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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政治文化异同与融合发展之道

◎邓小冬

摘要 ： 台 湾政治文化 由 中 国传统政治 文化 、西方政治文化和 日 本政治文化三部分组成
，
而 大陆政治 文化 以 中 国特 色的社会

主义政治文化 为主导 但也有传统政治文化 、
近代西 方政治文化的成分 。 两岸政治文化 的相似之处 为传统政治文化部分

，
差异

方 面
，
则 可 以 区分为 大陆的社会主义政治 文化与 台 湾资本主义政治文化。 两岸政治文化 同属

一个 中 国政治文化 系统
，
应寻求政

治文化的 融合发展之道 ，
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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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和 台湾有着共同 的历史和文化 在 中华传 的 。 台湾经历了 日本 年的殖民统治 国民党接收

统文化上 ，
两岸

一脉相承 。 但各 自不同的历史发展 台湾后 由于其
一

系列腐败行径 ，加上二二八事件的

进程以及诸多内外因素的影响 两岸政治文化又呈 爆发 ，
台湾人对祖国的美好向往早 巳千疮百孔 。 两

现 出很大的差异性 。 本文分析两岸政治文化的差 蒋统治时期台湾实行
“

戒严
”

体制 对大陆进行各种

异 、相似性 探讨两岸政治文化的融合发展之道 。
歪曲宣传 李登辉、陈水扁时期又宣扬

“

两 国论
” “
一

―

、两岸政治文化旳差异
边
一

国
” “

去中国化
”

运动
，
严重影响了 台湾 同胞的政

治认知 。 对此 ，我们应给予充分的尊重和理解
，积极

政治认知是人们关于政治现象的感性认识麵
扩大

性认识的总和 与政治知识的概念相近 政治认知是
陆民众的政治认知趋 向于世俗化 ， 即人们能从 自身

入
輸續度出发 ，对国家赚齡活減治活动有

了较多 的关注 。 同时也趋向于理性化 不再盲 目 的
且呈现出混乱 、复杂

巧
局面 。 民意调查 中 心

追求西方的 民主文化 ，更强调与 中国麵情结合起
年 入

来 。 在认同方面 当今大陆民众的政治认同 ，主要表
中 人两 淑页 曰寸 ，认同是 台湾人与 中国人的分别 现为对中共的政治领导和权威中心的认同 。

占 与 。 若可选择既是台 湾人也是 中国人
、政治情感方

■

面

时 ，认同两者都是 、 台湾人 、 中国人的分别 占 、 政治情感是指社会成员在已有的政治基础上对

、 。 数据一方面反映了 台湾 民众认知的复 政治现象产生的亲疏好恶等情绪性反应 。

⑶
台湾历

杂性 、多元化 另
一方面也反映了 台湾民众对台湾的 史上几易其主 先后经历过西班牙人 荷兰人 ， 明朝

认同大于中国 。 这与独特的社会历史进程是分不开 人 、清朝政府 、 日本人 、 国 民政府的统治 。 台湾人始

收稿 日期

作者简介
：
邓 小冬 男

，
厦 门大学台 湾研究院研究生 。

福建 厦 门
， 。

為 州杯 摩 年第 期



终处 于被动局面 ， 不能 自 主的决定 自 己 的前途命 转测验
”

，
民主政治文化已经在台湾确立了起来 ，反

运 。 因此 台湾人形成了
一种悲情意识 。 这种悲情 映了 民众在不满意某

一

任政府时 ，会想到更换其统

意识被政客们所利用 ，声称台湾人要出人头地 所以 治者 而不是怀疑民主制度 推翻其政权 。 当前台湾

部分台湾人才会形成与 中 国意识 、中 国情怀相对立 民众政治价值观反映在台湾前途问题上 ， 主要体现

的分离主义意识 。 台湾人对大陆的不认同 ， 与台湾 在以维持现状为主流 。 绝大多数台湾 民众并不急于

人的恐共心理有很大关系 。 长期 以来 ， 由于台湾当 解决两岸分歧问题 他们既不支持两岸立即统
一 也

局的反共教育 ，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 国共产党等在台 不支持
“

台湾独立
”

