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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春，時值文革結束

不久，李洪林在《讀書》創刊號

上發表了〈讀書無禁區〉，被視作 

上世紀80年代思想解放黃金歲

月的先聲。今天，斯人驟然離

世，遇上北方的思想冷鋒襲來，

禁區有增無減。我們在此悼念

一個人，也悼念一個時代。

——編者

中國幽靈，台灣民主

陳芳明在〈台灣完成第三

次政黨輪替〉（《二十一世紀》

2016年4月號）一文分析了台灣 

第三次政黨輪替的原因，並 

歸結為民主模式、中國因素、

世代力量、公民運動、社會轉

型、內鬨分裂等，較為全面地

展現了台灣政治地景的變化對

政黨輪替的直接影響。然而，

這些分析有時會流於既定立場

的政治評論，缺乏應有的冷靜

政治批判。

文中着重對國民黨親中政

策的批評，忽略了對其背後全

球化與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對

民進黨與新生世代互動的暗

示，也沒有對其可能產生的民

粹主義傾向作批判。同時，

「民主」的意義一開始便被完全

窄化為選舉、選票，並將其作

為一種道德政治符號，指涉

「仍然停留在比戒嚴時期還落

後」的中國大陸。

台灣的中國因素實際根植

於台灣殖民、後殖民與解殖、

內戰與冷戰等錯綜複雜的多重

歷史，單純抽離出一個「中國」

並對其進行簡單的否定，其實

無法為台灣政治提供反身性 

的思考。比如文中提及的中國

「威脅」比較起華府和東京對 

蔡英文的「背書」、「支持」、

「信任」，不僅暴露其「中國—

台灣」二元對立框架的雙重標

準，也暗示了台灣在解殖道路

上的任重道遠。筆者其實更期

待陳芳明展現出其中國想像之

外的另一種批判，而非「台灣

人民似乎又看見了希望」式的

先知文學；或許把中國視為一

種方法視角，多一些自剖式的

反躬自省，特別是台灣在政治

上的重新自我審視甚至自我否

定，而不囿於政治上的政黨之

見和中國想像。

林仲軒　澳門

2016.4.25

台灣民主之路與「自然獨」

陳芳明在〈台灣完成第三

次政黨輪替〉（《二十一世紀》

2016年4月號）中指出，2016年

台灣經過全體公民參與的民主

選舉，即將迎來政黨執政的再

次轉換，值得肯定。1987年，

識世界文明發展大趨勢的蔣 

經國決然在台灣推行民主體 

制轉換，此後經風沐雨，日漸

成熟。此民主選舉體制雖非完

美，但無疑勝於血腥內鬥不

斷、終日惶恐不安的君主專制

或極權政體，故能發展迅速。

在一個國家或地區實行民

主體制，需要不斷完善、需要

人民對此體制的參與和維護意

識日漸增長；儘管在不成熟階

段時常會出現借民主之名煽起

民粹、激進族群主義的浪漫主

義。近年來台灣常出現的煽動

民粹、製造意識形態對抗、以

非理性的主張訴諸對事理的辨

析，以及濫用人權名義、公然

為詐騙大陸人民血汗錢財但在

台灣被釋放的犯罪嫌疑犯叫好

的聲音，可謂顯例。

法源為中國一省的台灣民

主體制之實行與完善，不但是

中華文化之福音、儒家文化傳

統社會向民主制社會轉型之實

踐，也是促成大陸社會民主轉

型的根本；筆者相信同種同文

的絕大多數台灣人民應為此而

自豪。大陸改革開放後，包括

民進黨員在內的大批台灣民眾

到大陸訪問參觀以及創辦企

業，推動了兩岸雙方民間交流

與經濟發展。另一方面，認為

台灣出現「自然獨」，並將原因

歸為大批大陸民眾訪台而其部

分人的失禮舉止，以及因為大

陸與台灣執政當局簽訂的服務

貿易協議等，筆者覺得不妨將

視野擴大些，並可參考一下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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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圍牆倒塌前後西德人民對社

