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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共同体”视角探析台湾青年认同问题

□　孙　云　庄皇伟

摘　要：青年是建构未来两岸关系重要的参与者、影响者，甚至是引领未来两岸趋势走向的

领导者和决策者。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推进，两岸青年的交流过程由浅入深，形式渐渐多样

化、层次化和普遍化。２０１４年 “反服贸运动”、网络世代的崛起、台湾学生 “返乡投票”对台湾政

治生态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间接影响到两岸关系。本文从 “共同体”这一视角，分析台湾

青年的认同困境，探索如何建构台湾青年对中国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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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以 来，两 岸 关 系 出 现 了 和 平 发 展

的新局面。经过多年经贸往来，大陆已成为台

湾最大的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二

大进口来源地，两岸经济交流日益密切。新功

能主义者强调，经济到政治 的 “外 溢” （ｓｐｉｌｌ

ｏｖｅｒ）过程不会自动发生，也就是说，经济的

互利交流 不 见 得 会 产 生 政 治 上 的 互 利 效 应。①

２０１４年台湾岛 内 分 别 发 生 了 以 台 湾 青 年 学 生

为主体的 “反服贸运动”和在 “九合一”选举

中的 “大学生返乡投票运动”，年轻世代的 崛

起，反映了台湾青年关心岛内政治，并期许用

自身行动来影响台湾的政治走向。青年人崛起

的背后，“我是台湾人”认同的上升、“恐中情

结”的出现等都是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需要正

视与面对的严峻问题。

一、“共同体”的涵义和特征

从词源上看，“共同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来

自希腊语Κοινóτητα，表 示 一 种 具 有 共 同 利 益

诉求和伦理取向的群体生活方式。② “共同体”

一词发展至今已被广泛应用于政 治 学、哲 学、

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同时还衍生出宽广的

概念，如政治共同体、关系共同体、民族共同

体、利益共同体等。

“共同体”的理论主要来源于 德 国 社 会 学

家滕尼 斯 （Ｆｅｒｎａｎｄ　Ｔｏｎｎｅｓ）在１８８７年 出 版

的 《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他认为： “共同

体作为社会相对的一种生活，特指那种凭传统

的自然 感 情 而 紧 密 联 系 的 交 往 有 机 体，只 有

“共同 体”才 是 真 正 的 和 持 久 的 共 同 生 活”。③

大陆学者俞可平将 “共同体”定义为 “一个拥

有某种共同的价值观、规范和目标的实体，其

中每 个 成 员 都 把 共 同 的 目 标 当 做 自 己 的 目

标”。④ 台湾 学 者 廖 炳 惠 认 为： “在 ‘共 同 体’

概念上，林浊水是比较接近法国政治哲学家赫

南 （Ｅｒｎｅｓｔ　Ｒｅｎａｎ）在 《何 谓 国 家》的 见 解，

认为是集体生命经验与记忆使得一个民族产生

凝聚力，而不是血缘、语言或疆界”。⑤ 这里台

湾学者忽略了 “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维度，除

了 “共同的生活领域”让 “民族”产生凝聚力

外，共同体还需要一些更加深刻而持久的共同

性。“‘共同体’的形成强调历史文化的共性或

者包容性 （如种族、语言、宗教、文化、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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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共同的历史意识等），这些是紧密把成员 联

接一起的纽带”。⑥

两岸同属于中华文化，两岸青年都是炎黄

子孙，都生活在以家庭宗亲为核心的伦理本位

社会，台湾与大陆奉行相似的文化价值观，忠

孝、礼仪、仁爱、廉耻、中庸、诚信等。这种

态度和观念上的共同性，被当代共同体主义称

为 “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善观念”。要构建两 岸

青年认同，更多的是关心和创造两岸青年共同

的生活，加 深 两 岸 青 年 之 间 认 同 彼 此 的 相 关

性。

首先，“共同体”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

群体关系，“共同体”所刻画的社会模式代表

着一种类似家庭或家园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

让人觉得在 “共同体”社会下可以放下所有防

备而全身依靠。“共同体”意味着 “与自己人

安全 地 生 活 在 一 起”。⑦ 习 总 书 记 在２０１４年２
月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提出了 “两

