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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民間想像探索兩岸未來
一營造理性溝通環境 莫定公民社會基礎

• {台灣民間的想像 兩岸的未來〉 中邀請李明峻、周繼祥、 徐斯儉、陳明通、 楊念祖等專家學者與會諮詢 。

..L、灣促進和平基金會的 關係本身的問題固然有歷史 景下既要清楚地表達立場， 氛高漲，許多普通的公共議

仁] 簡錫悄先生(Jan)是一 遺留的問題，也有現質國內 又要相互進行討論，還要對 題都會被藍綠對立的政治氣

位執著於1盟想的人物，去年 外環境變化所形成的影響; 此一複雜的議題提出一定程 氛給政治化，更不用說本來

他與時報文教基金會及公視 牽涉到人們感情的認同，卻 度的交集，著實是一項嚴苛 就具有高度政治爭議性的

的合作，進行族群之間的公 也涉及兩岸關係中各種政 的挑戰 。 「 兩岸關係 」 。 我們往往一方

民對話，並且拍成了紀錄 治、經濟、軍事、外交，甚 可是， ] a n一開始找了我 面在民調中發現，台灣民眾

片，頗獲好評 。 至文化等複雜因素之間交錯 們幾位年輕的學者，向我們 對於統獨問題的回答中，始

形成的因果關係， 這需要相 解說他想要進行此一活動的 終有一個穩定的多數主張

起心與動念 當知識與資訊的獲取，還需 構想，我們沒有人打退堂 「 維持現狀 J 但另一方

今年， J a n抱持著同樣的 要理性的討論和思辯 。 鼓， 相反地，卻都有點躍躍 面，朝野政黨之間卻在兩岸

理想，大膽向難度更高的議 因此，要能讓來自台灣不 欲試 。 關係上不僅沒有交集，且往

題挑戰， 要辦一次有關兩岸 同社會 、族群、教育，甚至 往成為各種政治動員的起

關係的台灣民間對話 。 此事 統獨背景的公民們，彼此匯 公共議題陷入取治化 點，使得在社會上對此要展

之所以難度高 ，是因為兩岸 要在一堂，讓他們在不同的背 近年來 ， 台灣政治對峙氣 開某種理性討論似乎難如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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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 他關係、 盡量尋求各組及全

體的意見交集但不要犧牲或

營造理性討論環境與空間 抹煞不同的主張等等 。 這麼

我們認為 ， 其實這不是一 設計是有用意的 ，也與我們

種正常的現象，兩岸議題就 籌辦此次會議的初衷有關。

算是複雜，就算是本身具有

高度的政治性， 也並非不能 從中立角度提供豐富資訊

理性討論 。 關鍵的問題是如 此外，讓參與公民事先閱

何營造出一個理性討論的環 讀資料的準備也是一件辛苦

境與空間 。 我們也相信 ， 只 的事情 。為了準備這份資

要能出現這樣的空間，哈伯 料，基金會的承正非常辛

瑪斯所主張的那種溝通理性 苦，在大家討論的基礎上，

是能夠出現的 ，台灣的社會 在很短的時間內撰寫草稿 ，

也應該可以找到對於此問題 然後大家再提供意見修改完

的某ι交集 。 正是基於此種 成，希望盡量從中立的角度

理念，我們正面迎向了舉辦 提供豐富的資訊 。 從事後問

此一活動的挑戰 。 卷反應，發現五十三位參與

公民中，只有三位認為幫助

謀定而後動
不大 ， 以及一位不知道，其

就這樣，林國明、范雲、 他四十九位都覺得有幫助或

黃長玲、李廣均幾位教授與 很有幫助 。

我，我們利用下班後的時 對於活動流程的規劃，本

間 ， 與J a n一起歷經多次的 來安排的第一場是由專家來

會議商討，逐漸定下執行計 為參加公民講解一遍資料中

畫。 除了我和圓明兄以外 ， 所敘述的兩岸關係各面向 ，

其他二位都曾參與過去年的 但是在時報基金會余董事長

族群對話活動，而圓明兄則 所提供意見的影響下，大家

是國內公民會議的專家 ， 我 決定先播放去年族群對話的

個人參與此計晝是因為平日 紀錄片 。 根據後測問卷顯

較為關心兩岸問題 。 示，有五位公民覺得沒有幫

我們討論過程中， 遇到許 助或完全沒有幫助，一位不

多問題，但經過反覆討論逐 知道 ， 其他的四十七位都覺

一確定，包括本次性質比較 得有幫助或很有幫助 。 這個

偏向 「 願景工作坊 」 而非 設計基本上也證明成功 !

