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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地域觀念看「台灣意識」

陳沛郎﹒

摘要

長久以來台灣一直存在的幾個同質性問題:台灣與「中國」的關係為何?

「台灣人」是不是「中國人 J ?台灣民族與台灣意識存不存在?地域觀念對台灣

島上的人民有何影響?這些都是很難加以釐清卻叉不得不加以辨證的議題。

「台灣意識」究竟是一種民族意識，或只是一種由地域觀念擴大而延伸出

的理念意識，值得我們加以探討，於是對於一般人經常提及之「台灣人」、「台

灣民族」甚至「台灣民族主義」等概念，本文更希望能夠加以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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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希望外國人誤會我們是來自大陸而己，不過也有外國人不知道台灣，這時回

答的方式就比較多了，有人可能會回答 r我是中國人，我來自台灣 。 」然後再

概略的介紹台灣的地理位置及情況， 這樣的回答方式，應該是清楚的，但是回答

一開始的「我是中國人」有許多人無法認同，因為他們認為「台灣人」不是「中

國人 J 不能混為一談。因此，當政治概念因素介入時，這個問題的本質便產生

了變化，尤其是在「台灣人」及「中國人」必須擇一之時，這個問題就變得很「政

治」。在一九九四年所做的一次族群認同調查顯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約佔

總調查人數的 28.69% '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佔 35. 53% '而認為自己「既是

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佔 35.77% 3 ，可見在當時不排斥自己為中國人的有 7 1.3%

之多 。 而在二000年十月陳水扁總統接受國外媒體訪問後，有線電視台 TVBS

民調中心做了一個以「我們是誰? J 為題的電話投票民調，認為我們是「台灣人」

的佔晰，認為我們是「台灣華人」的佔阱，而認為我們是「台灣中國人」的

佔 91% 4 ，雖然電話投票民調的準確性及公信力有待商榷'但是他不失為當時民

意反映的一個參考。由以上的數據可以看出，民眾並不反對自己為「台灣人J

但是要他否認自己為「中國人 J 似乎很難做到 。

「台灣人」這個名詞代表許多意涵，它有時被當成「本省人」或「閩南人」

的代名詞(與所謂的「外省人」、「客家人」及「原住民」做區隔) ，有時是如

前面所提，代表住在台灣這塊土地上，與中國大陸關係不大且非「中國人」的「台

灣人 J '而最簡單叉最能為大眾所接受的定義應該是:凡是居住在台灣並且認同、

關心台灣這塊土地的所有居民，都是「台灣人」 。一個居住在台灣幾十年的外國

神父，他為台灣服務、貢獻了一生 ，難道他不是「台灣人 J ?相對的，一個具有

我國國籍卻長期待在國外並對台灣毫不關心的人，就不配成為「台灣人」 。

綜上所述 r台灣人」其實是一個很單純的由地緣關係所產生出的一種自

然概念，從調查得之，大多數人皆能接受;但是從調查中也可看出，若是硬要將

「台灣人」與「中國人」 二者分割 、對立或疏離 ， 甚至二擇一，則有許多人民將

無法認同 。

至於為何「台灣人」無法與「中國人」劃清界線，無法完全拋棄「中國人」

這個「民族」身分，這可能與作者後面所要提及的「中國意識」有關 。

3 游盈隆， (台灣族群認同的政治心理分析) ，台大政治系「民主化、政黨政治與選舉」

研討會論文，台北 : 台大政治系 「選舉行為研究計劃小組 J ' 1994 ' 7 。

4 李濤(主持人 ) (2 000 , 10 , 26 ) , 2100 全民間講，台北: TVBS 電視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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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想像的「台灣民族」

美國康乃爾大學教授 Anderson 在 《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

一書中所說 r依循人類學的精神，我主張對民族作如下的界定:它是一種想像

的政治共同體一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 (limited) ，同時也享有主權

的共同體 。 5」依照上述的說法，民族應該是一種抽象的政治性概念，它建立在

「共同體」襄每一個分子的心中 。

根據上述的說法，那麼「台灣民族」這個「共同體」是否存在於每一個「台

灣人」的想像中?這個問題是很難加以量化而得到答案的 。

而且若如 Hobsbawm 所言 ，民族不是一種原初的現象，而是與當代有關的

產物 ， 真正的民族叉只能從事後 ( a posterior) 來加以追認 ，特別是在國家的建

立之後6 。依照這樣的說法，台灣在未「完全」獨立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之前(例如台灣民主國等) ，期待能有一個清楚的「台灣民族」的存在，可能也

