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文生

台湾社会由于所经历的历史与所处的岛内外环

境的特殊性，它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都有它

的特色。台湾民众因迁居台湾的先后差异，产生不同

的身份认同，在政治上遭到各种势力的利用，使得身

份认同即省籍倾向成为政治倾向的重要划分标准，

同时省籍矛盾和统独矛盾交织在一起，成为台湾社

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也是台湾历次选举中斗争

的焦点。

一、社会文化根源

台湾社会的人口结构被分为四大族群：闽南人、

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其中闽南人、客家人、原住

民是 !"#$ 以前就生活在台湾的，又叫做本省人。外

省人是指 !"#$ 年以后，特别是 !"#" 年前后跟着国

民党政权到台湾的人，当时大约有 !%& 万人，现在包

括第二代大约有 %’& 万人，占台湾人口的 !() 左

右。根据 %&&% 年底的人口统计，台湾现有人口为

%%$% 万人 。原住民约 (’ 万人，不到 %) ，客家人大

约为 #&& 万，占 !’) 左右，闽南人是台湾人口中的绝

大多数，占了将近 *&) 。台湾长期以来是个移民社

会，从大陆先后迁居台湾的汉民族是台湾社会的绝

大多数。日据以前的台湾社会，农民阶层是社会主

体，另外还长期存在着以金钱和名望为基础的士绅

阶层，以及众多的无业游民，各阶层往往以血缘、宗

族、地域、职业为纽带结合成不同的社会团体。民间

社会团体往往受到黑道势力的操纵和影响，成为竞

争地方利益的主体。台湾社会长期无法根除流氓黑

社会分子，至今黑道势力仍然猖獗，各县市的地方派

系和地方角头操纵着地方的政治经济资源分配。

台湾历史上就存在族群冲突，形成“分类械斗文

化”。早在明朝、清朝的时候，福建闽南人大量移居台

湾，当时先到台湾的漳州人跟泉州人之间经常发生

械斗，后来广东一带的客家人也移居台湾，闽南人跟

客家人之间又经常械斗，客家人人数较少，力量较

弱，被赶到苗栗、桃园等一些山区县居住。据统计，从

康熙 %% 年 （!+’( 年）到光绪 %! 年 （!’"$ 年），%!% 年

间总共发生大型的械斗 (’ 次，其中闽粤械斗 " 次，

漳泉械斗 %! 次，异性械斗 $ 次，异县械斗 ! 次，职业

团体 % 次。

台湾的人口结构和社会习性影响了台湾不同族

群和省籍之间的政治关系，地方利益的竞争延续到

台湾光复以后，以省籍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

二、文化意识根源

!"#$ 年台湾光复后，省籍矛盾成为族群矛盾的

主角，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由于生活经历和思想感

情都不同，存在着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隔阂。在台湾，

外省人的先辈大部分跟随国民党政权参加过抗日战

争，他们具有较为强烈的民族意识。而本省人经历了

日本殖民统治 $& 年的屈辱历史，日据前期殖民者对

台湾民众的反抗进行了残酷镇压。二战期间，日本为

了配合战争的需要，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皇民化

运动从 !"(+ 年底开始，到日本战败结束，经历了 ’
年时间，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国语 （日语）运动；

（二）改姓名；（三）志愿兵制度；（四）宗教、社会习俗

改革 。日本的皇民化运动并没有消灭台湾的中国

文化，闽南话仍是台湾民众的主要口语，妈祖仍然是

闽南人的主要民间信仰，日本宗教的神道信仰对台

湾社会也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台湾社会多少仍留有

日本文化和殖民主义的残余影响，主要是在少数知

识分子和士绅阶层中。现在台湾的许多老牌 “台独”

