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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東亞文化圈中中華文化之特質：
時間感深刻，歷史意識強烈

1）帝王廟號：文帝、武帝。

2）從歷史論述政權合法化：

3）權力結構與歷史解釋之關係：
教科書問題：中、日
「高句麗歷史問題」：中、韓

http://get.nccu.edu.tw:8080/getcdb/handle/getcdb/127023
http://get.nccu.edu.tw:8080/getcdb/handle/getcdb/127023


2007年9月29日，琉球民眾抗議日本中
學歷史教科書之示威運動。

這怎麼辦？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4/6/3/4/1004

63499.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463499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4/6/3/4/100463499.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463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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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華文化中的「人」：

歷史人

• 將現實政治放在歷史脈絡中思考
• 人之存在的「歷史厚度」

經濟人
（Homo Economicus）

政治人
（Homo Politicus）



1:3 在歷史意識中思考海峽兩岸關係

急統

急獨

亞歷山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哥第安結」
（“Gordian Knot ”）

http://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omain


1:4 本講問題

1. 從歷史觀點來看，兩岸關係的「急
統」與「急獨」論述各有何種盲點？

2. 近百年來台灣與大陸的歷史發展之
核心問題是什麼？

3. 如何從歷史展望21世紀兩岸關係？



2.
臺灣歷史意識的核心

離心力與向心力的拉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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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人在台分佈區

2:2 明清時代（1661-1895）：作為地方意識的「台灣意識」

臺灣大學黃俊傑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2.5/tw/


2:1 台灣人祖先來自閩粵各省

Flickr pphantomflickr  weifly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2.0/deed.en


2:2 「離心力」=「政治認同」
「向心力」=「文化認同」
台灣與大陸之辨證性關係：「異國」與
「原鄉」

1）中國是東亞各國眼中之
巨大而不可避的「他者」
（the “other”）

http://get.nccu.edu.tw:8080/getcdb/handle/getcdb/127023


2:2 「離心力」=「政治認同」
「向心力」=「文化認同」
台灣與大陸之辨證性關係：「異國」與
「原鄉」

2）政治「異國」與文化「原鄉」的
辯證性：
（1）不可分割性
（2）互為緊張性
（3）動態的平衡關係



2:3 史例

1）鄭成功：「開山聖王」vs.       「延平郡王」

鄭成功

flickr bibi0328 

flickr bibi0328 

http://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omain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2.0/deed.en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2.0/deed.en


2:3 史例

2）日據時代臺灣知識份子：

吳新榮 吳濁流圖一 圖二

臺灣大學黃俊傑 臺灣大學黃俊傑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2.5/tw/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2.5/tw/


2:3 史例

3）李登輝：「建設大臺灣，經營新
中原」；「國發會」vs.「國統會」

陳水扁：「一個中國」 vs.「一邊一國」



2:3 史例

聯合報2007.8.15.A4版

馬英九特別費案一審獲判無罪，場外藍綠支持者發生爭執

本作品由聯合知識庫授權本課程『東亞文化：傳統與現代』
使用，本資料庫無再授權他人使用之權利，如需利用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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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et.nccu.edu.tw:8080/getcdb/handle/getcdb/127023


2:4 急統派的盲點

未能正視臺灣歷史意識的核心



3.
中國近代歷史意識的核心

民族主義的挫折及其昂揚



3:1 近代中國的悲劇命運

1900義和團→1911辛亥革命→「21條要求」

袁
世
凱
與
日
本
簽

訂
二
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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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

批
准
書

義和團

美報報導辛亥革命爆
發，孫中山回到中國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File:Boxer_tianjing.jpg&variant=zh-tw
http://get.nccu.edu.tw:8080/getcdb/handle/getcdb/127023
http://get.nccu.edu.tw:8080/getcdb/handle/getcdb/127023
http://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omain


3:1 近代中國的悲劇命運

→ 1928北伐完成

1926年7月9日，蔣中正
於廣州就國民革命軍總
司令職，誓師北伐。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File:North_2.jpg&variant=zh-tw
http://get.nccu.edu.tw:8080/getcdb/handle/getcdb/127023
http://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omain


3:1 近代中國的悲劇命運

→ 1937-45八年抗戰

1937年10

月，太原
火車站，
國軍179

旅開赴前
線

日軍進入常州丹陽市內

Deutsches Bundesarchiv (German Federal Archive), 

Bild 183-U1002-502

日本海軍陸戰隊在廣東在武漢
戰役

中華民國
國民革命
軍在1939

年抗戰時
期行軍走
向前線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Wuhan_1938_IJA.jpg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AntiJapaneseWar_taiyuan.jpg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Chinese_soldiers_1939.jpg
http://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omain
http://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omain
http://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omain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de/deed.fr


3:1 近代中國的悲劇命運

→ 1937-45八年抗戰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File:Nationals_Government_went_back_to_Nanjing.ogg&variant=zh-tw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hanghai_1932_aftermath.jpg
http://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omain
http://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omain


