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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很久沒來出席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的活動，這一次

基金會邀請我來討論的題目是「台灣正常化國家國民的心理建設」。 

  2016年1月16日台灣人民以過半的選票支持蔡英文當選總統，每一張選票背後代表著

人民的期待，我們高度期待五二○蔡英文正式上任之後，面對百廢待舉的國政能有一番

作為，開創台灣政局革新的新氣象。我們充分感受到大多數人對台灣新政局的一個期

待。 

  台灣是不是會變成一個正常化的國家？相信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雖然充滿著期

待，仍感受到些微的擔心，高英茂教授剛剛在他的談話中也提到，我們有期待、有關

心，同時也有一些擔憂。 

  回顧台灣從1996年到2016年的政局發展，過去二十年從1996年台灣人民開始直選總

統以來，我們已經直接選出四位總統—分別是李登輝時代（1996年～2000年）、阿扁時

代（2000年～2008年）、馬英九時代（2008年～2016），以及到現在2016年才剛要開始

的蔡英文時代。上述這四位台灣人民直接選舉產生的總統，理論上或是在台灣的講法常

說：我們人民直選總統，所以台灣已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台灣表面上給人的感覺，應該

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實際上卻又不是一個真正獨立的國家，這其中涉及到對於國家的認

知—包括：內部的共識與內部的國民意志。有的國家在建國之初，雖然並未得到外部的

承認，但是至少內部的國民意志早已成形，無礙於它已成為一個國家的事實。例如：中

華人民共和國從1949年正式建國開始，一直到1971年進入聯合國之前，並沒有得到普遍

的承認，不過這並不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是一個國家的事實。 

  台灣未來要成為一個正常化的國家，顯然需要具備兩項要件，一個是內部條件，另

一個則是外部條件。所謂的「內部條件」就是國民意志；而「外部條件」就是國際承

認，其中又包括部分的國際承認與完全的國際承認，欲達成這個目標可能需要一段很長

的時間。無論如何，當前的台灣應該是一個國家，但又不是一個真正的國家，這個現狀

背後存在的是我們對於這個國家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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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總統直選二十年來的發展，非常期待蔡英文總統走出這二十年發展的新格

