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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年9月11日，台北地方法院对

扁家弊案涉案的14名被告人作

出一审判决，陈水扁和吴淑珍

都被判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并且

各自被判罚金新台币2亿元、3亿元。

扁家子女及亲信，除了蔡美利患病暂

停审判，陈镇慧免刑，其余被判处6个

月到20年的有期徒刑。扁家弊案的审

理和宣判是台湾政治史和司法史上的

重大事件。从2006年陈水扁的女婿赵

建铭暴发台开内线交易案以来，扁家

的弊案一桩接一桩被揭露，引起台湾

百万民众走上街头要求陈水扁下台。

如今，台北地院的一审判决总算给了当

年台北街头的百万红衫军一份安慰。

台湾司法机构在一审过程中基
本上顶住了政治的压力

台湾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

政治转型以来，政党政治、选举政治

逐渐确立，但是相关的制度建设未能

完全跟上政治转型的步伐，政治上的

开放也未能摆脱政治腐败的宿命。台

湾选举沦为金钱游戏，政客与财团的

结合越来越紧密。陈水扁从投入政坛

开始就不断收取政治献金，是民进党

内的募款能手和募款大户。在台北市

长任内，陈水扁还专门成立了福尔摩

莎基金会来经营政治献金，钱越收越

多，胃口越来越大，与财团之间的交易

也越来越大胆，陈水扁一家终于走向

了自掘坟墓的地步。陈水扁的沉沦既

有制度的原因，也是陈水扁的贪婪性

格的结果。陈水扁从所谓的“台湾之

子”沦为“台湾之耻”，给台湾社会的

政治人物敲响了警钟，选举不是敛财

的机器，政治不是发财的工具。

陈水扁被起诉之后，不断干扰司

法对他的调查与审理，企图引入政治

力量来打压司法力量。陈水扁的手法

之一是打“台独牌”，利用“台独”来

动员深绿民众，他把贪污得来的钱说

成是“建国基金”，被羁押戴上手拷之

后仍高喊“台湾独立”， 近又在新出

刊的《蓬莱岛杂志》发表“要从台湾

事实‘独立’成为台湾‘法理建国’”

的谬论，使一部分深绿民众仍然被陈

水扁牵着鼻子走。陈水扁的手法之二

是打“悲情牌”，他玩过绝食，装过重

病，时而痛哭流涕，时而瘫软如泥；时

而慷慨陈辞，时而一言不发，摆出一副

受政治迫害的模样，蒙蔽少部分无知

的台湾民众。当然，台湾大部分民众

对陈水扁的花招哧之以鼻，前民进党

主席施明德就指出：“陈水扁不是有

理想的人，也不为追求民主人权，理

想只是他权力的敲门砖。”台湾司法机

构也在一审过程中基本上顶住了政治

的压力，对拒不认罪的陈水扁夫妇作

出了 为严厉的司法判决。

然而，台湾的刑事诉讼是三审定

谳，一审之后，仍有二审、三审的程

序，台湾社会围绕扁家弊案的政治力

量与司法力量的斗争仍会继续。陈水

扁在监狱之外仍有个人的办公室作

为他的代言人和分身进行活动；陈其

迈、王定宇等人还复办了所谓的“蓬

莱岛杂志”，对台湾社会进行“挺扁”