3:1 近代中國的悲劇命運

→ 1949中共建政

民眾
慶祝開
國大典

毛澤東在開國大典上宣
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snowyowls

中國國歌演奏
出自WIKIPEDIA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File:PRCFounding.jpg&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File:China,_Mao_(2).jpg&variant=zh-tw
http://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omain
http://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omain
http://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omain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


3:1 近代中國的悲劇命運

→1957-58反右運動

http://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omain


3:1 近代中國的悲劇命運

→1958-60大躍進運動

1958年河南農民在後院將爐鐵煉成
劣質鋼材，此舉最後以災難結束。

人民公社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1958_Henan_backyard_furnace.JPG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The_People%27s_Communes_are_good.jpg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Yi_Gang_Wei_Gang_Quan_Mian_Yue_Jin.jpg
http://get.nccu.edu.tw:8080/getcdb/handle/getcdb/127023
http://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omain


合理使用出自WIKIPEDIA

Chang Liu

3:1 近代中國的悲劇命運

→ 1966-76文化大革命

Reimmstein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File:Cultural_revolution_anhui.jpg&variant=zh-tw
http://fr.wikipedia.org/wiki/Fichier:Petit-Livre-Rouge.JPG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File:Mao_poster.jpg&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File:Liu_shaoqi_poster.jpg&variant=zh-tw-
http://get.nccu.edu.tw:8080/getcdb/handle/getcdb/127023
http://get.nccu.edu.tw:8080/getcdb/handle/getcdb/127023
http://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omain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1.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3:1 近代中國的悲劇命運

→ 1989.6.4.天安門事件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zh/7/7e/JUNE4-0P.jpg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zh/f/ff/TiananmenSquareIMincident1.jpg
http://get.nccu.edu.tw:8080/getcdb/handle/getcdb/127023
http://get.nccu.edu.tw:8080/getcdb/handle/getcdb/127023
http://get.nccu.edu.tw:8080/getcdb/handle/getcdb/127023
http://get.nccu.edu.tw:8080/getcdb/handle/getcdb/127023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File:Tiananmen-Wroclaw-plDominikanski.jpg&variant=zh-tw
http://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omain


3:1 近代中國的悲劇命運

→ 1976-現在
改革開放

Flickr user Hui Lan 

from Beijing, China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File:Shenzhen_huizhanzhongxin.jpg&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File:DengXiaoping.jpg&variant=zh-tw
http://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omain
http://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omain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3:1 近代中國的悲劇命運

→ 2001北京申奧成功→2008 中國主辦奧運

→ 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

http://get.nccu.edu.tw:8080/getcdb/handle/getcdb/127023
http://get.nccu.edu.tw:8080/getcdb/handle/getcdb/127023


3:2 近代中國政治領袖之特質：
利用民族主義

1）孫中山：三民主義係促進中國之國際地位平
等，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使中國永
久適存于世界，所以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
（《民族主義‧第一講》）

http://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omain


3:2 近代中國政治領袖之特質：
利用民族主義

2）蔣中正：

一寸山河一寸血
十萬青年十萬軍

http://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omain


3:2 近代中國政治領袖之特質：
利用民族主義

3）毛澤東：「從鴉片戰爭、太平天國
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
政變、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五四
運動、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
直至現在的抗日戰爭，都表現了中國
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
頑強的反抗精神。」（〈中國革命和
中國共產黨〉）

4）「四不一沒有」之宣示；小林善紀
《台灣論》漫畫及其爭議等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Mao_Zedong.jpg
http://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omain


3:3 近代臺灣與大陸歷史的斷裂

1895乙未割台
→ 1896總督府體制確立

馬關條約

Josesun

總督府及總督官邸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File:Taipei_guest_house_birdeye_view.jpg&variant=zh-tw
http://get.nccu.edu.tw:8080/getcdb/handle/getcdb/127023
http://get.nccu.edu.tw:8080/getcdb/handle/getcdb/12702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deed.zh


3:3 近代臺灣與大陸歷史的斷裂

→ 1908縱貫鐵路通車
→ 1922稻種繁殖制度
→ 1927臺灣民眾黨成立
→ 1930嘉南大圳

蔣渭水

嘉南大圳

http://zh-min-na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File:Chiunn_Uisui.jpg&oldid=61375
http://get.nccu.edu.tw:8080/getcdb/handle/getcdb/127023


3:3 近代臺灣與大陸歷史的斷裂

→ 1937中日戰爭

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在1939年抗戰時期行軍走向前線，
台灣也進入備戰

David Shapinsky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Chinese_soldiers_1939.jpg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hinese_Soldiers_WWII.gif
http://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omain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


3:3 近代臺灣與大陸歷史的斷裂

→1945台灣光復

林獻堂等六名代表出席
南京受降典禮

陳儀（右）在台北市接受日本在台灣最後總
督安藤國威（左）移交。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SurrenderNanjing.JPG
http://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omain
http://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omain


3:3 近代臺灣與大陸歷史的斷裂

→1945台灣光復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File:%E5%8F%B0%E5%8C%97%E4%B8%AD%E5%B1%B1%E5%A0%82.jpg&variant=zh-tw
http://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omain
http://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omain