有相當的困難 。

依照社會學者 F. Oppenheimer 的主張，不是有了民族的存在才有民族，而

是在民族意識中才有民族 。 可見民族並不是客觀的存在，而是主觀的、心理的、

精神的存在7 。照此說法，台灣意識是否為民族意識都有待商榷，那台灣民族的

存在更是令人懷疑 。 w. Mitscherlich 也主張沒有民族主義，就沒有近代民族8 。

這與前者相同，台灣是否有民族主義存在，比台灣意識的爭議更大，按此說法，

更是難以證明台灣民族之存在 。

依照上列幾位西方學者之說法 r民族」是一種主觀的、抽象的、心理的

概念，它應產生於國家的型成及該群體形成了共同的意識型態之後 。 在如此的條

件下，台灣的「國家」、「意識」及「民族主義」等概念皆模糊不清的情況之下，

要證明「台灣民族」這個共同體的存在，實際上是有其先天上的困難。

筆者絕對不反對台灣有形成「台灣民族」的可能性，尤其是處在台灣島這

樣的地理環境之下 ;但是在目前族群衝突仍舊頻仍及激烈的台灣，要侈言「台灣

5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 (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 ，台北:

時報文化， 1999 ' 10 。

6 轉 引自鄧建邦， ( 屋史、身分建構與台灣民族主義一以軍前縣與高雄縣鄉土歷史教材為

主的分析) ，國立台灣大學三民主教研究所碩士論文 ， 1995 • 27 。

7 施正鋒編. (台灣民族主教) .台 北:前衛出版社 . 1994 • 361 。

s 同吉主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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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存在，著實難以令人信服 。

參、台灣的「中國意識」

倡導「台灣意識」者認為，台灣長期處在「中國意識」這個官方意識型態

之下，大部分的人民都具備了「中國意識 J 尤其是三十幾歲以下的年輕人，受

到國民黨長期的「大中國教育」的「荼毒 J 幾乎都沒有「台灣意識J 使得「台

灣意識」的推展倍極艱辛;而主張「中國意識」者則駁斥這種說法，認為「中國

意識」乃是由於兩岸人民共同的血緣及文化自然產生，而非刻意加以營造而成 。

如此兩造對立且截然不同的說法，也引發了七0年代「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

的論戰，這次論戰，不只是口語言詞之辯，更是政治思想之爭 。

因此研究「台灣意識J 很難不提及「中國意識」。對台灣人的「中國意

識」有了概括的了解之後，再進一步地研究，於「中國意識」之下，台灣人如何

形成它的「台灣意識」 。

一、「中國意識」之分析

何謂台灣人的「中國意識J ?簡單地說，就是認同台灣與中國大陸在歷史、

血統、文化及政治上都有不可分割的淵源及關係的一種觀念 。 筆者如此的定義，

目的是要避免落入一種「台灣意識=台灣獨立 J r 中國意識=兩岸統一」的一

種二分法思緒，因為真有「中國意識」並不一定就支持兩岸統一，或是認定台灣

將來一定要成為中國之一部份，其實兩者並無邏輯上之必然關係 r 中國意識」

只是一種無法說服自己不是中國人的概念或情感而已。這樣的情感一定是中國國

民黨教育的成果? 一定是對台灣的歷史認識不清?是「漢族沙文主義 J ?是一個

理想或僅是一個夢9? 其實並不盡然 。

9 施敏輝先生在其所編之〈台灣意識論戰選集〉一書之序中提到: r 一個在台灣主張中國
意織的知識份子，嚴格說起來，其實是既不了解台灣，也不了解中國。他也許還未覺悟

