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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台湾人主义
”

评析

张文生
来

! 年底的台北市长 选举呈 现 出国民党

和民进党激烈对决的态势
,

∀ 月 日晚
,

国 民

党主席李登辉为台北市长候选人马英九站台
,

他强调大家都是新台湾人
,

呼吁民众要走出过

去的悲哀
。

李登辉随后要马英九 回答
# “

你是哪

里人 ∃
” “

你走什么路∃
”

马英九以闽南话回答说
#

“

我是吃台湾米
、

喝台湾水长大的新台湾人
,

走

的是李登辉的民主改革大道
” 。 “

新台湾人主

义
”

被认为是帮助马英九胜选的法宝之一
,

引发

社会各界的纷纷解读
。

一
、 “

新台湾人主义
”

解读的三个面向

“

新台湾人
”

作为一种政治概念
,

具有模糊

性的特点
,

连前台北市长陈水扁都认为
“

象
‘

新

台湾人
’

的内涵
,

至今也没有人搞得清楚真正 内

涵是什么  ”! 正是因为它 的模糊性
,

使它也具

有一定的包容性
,

因此
,

岛内各政治势力及岛内

外的舆论界都从各个方面 的角度对它进行解

读
。

∀
#
“

新台湾人
”

的族群融合的社会意涵
。

“

新台湾人主义
”

提出来之后
,

之所以能得

到大部分台湾民众的认同
,

主要是 因为它代表

了台湾多数民众要求族群融合
,

反对政治人物

在选举中打
“

省籍牌
” ,

挑起省籍冲突
。

根据台

湾空大行政系与盖洛普公司合作的民意调查显

示
,

有 ∃%
#

& ∋ 的民众认 同 自己是
“

新台湾人
” ,

其中本省籍与外省籍的受访者
,

均各有一半比

率认同自己是
“

新台湾人
” 。

(

台湾社会的经济
、

文化和 日常生活 中并没

有明显的省籍界限
,

无论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

都是从祖国大陆先后移民过去的汉 民族
。

但是

在政治生活领域
,

特别是每到选举期 间
,

总是有

部分候选人尤其是具有鲜明
“

台独
”

倾向的候选

人打着省籍旗号
,

借助于受 省籍冲突的悲情意

识
,

进行族群动员
。

许多民进党政治人物早期

参政都利用 了这一手段挤人政坛
。

随着台湾政

治领域的本土化完成
,

外省人逐渐谈出权力核

心
,

使得外省政治人物的危机意识上涨
。

省籍

矛盾 夹杂着错综复杂 的统独矛盾
,

成为岛内严

重的社会问题和难以调和的社会矛盾
。 “

新台

湾人主义
”

正是岛内省籍矛盾和统独矛盾难以

调和的产物
。

台湾政治文化 中的乱象引起许多民众的反

感
,

因此许多政治人物转而打出族群融合的旗

子
,

提出
“

快乐
、

希望
”

的 口号
。 “

新台湾人主义
”

是适应新形势的产物
,

是对选举中族群动员 的

排斥
,

对于扭转选举中的劣质政治文化具有一

定意义
,

也得到岛内各种舆论的肯定
。

新党秘

书长郁慕明表示
,

新党早就提出
“

新台湾人
”

的

观念
, “

我们希望能藉此化解省籍族群 问题
” 。)

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也表示
,

民进党领导人理

智上都能认同
“

新台湾人
”

的主张
。

连
“

台独联

盟
”

秘书长陈南天都不得不承义
, “

新台湾人
”

是

化解所谓
“

省籍情结
” 、 “

族群问题
”

的最佳方

式
。∗

事实上
, “

新台湾人主义
”

并非李登辉首先

提出来的
,

早在 ∀++ % 年
,

前台湾省长宋楚瑜在

解读李登辉
、

连战当选
“

总统
、

副总统
”

的原因

时
,

即指出应归功于
“

新台湾人主义
” ,

他认为
,

“

所谓
‘

新台湾人主义
’

是政治追求民主 自由
、

经

济追求开放发展
,

不分族群
、

和衷共济一起为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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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这块土地打拼的精神
” 。

−去年底台北市长选

后
,

马英九也认为
, “

新台湾人理念
”