岸一家亲”的理念。同年５月习总书记会见台

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时曾表示 “两岸青少年身

上寄托着两岸关系的未来，要多想些办法，多

创造些条件，让他们多来往、多交流，感悟到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潮流，感悟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趋势，以后能够担当起开拓两岸关系

前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⑧

其次，“共同体”为个体的存在提供了一

个公共语境，在该语境中，“我……根据家谱、

社会空间、社会地位和功能的地势、我所爱的

与我关系密切的人，关键还有在其中我最重要

的规定关系得以出现的道德和精神方向感来定

义我是 谁”。⑨ 简 单 地 说，就 是 从 “他 者”到

“我群”的转变。“共同体”有助于个体的自我

确认，更清晰地界定 “我群”。台湾 “政 治 革

新”后，经李登辉、陈水扁时期 “去 中 国 化”

教育的影响，台湾青年对大陆的 “我群”认同

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经过多年的发展，其基本

趋势 已 经 逐 渐 将 大 陆 定 位 为 “我 群”之 外 的

“他者”。弥补台湾青年的认同差异，关心台湾

青年的政治社会化教育，增进对大陆的亲切和

认同感，无疑显得十分迫切。认同是个人与社

会环境之间互动的产物，在两岸 公 共 语 境 下，

两岸社会环境若有足够的共同性，并且这些共

同性又具有强大的构造力，那么处于公共语境

下的两岸青年面对的生活内容就会相对 确 定，

其认同也就会较为相似和一致。

最后，“‘共同体’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并

具有高 度 的 回 应 性”。⑩ “共 同 体”是 对 “信

任”、“和平”、“幸福”和 “一家亲”等价值观

念的共同构造，有助于两岸人们各自所理解的

价值观念在公共语境下被接纳或者被承认。两

岸过去 很 多 历 史 情 结 是 错 误 的 印 象 造 成 的，

“这些刻板印象所造 成 的 偏 见 与 歧 视 已 经 对 两

岸关系造成十分严重的伤害。”瑏瑡 台湾青年生长

在普遍对大陆抱有错误刻板印象的环境里，并

且在两岸 交 流 过 程 中，存 在 因 “国 家 认 同”、

政治制度和其他社会文化习惯的差异所带来不

适应性和排斥感，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

中，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

二、台湾青年认同困境分析

“认同”是 “我是谁”这一问 题 的 自 我 回

答，与 “身份”在西方语言中是同一个词，但

他们之间还是有些区别。“身份”主要表示一

种社会位置，而 “认同”，则更多 地 意 味 着 一

个人对自 己 的 理 解 和 设 想。 “身 份”转 化 为

“认同”的过程中，共同的情感与社群因 素 发

挥重要作用。简而言之，“‘身份’只需通过社

会关系的规定就能形成，而 ‘认同’则还需要

借助个体自身的自我内在化才能确定”。瑏瑢２００８
年以来，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的新时期，两

岸青年交流也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不断 深 化。

两岸青年在交流过程中，分别接触和接受两岸

间各种信息和要素，这些信息和要素构成了两

岸青年间相互认同的基础，也是相互区别差异

身份的来源。两岸之间相似的生活状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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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历，共同的文化、习俗和语言是建构个体

认同的重要组成因素。

两岸青年经过多年的交流，有助于化解部

分刻板形象，尽管如此，两岸青年对中国的认

同并没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而变化，目前两岸

间青年的交流往往只停留在规模、数量和 “新

闻效应”上，缺乏交流的深度和广度，特别是

两岸由于长时间的分离，造成身份和 “国家认

同”的差异，往往给彼此间的交流带来不小障

碍。并且大陆推进两岸青年交流过于倚重公权

力的运用，对台青年的交往中更多的是从大陆

的对台大局出发，突出了 “政治性”的 交 流，

忽视了对 “共同体”的建构。

台湾青年认同困境主要表现在：

（一）“国家认同”迷思

“国家认同”是一个国 家 的 自 我 定 位。台

湾学者萧高彦认为 “国家认同”可界定为公民

对其所属政治共同体主动的认同，由之产生的

凝聚情感使公民愿意积极地为共同生活效 力，

而且在共同体有 危 难 时 愿 意 牺 牲 自 我。瑏瑣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受到民族主义情感的影 响，台 湾 大