「 公民會議」 、 對話討論偏向 至於抽樣 ， 則是在報名的

對某ι具體議題的結論而非 五百三十九人中，根據統

開放性討論、具體議題則偏 獨 、 教育 、 年齡三變項之平

重 「兩岸政治關係 」 而非其 衡，進行分層抽樣 。 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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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九如:
對台灣永遠懷抱希望
文/林偉妃整理

我去年參加時報文教基金會和台灣促進和平基金

會，共同主辦的 〈 面對族群與未來:來自民間的深度

對話 > '覺得收穫良多，今年看到 《 台 灣 民間的想

像:兩岸的未來〉 在招募參加者的訊息，因為平常對

族群和兩岸的議題都相當關心 ， 立即拿起電話報名，

沒想到竟然再度在眾多角逐者中雀屏中選 。

參加的動機其實很單純，因為平常有關兩岸議

題，不論是報章雜誌或電視上名人開講，全都是有頭

有臉的人在說，我們這麼多小百姓的聲音卻沒人注

意，我又一直不喜歡選舉語言，希望透過和大家一起

討論能有更深入了解 。

從中國大陸開放後，我就深切盼望從台灣回大

陸，可以像台北、高雄一樣方便，如此一來，連六千

多億元的軍購預算都不用了，只要兩岸沒隔閉，就可

以省下很多經費 。 以我來說，我在台 灣 ，但父母親人

都在大陸，經過長久的隔離，在民族感情上其實很不

好 。

這次活動放映一部有關返鄉探親的電影，表現出

的就是我們每一個離鄉背井遊子的心聲，我不希望兩

岸持續緊繃，但在參加前心情感到志志不安，我以為

以現在的年輕人，絕對無法接受 「 一國兩制 J '但在

討論過程，竟發現年輕人也可以接受，只不過不是香

港、漢門式的一國兩制，而是更有自主權，我才察覺

現在的年輕人觀念也在逐漸轉變，能接受兩岸可能會

有統一的一天 。

台 灣的民主和言論自由，是最珍貴的資產，每個

人都可以把心中所想的，自由說出來，經過此次討

論，我認為年輕人的言論、想法比我還先進、還清

楚、明白且有創意;我一生身為職業軍人，受到國家

薰陶，有旺盛的企圖心和愛國心，對國家永遠抱持希

望， 參加過 〈 兩岸的未來〉 後，讓我更覺得有希望，

唯有選舉語言，才會讓人失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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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面對面

舉辦活動的當天，報到的

情形還不錯，經過抽樣的六

十位公民中，有幾位事前已

經表示無法參加 ，有一兩位

當天臨時無法趕到。由於抽

樣己定，我們決定不再補

人 。 這五十三人在一週後的

周六，在颱風剛走之後，仍

iι~ 

F 仔J 夫 爽

然全部到齊，顯示大家的參

與熱忱都非常高昂 。

當活動開始時，情況一點

也不容我們樂觀，台灣社會

對於兩岸關係所具有的尖銳

意見對立，即使在大家收看

了非常感人的族群對話紀錄

片後，仍然毫無保留地在第

一天就呈現出來 。

尖銳對立各抒己見

第一天下午的小組討論讓

成員各抒己見，表達自己對

兩岸關係的觀點 。一些在整

體中呈現意見比較極端的公

孟興華:暢所欲言

民間 究! J摯

這次請到的專家有陳明通、

罔繼祥 、 楊念祖 、 李明峻四

位教授 。 結果或許是因為規

則設定適當，問題非常踴

躍，發言頗為平均，對於問

題的回答，工作人員也覺得

起到讓大家頭腦冷靜的效

果 。 在五十三位公民中 ， 有

三十八位認為非常有幫助或

還算有幫助 、 認為普通的有

八位 ，只有七位認為沒有幫

助。這讓我們稍微放心 。

互相妥協取得平衡

上述IJ、組發言不太平衡的

我一向對兩岸關係相當注意，因此一看到中國時報刊登有關《台灣氏間的想像 : 兩岸的未來〉活動時， I!p 興致勃

勃地報名參加 。

由於會議主題對我相當有吸引力，從報名後我就開始自行蒐集資料，包括讀報、剪報、做功課，等到七月三十日

第一天會議當天，主辦單位又發更多書面資料，當天返家後我更努力讀資料 。

在所有的參加者中，現年八十四歲的我年紀最大，但是我在討論過程中，仍相當踴躍發言，遇到和自己論點不同

者就展開辯論，為印證自己的觀點，我也從家中找到多年來所蒐集剪報，以及我所發表在報章的文章，影印後發送，

在會中獲得不少迴響 。

我認為參加〈台灣民間的想像:兩岸的未來} ，所獲得最大收穫是可以暢所欲言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想法，同時受到