中的宽容与

尊重
,

获得 选 民认同
,

是他得以顺利当选的主

因
。

他们把
“

族群和谐
”

作为
“

新台湾人主义
”

的

核心内涵
,

宋楚瑜及 马英九对
“

新台湾人主义
”

的口号重视也说明
, “

新台湾人主义
”

成为台湾

本土化之后外省籍政治人物破解省籍情结
,

争

取本省人认同的有效 口号
。

,
#
“

台独
”

势力把
“

新台湾人主义
”

作为
“

新

国家
”

认同的政治 口号
。

岛内
“

台独
”

势力抛弃
“

新台湾人
”

作为文化

认同与族群融合的意义
,

强调
“

新台湾
”

的政治

认同
,

把
“

新台湾人主义
”

当作
“

新国家
”

认同的

政治 口 号
。

∀++ . 年 ∀, 月 & 日《民众 日报》的社

论直接提出
, “

新台湾人
”

必须代表一种 明确的

思想体系或政治主张
, “

稗使民众对悬置已久的

国家 目标及建国蓝图等重要政治课题得到心理

建设的凭藉
” 。 “

建国会
”

会长彭明敏强调
“

是由

心灵新 旧而非迁台时间来划分
”

新台湾人
。

彭

明敏基金会执行长戴正德补充说
, “

新台湾人不

但要有新的 国家认同
,

并要 坚决的 向 中国说
‘

不 ”
, 。

/ 新国家连线会长
、

南投县长彭 百显认

为
“

新台湾人
”

不应仅局 限龄狭隘的地域观念
,

而是应该包含对国家主权的认同
。

0 建国党发

言人李永炽认为
,

目前台湾存在的是国籍问题
,

不是省籍问题
, “

新台湾人
”

的重点应该在住 民

的一体感与命运共同体的经营
,

也就是
“

台湾国

民
”

感的营造
。

1 可见
, “

台独
”

势力利用
“

新台湾

人主义
”

内涵的模糊性
,

故意抹杀
“

新台湾人
”

作

为族群融合的社会意涵
,

把
“

台独建 国
”

的政治

意涵强加于
“

新台湾人主义
”

的 内涵之中
,

并且

强调
“

新台湾人
”

的国家认同
,

要求
“

新台湾人
”

认同
“

新台湾国
” 。

2
#

李登辉赋予
“

新 台湾人主义
”

岛内
、

两

岸
、

国际的三重意涵
。

∀++ . 年 ∀, 月 . 日
,

李登辉在
“

国民大会
”

再

次阐述了他的观点
,

他强 调
, “

新台湾人主义
” ,

就是不分先来后到
、

不分语言地域
,

统括生活在

此地为 台湾
、

为
“

中华民国
”

在这里打拚
、

奋斗
、

奉献的一切人民
,

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的身份

认同
。

他之所以提出
“

新台湾人
” ,

不是为了给

马英九拉票的选举策略
,

是
“

基于整个族群的融

合
、

社会的建设
、

国家的发展
” ,

进一步而言
, “

更

是为了我们后代子孙的远景
” 。

他认为
, “

新台

湾人
”

的提出
,

对
“

国内
” 、

国际及两岸都有意义
,

“

我们忘不 了过去
,

但要看前面
” ,

不要把过去的

悲情放在心里并作为政治诉求
,

应该告别悲情

走出去
。 “

新台湾人主义
”

在大陆政策上能更确

立
“

我们的对等地位
” ,

在 国际社会上也能确认
“

我们的地位
” , “

为我们国家设立一个进步的起

点
,

向新的世纪出发
” 。

他还说
“

不要再搞什么
‘

台湾共和国
’

或
‘

台独
’ , ‘

中华 民国
’

在这里 已

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了
,

现在需要 的是大家建

立起共识
,

并且走温和的中间改革路线
” 。 3 李

登辉版的
“

新台湾人主义
”

成为标准论述
。

李登辉在他的论述中把
“

新台湾人主义
”

的

意义分为三个方面
。

一是面向岛内的意义
, “

新

台湾人主义
”

是
“

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的身份认

同
” , “

新台湾人
”

就是
“

不分先来徒到
、

不分语言

地域
,

统括生活在此地
”

