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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省籍問題與國家認同可說是近年來與我們最切身相關的政治課題。切身之一，是因為每個人對這個
問題都有自己的情感立場、有自己的認同歸向；切身之二，是因為很難逃脫於這個課題之外，它不僅
在每次大選和重要政治事件期間被政治人物喊的沸沸揚揚，同時還蔓延到教科書的制定和社區總體營
造等社會文化層面，甚至幽隱於文人作家的小說建構當中。
2.本書便是以小說文本和學術菁英的發言作為分析對象，從司馬中原的《流星雨》到劉大任的《浮游
群落》到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從文建會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到《認識台灣》的教科書爭
議，看這群文化與學術菁英如何想像和建構他們的國族，如何宣揚和隱晦他們的認同，並如何與他們
身處的大環境交融和交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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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从文学作品的角度看台湾人身份认同的挣扎 颇有见地 但最末一章处理的材料太杂 贪心而凌乱 此外
对于“殖民主”一词的使用太草率 即便且放下对其立场的评判 也不太有说服力
2、方法论很好，结论就看看好了哈哈哈⋯⋯卢老师你是真没考虑过大陆市场啊→_→

Page 3



《分裂的國族認同1975-1997＜殹�

章节试读

1、《分裂的國族認同1975-1997＜歷史與文化7 >》的笔记-3、4、5、6

        3. 優質族國的想像：誰的祖國？誰的族國？

p86 於此，筆者看到本省籍作家傾向以探討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以及美麗島事件為塑造其族群集
體記憶的題材。這是島內的外省籍作家鮮少觸碰的題材。
p89 國民黨這個殖民政權，黃昭堂稱之為沒有母國的殖民政權。這樣的殖民者內部本身就是一個階級
分化的社會。趙剛將外省人大略區分成公教人員和中下層軍人這兩種人，前者社會地位高於後者。中
下層軍人率多居住眷村，解嚴以後多半淪為社會邊緣人，他們的處境與被殖民者相似。
p90 ⋯⋯在台灣的族群政治格局中，芋仔和蕃薯這兩種糧食作物分別代表的是外省人和本省人的隱喻
。

“他就像一條芋仔蕃薯，外表是代表著外省人的芋仔，而內心卻又一顆蕃薯心，是個道地的台灣人。
”（東方白《芋仔蕃薯》扉頁）
p94 雪眸更將中國與台灣的關係比擬為父子關係，而且以此比擬為基礎，進一步主張兒子離開父親去
獨立門戶，反而更能與乃父維持和諧關係。他這個說法可以從歷史上找到學理依據。美國從英國獨立
而出，是其中一例。第二例是蘇聯解體后，非斯拉夫民族紛紛獨立建國，而與以原俄羅斯共和國為主
導的新俄國分道揚鑣。雪眸還指出，分居后的父子仍有複合的可能性。他這個說法以歐洲共同體為例
來說明。
p110 “一位造紙廠的職員面紅耳赤地說：‘⋯⋯從前因為我們是中國人所以和日本人拼命，現在日本
人走了，我們卻又必須和中國人拼命？’
‘芋兒就是芋兒。’外公說：‘蕃薯就是蕃薯。’
但是一提到日本，有幾個受過日本教育的中年人，無論醒的醉的，竟然興奮地唱起日本軍歌，把別人
的話題淹沒了。”（東年《初旅》頁106-7）
p123 台灣人所受到戰後中國統治的兩年經驗是偏向不愉快的，於是乎很易于傾向與日本統治作比較，
而這一比較往往得出中國統治不若日本統治這樣的結論。二二八事件更深化了這種中日比較觀，馴致
台灣意識益形抬頭。

4. 國族屬性的再定義：快被以往的族群

p137 有關中國大陸的故事就這樣透過父母，透過退役老兵自然地植入眷村小孩的腦海心靈深處，使眷
村小孩覺得是屬於中國的一分子。但是直到有一天，眷村小孩不再談論家鄉的話題⋯⋯這種突然拒絕
家鄉話題的決絕態度是一個很重要的徵兆。這似乎意味著，眷村第二代中國認同意識的趨於微弱，或
是變得鬆動。而這是否暗含他們考慮要和本省同學一樣，轉向本土話題，以期得到本省同學的接納？
這像是自我的內心欲求，希望能夠與居於優勢的多數族群維持沒有文化隔閡的交往。
p141 所以，在朱天心筆下，並不存在族群對立的問題。然而族群畢竟還是有引爆衝突的話題，那是發
生在省籍婚姻生活中，因為外在政治資源分配不均勻的問題衝擊著“異族婚姻”下的夫妻感情。族群
問題泛政治化效應之一是使一對對的“異族情鴛”感情不睦。
p149 但是，中國人的籍貫是依父親出生的省籍隸屬而定，這屬於中國人獨特的意識形態的一個環節，
不可以常理而得理解。
p177 “族群政治扭曲了社會正義。”（孫瑋芒《卡門在台灣》頁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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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作家雖然對本省作家族群論述有意見，想轉而強調階級論述來平衡一下族群論述的濫用，但這不
表示他們有意掩飾或抹煞族群之間存在衝突的事實。
p180 總之，外省族群中有人以筆為利器，一方面鉤沉了一段行將消失的歷史——曾經是身為神聖中國
人的歷史——另一方面在遭遇新而主流的國族主義建構聲浪中放棄中國人的聲明。對這樣的“遺族”
，筆者既無法明確定義他們是以前那種中國人，也無法定義他們是要融入新的國族的准成員。他們目
前只能介乎兩者之間而漂浮不定吧？