学生愿意并且积极地投入到保钓运动中，向世

界宣示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尊严的决心。而如

今，“台湾大学生宁愿为一件都更案静坐请愿，

也不愿为钓鱼岛走上街头”。瑏瑤 从时间的维度上

看，两代台湾青年在政治文化和民族情感上表

现出了较大的不同。在 “去中国化”教育背景

和 “台湾主体意识”高涨环境下成长的台湾青

年将 台 湾 的 “乡 土 认 同”纳 入 了 其 “国 家 认

同”内，其 “国家认同”就与其父辈表现出明

显的差异。台湾指标民调２０１３年的调查显示，

年纪愈轻、教 育 程 度 愈 高 者，愈 认 同 两 岸 是

“国与国关系”，其中２０至２９岁民众持此看法

的比率高达７６．２％。瑏瑥２０１２年５月，台湾 “二

十一世纪基金会”发布的调查研究报告显 示，

台湾 “８６后 世 代” （１９８６年 以 后 出 生 者）有

４８．８％逐渐倾向 “台湾主体 认 同”，认 为 “台

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彼此 “互 不 隶 属”。

其中，大学生世代 “台湾主体认同”的比例更

高达５２．８％。瑏瑦

（二）身份认同迷思

根据社会身份理论，人们总是习惯于将自

己归于一个群体。当个体一旦认为自己属于某

个群体时，便将这个群体看成是内群体，其他

群体被看成是外群体。当个体知觉到的内外群

体差异 增 加 时，尤 其 内 群 体 的 优 势 特 征 增 加

时，会增加 对 群 体 的 归 属 感。瑏瑧 国 民 党 退 守 台

湾后，对岛 内 民 众 长 期 进 行 “反 共”宣 传 教

育，在岛内营造了一股 “恐共”的情绪。尤其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李登辉、陈水扁当局

不断强化台 湾 民 众 的 本 土 意 识、 “主 体 意 识”

及 “台湾意识”，并不断弱化及排斥 “中 国 情

结”、“中国认同”。在这股情绪的影响下，“中

国”被岛内民众视为身份认同之外的群体。出

生于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９０年间的台湾青年人，正是

受李扁时期 “台湾史观”、“台湾主体意识”影

响的一代人，“如今已经表现在身份认同问题

上。‘台湾主体意识’已经导致许多人以 ‘台

湾人’为 ‘我 群’，以 ‘中 国 人’为 ‘他 群’，

认同自己是 ‘台湾人’，而不是 ‘中国人’，进

而认为 ‘台 湾 是 台 湾，中 国 是 中 国’， ‘台 湾

（或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台湾前

途要由２３００万台湾人民决定’。”瑏瑨 受李扁时期

“去中国化”教育的青年学生，“恐中反中”情

绪更为浓厚。“反服贸运动”中，组织和参与

运动的绝大多数是受 “台湾主体意识”影响的

青年学生，学运组织领袖更是喊出了 “我主张

‘台独’”瑏瑩等口号。根据２０１３年ＴＶＢＳ所作民

调显示，２０－２９岁 的 台 湾 青 年 自 认 “是 台 湾

人”的比例进 一 步 上 升 到８９％ （全 体 民 众 为

７８％），明显高于其他年龄层，只有１１％自认

“是 中 国 人”（全体民众 为１３％），为 所 有 年

龄层中最低瑐瑠。

（三）制度认同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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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 “政治革新”后，进行了政治民主化