的宣传和鼓动；台南市长许添财也在

民进党中央提议，民进党应当力争

停止羁押陈水扁，使民进党仍旧打着

“司法人权”的旗号声援陈水扁。陈

水扁和民进党仍然企图以政治力量影

响和打压司法力量，寄希望于二审出

现翻案的奇迹。

扁家弊案移送台湾高等法院之

后，绝望中的陈水扁突发奇想，向美

国军事法庭控告美国总统奥巴马，称

“中华民国是一流亡政权，不具司法

审判权”，应由美国军事法庭取代。陈

水扁自称“奉美国之命治台”，其实是

“美军官员”，他要求美方介入，传唤

他到美国，重新审判扁案。为了脱罪，

陈水扁可谓死缠烂打，不择手段。然

而，9月25日台湾高院审判庭再次拒绝

了陈水扁的纠缠，作出了继续羁押陈

水扁的决定。

民进党与陈水扁难切割再度受
重伤

陈水扁下台后，受到扁家弊案的

拖累，民进党一直难有起色。虽然民

进党内不断有要求反省的政治声浪，

但是蔡英文主导下的民进党始终不

敢断然与陈水扁切割，一方面有所谓

的“情感因素”，另一方面有党内“挺

扁”势力的牵制，扁家弊案成为民进

党发展道路上的 大障碍。然而，在

扁家弊案审理的过程中，民进党和岛

扁家弊案，民进党的最痛
◎张文生



192009 / 10

热点透视

内外部分势力打着“司法人权”的旗

号要求停止羁押陈水扁。扁案一审宣

判之后，蔡英文代表民进党发表九

大声明，其中八条都是批评司法和舆

论的不公，表示力挺陈水扁的司法人

权，呼吁立刻停止羁押；只有 后一

条轻描淡写地要求陈水扁对于汇款海

外的行为、对于政治资金的管理、疏

于对家庭成员的约束承担起政治责

任。民进党对于扁案的态度，表面上

定调“部分切割”，“一审有罪视同除

名”，实际上仍是公开声援、全面“挺

扁”。

民进党的态度反映了泛绿阵营在

蓝绿对抗的政治意识形态格局下，已

经难以分辨是非，“只有蓝绿、没有是

非”成为台湾政治中的常态。台南市长

许添财就主张若继续羁押陈水扁，民

进党应采取强烈抗争手段。陈水扁的

亲信陈其迈表示，声援陈水扁的司法

人权是无可回避的责任，民进党应该

以更强烈的社运或群众运动要求释放

陈水扁。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庆

林还发动“一人一信声援停止羁押陈

水扁”。扁案一审判决前后，台湾南部

电台高呼“阿扁无罪”，甚至声称陈水

扁是“千古难逢圣君”、“一代明君”，

而判陈水扁如此重罪，就是要“打压

本土意识、欺负台湾人”。台湾人公共

事务会（FA PA）在美国发表声明对陈

水扁被判无期徒刑表示愤怒。台湾南

社还带着一群支持者到承审法官蔡守

训的住处前聚众叫嚣，恶言咒骂。民

进党彰化县党部主委江昭仪等50多人

公开到彰化地院“抗议司法不公，践

踏人权”，声援水扁。

民进党的反应显然与台湾多数民

意相悖，但迎合了绿营基本支持者的

心态。根据台湾《联合报》的民调显

示，45%的台湾民众认为扁案的司法

审理过程公平客观，28%不以为然；

至于对陈水扁一审判决，34%台湾民

众认同法院判决，21%感觉刑期太重，

15%抱怨轻判。T V B S民调显示，50%

民众认为扁案一审判决不会太重，

29%认为太重；《苹果日报》民调显

示，58.13%的台湾民众认为法官判得

好、大快人心，32.14%认为判得太重

了。可见，台湾多数民众认同一审法院

的严厉判决，但是也有30%左右的民

众不能接受，而这样的比例正与泛绿

阵营的基本支持群众相当，这也是为

什么民进党在扁案一审判决之后不仅

不能断然切割，反而更加激进地指责

台湾司法不公的根本原因。

扁家弊案成民进党的最痛
陈水扁当政是迄今为止民进党发

展历史上 为辉煌的时期，陈水扁当

政对于许多民进党人来说是难以磨灭

的历史记忆，许多民进党人入朝为官，

充分享受了当政的荣耀与政经资源。

了泛绿阵营的政治神话，陈水扁的从

政风格内化成为民进党的政治文化，

使得即使扁家弊案的内幕不断曝光之

后，仍有相当多的绿营支持者对陈水

扁抱持着同情甚至支持的态度。

当然，毫无疑问，陈水扁也深深

地伤害了大部分民进党政治人物和绿

营支持者，陈水扁为了个人利益消耗了

民进党多年积累的政治资源，使“神

圣的”台湾“独立建国”理想的现实

阴暗面暴露在了世人的眼光中，使民

进党及政治人物的前途陷入前所未有

的困境中。曾任民进党文宣部主任的

政大教授陈芳明感叹，扁案对台湾伤

害很深，民主运动元气大伤，民进党

欲振乏力。吕秀莲则建议陈水扁“代