到，他所鼓吹的中國意識 ， 實際土只是一種平面的文字，一種空洞的語言罷了 。 原因無

他，他所信奉的中國意識，原來也只是來自文字的記載與政治的宣傳。倘若一個依綴台

灣土地而生存的知織份子，堅持台灣的命運完全繫於中國，深信台灣的前途必須在中國

尋找答案，他的這種主張並不能叫做中國意識，而只能是一個理想，或僅是一個夢 。 這

樣的夢，曾經出現在日據時期一些台灣知識份子的身土，也顯現於戰後一些台灣青年的

身上 。 然而這樣的夢並從未實現過;相反池，他已證明是幻滅的 。 」施敏輝編， (台灣

意議論戰遠無) ，台北:前衛出版社， 1989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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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中國意識」是如何形成的?大致上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

(一)各個族群，幾乎都與大陸同文同種，真有共同的文化及血緣關係。

( 二) 台灣雖然在歷史上，正式接受中國政治管轄統治的時間很短，但是在近

代史上，自從康熙二十三年四月，清政府在台灣設立一府三縣以來，除了期間被

日本人統治了五十年之外，都是屬於中國正式的領土(包括國民政府) 。

( 三)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共產黨政府無力阻止國

民黨政府於台灣行使其統治權，故就現實來說，台灣依舊屬於中華民國政府統

治。而礙於國際情勢，雖然承認中華民國政權的國家不多，但是卻無法否認其於

台灣繼續存在之事實 。

(四)不可諱言 ，國民黨政府於台灣實施之「大中華教育」的確有助於「中國

意識」的成長，但是此乃政治上之必然，因為國民黨政府遷台之初深信，中國共

產黨是一個叛亂團體，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偽政權，政府一定能夠儘快地光復

國土，繼續統治中國大陸 。 無料事與願違，數十年後 r 中國意識」的合理性受

到質疑，更產生了「台灣結」與「中國結」之爭論 。

(五)數十年來，中國共產黨一方面不斷地利用「民族主義 J 號召國人回歸

「而且國」懷抱，另一方面叉以武力惘嚇，不斷地提醒國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中共如此的做法，雖然有助於「提醒」台灣人不要忘記自己是「中國人J 但也

助長了「台灣意識」的發展，使其更迫切地欲與中國大陸劃清關係。

二、「中國意識」遭受的批判

雖然就前所述，大多數的台灣人民並不排斥自己為「中國人J 但是「中

國意識」仍舊受到許多主張「台灣意識」者的批判，其質疑如下:

(一)中國的歷史對台灣而言 ，只是一些名詞及文字敘述罷了，甚至是並不存

在的10 。

( 二 )意識的孕育，決定於一個人所處的社會環境 。 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

份 J '只不過是傳統帝王史觀的一種變調而己，並沒有實際的社會經濟的內容11 。

( 三 ) r 中國意識」是一種官方的意識型態，它是虛無的，被創造出來的，被

10 同吉主 9.4 。

11 同吉主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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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利用來對人民「洗腦」的「工具」。

