

灣」與「中國」是不一樣的國家所致。 

堅持台灣的主體性 

  一般人對於「華語」或「華人」在使用的習慣上，往往也將「台灣」或「台灣人」

包含在內。事實上，不論是「華語」或「華人」，在英文是以Chinese表示之，反觀「台

灣」是以Taiwan表示、而「台灣人」則是Taiwanese，兩者與Chinese都不同。在此，個人

自然會聯想蔡同榮博士非常堅持台灣的主體性，他很清楚自己是「台灣人」，總是使用

「台灣話」，萬不得已時才會說幾句所謂的「華語」。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像蔡博士一

樣，堅持區別「台灣」與「中國」的不同，沒有不清不楚、馬馬虎虎的態度，相信可以

避免遭受無妄之災，此次越南台商受害的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教訓。 

設定目標 全力以赴 

  蔡同榮博士對於台灣獨立運動始終是充滿著熱情、全心全意的投入，一旦設定努力

的目標，必定是全力以赴，絕不輕言放棄。在這一方面，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他

對外募款的能力，只要被他鎖定為募款的對象，他總能以滿心的誠意與具體的行動讓人

不好意思拒絕。其實，他一開始對外募款並不總是那麼順利，捐款的人數與勸募的金額

都相當有限；直到後期，因為在政治工作上的認真表現普遍得到社會的肯定，也隨著政

治地位不斷提升，比較容易向支持者募款，得到較多活動經費的贊助。 

  我記得早期很多到美國留學的人，通常會先到日本東京待上數天，一方面是為了旅

遊觀光或是方便轉機，我們通常會利用招待來自台灣的學弟妹或同鄉的機會，招募志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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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合者加入在日本設立的「台灣青年會」，張燦鍙、蔡同榮等人都是在那時加入的。蔡

同榮後來轉到美國南加州大學念博士，到處拜訪在加州的台灣同鄉，順便分發由日本寄

來的《台灣青年》雜誌，一方面向台灣同鄉傳達獨立運動的理念、吸收更多台灣留學生

的參與，同時也不忘對外勸募，爭取組織發展的經費。當時台灣留學生的經濟條件並不

寬裕，很多留學生看蔡同榮如此認真從事獨立運動，雖然認同蔡同榮的理念，僅能從口

袋中拿出25分錢作為支持貼補印刷費。雖然募集的資金相當有限，但是蔡博士一點也不

會覺得失望，仍是定期集結同鄉們的捐款送回總部，實在令人感動。 

全心全意從事獨立運動 

  1970年1月世界性的「台灣獨立聯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成立，1975年7月個人擔任「台灣獨立聯盟」日本本部的委員長，張燦鍙當時是「台灣獨

立聯盟」美國本部兼總本部的主席，邀請我前往美國參加東部夏令營及之後在紐約召開

的台灣同鄉會。當時台灣同鄉會的會長是陳隆豐，他是陳隆志董事長的親弟，借用紐約

大學（NYU）的禮堂舉辦同鄉會，約有六百多位台灣同鄉參加。同鄉會進行時，有一群

投靠中國的「抓耙子」，他們很囂張在我發表演說時，故意揮舉「台灣是中國的一部

分」、「台灣不會獨立」等標語來搗亂，維持秩序的人員向前阻止，要求這些不速之客

立刻離開，這群搗亂份子不予理會。個人在講台上，只見他們一群人拉拉扯扯，蔡同榮

博士當天也在現場，聽說是他先向這群來搗亂的人動手揮拳，台灣同鄉們將他們打到倉

皇而逃，甚至還有一位慌亂當中從階梯上跌落而摔斷腿。我記得很清楚，蔡同榮已經拿

到博士學位，也在美國的大學內任教，面對外人在同鄉會的作亂，他不顧教授的身分地

位挺身對抗，這種為台灣拚命的正義之舉，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1975年我曾以訪問學人的身分在美國加州洛杉磯（Los Angles）住過一段時間，在研

究工作下班之餘，積極拜訪住在當地的台灣友人，向他們傳達理念、爭取支持、募款與

發展組織，得到很好的效果。儘管如此，我們始終認為光在海外推廣理念、發展組織並

不夠，必須將觸角延伸至台灣內部才能擴大影響力。當時，台灣獨立聯盟有意在海外尋

找適當的地點設立電台向台灣進行廣播，這項艱鉅的任務交由蔡同榮博士負責執行。蔡

同榮博士只要有空都會從台灣獨立聯盟的總部紐約（New York）飛來洛杉磯找我，而我

有時也會去紐約與他討論。印象中我們有一次在機場候機，太過專心討論如何籌劃設立

電台的事情，差一點趕不上末班回洛杉磯的飛機。 

  對於設立電台一事，我們曾到過沖繩（Okinawa）勘查，也曾想過從舊金山（San 

Francisco）發射電波，但都有無法解決的問題。日本法律對電台的設立管制非常嚴格，

沒有經過許可隨便設置，隨時會有警察前來抄台取締。雖然我們也曾想過用移動或是揹

著走的方式，但都無法克服問題，最後不得不暫時停止。隨後，為了配合美國的選舉，

採取支援政治家的選舉，尋求他們支持台灣事務的方式，為此我們於1980年5月在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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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舉辦甘迺迪（Edward Kennedy）的助選餐會，1981年又得到甘迺迪與索拉茲

（Stephen J. Solarz）等友好國會議員的相助下，美國國會兩院通過在中國移民配額外，

一年兩萬台灣移民配額。因為甘迺迪成功的助選餐會、移民配額成果的鼓勵，大家經過

一番討論後，決定於1982年2月成立「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簡稱FAPA），取代設立廣播電台的計畫，之前同意出錢贊助成立電台的

人，也都同意將捐款轉向FAPA。在這段期間，不論是設置電台向台灣內部宣揚民主理

念，或是成立FAPA專門負責國民外交，蔡同榮博士都全心全意投入，作出相當的貢獻。 

公民投票與台灣前途  

  最後，談到蔡同榮博士最關心的公民投票。對於如何真正推動公民投票、甚至是落

實台灣正名，提出以下的想法：2016年總統選舉即將到來，我們對於未來的台灣總統有

什麼期待，相信每一個人都有各自不同的想法，不過我認為最重要的莫過於延續2007年

陳水扁總統執政的政策——代表台灣人民以台灣之名向聯合國秘書處提出申請成為會員

國，使台灣加入聯合國的運動進入一個新階段。因此，我們可以利用2016年總統大選的

機會，要求每一位總統候選人除了支持並承諾每年以台灣的名義向聯合國提出入會申

請，另外不可迴避以下人民的訴求——（一）台灣正名：以「台灣」的名義參與國際事

務，有效區別「台灣」與「中國」的不同，避免重蹈越南排華運動台商受牽連的覆轍；

（二）推動台灣入聯公投：總統上任後，立即就「以台灣的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為會員

國是總統的職責」作為公投主文內容，進行公民投票。 

  最後，台灣長期被排除在聯合國體系之外，國際環境的孤立，使台灣在國際場合處

處碰壁，絕大多數國人都希望台灣早日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2016年是我們推動以台灣

之名公投入聯的契機，要達成上述的目標，就看我們如何將蔡同榮博士的意志，繼續展

現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