5. 誰代表中國：台北抑北京？
�

p185 總之，七〇年代末八〇年代初的台灣，族群書寫是受到查禁的⋯⋯一九八六年后台灣社會風起雲
湧的族群衝突，自然刺激許多作家或學者投身族群政治的論述。劉大任小說描寫的是六〇年代社會，
可以確定並不存在族群政治的論述，但族群矛盾的現象是存在的。禁忌的議題難免落在原已存在的現
象背後許久才告確立。
p199 白色恐怖時代的題材對於曾是統治階層的外省人是難堪的記憶。一般而言，本土論述派取材于此
是爲了批判中國殖民主義式的霸權。

白色恐怖之所以恐怖，乃在於國民黨對待所有與其不同意見的團體或個人，一概目之為共黨的同路人
，甚至高懸“寧可錯殺一百，也不可放走一人”的激烈行事風格。
p205 釣魚台事件發生之後，海外知識份子中不少人對於國民黨政權失望，轉而左傾，并承認北京政權
代表其內心的祖國。

6. 隱晦或超越的族群政治
�

p212 ⋯⋯文本涉及本省人家庭中上下兩代政治立場歧義此一問題。本省中老一輩的深知國民黨政權政
治迫害的作為，而年輕一輩受到國民黨政權意識形態教育的洗禮，往往因認同現實政權而不信老輩所
講的歷史。
 p224 族群界線之所以能奏效，其機制之一就是社會團體拒絕向人性看，社會團體盡可能抹煞敵我雙方
作為人類這個共通性。
p229 書中觸及官民之間“對抗性接受”（antagonistic acculturaction）的問題。這個概念是喬治·迪佛
路克思（George Devereux）提出，意即反對者往往于不知不覺中成為他所反對的對象。對手之間互相
吸收和同化的情形大有人在。

2、《分裂的國族認同1975-1997＜歷史與文化7 >》的笔记-2. 國族的發明：台灣人是誰？

        
p27 
七〇年代一些本土菁英以“台灣人”自居，想自外于“中國人”，於是國民黨警覺到原有中國人論述
的不足，并開始另一波塑造“我們”——不分殖民主和被殖民者——的計劃。國民黨政權面對所自筑
的國族論述的挑戰，在倫理上，它發現到只講我們都是中國人的不足，它還必須提出“台灣人也是中
國人”這樣的塑造計劃，才能說服本地人加入權力的宰制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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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著本省籍幾位鄉土小說家對於鄉土認同的提倡，以及本土第一份異議政論雜誌——《台灣政
論》——的問世，“中華民族”這樣的意識形態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p33 
當島內有反對力量質疑國民黨政權統治台灣的正當性和合法性時，身為政權代言人的司馬中原是如何
進行辯解的呢？答案就藏在《流星雨》一書中。司馬中原告訴讀者說，台灣人就是中國人，是清代閩
粵兩省移民的後裔。現在目標“台灣人”的族群與新近一批外省移民，都是自己人（insiders），都是
有相同民族印記的中國人。

p43 
⋯⋯國民黨政權在面對中華民族意識形態有失靈之憂的變局，它的應變策略是發動文化戰爭。從一九
七五到一九八七年，概略可分成兩期因應。七五到七八年，國民黨政權憑仗它兩大文學旗手——司馬
中原和余光中——用小說宣揚宰制者的台灣史史觀，另一用聲討文章努力將出軌的文學創作路線重新
拉回定位：代表宰制者利益的國族主義神話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從八三年到八六年，國民黨透過結
盟機構之一的《中國論壇》，邀請當時自由派學者來居中調和，但又不放棄反對台灣本土意識的立場
。

p51 
台灣人意識由曲折迂迴變成聲嘶力竭的叫囂，可以說具體表現在從姚嘉文《白版戶》建構台灣人元祖
到阿盛《秀才樓五更鼓》建構台灣人的抵抗精神這一過程中，其中不無一脈相傳之處。

p66
 “日本最喜歡順民，特別是那些經常主動為日本人通風報信的順民，這種人被稱為三腳；台灣人呼日
本人為四腳，意即四足落地之畜牲，而甘心替日本人當‘探子馬’，比畜牲還低一級，因此俗謂三腳
。”（《秀才樓五更鼓》頁40）

關於日治時期台灣抗日團體作為，並非一般所理解的，抗日會眾只知一味前仆後繼、誓死抵抗。這裡
面抗日團體有兩種，一種是清領時期反政府的天地會，一種是日治時期地方頭面人物率眾舉事的團體
，屬於新興反當權團體。這兩種團體並不因面對共同的敵人——日本統治當局——而合作。

p74

 於是乎，什麼樣的歷史文本提供什麼樣的族群身份認同。或是更精確地說，什麼樣的族群身份決定了
什麽樣的歷史文本製造。

其二，台灣漢人在受日本殖民統治之前即先受到中國的拋棄，書中三覆斯旨，多少在暗示讀者，中國
之於台灣既然絕情背義若是，台灣有必要與有過背棄紀錄的中國和好如初嗎？這則如血淋淋般的歷史
可以作為爾後台灣如何與中國定位的重要參考依據。

p78 
從七五到九一年，權力擁有者與反對者剛好歷經兩批人馬互調的過程。七五到八七年時，權力擁有者
透過中國國族主義的鼓吹，再次強化它的權力基礎。這時台灣人是誰的答案，司馬中原代表體制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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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清季閩粵移民的後裔；姚嘉文則以其反體制立場說是四世紀中原下階層人聯合各族群、反特權
的組合在福建晉安縣開闢新社會，這些人傳下的子孫就是今天的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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