局，過去李登輝時代最大的貢獻當然是推動民主化、本土化的教育改革及政治轉型，在

卸任時交給我們的是「特殊的兩國論」。我們平常所指稱的國家屬於一般性及普遍性的

國家，在前面冠上「特殊」這兩個字，個人認為反而凸顯出不是一般性的特質，對台灣

與中國之間是一般性正常國家間之關係作了保留。 

  李登輝之後就是阿扁執政的時代，從2000年到2008年為止，在這八年期間，陳水扁

總統的表現有兩個極端：從「四不一沒有」到「一邊一國」，這其中存在高度的對比。

國際社會從來沒有出現一個國家是自我否定型的國家，阿扁的「四不一沒有」—不宣布

台獨、不更改國號、兩國論不入憲、不推動統獨公投，以及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

的問題。這個「四不一沒有」的內容，不是只有四不而已，正確的說法應該是五不才

對，凸顯台灣的困境。2000年陳水扁總統剛上台，當時的台灣意識高漲加上民主進步黨

又掌握執政權，怎麼會提出「四不一沒有」的主張？令人不解。阿扁總統提出「四不一

沒有」之後，效果不如預期，又轉而走向「一邊一國」—「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

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論述，兩者出現高度的反差。無論如何，李登輝時代與阿扁

時代，兩個政府都表示台灣是一個國家，就某種程度而言，兩者看似一個有加分效果的

進展。 

  然而在2008年到2016年這八年之間，台灣在馬英九主政下，我們又走回殖民性統治

國家的路線—亦即中國殖民統治台灣的國家類型。我們好不容易熬過八年的痛苦之後，

2016年台灣人民選出蔡英文擔任總統，五二○之後，蔡英文將展開新的總統任期。在

此，個人利用一個三角形的圖示來比喻，馬英九是殖民性國家的代表，而李登輝和阿扁

則雖然是代表台灣人的總統要帶領台灣人突破這殖民性的台灣國家，但是他們二人不僅

各自的政策、作法、教養性有所不同，表現出來的方式也不相同。現在剛上任的蔡英文

總統，僅管我不知道她會如何面對上述這三種不一樣的民選總統的台灣國家的形成，但

是我非常期待她能在李登輝跟阿扁以及馬英九這三種之間，找到一個對台灣要走向作為

一個正常化國家，比較好、更進步、較能建構台灣國家條件的作法。或許到目前為止，

蔡英文政府的表現並不如我們所預期的，如同剛剛所談到的新政府其實並不新，不論是

在外交部、陸委會等人事的安排上，可以看到其中存在著進步與不進步的矛盾現象，顯

見我們並未能全盤掌握政府整個體制的運作。 

  回過頭來，當我們在談論國家的議題時，台灣的人民通常比較聽得到的部分，大多

是法政的條件。台灣社會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探討政治性的議題時，最常出現在報章

雜誌或媒體上的不外乎是法律或政治方面的學者或是政治人物，我們反而很少發現台灣

比較普遍的文化意見，針對台灣國家未來的走向提出看法。大多數台灣人雖然接受蔡英

文作為台灣有史以來第一位女性總統，但是我們卻沒有去想說，台灣人現在面對特殊的

情形是怎樣？在此所謂特殊的情形，是指我們大多數人是寧可選擇經濟的地盤，放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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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地盤的一種特殊形態的人民。這是怎樣造成的？在「馬關條約」簽訂之前，台灣人是

被大清帝國所統治，「馬關條約」簽訂後台灣被割讓給日本，日本殖民統治台灣長達五

十年，台灣人民成為日本國民。在二次大戰結束後，日本放棄對台灣的主權，當時絕大

多數殖民地相繼爭取脫離母國而獨立，唯獨台灣是例外。這個特殊例外的案例，為什麼

會出現在台灣？並不是因為當時台灣經濟、社會、教育或文化等外在條件不如人，當大

多數追求獨立的殖民地陸續擺脫殖民母國的束縛，台灣之所以沒有跟上世界發展的腳

步，主要是因為台灣人身上所背負的中國文化、中國族群主義的包袱所影響。對此，從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蔣介石政權展開軍事戒嚴威權統治之前，在台灣發生的二二八

事件可以發現，台灣人民爭取作為一個自由人的決心，以及形塑建立一個國家的國民意

志，個人認為並不夠強烈。 

  以下我要用幾個層面來討論台灣當前必須克服的挑戰，第一、台灣目前的社會現

狀，不論是台灣人或是很多中國國民黨支持者的表現，可以看出大多數的台灣人身上普

遍具備一種「被殖民症候群」及「殖民症候群」的特質。有一大群台灣人認為，無論誰

來管理台灣結果都一樣沒有差別。過去台灣曾經被日本人統治過，二次大戰之後世界各

殖民地相繼爭取獨立，台灣人也沒有獨立建國，隨後台灣人又歡迎來自祖國的政府來管

理台灣，甚至現在還有人看好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未來的世界強權，歡迎中華人民共和國

來統治台灣。這種「被殖民」的病徵在台灣社會普遍存在，算是存在台灣社會中很久一

段時間的集體病症，這種病徵表現在外就是出現任何人來統治台灣都沒有關係的心態，

只要讓我們有錢可賺、有舒服的日子可過就夠了。為什麼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中國國

民黨還能夠繼續統治台灣，就是吸收部分台灣人進入統治結構之中，同時給予特權分享

利益，使這些進入統治結構的台灣人樂意配合擔任共犯。另外，在許多台灣人的宗教意

識中，也不乏升官發財觀念的非宗教性意識，這種非宗教性的意識形態強調如何在殖民

統治下擔任政府的高官或是在商場上有好的發展賺很多錢，他們寧願拿大筆的金錢賄賂

官員，以換取更多更大的利益，也不願意誠實繳稅給國家，這是台灣人自己非常需要反

省的性格。 

  第二、台灣人常見的第二種病症就是「殖民症候」。二次大戰之後，跟隨中國國民

黨來到台灣的黨、政、軍、特體系的人，雖然他們的人數所占的人口比例屬於少數，但

是這些人本質上是認同中國國民黨所灌輸給他們的大中國思維，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