民眾包圍臺灣公賣局

→ 1947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

3:3 近代臺灣與大陸歷史的斷裂

出自WIKIPEDIA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228_Incident_h.jpg
http://get.nccu.edu.tw:8080/getcdb/handle/getcdb/127023
http://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omain


→ 1949國民政府遷台

3:3 近代臺灣與大陸歷史的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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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et.nccu.edu.tw:8080/getcdb/handle/getcdb/127023
http://get.nccu.edu.tw:8080/getcdb/handle/getcdb/127023
http://get.nccu.edu.tw:8080/getcdb/handle/getcdb/127023


領取實物土地債券的情形

→1950年代土地改革

3:3 近代臺灣與大陸歷史的斷裂

實施三七五減租後，農
民的收穫量增加

本作品由中央通訊社授權本課程『東亞文化：傳統與現代』使用，本資料庫無
再授權他人使用之權利，如需利用本作品，請另行向權利人取得授權

http://get.nccu.edu.tw:8080/getcdb/handle/getcdb/127023
http://get.nccu.edu.tw:8080/getcdb/handle/getcdb/127023
http://get.nccu.edu.tw:8080/getcdb/handle/getcdb/127023


→ 1987年戒嚴令廢除

3:3 近代臺灣與大陸歷史的斷裂

❖依據著作權第九條規定，憲法、法律、命令或
公文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



→1990年代民主化

3:3 近代臺灣與大陸歷史的斷裂

本作品由聯合知識庫授權本課程『東亞文化：傳統與現代』
使用，本資料庫無再授權他人使用之權利，如需利用本作
品，請另行向權利人取得授權

第一屆國民大會第八次會議學生
抗議國大擴權破壞憲政

1992年促進總統直選的運動

410教改運動

1990-03-16三月學運

本作品由民主進步黨文宣部授權本課程『東亞文化：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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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et.nccu.edu.tw:8080/getcdb/handle/getcdb/127023
http://get.nccu.edu.tw:8080/getcdb/handle/getcdb/127023
http://get.nccu.edu.tw:8080/getcdb/handle/getcdb/127023
http://en.wikipedia.org/wiki/Public_domain


3:3 近代臺灣與大陸歷史的斷裂

→ 2000年政黨輪替

本作品由聯合知識庫授權本課程『東亞文化：傳統與現代』
使用，本資料庫無再授權他人使用之權利，如需利用本作
品，請另行向權利人取得授權

Geoffroy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Geoffrey_2002_001_Taipei_Election.jpg
http://get.nccu.edu.tw:8080/getcdb/handle/getcdb/12702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0/tw/


3:3 近代臺灣與大陸歷史的斷裂

→2006反貪腐運動

Geoffroy

Orion twFlickr Vincent's Album 

合理使用出自
WIKIPEDI

百萬人民倒扁運動的
活動標誌A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IMG0037A.jpg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Taiwan%27s_demonstrators2.JPG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File:DeposeAbian.svg&variant=zh-tw-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1/1d/Red_copyright.svg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2.0/deed.en


3:4 歷史斷裂的後果：歷史意識的差距

1）大陸人民看臺灣
2）臺灣人民看大陸

3:5 急獨派的盲點

未能正視中國民族主義的昂揚



4.

結論



4:1 海峽兩岸關係的展望

1）從人民（而不是政府）出發

2）從歷史斷裂的癒合中建立「相互的
歷史瞭解」。



4:2 中國歷史中「文化理想」與「專制政治」
恆處於緊張關係

日據時代台灣人的「祖國意識」未能區分：

作為概念的中國

作為實體的中國

4:3 臺灣人的「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
有不可分割性與相互緊張性



閱讀作業

黃俊傑：〈歷史意識與21世紀海峽兩岸
關係的展望〉，收入氏著《戰後台灣的
轉型及其展望》（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2006）。



思考問題

1. 您如果出席「2008海峽兩岸關係論壇」，請問
您發言內容如何？為什麼？

2. 在影響21世紀海峽兩岸關係的各種經濟、政治、
軍事、國際關係以及歷史文化意識因素之中，
您認為哪一個或哪幾個因素最重要？為什麼？

3. 有人以「歐盟模式」建議海峽兩岸關係的未來
發展，您同意嗎？請分析您的理由。

4. 從歷史觀點來看21世紀海峽兩岸關係，您認為
在「國家機器」與「民間社會」這兩大力量之
間，何者較具影響力？為什麼？試加以分析。



延伸閱讀

1. 黃俊傑：《台灣意識與台灣文化》
（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6）。

2. 黃俊傑：《戰後台灣的轉型及其展望》
（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6）。

3. Chun-chieh Huang, Taiwan in Transformation, 

1895-2005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6).   



網路資源

1. 維基百科「台灣意識論戰」：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

E7%81%A3%E6%84%8F%E8%AD%98

%E8%AB%96%E6%88%B0

2. 鄭成功的生平介紹：
http://www.zhes.tn.edu.tw/country/%A5

%CD%A5%AD%A4%B6%B2%D0.htm

3.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民調網頁：
http://www.mac.gov.tw/mlpolicy/pos/9101/

91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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