的人
。

二是面向两岸的

意义
, “

新台湾人主义
”

就是要 在大陆政策上确

立
“

我们的对等地位
” 。

三是面 向国际的意义
,

“

新台湾人主义
”

就是在 国际社会上确认
“

我们

的地位
” 。

可见李登辉赋予
“

新台湾人主义
”

的

内涵远远不止于族群融合和文化认同的社会意

涵
,

还包括了在两岸关系和国际社会上确立
“

中

华民国
”

的
“

独立主权国家
”

地位的政治意涵
。

二
、 “
新台湾人主义

”

的现实影响

“

新台湾人主义
”

的 口号提出之后
,

引起岛

内外社会各界的关注
,

甚至有些评论认为
“

新台

湾人主义
” ,

已经成为台湾跨世纪政治发展的主

流论述
。

0 “

新台湾人主义
”

对于岛内政治文化

及两岸关系都将带来一定的影响
。

∀
#
“

新台湾人主义
”

是国民党为了因应选举

的态势提出的策略性论述
,

是国民党推行
“

不统

不独
”

的中间路线的表现
,

目的是为了在选举中

囊括本省与外省票源
, “

统独
”

通吃
。

李登辉在选战的关键时刻重拾
“

新台湾人

主义
”

的观点
,

无疑是选举的策 略性运用
,

是利

用台湾民众对于族群认同与
“

国家认 同
”

的分
#

∃2



歧
,

压抑 民进党成长的势头
,

也压缩新党成长的

空间
。

岛内舆论认为在李登辉提出
“

新台湾人
”

观念后
,

新党未来发挥空间将被局限
。

3 民进党

前秘书长邱义仁认为
“

新台湾人
”

是 国民党选举

策略运用
,

李登辉提出的
“

新台湾人
”

理念对新

党
、

民进党都有压力
。

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郭

正亮则指出
“

新台湾人主义
”

已经对民进党
“

台

湾人出头天
”

的历史悲情论述
,

展开拆解重组的

转化工程
。 “ ‘

新台湾人
’

的主轴事实上 是与民

进党争夺
‘

如何定义
’

台湾人的解释权
” , “ ‘

新台

湾人
’

的架构是可统可独 的
,

正好让国民党可以

继续在模糊的状态下
,

两面讨好
” 。

4

在 ∀++ . 年底的台北市长选举中
,

由于国民

党候选人马英九具有外省籍背景
,

虽然得 到统

派力量包括新党和 国民党非主流派 的全力支

持
,

但是民进党阵营又把他归人
“

新卖台集团
” ,

并且把选举定位成
“

台湾人 56
#

中国人
”

之战
。

马英九在凝聚外省选票 的同时
,

深感开拓本省

票源 的压力
,

因此国民党主席李登辉在选前提

出
“

新台湾人
”

的观点
,

为马英九破解省籍的困

境
。

选举结果显示
,

马英九得票率为 7∀
#

∀2 ∋
,

陈水扁 得 票率 为 ∃7
#

+∀ ∋
,

王建 煊得 票率 为

,
#

∋ ∋
。

台北市有 28 ∋ 的外省籍人 口
,

马英九

不仅得 到绝大部分外省籍选 民的支持
,

新党支

持者出现大规模的
“

弃王保马
”

的倾向
,

而且他

也得到部分本省选民的支持
。

李登辉在选前提

出
“

新 台湾人主义
”

对马英九稳固本省与外省选

民的支持率起了一定作用
,

国民党秘书长章孝

严就认为这证明国民党 的
“

中间路线
”

获得选民

认同
。

台北市长败选后
,

陈水扁 向
“

总统
”

选举

的道路迈进
,

提出
“

新中间路线
”

的概念
,

试图超

越统独
、

族群
、

政党争议
,

但是民进党在 ∀+++ 年

7 月 . 日
“

全代会
”

通过的
“

台湾前途决议文
”

表

明
,

民进党本质上仍然是坚持
“

台独
”

主张 的政

党
,

民进党如果在族群认同与
“

国家认同
”

问题

上不能成功转型
,

在选举中就难以开拓 中间票

源
,

想要在 ,9: :; 年取得
“

总统
”

胜选更是艰难
。

,
#
“

新台湾人主义
”