(四) r 中國意識」被形容為「漢族沙文主義」、「愛國沙文主義」及「中國

民族主義」 12 。

(五)日據時期及海峽兩岸分治合起來已有一百年，許多人從未去過大陸，為

何會有「中國意識 J ?為何不多關心自己實際生長的這塊土地一台灣。

肆、 「中國意識」下的「台灣意識」

作為一種思想體系， r台灣意識」產生之初，更多地表現為一種鄉土意識 。

由於地理的因素，居住台灣的人民，無論是先到或是晚到，無論是高山族還是

平埔族，無論是福佬人、客家人還是外省人，由於長期生活在同一塊土地，隨

著經濟的發展及社會的進步，產生了熱愛台灣、認同台灣，這種與台灣休威與

共的思想感情，實屬人之常情。此時的「台灣意識」是單純的，並未呈現十分

複雜的內容。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政治生態的演變，特別是政治人物及學者對

這一概念的各色各樣的解讀，時至今日 r台灣意識」似乎已成為一種思想體

系，其內容相當複雜，讓人感到含混不清，其政治背景也越來越複雜13 。由於「台

灣意識」有如此複雜的形成背景，於是從不同的角度觀察，便可以發現不同種

類的「台灣意識」。

一 、「台灣意識」的形成

「台灣意識 J ( Taiwanese consciousness )簡單地說，就是「感覺到自己是

台灣人的意識 J 也就是「台灣認同」或是「台灣人認同 J r 台灣意識」獨

特之處在於它是一種多面向集體認同，因此會作多層次的呈現;其界定的因素

會隨著時間與空間的不同而有所更換，其構成的要素之間不一定會相互調和

的。由於我們在定點看到的認同是局部的、割裂的，因此不同的人對他當然有

片段的、選擇性的，甚至迴異的詮釋:譬如有人視之為族群意識;也有人矮化

為地方意識、鄉土認同，因此從屬於中國意識;而許多人更尊崇為民族意識，

與中國意識相互排斥14

由於「台灣意識」本身即是一種抽象的概念，於是對於「台灣意識」較明

1 2 陳映真， ( 為了民族的團結典和平 ) ，收錄於施敏輝編， (台灣意識論戰選集卜台北:

前衛出版社， 1989 '的。

13 越玉福， ( 台灣意識的複雜性及與中國意識之關條 ) ，收錄於夏潮基金會編， (中國意

識與台灣意識) ，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 1999 ' 619 0 

14 施正鈴， ( 台灣意識的探索 ) ，向往日， 5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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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的形成時間，便有數種不同的說法。一般而言，日據時代或二二八事件之後

是大家較一致的說法，但日據時代也產生了強烈的「中國意識 J 故許多學者

(尤其是大陸學者)皆認為日據時代是「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並存的時

代，而「中國意識」是範圍較大，渴望回歸祖國的「民族意識J 而當時的「台

灣意識」只是台灣人激起的「地方意識J 因為對於台灣人民來說，愛國與愛

鄉是緊密聯繫在一起，不可分開的15 。

台灣光復之後，大陸官員的腐敗及對台灣人民的不公，造成人民對中國政

府由原先的期望轉變成失望，最後終於引發了衝突，造成了二二八事件產生，

這時許多人民的「中國意識」開始破滅 r台灣意識」在這時候於是抬頭。

而「台灣意識」形成至今 ，我們大致上可將其劃分為三個時期 :

(一)日據時期 : 此時期屬於萌芽期，是十分有特色的一個時期。台灣人民

一方面在日本人高壓的統治壓迫下，產生了一種急欲回歸祖國的「中國意識 J

另一方面，由於被割讓的地緣關係'叉產生了一種以地方為中心的「台灣意識 J ' 

希望以自己的力量 ，與日本殖民主義抗衡，而產生了許多自救的抗爭行動。

(二)兩蔣時期:此時期屬於發展期。台灣光復後 r中國意識」原本達到

最高點，但是來台的國民政府官員很快地就把這股激情澆熄了。而二二八事件更

是給了「中國意識」當頭棒喝 r台灣意識」因而抬頭。於是政府播遷來台後，

一直到蔣經國主政期間，國民黨政府大力推展「中國意識J 而「台灣意識」便

或明或暗地在與「中國意識」的抗爭中逐步發展。

(三)李登輝時期:此時期屬於成熟期。蔣經國晚期之後，言論自由開放，

「台灣意識」之各種言論成百家爭鳴之勢，而「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

論戰更如火如荼的展開;解嚴之後「台灣意識」更是達到高峰期 r 台獨意識」

更被大力提倡。而在一九九八年底台北市長選舉，李登輝為馬英九助選站台時

提出了「新台灣人」 意識 ，更為「台灣意識」開展出一條更明確而嶄新的大道 。

二 、「台灣意識」 的種類

如前所述，由於言論開放， 百家爭鳴 ，叉由於各家立足點及思考之角度不

同，於是產生了各式各樣之「台灣意識 J 茲分析如下:

(一)台灣省籍意識:台灣人民大致上可分為四大族群，就是福佬族群、外

省族群、客家族群及原住民族群 。 其中以福佬族群及外省族群人數最多，故被

的許多大陸學者在論文中皆提出這樣的看法。見夏潮基金會編， (中國意識與台灣意

識) ，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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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稱為「本省人 J (或「台灣人 J )及 「外省人」兩大族群 。 如此對立的二分

