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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航時與菁英角色
知識分子須敢於逆流開拓進步價值觀

告本組的與談人及主題 I r 公民」與「選民」

E曰 論述人在召開會前會 | 第一 、 公民身分，也就是

的時候，我們發現 ， 第一 、 | 說公民的概念，在台灣現今

每個人對這個議題都已經真 | 的社會 ， 是一個非常關鍵性

有長期的關切與興趣;第 | 的身分 。 有關公民身分如何

一 、 對此議題，大家都進行 | 發展 、 公民角色的重要性在

過相當久的研究及了解 。 在 | 哪裡'是值得深入去探討

此 ，我勉強將各位的論述及 | 的 。 過去十幾年來，台灣的

觀點，歸納成下列分述的四 | 民主發展成果， 可從憲法賦

個議題 : I 予人民的公民權利來觀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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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蓋亞分子應促選民提升為公民 。

這些權利所構成的公民身 | 從中國 / 台灣近代史上的意

分，應該說已經相當完備 ， 識發展來說 ， 國民 、 公民 、

形成的政治參與也是踴躍 人民 、選民的概念之間的變

的 、 經驗豐富的 。 但是稍加 幻與曖昧值得有人探究，其

分析，即知這裡所謂的 「 公 中的差異性非常的有趣 。

民 J '是以「選民 」 的身分| 從台灣民主發展的階段看

來參與加入的 。 一但參與的 來，目前也許應該致力於從

方式中選民的成份壓倒其| 選民的身分來發展公民的身

他，就和理想中所謂公民的 分 。 選民與公民的概念 ， 其

參與有著出入了 。 事實上 ， 中的主要差別為 r 選民 」



.公民議題組召集人錢永祥 。

基本上是政治集團角力與交

易過程中的一顆籌碼、也是

政治實力的天平上的一個怯

碼; 思多個別的選民，只代

表一張張的選票罷了。換言

之，在此情況下，人民的參

與意義就會較為偏低，社會

的分裂程度就會加劇 。相對

之下，公民身分要來得積極

而主動 。 如果說選民的功能

只是為了政治勢力提供正當

性，公民身分有一個理想，

那就是自行掌控社會公共意

見的生產 ， 在社會中非常分

歧的看法 、 意見之間，形成

一個非威權的共識，而不是

經過命令、壓迫、收買所連

成的一種共識 。 為了達成此

一目的，公民必須具有某種

能力、某種德性 。 由此得

知，公民參與的脈絡及架構

非常的重要 。 謝世民教授強

調了公民理性、倫理的概念

的部分 。 他的著眼點，便在

於追間，台灣民主發展至

今，是否可能在選舉式的民

主之外，增加一個新的面

/ ,\. 
牛二、 民視 野與

.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謝世民。

向，也就是經過討論尋找共

識 。

公民能力的提升

第二 、 有關公民的能力，

李丁讚教授由社區的角度提

出批評，要求不要過於菁英

取向，只是抽象地談所謂的

公共論述，而是設法讓公民

回歸社區、讓公共議題回到

社區的脈絡，為本身的社區

多盡一份心力，從中培養公

民的能力 。 又如江宜樺教授

所說，公民能力的養成應從

教育做起，中、小學階段公

民的養成教育，決不能把它

當作只是社會知識的灌輸，

而更應該視為公民的實踐;

就是以自由平等的公民身

份，來檢視身邊的制度、

人、事。

顧忠、華教授則是提出將政

治議題日常化 ， 要讓體制來

面對產生的問題，也許所謂

的公共理性、公民倫理，會

在體制中找到答案 。 謝世民

教授最後則是強調，每個人

必須對台灣社會產生強烈的

主主
同 英 角

。新新聞雜ibF土總主筆南方朔 。

認同感及參與感， 進而調

整 、 增加公民倫理 、 公共理

性及公民討論的機會與興

趣 。

菁英份子的開拓力量

第三 、 有關菁英角色的議

題，換句話說就是知識份子

對公民視野的開拓，可以有

什麼樣的角色 。一般認為，

知識份子所負的責任，原本

就是開拓社會說理的資源，

從這方面，知識份子可望做

出一些貢獻。但南方朔先生

認為，在台灣，知識份子的

角色已隨著政治生態的變化

而告式微;目前應該做的，

反而是與政治維持某種程度

的距離 。 知識份子必須敢於

逆流而行，去開拓在台灣社

會演變過程中更進步 、 更新

的價值觀，新的規範準則，

並對政治多一分懷疑，要在

民主運作的過程中抗拒媚

俗 、 替社會找出新的方向、

向前發展的動力 。

重建公共論壇新秩序

第四、大家觸及的一些例

色

子 ，說明在台灣要進行公共

討論 、公共說理，會產生什

麼樣的狀況與困難 。 像統

獨、反戰議題，甚至像核四

或教改議題，所爭何在大家

都耳熟能詳 。 可是問題在

於， 一旦把這些議題放進公

共領域，大家卻依然不知道

要如何操作 。 在台灣，核四

議題爭執已經歷時十多年，

但卻從來只見到政治黨派、

道德立場的表態 、 攻訐、示

威 、對快，卻不曾被帶入公

共領域 、 按照公共討論的程

序與德性，進行可能認同對

方、促成共識的討論 。

在今天，台灣社會有必要

體認 r這就是我的立場 ，

我別無選擇 J (馬丁路德

語) ，在宗教領域表達了最

高的信徒德性，這在公共領

域卻是一種否定他人、不知

尊重他人的優越感與霸道態

度，並不是公民的德性所

在 。 為今之計，若知識分子

能開始努力，至少就上述幾

個社會普遍關切的議題，逐

步形成公共討論 ，各造靜下

心來、試著 「以對方能接受

的理由調整己見 、 說服對

方 J '拋開個人的道德優越

感與知識優越感，承認彼此

的公民身分與平等地位，或

許能擺脫台灣社會的撕扯與

混亂，為政治的理性化帶來

新的可能 。 ( 作者為中央研

究院社科所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