是
“

台湾意识
”

的扩大化

和
“

台湾人
”

身份认同的强化
,

目的是凝聚岛内

民众对于内外政策的共识
,

塑造虚构的
“

台湾民

族主义
” ,

以对抗
“

中国民族主义
” 。

#

∃∃
#

早在 ∀++ 7 年
,

随着台湾本土化的完成
,

李

登辉提出了
“

台湾人的悲哀
”

的说法
,

把国民党

政权当作外来政权
,

诉求于悲情意识
,

把 自己打

扮成
“

台湾意识
”

的代表和
“

台湾人出头天
”

的象

征
,

从而在 ∀++ % 年的
“

总统
”

选举中引发民进党

支持者 的
“

弃彭保李
”

趋势
。

∀++ . 年底 台北市

长选举中
,

李登辉不仅要求马英九 以
“

台湾第

一
”

9 即 <=> ? ≅> 献 等同于民进党提出的
“

台湾

优先
”

;为竞选主轴
,

更进一步提出
“

新台湾人
”

的观点
,

把外省人包括进
“

新台湾人
”

的范畴
,

扩

大了
“

台湾意识
”

的内涵
。

“

新台湾人主义
”

的提出也表明国民党的实

际政策向民进党靠拢
。

在民进党的
“

台独党纲
”

中把建构新的
“

国家认同
”

和身份认同当作
“

台

独
”

的重要 目标
。

近年来随着 民进党 的转型
,

民

进党的
“

国家认同
”

向国民党趋同
,

公开承认
“

中

华民国
” Α 同时国民党也在不断推行

“

台湾人
”

身

份认同的实际政策
,

企图从文化
、

心理
、

历史各

个方面割裂两岸 的联系
,

塑造虚构的
“

台湾民族

主义
” 。

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吴新兴指出
“

面

对中共的威胁
, ‘

台湾优先 9或第一 ;
’ 、

中共主权

不及于台湾
,

政党均有共识
” 。4 郭正亮也认为

,

李登辉的
“

新台湾人
”

是典型 的
“

公 民民族主

义
” 。

台湾政论作家司马文 武认为
“ ‘

新 台湾

人
’

之观念
,

有助于对土地的认同和国民意识的

提升
” 。

3
“

新台湾人主义
”

目的是凝聚台湾民众对于

内外政策特别是大陆政策的共识
,

重构 台湾认

同
,

从心理上确立本省籍与外省籍民众对于
“

中

华民国
”

的
“

主权独立国家
”

地位的认同
,

在大陆

政策上确立与大陆的
“

对等地位
” ,

在 国际社会

确立
“

主权国家地位
” 。

台湾作家南方朔认为
,

“

两岸的民族主义对决
,

仍然是目前两岸关系发

展的潜流
。

目前台湾的策略仍然未脱离昔日那

种加工制造台湾 民族主义的格局
” 。

3 “

新台湾

人主义
”

本质上与李登辉宣扬的
“

生命共同体
”

的概念是一脉相承的
,

对内凝聚
“

国家主义
”

的

共识
,

对外抗拒
“

中国民族主义
” 。

∀++ + 年 7 月

. 日
,

台湾《自由时报》的社论公然宣称
“

我们乐

见在
‘

新台湾人
’

的诉求下致力族群与省籍的和

谐
,

但我们更应强调
‘

新台湾人
’ ,

凸显了台湾主



权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这个事实
” 。

 
%

由于 台湾各党各派各政治人物从各 自

的角度
、

不同的立场
、

相异的利益出发
,

对
“

新台

湾人主义
”

的内涵进行解释和理解
, “

新台湾人

主义
”

不可能消除岛内的统独
、

省籍矛盾
。

李登辉提出
“

新台湾人主义
”

之后
,

由于其

概念与内涵 的空泛性和模糊性
,

岛内社会各界

从不同的角度和各 自的需要 出发
,

对
“

新台湾

人
”

进行解释和理解
。

马英九认为
“

新台湾人
”

与
“

中国人
”

并不互相排斥
, “

新台湾人
”

当然是
“

中国人
” 。

−王建煊呼吁大家别忘了
“

都是未来

的新中国人
” 。 3 国民党副主席连战公开宣称

“

我不是新台湾人
,

我是老 台湾人
” 。 3 有些

“

台

独分子
”