分子都曾在日据时期接受过日本的教育，比如李登

辉、彭明敏、辜宽敏、金美龄之流，他们成为台湾光复

以后宣扬和鼓吹省籍意识的主角。台湾光复以后，极

少数“台独”分子的心态非常不正常，留恋殖民文化，

他们不把自己看作中国人，而是千方百计地鼓吹、宣

扬殖民者的“先进文化”。早期跟随廖文毅搞“台独活

动”的许朝卿就表示：“我的台独意识源自我对中国

人的看法。我认为中国人真的就象日本人所说的那

样，是个残忍、自私而贪婪的民族。” 许文龙在《台

湾论》的漫画中甚至说二战时候的台湾慰安妇是“出

人头地”，李登辉说钓鱼岛是日本领土，还企图去日

本的大学演讲，要去颂扬 “日本精神”、“武士道”，为

日本的军国主义招魂。

三、战后历史根源

当然，台湾光复以后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矛

盾，跟国民党专制腐败的统治也有关系。国民党在台

湾的统治不仅未能抚平台湾本省与外省民众在文化

上的认同差距，反而加剧了台湾社会的省籍矛盾，甚

至被扭曲和演变为统独矛盾。应当说当初台湾本省

人对于回归祖国，对于台湾光复是充满希望，欢欣鼓

舞的。!"#$ 年日本战败，台湾光复，很多台湾同胞敲

锣打鼓，放鞭炮，贴标语，欢迎国民党军队光复台

湾。但是国民党到台湾后大肆劫收，推行专卖制度，

垄断各级政府职位和经济部门。!"#* 年台湾本省人

不满国民党的专制极权和贪污腐败，举行了 “二二

八”起义，其后遭到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二二八, 事

件中死亡超过 ( 千人，伤害了许多台湾民众。!"#"
年以后，国民党败退台湾，蒋介石为了保留 “中华民

国”的 “法统”，把整个南京国民政府包括 “中华民国

宪法”、“中央政府机构”都搬迁到了台湾。在国民党

统治时期，外省人长期占据台湾党政军情教各级要

害部门，蒋介石借口 “反共”，实行 “动员戡乱体制”，

成为“终身总统”，后来又培养蒋经国做继承人，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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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省籍矛盾的社会历史根源