，倾向于维持台湾 目前的状况 ， 即

湾人心中的形象被严重歪曲 了 。 因此 ，绝大多数台 保有某种程度的
“

自主与 自立
”

。 在群体意识上区分

湾人对大陆不仅没有好感 ，
而且甚至怀有敌意 。 同 为

“

我群
”

与
“

他者
”

，把台湾建构成
“

我群
”

，把大陆建

时 ， 由于台湾在经济上 、军事上 、文化上 、政治上依附 构成
“

他者
”

。

于美国和 日 本
，
台湾社会存在一种

“

崇美媚 日
”

心理
，

大陆民众趋向于一种极为实际的追求和实利主

对美国和 日 本有着特殊的感情 ，在一些政治人物身 义
，传统的重义轻利价值观转变为现代的义利并重

上表现的尤其突出 。 的价值观。 主要表现在人们在讨论 、认识某
一

项政

在大陆方面 ，
民众拥护 中共的领导 ，

支持人民民 策或规章制度的时候 ，从是否符合 自身利益出发 ，趋

主专政制度 认同社会主义政治体系 。 如 年 向 于理性化。 改革开放以来民众的民主意识逐渐增

月 日
，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庆丰包子铺排队买 强 参与政治的要求不断扩大 传统的以道德为中心

包子 ，并与其它食客交谈的消息被发布在网上 ， 引起 的价值尺度受到强烈 冲击 追求 民主 、 自 由 、 法治等

网友踊跃点
“

赞
”

，
跟帖不断 此事也高居 月 舆情 现代价值观受到肯定 。 民主取代专制 、选举取代任

满意度第
一

名 。 反映了大陆民众对党和 国家领导 命 、 法治取代人治 、
放权取代集权等成为人们 的共

人的认同
，
对政府做法的满意 。 大陆民众的政治情 识 合法化建设 、权威认同等现代化理念渐人人心 。

感也体现在对祖国和民族的热爱与 自 豪感中 。 在一 大陆民众的政治价值取向 的民主性 、法制性 、参与

项调查 中显示 ： 当问到 民众
“

当您 目睹奥运赛场上奏 性和稳定性成分越来越多 。 民众积极参与公共生

响中 国国歌 、升起五星红旗时 ， 内心感受是
”

这 个问 活 ，评价政府的实际作为 ，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

题时 ，绝大部分民众回答
“

比较激动
”

和
“

非常激动
”

，
应的 民主 、 自 由 等观念逐步融入人们的政治生活

其中 回答
“

比较激动
”

的民众占 回答
“

非常激 中 。 同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对平等的

动
”

的 民众 占 。 大陆正处于一个社会的大转 认知也成为了 民众的基本价值取向 。

型时期 ， 民众的政治心理也发生了改变 越来越以 自 二
、 两岸政治文化的相似性

身利益作为评判标准 。 对社会中存在的官僚主义 、 虽然大陆 目前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

家长制 、 权力过分集 中及贪污腐败等现象表示不 义政治文化是其主导的政治文化 ，
台湾实行的是西

满 。 如中共十八大以后 大陆反腐的频度很高 、
力度 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也是

很大 在官员受调査案子中 有超过 是来 自 民众 其主导 的政治文化 但 由于受千百年来传统思想文

或其他官员 的举报 ，这也获得 了很高 的舆情满意 化的影响 两者政治文化中也有很多传统政治文化

度 。 的成分 ，也就是两岸政治文化的相似之处 。

、政治价值取向方面 、
重人治 轻法治 。 中 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和

政治价值取向或称政治评价 通常是指人们在 政治家认为 国家的兴亡同皇帝的好坏有着十分密切

基本政治认知 、政治经验和直观的政治情感基础上 的关系 ， 他们强调君圣贤相 强调修身 、德性 。 君主

的思想与态度的升华 包括政治理想 、政治信仰 、政 要 自觉地根据德和礼来约束 自 己的政治行为 。 历史

治价值观念 、群体意识 、政治追求等理性思维和主 上关于人治和法治有过三次争论 中 国古代历史上

张 。 当 自 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政治革新 以来 ，
儒家和法家的争论便是其中一次 。 儒家主张人治 ，