转型，走出与大陆不一样的发展道路，实行不

同的政 治、经 济 和 社 会 制 度。１９９０年 在 台 湾

发生的 “野百合学运”是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以

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对台湾的政治发

展而言，学运的民主化诉求以及它的后续发酵

对台湾的民主化进程有着深刻的影响。之后台

湾青年更是发动了 “新野百合运动”、“野草莓

运动”、 “反 媒 体 垄 断 运 动”以 及 “反 服 贸 运

动”。从运动的 动 员 能 力、规 模、次 数、议 题

等方面来看，台湾青年的力量在台湾政治体制

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些在民主化背景

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对台湾的民主制度有着

更强烈 的 优 越 感 及 认 同，他 们 常 常 以 游 行 集

会、表达意见、尊重人权、言论自由等形式来

区分民主与非民主，划分两岸间的社会群体关

系。可见制度、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差异是影

响台湾青年的认同原因之一。

（四）对大陆的 “刻板印象”

媒体在青年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其不仅提供政治信息、表达观点和宣

传政党 政 策，在 一 定 程 度 上 还 具 有 “政 治 传

播”作用。在形塑舆论和引导民意上，媒体更

具有推澜助波的能力。尤其随着智能手机和互

联网的兴起，大众传媒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相

对于传统政治社会化机制 （诸如家庭、学校教

育等等）有着更大的影响力，也更 快 速 便 捷。

青年在青春期所获得的政治认同和倾向，会具

有相对的稳定性。台湾媒体的蓝绿分野，缺乏

中立性，也 是 影 响 台 湾 青 年 人 认 同 的 原 因 之

一。两岸民众大多通过两岸媒体报道来了解两

岸事务，从而形成对两岸事务的认 知 和 态 度，

进而影响自己的行为。两岸在交流合作中不可

避免会产生矛盾与冲突，“经过岛内有心政客

与部分媒体的不断炒作与煽动，往往给台湾民

众尤其是台湾青年对 “中国” （大陆）的印象

带来负面影响”。瑐瑡

三、建构两岸青年认同路径的若干思考

两岸关系已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不能倒

退到与台湾的主流民意相反的道路，不能违背

了双方之 间 的 主 流 民 意。瑐瑢 青 年 是 两 岸 关 系 未

来发展的主导者，重视台湾青年的心态，建构

两岸青年共同的生活圈，着力培养两岸共同领

域，是巩固与深化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和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举措。

（一）倡 导 “中 华 民 族”，加 深 “中 华 情

结”

“共同体”是对一系列共同的价值、规范、

意义以 及 共 同 历 史 的 认 可，具 有 高 度 的 回 应

性。两岸都 是 伦 理 本 位 的 社 会，以 儒 家 为 中

心，奉行相 似 的 文 化 价 值 观，根 据 台 湾 《远

见》杂志的最新民调结果，台湾受访民众认同

自己是 “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比例很高，超过

一半 的 人 认 同 “两 岸 民 众 同 属 于 中 华 民 族”。

台湾当局领 导 人 马 英 九 分 别 在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３以及２０１４年 四 度 亲 自 遥 祭 黄 帝 陵。

台湾青年尽管在教 育 成 长 中 受 到 “去 中 国 化”

和 “台湾史观”的影响，但至今仍与 “中华民

族”存在着情感上微妙的联系。 “共同体”的

形成就是强调历史文化的共性和包容性，建立

在同一文化基础上的交流必然能够加深彼此的

认同感和信任感，凝聚民族情感。“中华民族”

作为两岸人民最大的公约数，对建构两岸 “共

同体”，加深台湾青年对中国的认同有重 要 的

作用。两岸青年今后的交流可以发展和扩充两

岸目前现有的 “集体记忆”，建立两岸制 度 化

的文化交流机制，开展科学的历史教育，推动

两岸文化产业对接，尤其要利用影视行业来再

现 “集体记忆”。另一方面，两岸 青 年 今 后 的

交流可借 助 闽 南 文 化 的 力 量 来 塑 造 双 方 亲 切

感，“文化的交流是心连心的工程，心连心就

能够把彼此拉得更紧”。瑐瑣 闽南文化对加深两岸

共同生活体验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开展闽台

文化互动体验，寻找闽台文化的相似性、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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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差异性，追根溯源，通过 “闽台 一 家 亲”

加强台湾青年对 “两岸一家亲”的认同。

（二）建构双重身份认同

有学者提出：“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大陆

所需要的不是消除台湾认同，而是要在台湾认

同的基础上再创造 一 个 ‘中 华’或 者 ‘中 国’