为“终身总统”。从大陆带过去的“国大代表”、“立法

委员”则一直到 !""! 年才全面改选，大部分本省人

只能在县乡一级政权参政，这些都引起本省人不

满。

#$ 世纪 %$ 年代前后，台湾本省籍民众对于中

国共产党并没有恶感，也没有仇恨，许多人把推翻国

民党政权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解放台湾。但是，

国民党政权在台湾长期执行 “反共复国”的政策，实

行 “戒严法”，推行白色恐怖的政治统治。据统计，

!"&" 年以后在台湾先后被国民党政府以 “共匪”或

“通共”等名义杀害的民众有 &$$$ 人以上，被国民党

关押的有 ’$$$ 人以上。蒋介石父子在台湾以延续

“中华民国”的“法统”自居，一方面，他宣称代表全中

国；另一方面，进行长期的反共宣传教育。因此有些

台湾人对国民党怀有历史积怨，把国民党政权称作

“外来政权”，同时又受国民党反共宣传教育的影响，

对中共怀有疑虑。($ 年代以后，虽然蒋经国意识到

省籍矛盾的严重性与危害性，开始推动本土化的进

程，把李登辉、林洋港等本省籍人士提拔到“中央”一

级的政权机关，但外省人仍然是多数，本省人仍然占

少数。

四、现实政治根源

#$ 世纪 ’$ 年代以来，随着岛内政治转型，省籍

意识被少数政治人物操纵和利用，省籍矛盾成为政

治斗争特别是权力斗争和统独斗争的手段，省籍矛

盾在政治斗争中日益激化。’$ 年代末，李登辉上台

后，成为第一个“台湾人总统”，李登辉以本土化的象

征自居，通过打击、排挤外省人来巩固自己的权力，

先后把国民党内外省籍的元老如俞国华、李焕、郝柏

村等人排挤出政坛。"$ 年代以后，外省人大多失势，

使外省人产生了危机感，国民党内的主流派与非主

流派的斗争，以及 !"") 年从国民党中分裂出来的新

党，是外省人危机意识的产物。应该说，台湾的省籍

矛盾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少见，但是在政治生活范畴

内经常出现，尤其在选举中得以集中体现。外省人参

加台湾的选举，往往被贴上“卖台”的标签。省籍意识

与统独意识交织在一起，本省人与外省人的矛盾被

扭曲成“台湾人与中国人”的对立。!""& 年、!""’ 年

的台北市长选举，#$$$ 年“总统”选举，以及 #$$# 年

台北市长选举，进一步加剧了岛内政治斗争中的省

籍矛盾。#$$# 年陈水扁在为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候

选人李应元肋选造势时说：“要用台湾脚走台湾路，

不要用香港脚走香港路”，暗讽马英九是出生在香港

的外省人。带有省籍矛盾的政治事件在台湾经常发

生。#$$# 年 % 月，高雄市政府工务局长吴孟德在市

议会答询时，说高雄市闹水灾的原因是“外省人来太

多了”，这一言论引起轩然大波，各党派包括民进党

都一致谴责吴孟德制造省籍冲突，*$$ 多名外省人

包围了市议会，高雄市长谢长廷被迫公开道歉，而后

吴孟德辞职，才算平息了这场省籍冲突。#$$$ 年 %
月，国民党老党员、外省籍退伍军人史力行在李登辉

卸任后首次公开活动时，泼了李登辉一身红墨水，以

示不满。#$$) 年 # 月 #’ 日台北市长马英九在“二二

八”纪念会上被人骂作“狗”，还被吐口水。这些政治

事件都是省籍矛盾的表现。李登辉下台以后，#$$!
年又出面组织了 “台湾团结联盟”，仍然打着本土化

的旗号，宣扬“去中国化”，公开主张“认同台湾国、制

定新宪法”。李登辉攻击国民党“联共反台”，说台北

市有“外省卖台集团”。“台联”在“立法院”取得席位

之后，也提出所谓的“台生条款”，主张只有台湾本省

出生的人才能选“总统”。李登辉还表示，不管陈水扁

做得好不好都要支持他连任，因为陈水扁代表本土

政权。李登辉从上台到下台后都是本土化的最大受

益者，把本土化旗帜一直扛在肩上，维持其个人的政

治生命。

五、结束语

战后台湾省籍矛盾的激化，在 “二二八”事件以

及 #$ 世纪 "$ 年代台湾政治转型过程中出现两个高

潮。在台湾光复初期省籍矛盾本质上是台湾社会阶

级矛盾的表现，正如台湾当局科研机构负责人李远

哲曾经指出的，“多年来台湾内部的‘统’与‘独’之对

抗，其社会心性的本质，其实正是 ‘压迫者’与 ‘被压

迫者’对立阶层之间的争执” 。但是随着台湾政治

的转型，“台独”势力利用省籍意识，有意突出和划分

本土与非本土，“爱台”与 “卖台”，甚至鼓吹 “去中国

化”，省籍矛盾被扭曲演变为统独矛盾。#$$# 年 ! 月

#& 日，钱其琛副总理在纪念江泽民主席对台八点讲

话发表 ( 周年时指出：“我们了解台湾同胞的历史遭

遇、现实环境和心理状态。我们充分理解和支持台湾

同胞希望当家作主的愿望。我们反对的是极少数人

借此名义搞‘台独’。现在，‘台独’分裂势力正在挑动

省籍矛盾，制造社会动荡，打着‘本土化’的幌子进行

‘台独’分裂活动。” 省籍意识的存在反映了台湾民

众当家作主的愿望，本土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台

湾社会占大多数的本省人享有相当的政治、经济权

利的要求。应当说这是正当的合法的要求。但是极少

数人利用省籍矛盾，宣扬“台独分裂”主张，应当引起

岛内本省籍和外省籍民众以及海内外中国人的高度

警惕。

注释：

+ ! , +& ,《中国时报》#$$) 年 ) 月 !) 日、#$$$ 年 " 月 ) 日。

+ # , 周婉窈：《台湾历史图说》，+台 , “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

所筹备处 !""( 年 !$ 月初版，第 !*% 页。

+ ) , 张炎宪等：《台湾独立运动的先声——— 台湾共和国》上册，

+台 ,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 #$$$ 年 # 月第 ! 版，第

#$& 页。

+ % ,《人民日报》#$$#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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