會主義制度下的東德同胞態 

度及其後續發展；畢竟，那種

挑動民粹造成的「寧可肚子扁

扁，也要阿扁當選」的結果，

即便從短期看，受傷的也是廣

大民眾，損害的是政黨、政體

之信用與社會的發展。

呂玉新

2016.5.9

真正代表勞動者的勞工
組織如何可能？

當前中國大陸在「維穩」的

剛性要求下，主流媒體集體失

聲，但此起彼伏的罷工潮使得

勞工問題成了轉型期中國社會

的一個重大公共議題。

常凱的〈中國勞動關係集

體化轉型中的兩種力量和兩種

路徑〉（《二十一世紀》2016年
4月號）一文提出：目前勞工運

動存在着體制內由官方主導的

自上而下的工會運動和體制外

勞動者自發形成的自下而上的

勞工運動，勞工運動中之所以

出現這兩種力量和路徑，主要

是由於勞動者和工會分離所造

成；如果中國工會能夠有效地

代表勞動者，將不會出現這一

現象。因而，一個至關重要的

問題是：在現有體制下，有效

代表勞動者的勞工組織如何 

可能？

唯一合法的工會組織作為

黨領導下的群體團體，接受黨

的領導是其最基本的原則；防

範「獨立」、「第二」工會的出

現，是中國工會的頭等大事。

但體制外的力量不僅是一種現

實存在，只要勞工市場存在和

進一步發展，這種力量不斷壯

大也是個必然趨勢。這樣，對

此處理得當與否，將會是中國

勞動關係規制中一個關鍵問

題。實際上，隨着這些討論的

深入，我們已經進入了勞工運

動與憲政關係的重大議題之

中。中國的勞工運動說到底就

是社會整體爭取政治權利和公

民權利的一部分。誠如作者所

言，這一問題的最終解決，有

待於中國政治體制的改革，包

括工會體制的改革。

潘學方　台州

2016.5.3	

新的共同體意識的「想像」

王柯的〈宗教與戰爭——

1930年代日本「回教圈」話語的

建構〉（《二十一世紀》2016年
4月號）一文，有助於讀者理解
1930年代中日戰爭期間日本如

何建構「回教圈」的論述來合理

化其侵略活動。文章除了補充

日本學界對1930年代日本與伊

斯蘭之間關係的研究不足之

外，還透過日本的檔案史料，

多方呈現日本在沒有伊斯蘭信

仰的歷史背景下，如何重新發

現「東突厥斯坦的同胞民族」、

籌辦「大回教圈展覽會」以及動

員滿洲的穆斯林社群，藉此跨

越中華民族國家高牆，建立一

個新的共同體意識。

日本建構「回教圈」的嘗試

最終失敗，但作者僅在結語提

到日本建構「回教圈」難以跨越

中日民族國家的高牆，卻未具

體說明在中國的不同族群穆斯

林之間的互動關係，是否其失

敗原因之一？如該文提到日本

軍方大力扶持塔塔爾人在滿洲

的政治與宗教活動，期盼將整

個滿洲的回教徒帶入以日本為

中心的「回教圈」，但有關塔塔

爾人與中國穆斯林之間的具體

互動關係卻難以得知。

另外，戰時中國穆斯林抵

制日本的「回教圈」論述，是否

為日本建構「回教圈」失敗的另

一原因，也尚未從此文得知。

事實上，抗戰時期，中國的穆

斯林也建構自己的回教論述權

與整合回教組織，配合國民政

府抵制日本的影響力，西北穆

斯林聚集區宣傳抗日的重要

性，還派人到中東穆斯林國家

宣傳日本侵華的暴行，希望得

到穆斯林國家的支持。

整體來說，王文揭露了日

本政府建構「回教圈」話語權 

並非是關懷中國的穆斯林群

體，而是為了帝國的擴張。事

實上，日本並非第一個建構

「回教圈」話語權的國家，在今

日的西方國家中也可以看到相 

似的建構模式。或許西方國 

家與日本建構「回教圈」的論 

述方式無法相提並論，但帝國

對「他者」的「重新發現」與「想

像」，以及建構一套符合其國

家利益的論述，是值得令人省

思的。

包修平　香港

2016.4.27

更正與致歉

4月號常凱：〈中國勞動關

係集體化轉型中的兩種力量和

兩種路徑〉一文（頁30）中，關

鍵詞「中華全國總公會」應為

「中華全國總工會」，特此更正

並向作者及讀者致歉。

編輯室

2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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