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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民众的悲情意识：缘起、影响及其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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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割让台湾与日本的殖民统治、蒋氏父子的专制统治的台湾特殊历史造成了台湾人民祖国认同心理的特殊复

杂性和悲情意识的产生。而台湾特殊的政治选情，扩张了台湾民众的悲情意识。台湾民众的悲情意识影响台湾政

治，使得台湾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偏离其正常的轨道。同时对两岸关系造成冲击，给两岸和平统一带来新的挑战，

危害祖国的统一大业。要想使台湾民众的悲情意识得以化解，促进祖国的统一大业，就应当采取原则性与灵活性

相结合的政策，争取岛内民心；落实对台利好政策，加强经济交流合作，理解并尊重两岸人民的特殊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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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以说，无

论是从历史归属还是按法律依据，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的事实是勿容置疑的。然而，台湾民众强烈的悲情意

识却导致了他们在对祖国统一问题态度上从坚定拥护

到犹豫迷茫的转变。所谓“悲情意识”，是指台湾民众

因受到“委屈”、“打压”而产生的一种或悲或愤的情结。

目前，台湾民众的悲情意识一再受到政治的捉弄，已

经与台湾政治紧密结合，成为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消

极因素。因此，化解台湾民众的悲情意识对两岸关系

的发展与祖国的最终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

文拟在考察台湾民众悲情意识的起源及其与台湾政局

关系的基础上，就化解台湾民众悲情意识提出初步的

对策，以利于祖国的早日统一。 
 

一、台湾民众悲情意识的缘起 
 

(一) 割让台湾与日本的殖民统治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当时清政府腐

败无能，中国惨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台湾沦

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一惨痛的历史经历也正是现代台

湾民众“亚细亚孤儿”悲情意识产生的历史根源。在日

本殖民统治期间，台湾民众失去了最基本的人权和自

由。即使在殖民后期日本把台湾作为南进的据点，台

湾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所有措施的出发点并非

为了台湾民众的利益，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台湾民

众被束缚、被奴役的程度更加加深，对台湾民众控制

和掠夺更为严厉的情况。因此隐藏在快速发展表象下

的正是台湾同胞的不幸与悲哀。在长达五十年的日本

殖民统治期间，台湾民众不单在政治上，同时在文化、

思想等方面跟日本殖民统治者展开了不断的斗争。可

以说，在甲午割台与日本殖民时期，台湾民众无负于

清政府，而腐朽的清政府却让台湾民众深感失望。而

由此产生的悲情，原因主要在于每个个体一夜之间必

须改变文化认同和自我价值。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最

初的悲情意识包含了台湾民众深厚的爱国热情，但这

段长期的殖民统治也使部分台湾民众产生了“皇民化

意识”以及对祖国的隔膜感。 
(二) 蒋氏父子的专制统治 
1947 年张琴在《台湾真相》中，真实地记录了台

湾民众欢迎国民党军政人员莅台受降的动人场面：“得
胜后，人民天天盼望祖国来接收。大家自动的商量，

如祖国军政人员莅台、军队莅台，应如何表示才对得

起祖国？才足以安慰莅台人员？”“人们像潮水一样拥

到机场，千万民众鼓掌、欢呼，有的直把喉咙都喊破

了”，人们含着喜悦的泪水“像孤儿等待温暖母亲般心

情等待祖国军队的来临”[1](137−138)。可见台湾民众对“祖
国”的期望之高！他们以为日帝殖民日子终结之后，从

此可以当家作主，扬眉吐气。可是国民党这个“祖国”
带来的现实是贪官污吏的营私舞弊，军警宪特的霸道

横行，失业严重，物价飞涨，粮荒严重威胁着人们的

生存，台湾同胞“对政府由希望到了极度失望”。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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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发现“日官日警依然是统治者的爪牙”，“在同一