分。這些人僵固不化的意識形態，即使1949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統治整個中國大

陸，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代表中國的席次，至今仍不願意面

對現實。這類具備「殖民症候群」特性的人甚至自願作為中國買辦，馬英九正是這類的

典型。因此，作為台灣國民我們若要去重建國家，必須藉由「文化」去面對並突破「殖

民症候」與「被殖民症候」兩項病徵。由此顯見，「文化」這項要素非常重要，與台灣

國家正常化是息息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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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文化具備幾個思考的層次，值得台灣人深思： 

  第一、作為人，主要可分為身體及精神兩個面向，對此，個人認為台灣人普遍重視

身體而輕忽精神。以偏重身體的角度來看，如果以社會來看，社會有其身體的面向—即

經濟條件，就是強調物質發展的過程，可以賺很多錢以進一步從事建設。另外，社會也

有精神的面向—亦即文化。由於台灣社會普遍是偏重身體而輕精神，影響所及，我們的

比較重視經濟的發展，這也就是為何包括蔡英文在投入總統競選活動的時候，她所面對

最大的考驗就是如何解決台灣經濟發展的問題。大多數台灣人希望能夠賺得到錢、吃得

很飽、穿得漂亮、使用品質很好的東西，過著物質條件豐富的生活。然而這種一味地偏

向身體而忽略精神層次的外在表現，算是一種病症。為什麼？因為長久以來台灣人從未

有過自己的國家，被殖民統治之後，台灣人覺得對自己負責的方式就是賺很多錢，同時

無條件接受這些外來統治者硬塞給我們的文化。長期下來，無論是現在上台的蔡英文政

府或是之前的陳水扁政府，並未能有效掌握文化的詮釋權，最具體的表現可從當前的平

面、電視媒體與學術界的重要主導者都不是將確立台灣主體文化作為主要訴求。在台灣

的文化界像我這樣堅持台灣主體意識、致力爭取台灣文化的解釋權的人並不多，而民主

進步黨本身也沒有很看重台灣文化的發展，加上長期受到中國殖民統治的影響，中國文

化的框架早已牢牢地掛在台灣人身上無法擺脫。 

  第二、從歷史及地理的面向來看，台灣必須去確認以下幾項內涵： 

（一） 台灣的歷史與中國或者是世界其他國家有所不同，我們最早是原住民居住在

台灣這塊土地上，隨後才有來自唐山來的人移入台灣，逐漸與原本在台灣的

平埔、原住民族一起在台灣生活。後來又經過荷蘭、西班牙、清帝國、日本

的統治，以及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演變與發展等等，使得台灣的歷史經歷

走出與中國歷史發展不一樣的道路。台灣人應該瞭解台灣的歷史脈絡有別於

中國，包括：1949年跟隨中國國民黨政權渡海來台的這些人，在某種意義

上，他們早已落腳在台灣應該也算是台灣人。他們必須面對歷史事實，並從

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建立一種歷史意識，並從中找出未來應該要走向何方？這

是我們未來推動歷史教育的改革所不可忽略的課題。 

（二） 空間性的意識，簡單講就是地理觀。很多台灣人在大中國教育的洗腦下，雖

然我們居住在台灣，但卻不是以海島的意識看待台灣的定位，而是以中國大

陸的地理觀，將台灣視為中國的邊陲。台灣是一個很小的海島，有中央山脈

將台灣分成東、西兩側，台灣也被遼闊的海洋所包圍。我們必須透過上述台

灣特殊的歷史與地理特質，確認台灣與中國的不同，也與世界其他國家有所

差異。 

（三） 在我們完成歷史的與地理的定位場所等不同的區別之後，接下來就是要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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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台灣國民的身分。每一個國家的公民面對他的國家或政府時，不論是他