大家肯定，令我頗感安慰 。

這麼多年來我一直覺得，從歷史、文化 、 種族以及現今兩岸情勢看來，台 灣要獨立，絕對不可能，若要一國兩制

也行不通，因為台灣主張的是三民主義，和中圓大陸的共產主義根本無法相容 。

但中國長年的歷史證明一項定律，分久必合 、 合久必分，台灣從被 日 本佔據，和中國大陸分裂一百多年，已經走

到 「 分久必合」的階段，中國大陸方面不可能放任一直處於分裂狀態，國民黨也不可能選擇分裂的路;即使在活動過

程中，確有不少台獨基本教義派，但我的看法也獲得不少人認同 。

從警政署推動民防工作退休後，我即開始著手寫書，希望將我長久觀察的現率和觀點，以文字表達，這本書就是

《 民防 v s 兩岸 } ，參加過此活動之後，更加強我既有的信念，要更快完成我的心願 。

民，發言強度很大，甚至在

某些小組中，起到壓抑對立

者聲音的效果 。 根據後測問

卷，在五十三位公民中，認

為第一天小組討論是完全由

少數人發言或主導的共有二

十人 。 或許是這樣的討論氣

氛，多少對第一天的小組結

論有所影響，但五十三人中

表示還算滿意或非常滿意的

仍有三十八位。

第一天晚上的專家諮詢，

本來在籌備的討論過程中有

人提出憂慮，不知道是否會

起到偏頗或引導作用 。 我們

強化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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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在第一天晚上的工作 會說明，接受大家的質疑與

會議中立即提出檢討，並在 意見，修改之後定案 。

作出相應調整的措施後，第 必須說，這是整個活動是

二天獲得很大改善 。 根據問 否成功的關鍵，也是難度最

卷顯示，在五十三位公民 高的部分 。 如果沒有一個具

中，認為第一天小組討論是 主導性的主持人，可能根本

完全由少數人發言或主導的 無法在短時問內形成交集報

共有二十人，但對於第二天 告，但太過主導則會產生對

的小組討論仍有此種觀感的 多元意見不尊重的情形 。 對

只剩下八人 。 於這份整體的交集報告，後

這種經過平衡的討論氣氛 測問卷顯示 ，五十三人中，

讓小組討論漸入佳境。第二 認為能反映大多數人意見的

天小組所提出的報告是針對 有三十八人(7 1. 7%)' 認為

此次所設定的 「兩岸政治關 非常勉強或有必勉強的有十

係」、「兩岸國際定位」、 五人，其中偏統與偏獨的各

「兩岸關係台灣討論的程序」 二人，永遠維持現狀的六

等三個實質和程序性議題提 人，意見不明的兩人 。 可見

出小組共同性意見，需要大 得此份整體交集報告雖然不

家互相妥協、尋求共識，進 能說非常成功，但至少沒有

入活動真正具有挑戰性的部 出現偏頗的情形，應該說還

分 。 對於此份報告，五十三 算讓人滿意。

人中除了兩人無意見外，認

為反應少數人意見的只有五 從維持兩岸現狀出發

人，其他四十六人都覺街是 活動進入第二天，主要是

完全或大致反映大多數人的 針對上述的交集報告提出更

意見。可說是相當令人滿 具體的行動方案 。 大家回來

意。 碰面後顯得比上次熱絡得

多 。 第三天小組討論中認為

尊重多元尋求交集 只有少數人發言的只剩下五

本次活動最具挑戰性的是 人 ， 比第二天又少了二人 。

全體會議對於上述的三個議 對於第三天的小組具體行動

題形成共同報告 。 這是由本 方案的報告，除了一位無意

人主持，加上各組帶領的同 見外，也只有六人表示不滿

仁，以及各組公民推派的代 意 。 除此之外，對於本次活

表 ，還有自願參加的其他公 動的主持人，沒有任何一位

民，在短短的一小時內，就 公民覺得有不公平之處 。

各組的報告尋求交集的部 本次活動的結論，並沒有

分，形成初步報告，再向大 驚人的結論:對於兩岸的政

.第二天開放空間論壇會申各組進行討論 。

治關係而言，大約是在維持 個議題決定的過程，主要的

現狀之下的各種進一步可 交集意見是要加強台灣自下

能，包括邦聯、聯邦、大陸 而上的公民參與過程，且要

也是中華民國、甚至出現中 改善現有的公民投票機制，

立國的想法。 以民主的方式作成決議 。

沒有小組主張成為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一省或特別行政
公民對話後

區 。 在兩岸的國際代表權方 如果從實行的公正性上來

面，大家主要交集是兩岸各 看 ，上述的許多數字說明這

自有自己的代表權 ， 但在台 次活動的公正性是受到參與

i彎擁有否決權的條件下 ，也 公民肯定的 。 五十三位公民

不排除與大陸形成一個代表 中除了一位未回答外 ，有十

權的可能 。 至於達到上述兩 位認為完全達到活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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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岳穎:訂閱生命新楓野