机关中担任同级工作，国内同胞与台湾同胞的待遇却

相差过巨”[1](139)等不平等待遇。台湾同胞当家作主的

愿望落空，愤懑积蓄，终于引发反抗暴政，要求自治

民主的二二八事件。在二二八事件中，许多日据时期

的抗日精英、爱国知识分子和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惨

遭杀害，使许多台胞由憎恨国民党的暴行而发展到憎

恨外省人、大陆人，进而激发出省籍矛盾和分离主义

的悲情情绪。 
另外，国民党“光复大陆”“反攻复国”之类的叫嚣

声时有可闻。为了“反攻复国”，国民党在台湾竭力倡

导极端的反共意识形态，长年不断的以所谓来自大陆

的“侵略”、“血统”进行反共宣传和教育，搅得岛内人

心惶惶，惊恐不安，使人们产生反共的敌对心理和恐

共的危机意识。长期的反共宣传加上大跃进、文革等

历史事件，在台湾民众心理留下了难以想象的阴影，

使台湾民众对大陆的认识更多地停留在肤浅、消极的

层面，从而产生对祖国的生疏感和恐惧感等悲情情绪。

此外，蒋介石还以反共“戡乱”为由，实行长达 38 年的

戒严体制。在戒严体制下，台湾民众的各项基本权利

遭到粗野践踏，难以计数的无辜者入狱甚至失去生命。

台湾民众对政治特别容易持有严重的畏惧感。 
(三) 现今台湾政党政治利用民粹极端扩张悲情

文化 
台湾目前的悲情意识之所以甚于过去任何一个时

期，最大的推手就是台湾岛内政治中的特殊选情问题，

各政党纷纷利用民众的悲情意识猎取选票，从而进一

步强化了台湾民众的悲情意识。我们都知道，政党通

常是为了夺取政权而存在的。为了赢得选票，夺取政

权，各党派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而“悲情牌”显然已经

成为台湾一些党派屡试不爽的竞选策略。陈水扁和民

进党当年起家以及在后来的历次选举中，最擅长运用

的手法就是打“悲情牌”，以此博取台湾民众的同情，

牟取政治利益。每当选战激烈的时候，陈水扁之流往

往更容易诉诸悲情。有些学者将陈水扁的“悲情牌”归
纳为三类：第一类是所谓“个人悲情”，如声称自己被

诬陷；第二类是所谓“省籍悲情”，如声称自己作为本

省人受到了外省人士的打压；第三类是所谓“两岸悲

情”，声称受到了大陆方面的“打压”，打造出“中共打

压台湾”、“大陆吞并台湾”的悲情，并通过舆论歪曲中

国政府对台湾的政策，不断挑唆和煽动台湾民众仇视

大陆的情绪，以达到自己个人的政治目的。 
从历史的角度挖掘台湾民众悲情意识的源头，我

们可以发现，台湾民众在先后经历日本五十年的殖民

统治、三十八年蒋氏父子的专制统治以及民进党的玩

弄民主等所造成的影响之后，悲情意识在不断强化。

当我们了解造成台湾民众复杂的祖国认同心理有着特

殊的历史原因后，这有助于我们致力于两岸和平和热

盼两岸统一的人士从思想源头上化解所谓的“台湾悲

情”，同时给予台湾民众充分的尊重和理解，为两岸民

众的沟通和相互了解提供一个较佳的氛围和基础。 
 

二、台湾民众悲情意识对台湾政治及 
两岸关系的影响 

 
台湾特殊的政治选情与现状造成了台湾民众悲情

意识的泛滥。但更让人担扰的是，悲情意识成了在各

政党竞选和政治生活中不可回避的核心话题，这使得

台湾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偏离其正常的轨道。在台湾岛

内，政治生活不再关注民主、自由、教育、民生、经

济、生态等关乎台湾民众切身福利的问题，台湾的政

治话题都围绕在“统”和“独”、“蓝”与“绿”的无休无止

的立场争论之中。在陈水扁执政期间，陈水扁对台湾

民众的悲情意识加以利用，坚持“台独”立场，鼓吹“台
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拒

不承认“九二共识”，全方位推行各种“渐进式台独”措
施，一手炮制设计了“爱台湾”就要支持“台湾独立”的
陷阱。岛内民众悲情意识的强势不仅使很多台湾民众

不知不觉地陷进去，就连国民党和其它党派也都深陷

其中，不可自拔。由于民进党营造的“台独”幻觉在民

众中的影响，各政党逐渐改变甚至丧失自己的核心理

念，以便迎合、而不是引导民意，以换取最后选举的

胜利和政治问题上民众的支持。在马英九竞选时关于

两岸关系言论中，我们可以发现，马英九在台湾选举

中为了获取选票对民进党的选战主题进行了相似的跟

进。在 2006 年马英九出访期间阐述两岸政策时，他着

重重申国民党的两岸政策是从对抗、和解过渡到合作。

但随着“大选”临近，国民党出台了建立“先连接台湾，

才有中国”的历史叙述[2]。在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

后，提出的新政治论述包括：“维持现状论”、“台独选

项论”、“人民决定论”等等[3]，力图寻找既符合台湾民

众期待，又为两岸接爱、美国认同的政策纲领。在确

定为 2008 年“总统”侯选人之后，关于两岸政策的宣示

就更接近民进党的政策理念，包括“返联公投”、“中华

民国就是台湾”、“国民党不是外来政权”等等。从中我

们可以发现，国民党最终也没能完全跳出“爱台湾＝本

土化＝反共＝反中国＝反统一”的分离意识的怪圈，自

身也成为悲情意识这驾马车的驱赶者。 
台湾民众的悲情意识通过影响台湾政治，继而对

两岸关系造成冲击，不断给两岸和平统一带来新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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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在陈水扁政府时期，执政党为了推托政策失败引

