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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族辭界限擁抱公民身分認同
各族群應存置歷史事實，理解不同歷史記憶

灣，我生活在這塊土地上， 富雄委員所言，過去台灣發 礎之外，也要有法律制度基

經常是非常快樂，當然部分 生的傷痛的族群歷史，可以 礎，即一套公平的遊戲規

朋友也會有不同的評論 。 被寬恕 ， 但是不可以忘記 ; 則 。 朱雲漢教授和蘭新煌教

回到 「包容社會」 的總結 我們應該由此建立起歷史記 授不約而同提到 ， 台灣社會

報告。第一個主題「面對歷 憶和族群包容的態度，讓它 的憲政體制一直處於不安定

史記憶與族群意識一一溝通 成為社會溝通和形成共識的 狀態， 主要是因為國家定位

與超越 J '是從歷史的討論 依據 。 不確定，使大家對憲法內容

和分析開始 。 林滿紅教授認 廖咸浩局長也表示，對於 沒有共識;另一原因則是政

為 ， 若要跨越族群分界進行 族群認同或國家認同主張完 治人物為了短期政治利益，

溝通，可以從台灣的歷史事 整性或純粹性的要求，是現 操弄基本遊戲規則 。

。 陳東昇/臺灣大學社會學系主任 。 質裡找到共同基礎 ; 她的 代民族國家積極發達以後的 過去在威權統治之下，基

我曾去日本訪問一個愛 具體做法是重返中 日和約所 現象 。 現代性特質所追求的 本的遊戲規則和遵守遊戲規

滋病人權團體， 其創 確定的國家主權 。王明呵教 進步秩序和排他優越性，導 則的機會沒有被建立起來，

辦人本身是愛滋病患者，因 授則提到，社會中不同的群 致民族國家要求常民的各式 而現在在民主競爭之下，由

為經常拋頭露面爭取權益， 體，可能因為現實利益或情 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必須完 於政治菁英擔憂失去政權風

有一天在等電車時，被人從 感需求，選擇性的記憶或重 全重合，甚至無法容忍文化 險，期待維持選舉優勢，也

月台推下雙腿摔斷 ， 不多久 揹歷史事實，以便強化族群 認同的細微差異，這樣勢必 往往激起選舉的緊張 。 競爭

便去世了 。 該團體成員表 的認同 。 會造成一個國家內部不同社 的雙方非慘勝即慘敗，但對

示 ，他們知道自己的主張可 會群體的衝突 ， 甚至演變成 整個社會而言可能是慘敗，

能不受歡迎 ，但是他們沒有 以「情境式理解」面對不同 像南斯拉夫的內戰 。 所以我 沒有辦法建立民主價值 ， 無

怨恨 ， 從來不放棄 ， 這種態 的歷史記憶 們必須了解，個人或文化認 法強化社會的團結 。

度讓我很感動 ，也深受歐 王教授強調，我們對族群 同是不可能統整的，且國家 我們看到在歷史記憶和認

發 。 我想 ， 所謂的「包 現象 、 歷史記憶，應該發展 認同也可能是任意的 ， 如此 同問題上，以及在民主制度

容 J '確實可以在具體的實 出 「情境式的理解 J '亦即 我們才能尊重不同文化認同 與法治運作上，都出現了一

踐上表現出來 。 例如社會 不應爭論歷史事實的正確 的內涵，把台灣社會的豐富 必危機，而歷史學者 、 政治

中， 有些人持續努力， 希望 性 ， 反而更應去理解對方是 多元文化， 當成珍貴資產 。 學者和社會學者也都對此提

讓有些問題引起重視，我們 在什麼情況下 ， 發展出不同 第二個主題「重建民主社 出非常具體的診斷 。

不一定要太早貼標籤， 認為 的歷史記憶。更進一步來 會的素養 法治觀念與價 我的想法是任何一個社會

對方商L鬧 ; 或許可以說我是 看，對於那些造成不同族群 值倫理的提升 J '是指一個 的發展都會遭遇問題，但危

個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 ， 痛苦經驗的歷史記憶，各個 包容社會要超越不同群體的 機可能是轉機 。 南方朔先生

但是從出國留學到回來台 族群也應有所反省 。 就像沈 邊界進行溝通，除了歷史基 的評論稿也寫到，十九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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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問原住民在總統府前廣I易爭取人權 。

歐美民主初期曾出現排他性 的建立 。 林孝信教授指出， 費或部分負擔，以維持健保 非常缺乏自主性，參與的人

的部落式民主，後來甚至發 公共領域應該包括政治層面 制度 。 此外， 在公共討論的 數很少，所謂公民團體甚至

展出一越好戰式民主 。 其他 以外更廣泛的面向，例如經 過程中，公共性會被建立起 變成空頭團體 、 寡頭團體 。

歐美先進國家在政治社會發 濟 、 社會的民主參與 。 來，我們可能也可以逐漸將 同時，民眾對政治的疏離

展的初期，遭遇過更困難的 我想，藉由公共領域的建 公民身分當成主要的身分認 感 、 無力感愈來愈強，對公

政治、經濟危機 ， 但是經過 立及公共討論的實踐 ， 前述 同 。 換句話說，如果能夠建 民社會或公共領域的建立更

社會菁英和社會公民共同持 種種有關政治參與意願低 立公共領域，提高民眾參與 是大阻礙 。不過我們也看

蝦的努力，終究能夠解決這 落 、 對公共社會不關心、公 公共事務的意願 ，我想也可 到，在台灣的社會，很多人

必問題 。 民間情誼難以聯繫等問題， 以進一步發展出監督政府 、 即使面對問題，還是持續努

大概都有機會改變 。 以全民 政治菁英和金權政治的公民 力不懈，例如社區大學 、 社

建立公共領域，以公民身分 健保政策制定的過程為例， 組織，如韓國民主人民團結 區營造的工作，皆己出現實

為主要之身分認同 我們發現民眾一開始沒有充 組織(PSPD) ， 這對實踐社 際的成就和突破 。 至少我認

至於第三個研討主題「檢 分的資訊和討論，可能無法 會的公平和經濟的正義，相 誨，我們應該找到一個切入

視公民社會的觀念 一公共 認同政府增加部分負擔的理 信助益良深 。 最後，我們雖 點，從在地的公共論壇領域

領域與私領域之界定與尊 由，但經過討論後，大家可 然很樂觀 ， 但也知道公共領 著手 ， 透過不斷的實踐，改

重 J '會中也提出許多可能 能可以同意在合理而必要的 域、公民社會的建立， 一定 善當前發展公民社會 、公共

的解決方式， 其中之一便是 狀況下， 為照顧人民應有的 會遭遇某必困難 。 如盟海源 領域的問題 。

「公民社會」或 「公共領域 」 基本醫療權益，需要提高保 教授指出，台灣的公民團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