台湾的政治文化也随之发生变化 。 由两蒋时期的国 或者是德治
、
礼治 ，

强调
“

以德治国
”

； 而法家反对儒

民党威权政治文化体系转变成多元化取向 。 在政治 家的人治 ，主张法治 ，提倡
“

法 、术 、势
”

，
强调

“

以法治

价值取向上 ， 受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 ，
美 国式的 自 国

” “

不分贵贱
”

。 然而 在君主专制政体之下 法家

由 、民 主 、公平 、
正义等取向 占据统治地位 。 台湾 已 的

“

法
”

也只不过是统治者控制人民的工具罢了 。

经实现了两次政党轮替 表明台湾 已经通过了
“

双翻 、重视伦常秩序 。 人的政治行为的最高准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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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道德伦理 、纲常秩序 三纲五常 、君臣关系 、
父子关 掌权者也会通过玩弄权术 ，排斥异 己 、任人唯亲等手

系成为政治统治的必要秩序 ，
儒家学说为其提供了 段滥用权力 ， 以满足 自 己的欲望 这些都是权力本位

政治思想上的支持 。 强调官贵民贱 君尊臣卑 把君 的体现 。

主与臣民的关系看作父子关系 承认父权政治 、强人 以上种种传统政治文化的特质 仍然不同程度

政治 。 同时 这种秩序也要求统治者要力求做到
“

圣 的存在于两岸政治文化之中 。 在 台湾 蒋介石去世

贤之君
”

民众要顺从依附于君主 。 因此 人们要维 以后 蒋经 国 自然的继任
“

总统
”

开始了又一段威权统

护纲常伦理 ，讲求慎独 自 律 规范自 己 的言行 。 治时期 。 李登辉和陈水扁时期虽然 台湾的民主有了

、主张君主民本 。 中 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是和君
一

定程度的发展 ，
但仍实行的是

一

种强人政治 这些

主思想联系在一起 的 认为是君主和 臣民组成 了政 都是中 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表现 。 台湾 目前虽然已进

治体这
一

统
一

整体 。 中 国传统社会是尊君 的 君主 入民主巩固时期 但台湾社会仍普遍注重伦理家族 、

是国家的化身与象征 虽说
“

民为贵
、社稷次之 ’

君为 亲情礼法 而对法律规范等重视不够 如在各个地方

轻
”

，但重民最终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统治 。 古代的 存在的派系 、台湾社会的族群政治 ，都是台湾传统政

民本思想与近代的民主思想有着很大的不同 。 民本 治文化的表现 。 由此在台湾也出现了所谓关系社

思想是以君主为主体的 根本上是为 了维护君主的 会 、熟人社会现象 裙带之风盛行 ，人大于法 ，轻视法

封建统治
；
而民主思想是真的以 民为本 崇尚 自 由 、 制并致使法制流于形式 ， 法律制度也可 以变通执

平等 ，否定专制制度 。 行。

…

陈水扁贪污案 以及王金平关说案便典型体现

、主张家国同构 。 家 国同构是宗法社会的显著 了这一现象 。 在大陆 ，等级观念 、地方观念 、官本位

特征 。 强调家国统一 ， 国家和家族在组织形式 、
伦常 意识 、权利本位 、权力过分集 中等等 也是传统政治

原则 、 权力结构上具有统
一

性 。 君主的统治形式便 文化的表现 。 此外 还有
一些政治现象 ，诸如强调集

是家国合
一

， 是
一种家天下的思想 。 正是由 于家国 体主义 ，

讲究论资排辈 ，家长作风 圣人执政心理等

同构
，在中国古代把国称为国家 。 认为国与 家是相 等

，
在两岸政治生活中都曾 出现过 ，这同样是传统政

通的 ， 君权与父权一致 。 提倡
“

天下兴亡 ， 匹夫有 治文化的反映。

责
”