发台湾政治动荡、经济低迷以及民主倒退等罪责，便

把一切错误都归罪于大陆的“悲情打压”，通过搬出所

谓受到了大陆方面的打压的“两岸悲情”，来合理化自

己的无能专制和胡作非为，来说明所犯的错误都可以

被接受而且都应该被原谅，以便免除危害，继续获得

政权。这种行为不仅在海峡两岸之间设立了重重障碍，

阻扰了两岸的交流，异化了两岸的社会，也使台湾岛

内民众对大陆反独促统工作的认识陷入混乱，大大增

加了大陆做台湾民众工作的难度。而前面提到国民党

迫于台湾岛内压力不断调整两岸政策，同样给两岸关

系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首先是“维持现状”给两岸

关系增添新的变数。正如马英九一再强调的, “维持现

状”是维持“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的现状。该主张

一方面明确表明反对“法理台独”，另一方面则将“两岸

统一”长期搁置起来，隐含着“以拖待变”的谋略思考，

结合颇具争议的“中华民国就是台湾论”来考察，则不

能排除国民党将来有重走李登辉“独台”老路的潜在危

险。其次是“返联公投”给两岸关系投下阴影。虽然国

民党推动的“返联公投”和民进党的“入联公投”一样，

都是选举时作为炒作工具的“假议题”，但正如连战所

指出的，“假议题”有可能变成“真问题”。“公投”将逐

渐被岛内民众认同，并成为决定重大事项甚至两岸关

系未来走向的重要手段，从而为未来“统独公投”、“公
投制宪”等“法理台独”打开方便之门，可能给两岸和平

带来灾难性后果[4]。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悲

情意识的增长促成了现代台湾政局的演变，另一方面，

悲情意识又被“台独”势力所利用和改造，成为其工具，

人为制造了两岸的认同危机。因此，正视并化解台湾

民众悲情意识在现阶段显得尤为重要。 

 

三、化解台湾民众悲情意识的对策 
 

台湾民众悲情意识的化解，一方面取决于台湾岛

内政治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两岸关系的

发展。从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角度而言，大陆为化解

台湾民众的悲情意识可以采取以下对策。 
首先，对台政策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争取岛

内民心。目前，台湾民众对大陆对台政策的反应有赞

有贬。因此，我们的对台政策也应根据台湾民众的反

应，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反思和重新考量，纠正政策

中的不当之处，以符合两岸的利益和发展前途。 
一方面，中国政府在与台湾沟通与接洽上要改变

过去的单一沟通模式。在过去的交流中，我们往往陷

入一个“等同”的概念，那就是“国民党”等同“台湾民

众”，而没有能够把这两者区分清楚，甚至把台湾的繁

荣全部归功于国民党。许多本省人会认为“大陆一向和

国民党亲”[5](358)，他们问道：本省人占台湾人口的绝

大多数，为什么大陆亲近的却是国民党人，特别是少

数外省籍国民党人？因此在沟通上，我们需要拓展思

维，需要加强同岛内各派政治势力的沟通。 
另一方面，政策灵活性还应体现在政治问题的松

绑上。众所周知，政治问题的松绑除了由上而下的谈

判，另一个途径就是自下而上地把台湾的专家、组织

拉进国际代表团。譬如“中华民国”的名分问题，虽然

在国际大形势下，大陆有足够充分的理由坚持“中华民

国”已不存在，但作为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当前在岛

内仍有相当多民众延续着对“中华民国”的情感认同。

也就是说大陆若能在一些非官方、非正式场合，适当

采取模糊或弹性处理的方法，释放出对台湾人民的尊

重和善意， 则对做台湾人民工作效果会更好些。应当

承认的是，大陆在务实自下而上政策的既定方针上并

没有完全真正落到实处。台湾作家龙应台曾经以一个

简单的事例说明过这一问题。她举例某国际学术会议，

因为主办国家不承认台湾的存在，因此在会议的正式

安排中台湾来的作家根本没有一席之地。她坦言，即

便这个学者是一个对中国文化极有好感的台湾人，只

要碰到这样的事情，他(她)往往容易对中国产生排斥

心理。而陈水扁亦或台湾分裂势力，正是紧抓这种意

识，曲解大陆善意，欺骗和裹胁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台

胞。而出于反华反共的需要，这种反华的意识最终必

然栽进外国反华势力的怀抱，成为它们推行“以台制

华”战略的工具和走卒。因此，在我们坚定批判“台独”
分裂势力玩弄人民感情、制造分裂的同时，我们也应

该探索这些方面的对台政策，在大原则不变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可以放宽自下而上沟通管道，使更多台湾