我在六月剛滿十八歲， < 台灣民間的想像 : 兩岸的未來》可算是我在成年後參加的第一個活動，也讓我的生命和

視野完全打開 。

對於兩岸關係，我一向都認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是唯一原則，以當前的局勢和國際現況，台灣終歸需和大陸合

作;因為對政治有濃厚興趣，所以我在參加大學聯考前就報名參加，家人也都很支持，沒想到與會的第一天，我就有

視野完全被打開的驚嘆 。

在會中有各種形形色色的人，我細心傾聽每個人的想法和意見，因為和夥伴建立感情，大家相約下週再見，加上

心中有種強烈的責任感，認為既然開始就要努力 完成，因此雖然很辛苦，我仍從頭到尾不缺席 。

在與會過程中，父親一直抱持高昂興致，母親也同意，但我和他們約法三章，在三天期間都不要再和我談政治，

因為在會中不管睜開眼或閉上眼，心中所想和耳中所聽，全都是政治 、 政治，聽了之後也想發表看法，充分表達意見

的感覺很爽快，比「全民間講」還爽，自己的觀念也會隨之改變 。

奇美董事長許文龍曾經說「商人不懂政治 J '但我認為他錯了，商人更應該懂政治，因為人家說政商、政商，政商

兩者之間根本無法區分，過去國民黨太過腐敗，我和家人都認為應該讓國民黨下台，沒想到民進黨獲得政權後，也迅

速腐敗、經濟衰退，對此我和父親都感到很傷心 。

其實所有的參加者，不論發言方向是統是獨，大家都是衷心希望這塊土地更好，不像政客只為自 己好，因為傾

聽，我才發現看同一件事情其實有很多種角度，就像一杯水，不僅可以從正面看，還有倒面和反面，凡事不能只看一

面;但即使如此，我堅持 「 一中」的基本態度，以及抨擊政府錯誤政策的原則仍不會改變 。

有四十二位認為達成部分目 十人，公民會議之後增加為 人; 主張 「 兩岸一個席次 當然，這要感謝我們社會

標，沒有任何一位認為沒有 二十人，成為所有答案中人 (不合台灣代表 )J 倒是從七 還有像J an以及余董事長這

達成目標 。 數最多的;原來贊成兩岸為 人減少為兩人 。 樣有理想又有傻勁的人，以

「歐洲聯盟模式」的有 1-一 及我們這品還有些熱情餘溫

統獨價向變化不大 人，公民會議之後減少為四 重建社會理性空間 的學者，促成這次活動的舉

經過這一場公民會議，與 人 。 此次活動，從台灣的民主 辦 。 當然，更重要的，是我

會的公民究竟在對兩岸關係 在兩岸國際地位上， 贊成 政治與兩岸關係的長遠意義 們社會仍有一批願意傾聽、

的態度上是否產生改變呢? 「 台灣、中國大陸無條件兩 上而言 ，僅是一次小小寶 願意對話、願意妥協、願意

在認同與統獨的傾向上，變 席 」 的幾乎不變，會議之前 驗，其意涵卻是深遠的 。 我 合作的公民 。 這次從台灣社

化並不大 。 但是在兩岸政治 屆三十六人、之後屆三十五 們至少證明一件事，那就是 會出發 ，讓台灣社會參與，

關係和國際地位上變化比較 人，始終為最多數的意見; 像 「兩岸關係」這麼錯綜複 探素兩岸未來的活動，如果

大 。 在關於兩岸政治關係的 認為 「台灣、中國大陸有條 雜且高度政治化的議題，如 能夠為重建台灣社會理性空

議題上， 變化最大的發生在 件兩席 (例如台灣不能投和 果有公正透明理性的環境， 間作出一點貢獻，那麼再多

兩組答案:原來贊成兩岸為 中國大陸意見不同的票 )J 我們的公民並不是不能對 的困難與辛苦 ，都是值得

「無關係/鄰國關係 」 的只有 的倒是從六人增加為十二 話，且能尋找一定共識的 。 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