，
以天下为己任 ，

“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 三 、融合发展之道

而乐
”

。 如我 国古代严密的家族制度 、嫡长子继承 、 、加强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严格的宗庙祭祀等 ，就是家国同构的
一种体现 。 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的关键在于增强政治互信 ，

、君子式政治文化 。 君子式政治文化是和愚民 而两岸政治互信的根本在于同心 ，要实现两岸 同心
，

政策联系在一起的 。 中国传统观念认为政治是君子 就要两岸人民交心 、 通心 。 加强两岸文化教育交流

的事情 ，
民无权过问 。 这对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造 合作 就是实现两岸同心的有效途径 。 两岸 同属

成重大影响 使他们产生 了政治疏离感 ，从而远离政 一

个中 国框架 都继承和发展 了中 国传统文化 。 国

治
，
把 自 己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 。 统治者的愚民政 民党主席吴伯雄呼吁 ，让文化引领两岸 ，其所指的文

策强调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 的 ， 小人不能平等的参 化就是 中华文化 。 中华文化具有融合的特性和功

与政治生活 。 君子是劳心求知 ，
而小人则是劳力谋 能 ，有追求统

一

、维护统一的强大生命力
，
也是两岸

食。 同时又 由于广大劳动人民被长期束缚在土地 建立互信的共同的思想基础 。

上
，
无暇顾及政治生活 这不但阻碍了 中 国民主思想 目前

，
两岸在经贸合作上签署了多项协议 ，建立

的产生 ，
也造成长期以来广大民众具有

一

种政治冷 了交流管道和对话机制 。 而在文化交流方面 则缺

漠感 。 乏相应的机制 。 因此 ，
两岸必须在文化方面不断搭

、权力本位 。 权力本位的实质就是崇 尚权威 ， 建桥梁 建立两岸文教合作交流机制 ，签订两岸文教

以权力为尊 ， 唯上是听 ，唯权是从 ， 把官员视为大家 交流协议 ，使两岸文教交流制度化 、规范化 。

长 、

“

父母官
”

对官员感到畏惧 不敢过问政治 寄希 年胡锦涛总书记与国 民党主席吴伯雄举行会谈时双

望于明君 、清官 。 集权式的专制扩展了臣民文化 ，
君 方都表示要积极促进两岸文化教育交流 ，举办以文

主的权力得到了极大地扩大 ，君主作为
一

大家长 ，
其 教交流为主题的两岸经贸文化论坛 ，探讨协商两岸

权力是无限的 ，
民众要服从君主的统治 。 这种权力 文教交流协议 。 两岸同文同宗 ，

文化相通 在大陆

本位的思想深刻的影响了 民众的政治参与活动 ，在 方面 有着广 阔的市场
，人才众多 ，

而 台湾方面则具

这种思想的氛围里 ，
权力是最有价值的东西。 同时 ， 有 良好的创意和丰富的行销经验 。 因此 加强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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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
建立两岸文化与教育交流机制 ， 极为两岸青年交流创造条件 ，

如举办青年论坛 、就学

不仅有利于实现两岸同心 ，增强政治互信 ，还有利于 历承认 、联合办学等议题签订协议等 ，培养两岸青年

两岸文化产业的共同发展 。 共同的价值观和理念 。

、继续加强两岸经贸合作 、创造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的政治文

两岸最终走向统
一的基础是具有共 同的利益 。 化环境

而 目前两岸发展最密切 的就要数经贸关系 ， 这也符 大陆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 ， 台湾实行的是资

合两岸的根本利益 。 近几十年来 两岸经贸合作从 本主义制度 ， 两岸政治文化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

无到有 ，从小到大 ，合作领域不断扩大 。 年大 异 。 两岸 目前政治分歧难以解决的关键就在于政治

陆是台湾第九大贸易伙伴 而到了 年 ， 大陆就 文化差异 。 如 台湾 年终止适用 的
“

国家统
一

纲

成为 了 台湾第一大贸易伙伴 ， 台 湾也成为了大陆的 领
”