则认为
“

新 台湾人
”

是指
“

台湾独立
”

后

的
“

台湾人
” 。

∀++ . 年 ∀, 月 ∀2 日
,

台湾
“

中华文化协会
” 、

“

中华民国
”

工商管理学会公布的一份
“

全国大

学生看两岸 问题
”

民调统计显示
,

∃7 ∋ 学生认为

自己
“

既是 中国人也是台湾人
” ,

2∃ ∋ 的学生则

将 自己定位为
“

台湾人
” ,

认为 自己 是
“

中国人
”

的学生有 ∀∃ ∋
。

李登辉虽 然提出
“

新 台湾人
”

观点
,

但却没有厘清
“

新台湾人
”

与
“

中国人
”

之

间的关系
,

对于统一台湾 民众的身份认同和
“

国

家认同
” ,

消除岛内统独矛盾和省籍矛盾的作用

不大
。

民进党 主席林义雄认为国民党 只将
“

新

台湾人
”

当成 口 号
。

郭正亮认为
“ ‘

新台湾人
’

已经沦为新瓶装 旧酒
,

不但被曲解为新的族群

分化
,

甚 至被解读成外省族群利用李登辉情结
、

藉此凌驾
‘

旧 台湾人
’

或
‘

老台湾人
’ 、

重新确立

文化霸权的认同策略
。

族群分歧并未因为标举
‘

新台湾人
’

得到缓和
,

反而以更露骨和更极端

的形式
,

在选举后的台北都会激化扩散
” 。

)邱

义仁则指出
“ ‘

新台湾人
’

原可 以有 丰富的意

涵
,

但 目前的策略性思考及其负面效果则令人

担心
” ,

因此
,

他对于李登辉在选举中提出
“

新台

湾人
”

主张有助还是有害于族群关系的发展提

出了质 疑
。

0 台
“

行政院长
”

萧万 长认为
,

所谓
“

新台湾人
”

的概念
,

指 的是每个生活在这块土

地上的人
,

共同努力打拚成为命运共同体
,

不能

也不必再延伸为
“

新台湾 国
” 。

− 台前
“

监察 院

长
”

王作荣则希望李登辉宣示
“ ‘

新台湾人
’

是中

华民族或 中国人
” 。

新党表示李登辉新台湾人

的说法若能再补充
“

新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 ,

将

有助于两岸互信的建立
,

因为
“

两岸人民都是中

国人
” ,

应是最起码的相 同处
。

。

三
、

对于
“

新台湾人主义
”

的评价

由于
“

新台湾人主义
”

具有模糊 性的特点
,

使得岛内民众大多持肯定与认同的态度
。

台湾

传讯民调结果显示
,

民众承认 自己不 了解
“

新台

湾人论
”

意涵 比例高达 7+
#

8 ∋
,

在告知 相关涵

义后
,

同意 自己是
“

新 台湾人
”

者达 %+
#

∃∋
。

Β

《联合报》民调也显示
,

%. ∋ 的台北市民同意
“

新

台湾人
”

的说法
。

) “

新台湾人主义
”

的内涵具有

双重性
,

一方面
,

它的主要意涵是指台湾社会应

当饵平岛内社会族群冲突
,

省籍矛盾的伤痕
,

告

别历史悲情
,

建立族群融合
、

团结安定的社会 Α

另一方面
,

它又被少数政客赋予 了建构
“

台湾民

族主义
” ,

确立
“

中华民国
”

的
“

主权独立 国家
”

地

位的政治意涵
。

前者即是 台湾人民的普遍心

理
,

同时也是我们的共同愿望
,

台湾四大族群都

是中华民族儿女
,

我们希望台湾民众和平相处
,

共同建立一个繁荣和睦的社会
,

我们更希望两

岸人民消除历史与现实的歧见
,

共创一个伟大

强盛
、

团结统一 的中国
。

但是对于后者
,

以
“

新

台湾人主义
”

为 口号对祖国统一的历史潮流
,

企

图通过
“

新文化
”

认同建立
“

新 国家
”

认 同的理

论
,

应当予以坚决的反对和批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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