认同”。瑐瑤 “台湾青年的 ‘台湾人认同’已经根

深蒂固，基于两岸政治现实与政治分歧，短期

内要 想 消 除 台 湾 青 年 对 ‘中 华 民 国 （台 湾）’

的认同或 ‘台湾人认同’恐怕不现实”。瑐瑥 如前

文所述，认同是个体在某种共同生活语境中对

“我是谁”或 “我是什么”的回答，这种回 答

本质上也意味着 “区分”和 “划界”。“两岸命

运共同体能否得以稳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它是否能够为两岸同胞提供一个共同的身份认

同，能否赋予这种认同以牢固稳定的基础”。瑐瑦

建构双重身份认同更能为台湾青年提供 “归属

感”和 “家园感”，“部分青年也存在建立 ‘双

重认同’的意 愿， ‘希 望 通 过 两 岸 青 年 交 流，

两岸可以建立共同的认同感’；主张两岸 ‘要

建立新的认同取代旧的认同，而不是去争论何

者认同为正统’”。瑐瑧

（三）搭建 “青年创业合作平台”，帮助台

湾青年就业

根据台 湾 “主 计 总 处”最 新 数 据，２０１４
年１１月 台 湾２０－２４岁 青 少 年 的 失 业 率 高 达

１３．３６％，瑐瑨 这意味着每七八个刚入社会的青年

人中，就有一人失业，并且 台 湾 青 年 起 薪 低，

数十 年 停 留 在２２Ｋ中，台 湾 青 年 对 两 岸 和 平

发展红利 “无感”，却要忍受高涨的物价和 触

不可及的房价，产生了 “被剥夺感”和分配不

公的心理。“反服贸运动”背后的一个深刻原

因是近年来台湾经济持续低迷不振，使台湾青

年对前途与 未 来 充 满 着 焦 虑。 “两 岸 一 家 亲”

与 “共同体”意味着 “分享”，大陆针对于 此

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为台湾青年

到大陆发展，求学、就业、创业创造更多的条

件。大陆还 可 考 虑 采 取 多 种 政 策 措 施，搭 建

“青年创业合作平台”，为台湾青年人来大陆就

业、创业创造良好条件。

（四）树立媒体 中 立 角 色，建 构 两 岸 “信

息共享平台”

台湾学者耿曙等人指出： “台湾青年对中

共印象主要来自相关媒体：刻板的脸庞、制式

的语调、甚至时有恫吓的言语，积累而成的权

威讲话、疏 远 负 面 的 感 受。但 是 在 交 流 接 触

后，台湾学子印象已见大幅改观，比较能设身

处地理解大陆方面的立场”。瑐瑩 两岸记者媒体在

选择新闻事实、确定报道角度的时候都不可避

免地会受到各自政治倾向、意识 形 态 的 影 响，

特别是 在 有 关 两 岸 社 会、政 治 等 议 题 的 报 道

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因此，两岸可尝试扩大

两岸新闻媒体交流量，提升两岸新闻交流的合

作层次，构建 “两岸新闻共同市 场”。所 谓 的

“两岸新闻共同市场”，即是 “作为产品的新闻

可以在海峡两岸共同市场进行生产、流通、交

换和消费”。瑑瑠 两岸媒体在促进两岸青年相互认

知、培养青年情感认同感、弥合分歧以及提供

舆论支持等方面可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总之，认同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通

过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来建构的。“认同的形成，

就具有独立的作用，使行为体对于相互之间的

关系的共同观念发生改变，从而影响行为体的

行为和选择”。瑑瑡 两岸青年的归属感和民族认同

主要还 是 归 结 于 “大 中 国”和 中 华 民 族。目

前，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两岸 制 度 性 差 异，

台湾青年依旧将大陆当做 “他者”来对待，为

了改变这一状况，两岸可以尝试建构 “双重认

同”来化解台湾青年的 “中国认同”危机，并

通过各种手段和措施，不断培养其以认同感和

归属感为核心的 “共同体”观念。

（作者单位：两岸关系 和 平 发 展 协 同 创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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