的 四大原则之
一

就提到 ，

“

中 国的统
一

，应以发扬

第七大贸易伙伴和第一逆差来源地 。 总的来说 ， 中华文化 维护人性尊严 保障基本人权 ， 实践民主

目前两岸政治分歧仍难以解决 经贸合作则往来密 法治为宗 旨
”

。 这充分反映了 台湾以 民主法治为实

切 ，
两岸关系发展呈现出 了

“

政冷经热
”

的局面 。 针 现两岸统
一的借 口 。

对目前这种情形 ，
两岸要本着

“

先易后难
”

的原则 ，继 台湾先于大陆进行了政治改革 ，
已 由两蒋时期

续加强两岸经贸合作 从低阶层政治范畴逐步解决 的威权体制转变为 目前的民主体制 。 虽然台湾的民

高阶层政治争议 。 主政治存在很多弊端 但也取得了重大成就 。 大陆

两岸经贸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通过两岸经贸往 自改革开放以来 政治生活中 的 民主化 、法制化成分

来 ，
可 以增加两岸同胞的 了解 ，增强互信 ， 还可以 为 逐渐增长 ，但大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仍落后

两岸政治分歧的解决创造 良好的环境 。

“

实现两岸关 于经济发展 ，
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因此 ，

系和平发展 ，基础是坚持
一

个中 国原则 ， 目 的是为两 要创造有利于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的环境 ，
即融合民

岸 同 胞谋福祉 ， 途径 是深化互利 双赢 的交流合 主 、 自 由 、文明的政治文化环境 。 使两岸 同胞之间能

作
”

。 对于两岸 的经贸合作 ， 在制度设计上 ，
两岸 够加强沟通交流 两岸社会团体 、政治之间能够增加

可以建立海峡两岸 自 由贸易 区 ，
逐步走向共同经济 政治互信 共同务实的面对两岸的历史与现实 ，

以实

体 促进两岸政治上的密切统合 。 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为 目标 ，携起手来 创造有利于

、加强两岸青年学子的交流 两岸发展融合的 民主、文明的政治文化环境 ，培植共

年 月 日 ， 胡锦涛在
“

两岸万名青年大 同的民主 自 由法治观念 树立共同的文明价值观。

交流主题联欢活动
”

时说 ：

“

青年代表着未来 ， 推动两 四 、 结 吾

岸关系未来发展归根到底要靠青年 希望两岸青年 两岸 同属
一

个中 国框架 同文同宗 。 台湾的政
一

代接过发展两岸关系的接力棒 更加踊跃地投身
治文化以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为主导 ， 大陆的政

到两岸交流合作 携手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

冶文化以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为主导 。 細时两岸在
好未来

”

。 的确 ，两岸关系的发展要靠两岸青年 ，

政治文化上又存在相似性 ， 即政治文化中存在不同
青年代表着两岸关系的未来 。 然而 ’ 年 月

程度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成分 。 两岸政治文化差
”

异 的缩窄对预岸 的和平统 进程有着重大影响 。

青年缺乏了解 、感情淡薄 ’ 在价值观以及理念方面 ，

两岸应本着
“

求同存异 ，和而不同
”

的理念 ， 加强文
—

、 口
化教育的交流与合作 、继续加强两岸经贸合作 、加强

“

张悬 ’

两岸青年交流
、
创造两岸和平发展随治文化环境 ，

于 年 月 日 表示 ’

“

会全力 大陆方赚
实麵岸政治文化的融合 細中 国梦 。

行沟通 让对方 了解这是两岸年轻人互动过程 中 可

能会遇到的情形 ， 双方应互相体谅 、包容
”

。 国 台办

发言人范丽青于 月 日 针对该事件回应
“

我们希
参考文匍

望两序 同胞 ，特别是青年
一代多接触 ， 多交流 ，增进

刘 国 深 台 湾 政治 概论 北 京 ：
九 州 出 版社

’