表家人，为扁家的所作所为伤害台湾

民众、伤了支持者的心道歉”。因此，

部分民进党人士主张与陈水扁彻底划

清界限，民进党前“立委”李文忠就

表示，扁案在政治道德上，“我们高

度不以为然，要清楚的切割”；民进党

前“立委”林浊水也认为，如果民进

党无法尽快将是非正义讲清楚，民进

党势必将随着陈水扁一块向下沉沦。

有意再次问鼎台湾地区领导人职位的

苏贞昌也认为：“无论个人或政党，犯

错或不符人民期待，就要面对民意淘

汰”。

扁家弊案摧毁了民进党长期标榜

的“清廉、勤政、爱乡土”的形象，成为

现阶段民进党发展的 大障碍，也是

现阶段民进党的 痛。扁家弊案不可

能在短期内了结，台湾检方仍在继续调

查陈水扁涉及的“机密外交案、二次金

改案、洗钱案”等六大案，陈水扁也不

可能轻易认罪，扁案将如影随形地伴

随着民进党的发展。在切割还是声援

的问题上，民进党选择了声援，无疑把

民进党的前途与陈水扁捆绑在了一起。

正如民进党前“立委”简锡阶指出的：

“走不出阿扁门，清廉成笑话”。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陈水扁当政也寄托

了许多泛绿阵营支

持群众的梦想，虽

然陈水扁没有给他

们满足，甚至仅仅

是欺骗，但是一部

分泛绿阵营的支持

者仍旧陶醉在这些

无法实现的谎言

中。陈水扁与民进

党的历史已经结为

一体，陈水扁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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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开辟澳台关系的新前景
     10月21日，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王毅
在“澳台关系十周年”研讨会上表示，经过两岸同胞
共同努力，开创出当今和平发展的新局面，的确来之
不易，值得倍加珍惜，更要悉心呵护。同时，我们也
要清醒地看到，两岸关系的进程仍然面临“台独”分
裂势力的各种阻碍，未来前进的道路上还将遇到各种
挑战，也需要逐步探索破解政治分歧等各种难题。但
是，两岸关系在和平发展轨道上的前进之势已不可阻
挡，更不容逆转。

两岸关系60年的10个精彩瞬间/本刊编辑部
      在普天同庆新中国60华诞之际，本刊特精选两岸
关系60年来的10个精彩瞬间，以飨读者。精彩瞬间之
一，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多次阐述关于和平解决台湾
问题的主张和方针政策，挫败了美国企图造成海峡两
岸“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

“政治泥石流”：台湾“内阁”改组/杨
泽军
      台湾“新内阁”获得外界肯定，起步不错。不
过这毕竟只是个开端，未来形势不容乐观，国民党
“立法院”党团明言“吴内阁”没有“蜜月期”，
惟有“总竞赛”；吴敦义更以“临深履薄”形容当
前处境。的确，对 “新内阁”而言，未来施政千头
万绪，任重道远，面临严峻挑战。

扁家弊案，民进党最痛/张文生
      陈水扁下台后，受到扁家弊案的拖累，民进党一
直难有起色。虽然民进党内不断有要求反省的政治声
浪，但是蔡英文主导下的民进党始终不敢断然与陈水
扁切割，一方面有所谓的“情感因素”，另一方面有
党内“挺扁”势力的牵制，扁家弊案成为民进党发展
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玉汝于成终使然
——陈云林和他工作背后的故事（上）/本刊记者 
薛汇
     2008年5月以来，两岸关系实现历史性转折，两岸受权团体
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三度举行会谈，成功签署了九项协议并达
成一项共识。透过这累累硕果，本期将与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一
起，回忆、评点海峡两岸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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