所享有的權利、該負擔的責任或義務，與沒有國家公民身分的權利與義務都

有所不同。而台灣的國民與台灣國家關係的發生，乃是連結在法律條件屬性

下人的關係之上，也就是國家與國民的關係乃建立在法律條件為前提的關係

上，這是每一個台灣人要有的重要概念。一直以來，台灣人民並沒有一部自

己的憲法，以致於始終未能建立與釐清人民與國家之間的權利與責任的關

係。因此，當務之急就是透過台灣憲法的建構，利用新的台灣憲法創造共同

體的意識，這是我們未來要去突破的挑戰。 

（四） 台灣要參加聯合國，聯合國是二次大戰後成立的國際組織，一開始有五十幾

個國家後來擴大為一百九十三個會員國，其中有大國、小國，也有國力較強

的國家與國力較弱的國家，聯合國成立的目的就是協調處理這些國家與國家

之間的互動，發展雙邊或多邊正常的外交關係，進而維持國際秩序與促進世

界和平。台灣作為世界地球村的一份子，不應該在聯合國這個世界舞台上缺

席，以台灣的名義參加聯合國為會員國，是台灣成為一個正常化國家的基本

要件。 

  以上這四個條件我覺得對台灣人而言缺一不可，我們千萬不能說我只要做生意有錢

賺，什麼人來管台灣都一樣。由此可見，國民的意志和感情對台灣成為一個正常化的國

家很重要的要件，過去曾經有人說過，台灣需要進行重建，其作法就是在台灣人重新取

得執政權之後，透過教育、文化再造的手段，將長期被破壞的文化條件進行重建。 

  總而言之，台灣人必須具備以下的認知：（1）自我意識到自己是台灣的國民；

（2）做一個自由的人；（3）作為文明的孩子。也就是說，台灣人要成為一個人的基本

要件，首先要作台灣國民，因為當代國際社會所有的人都存在於自己國家的條件裡，作

為國家條件的國民，面對其中一個很大的共同體就是國家，另外一個較小的共同體就是

家庭。日本所謂的「核社會」（核心社會），就是指家庭，他和國家是人解決生存問題

最密切的兩個團體，這兩個團體與基金會或學校之類的其他團體都不同。這兩個團體有

其特殊的關係，譬如家庭中夫妻與小孩之間有特殊的關係，國家與國民之間也有特殊的

關係，但家庭的特殊關係比較有文化性和經濟較有關，而國家與國民的特殊關係則是法

律關係、法的條件與權利的責任。顯然，我們作為台灣的國民，作為自由人，作為文明

的孩子，是左右台灣未來發展的重要因素。 

  我們希望新上任的蔡英文政府首先要做的事，就是省思過去在李登輝時代、阿扁時

代及馬英九時代領導國家向前進的過程中，檢討各項政策的利弊得失，找出一條真正適

合台灣發展的道路。其次，面對現實來自中國對台灣的打壓，個人認為強化國民的意志

非常重要。政府面對內外的嚴峻考驗，短期內雖然可以提出一些權宜之計作為因應，但

是卻不能採取模稜兩可的態度，迴避凸顯台灣人民真正的心聲與訴求。如果我們繼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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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苟且，就有可能跟以前的祖先一樣，再將這些長年累積下來的問題又留給下一代處

理。我們不希望下一代的人還在討論台灣國家要如何正常化的課題？如果我們今日不解

決，難保未來的子子孫孫有機會再討論台灣國家正常化的問題。很多政治人物常常說，

這些問題是未來才有辦法處理的事，主張要把這些懸而未決的問題，交由下一代來解

決。我認為每一個當下的現實，就是要把這個現實上的問題在我們的手中來解決，這才

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yes」or「no」答案是很清楚的，比較不

清楚或困難解決的，則是台灣是不是一個好國家的問題？最後，台灣已是一個國家，希

望這個問題解決後，我們應該將注意力轉移到另一個層次，也就是台灣該如何成為一個

好的國家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