法，乃是由於台灣光復後兩大族群之衝突延續而來 。 這種台灣省籍意識，容易

造成族群對立，每當選舉時常常被政客所利用，作為爭取選票的工具 。 但隨著

時代及社會的變遷，年青的新生代省籍情結較為薄弱，而族群衝突也漸漸為人

民所唾棄，故近年來，這種落伍偏頗且不健康之「台灣意識」已逐漸在消失當

中。

(二)台灣地方意識:台灣由於地緣關係，再加上長久以來外來政權的壓迫，

使得台灣的地方意識，比其他地區來的特殊。而台灣這種獨特的地方意識，也

發展在其強烈的鄉土意識上。黃國昌認為，台灣人民在台灣生活，把生活事業

都放在這塊土地上，對之沒有感情是不可能的。台灣鄉土意識之形成，始於移

民者及其後代一方面於台灣生根;另一方面叉與大陸漸行漸遠，而將生活重心

全放在台灣有關l丸之後台灣人民歷經日據時代及二二八事件，更將台灣地方意

識帶入高潮。而七0年代帽起，八0年代中期激化的鄉土文學運動，更是台灣

鄉土意識之代表 。 由於地緣關係，台灣人民共同生活在這塊小島上度過風風雨

雨，再加上對岸中共不斷以武力和言語惘嚇，使得台灣人民更團結在一起，形

成一生命共同體，雖然因此強化了台灣地方意識，但也增長了台灣獨立之意識。

(三)台灣獨立意識:許多學者將台灣獨立意識視為「分離主義 J 其出發

點是來自於反國民黨一黨獨大之政權，並由於反共及恐共而堅定其立場。其立

論之根據為 r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台灣民

族是獨立的民族，不屬於中華民族」或「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等等，是屬

於一種積極偏激的「台灣意識」。但由於台灣獨立意識為中共當局所不能容，

而且台灣民眾心中多半仍存留「中國意識 J 民意並無大力支持;並且在民進

黨執政後，建國黨便宣告解散，民進黨中央更一度有意廢除台獨黨綱;再加上

南北韓關係突然大幅改善，且兩岸實施小三通，民眾渴望兩岸關係和諧發展，

故台灣獨立意識除了少數許多基本教義派死抱不放之外，其將與民意逐漸背離。

伍、結語

經由上述對「台灣意識」的分析 ， 筆者將在以下提出個人幾點淺見:

一、從地緣觀念的角度來看，台灣絕對是有「台灣意識」的，而且由於歷史上

的被統治因素，使得台灣這種地方意識表現的十分強烈及特殊，因而延伸出許多

16 黃國昌， ( 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 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19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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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意營造的人為「台灣意識」。至於「台灣民族 J 我們不排除它將來有可能形

成，但是太過於強調「台灣民族」的形塑，似乎有違尊重族群發展之潮流。

二 、除了台灣地方意識這種自然的「台灣意識」之外，其他幾乎皆為政治的「台

灣意識 J 其目的不外有二 ，一為反國民黨，二為台灣獨立。但如今國民黨已淪

為在野黨，台灣獨立也不得人心'故政治的「台灣意識」似乎已無倡導之需要。

三 、無論是「台灣意識」或是「中國意識 J 在這個民主多元的社會，相信它

們應該是可以並存的。但是誰能促進台灣人民或族群的和平、團結與進步，它就

值得保留;反之，則應予以剔除或修正 。

四、「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論戰，已幾近演變為意識型態之爭，各自

都似乎存有政治立場及私人情感好惡在內，這樣的論戰對台灣人民有多少助益，

令人懷疑。其實在「全球化」及「本土化」的潮流下，兩者理應可以各盡其能，

各司其職，互不排擠的。

五、只要是生長在台灣，熱愛這塊土地的人，它便是「台灣人J 而心裡面認

同台灣、關心台灣，有休戚與共的感覺，它便是「台灣意識」。至於「台灣人」

是不是「中國人 J 台灣人民能否有「中國意識 J 在政治環境許可之下 ，就由

其個人自行決定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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