相互 了解和感情
”

。

°

从两岸相关主管部门的 回应
，

我们就可以看 出 ，

“

张悬事件
”

所代表的两岸青年的 民调 中 心 年 月 两 岸 互 设 办 事 处 民调

交流问题引起了两岸双方的重视 。 从政府层面应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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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修祺 两岸心通 才能政治互 信 大公报

，

亲 民 、改革 、
反腐 本届政府形 象拼图

，
胡锦涛 同吴伯雄会谈 希望促进正式 结束两岸敌对状态

梁 营 社会资本 与公 民 文化的成长 公民文化成 长

与培 育中的社会资本 因素探析 北京 ：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 ，

社 刘艳 新形势下 两 岸经 贸合作的现状与发展前景 海峽

十 八 大 后 看反 腐 科技与 产业 ，

胡锦 涛 牢牢把握两岸 关 系和平发展的主题 党建
，

王运萍 从我 国 公民政 治价值观的现状看 当前政治启 蒙 ⑷

的任务 中 国政治 ，

两岸青年 交流趋势 良好意 义重 大

马 乐 中 国传统政治文化 的现代思考 文化研究 ，

曹 维劲
，
魏承思 中 国 年代人文思潮 上海 ： 学林 出 张悬事件的反思

版社
—

王 为 台 湾 地 区政治 研究 北京 ： 世界知识 出版社
，

责任编辑 ： 张颖

两岸 心 通 才 能 增进互 信

’

— —

上接第 页 之两面 互为补益 。 但若分轻重缓急 ， 最后 农复会找到了一条知识分子介人农村 、建

历史证明了沈宗瀚的坚持更加适合中 国农村的发展 设农村的正确道路。 农复会的经验表明农村的发展

实情 。 唯有先将
“

面饼
”

做大 ，才有可能 以较为公平 离不开掌握了现代科技武器的知识分子 但知识分

的方式进行分配 ， 国人思维中的
“

不患寡而患不均
”

子若想发挥作用则要从农民需要出发服务农村 ，

一

意识正是由于物质产品 特别是食物 长期以来严重 点一滴取得进步而非空谈乌托邦式的宏伟蓝图 。 若

匮乏所导致的畸形心理 。 将视界放宽 ，农复会仍隶属于那个 自 晚清 民初以来

再者 ，农复会在尊重现状的前提下通过各方协 中 国知识分子在探索如何改造中 国农村这
一问题上

商的形式就以土地为核心的农村生产资料再分配达 孜孜求索的伟大传统 ，但它所取得的成就在这
一历

成妥协 基本解决了困扰中 国 自秦以降数千年历史 史系谱中却最为闪亮和光彩夺 目 值得后人铭记 ！

始终未能走出 的
“

农民起义——建立新王朝——农

民起义
”

的治乱循环 ， 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推行土地

改革提供了非常丰富 的经验 。 农复会准确抓住了农 参考文献 ：

民与土地之间的紧密嵌套关系 ，
通过土改授予大量

黄俊杰 台 湾
“

土改
”

的前前后后
——

农复会 口 述历 史

无地或少地农民 以土地 ，从政治权利和土地所有权

这两方議立农民作为 自 己土地的主人 ， 逐步在农

村培育了一个较为庞大的 自耕农阶层
；
改造旧有农

： 水利 水 电 出 版社 ，

会组织 使其成为介于政府与农民之间的
“

制动闸
”

，

有效保障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
以和平手法将农村中 于 宗先 、王金利 ， 台 湾 土地 问题——社会问题的根源

大地主的注意力渐次转至 中国传统社会下
一直被视 台北 联经 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 司

，

为
“

末业
”

的工商业 ，为台湾 的工业建设提供了资金 蒋梦麟 西潮与新潮 北京 ： 人民 出版社

积累 ，从根本上扭转了延续几千年的
“

重本轻末
”

思

想 ，为台湾培育工商社会 完成从传统意识向现代性
编辑 徐映奇

转变奠定了思想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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