民众切身体验到做一个中国人时祖国带给他们的便

利、光荣、尊重、安全、实利，从而愿意做一个中国

人。 
其次，落实对台利好政策，加强经济交流合作。

黄万盛教授在中南大学的一次学术沙龙上对孔子的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说法做出过全新的释义。

他指出这是教诲的层次化问题，也就是农民或者下层

的人士，他们更关心身边的状况包括柴米油盐等境遇

问题。你每天跟他们讲治国方案、大国道理，他们未

必有这个心思、有这个精力来听。因此你要讲、要照

顾和要关心的是他们的切身利益。同样的道理，在对

台湾民众的宣传上，过去我们过多给他们灌输爱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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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民族主义、民族大义之类的宣讲，其效果往往不

尽如人意。除了台湾民众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我们有

很大的差异外(例如蒋家统治以“爱国”、“统一”、“一
个中国”、“和反台独”等名目压制人们合理的政治改革

诉求，也因此搞乱了台湾民众对民族、爱国、统一、

一个中国等本来充满正义的内涵的理解。对在台湾受

过蒋家统治的人而言，这些正义内涵却几乎都是“不正

义”的同义词[6])，当民众作为一个社会个体而言，这

些都远不是他最心坎里的问题。他关心的是明天的物

价、尊严、民主和自由的保障、生活水平的提高等切

身利益问题。因此，政策的考量不仅要考虑上层的利

益，更应该考虑适合普通民众的政策，尽量能让台湾

普通民众从两岸关系的改善中取得实际的收益和实

惠。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下，党和政府的对台举措称

得上可圈可点，比如促成开放台湾水果到大陆，以及

最新达成两岸互利合作条约和应对风险的“三通”利民

政策等。这些使台湾民众受益的政策，既有利于两岸

共同应对金融危机，也有利于培养台湾人民的祖国认

同意识。 
最后，要理解并尊重两岸人民的特殊情感。正如

虞义辉指出的“大陆更强调统一，台湾强调‘主体性’”[7]

一样，台湾同胞无法体会在大陆的中国人百年来对中

华民族遭受列强瓜分欺压，民族自尊荡然无存的悲愤

心情，以及他们极欲在 21 世纪重新恢复民族的尊严，

重新在国际上受到重视的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同样的，

在大陆的同胞也无法体会台湾人民百年来是如何在夹

缝中求生存，如何委曲求全，在国家认同的错乱中寻 

找自己的未来。因此我们首先了解其与“台独”本质的

区别，加强同台湾同胞的联系，注意倾听台湾同胞的

意见和要求。其次要充分尊重台湾同胞当家作主和争

取民主权利的要求，保护台湾同胞的一切正当权益。

最后要理解和尊重台湾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真

正落实“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既定方针。 
大陆目前在对台工作上有新思路、新政策和新举

措，使得两岸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和新局面。

而台湾自国民党“立法院选举”和“总统选举”取得胜利

以来，出现了与大陆缓和关系的诸多迹象，大陆所担

心的“法理台独”变得不再可能。当前，海峡两岸加深

了解、扩大共识、增进互信，已经成为一种大趋势，

台湾民众的悲情意识也终将得到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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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ecial history of Taiwan has caused the complexity of identification and produced the tragic 
consciousness of Taiwanese people. The special history included three main events: the cession of Taiwan Province, the 
colonial rule by Japan and the dictatorship by Chiang Kai-shek and his son. Taiwan's special political election situation 
extremely expanded the tragic consciousness, which had affecte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aiwan and forced Taiwan’s 
politics to deviate from the normal track. It is harmful to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national reunification as well. In 
order to dispel the tragic consciousness, the policies we should take are as suggested follows: to win the popular 
sentiment of Taiwanese people by means of principle and flexibility; to reinforce economic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to implement the beneficial policy to Taiwan; to understand and respect the special feelings of Taiwanese people in 
order to dispel their consciousness of sad feeling and promote the reunification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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