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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屋頂下的中國》

内容概要

主持二十年《聯合報》社論，
他的思維，足以牽動台灣的政治社會論述走向，
他的文字，常能主導台灣的國際兩岸觀點解讀，
他的文章深具影響力，他是聯合報總主筆黃年。
長期觀察兩岸的情勢發展，
從李登輝、陳水扁到馬英九；自江澤民、胡錦濤到習近平，
黃年統合二十年來《聯合報》的針砭思維，
精挑眾多篇社論裡的兩岸觀察文章，
以超過數百萬字的筆耕力道，
為兩岸開出解決對立六十年的藥方：「大屋頂下的中國」
面對兩岸的困局難題
本書提出了解決方案：「在大屋頂中國」下，簽訂《兩岸和平協議》，或營造「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
的兩岸政治關係」。
「屋頂理論」源自分裂的德國，指東德與西德互視為「不是外國的國家」，在二者之上有一「完整的
德國」；如同在兩間對等並立的房間上面，有一共同的屋頂。
「大屋頂中國」是指在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對等並立的「互視為非外國的國家」之上，有
一「第三概念」或「上位概念」的「中國」，謂「大屋頂中國」：
在大屋頂中國下，
中華民國是民主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社會主義中國；
二者皆是一部分的中國，
同屬「一個（大屋頂）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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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黃年
學歷：
政大新聞系∕政大政研所碩士∕英國牛津大學研究
現職：
聯合晚報發行人∕聯合報總主筆
經歷：
聯合晚報社長∕民生報社長∕民生報總主筆∕聯合報總編輯∕聯合晚報總編輯
著作：
從漂流到尋岸（2011，聯合報社）∕這樣的陳水扁（2008）∕漂流的台灣（2001）∕李登輝總統的最
後一千天（2000）∕李登輝的心靈寫真錄（1998）∕李登輝的憲法變奏曲（1998，以上聯經）∕臺灣
政治發燒（1980，四季）
獎項：
星雲真善美新聞獎新聞專業貢獻獎（2009）∕金鼎獎新聞評論獎（2000、1998）∕吳舜文新聞評論獎
（2011、2009、2008、2000、1997）∕曾虛白新聞評論獎（2000、1999、1998、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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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建構兩岸和平合情合理的框架 高希均
導言：大屋頂下的中國 黃 年
第一部回首 後蔣時代的台陸美思維（1988~1999）
1.康乃爾之旅的可能與不可能
2.大選解讀：「分裂的政策」造成的「分裂的支持」
3.筷子理論：台灣是海陸介面與東西橋樑
4.一個中國，兩個實體，五不支持，和平演變
5.重建大陸政策：統一公投與台灣機能國際化
6.錯過的麥株：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第二部曲折 兩岸的難題（2000~2009）
7.解讀就職演說：中華民國包容力與負載力的試煉
8.總統的困境：贏了選舉，輸了路線
9.屋頂理論：錢其琛的「新三句話」
10.陸委會應重兵固守中華民國防線
11.失敗的革命豈僅辛亥革命而已？
12.以偽立國：台獨未成，邦家已毀！
13.維持現狀．就是一中；不獨不武．共生雙贏
14.李登輝的「漏斗型」人生
15.刻舟求劍的台獨思維
16.回應王毅的回應
17.六四是不是「反革命」？
18.當胡錦濤面對孫中山
第三部思考 由目的論到過程論（2009~2011）
19.中華民國主論述：辛亥革命或二二八
20.兩岸關係：「合理的過程」與「改良之目的」
21.許三個願：一中各表、亞太平台、可敬的民主
22.民進黨能在民國一百年告別台獨嗎？
23.一中各表．杯子理論．屋頂理論
24.百年輪迴：兩岸共同回歸辛亥革命及孫中山的起始點
25.「一中各表」等於台獨偏安？
26.「一部分的中國」與「中國的一部分」
27.騙養套殺 裝吃閃活
28.「連結論」是兩岸的下台階與青雲路
29.兩岸關係的未來由中華民國憲法程序決定
30.一中新解：一個分治而不分裂的第三概念中國
第四部超越 把黑桃叫做黑桃（2011~2012）
31.和平協議就是中程方案
32.和平協議不是統一 而是轉移統一議題
33.中華民國是包括孫中山的中華民國
34.ＯＮ？ＯＦＦ？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總開關
35.經濟選民的勝利，九二共識的定樁
36.兩岸新試探：從互不否認到相互承認
37.現在進行式的一個中國
38.兩岸能否議簽ＣＢＦＡ
39.「王統一」與「霸統一」
40.否棄台獨，是民進黨智慧的開端
41.把黑桃叫做黑桃 把憲法叫做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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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馬政府要有「為憲法辯護的能力」
43.憲法就是中華民國的駕駛手冊
第五部架構 民主中國與社會主義中國（2012）
44.台灣的出路：從ＥＣＦＡ到ＴＰＰ
45.解嚴廿五周年：民主憲政與兩岸關係的交纏
46.美國棄台論：ＴＰＰ比軍售重要
47.兩岸新論：主權互不否認 治權相互承認
48.天皇玉音繞樑未去，年年都有八月十五日
49.釣魚台的中國結
50.奇怪耶 這樣的國安系統！
51.大屋頂中國：民主中國與社會主義中國
52.門是從裡面鎖死的：籲蘇蔡謝共赴民進黨轉型工程
53.連戰vs.李登輝：御龍者與屠龍者
54.謝長廷赴北京調酒
55.謝長廷渡海祭祖：撕裂的中華民國，應當縫合了
56.台獨的終局：外擊型及內殺型
57.謝長廷歸來：黃粱一夢或化夢成真
第六部憧憬 文明典範∕大屋頂中國（2012~2013）
58.中華民國是民主中國
59.從「自由中國」到「民主中國」
60.大屋頂中國是兩岸最大公約數
61.胡習交接：和平發展需要民主驗證
62.胡六點的發明與遺憾
63.和平協議：用大屋頂中國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64.二○一六年的關鍵仍在九二共識
65.全面裸退：胡錦濤歷史定位的抉擇
66.煮酒論英雄：歷史縱軸與時代橫軸
67.謝長廷重大挫敗 民進黨轉型困境
68.深思慎擇：台灣也有自己的「再平衡」
69.習近平的兩岸課題：九二共識的升級版
70.二○一二年：北京的九點水
71.將大屋頂中國納入一個中國原則
72.兩岸主權相互含蘊並共同合成的一個中國
73.在大屋頂中國下營造兩岸政經關係
74.新年祝願：鞏固憲政 經營國際
75.兩岸辦事處應當脫掉白手套
76.超越國共內戰，兩岸共創人類文明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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