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 後 語
2016年1月16日，台灣選出首位女總統，也改選了議會。國民黨潰敗，民

進黨全面執政，完成了第三次政黨輪替。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選舉浮現的複雜

議題和現象，遠非傳統的統獨之爭、藍綠對決、族群矛盾等分析範疇所能概括，

而必須細察近年台灣政治和公民社會的微妙變化方可把握。此外，島內政局變化

也形成外溢效應。大範圍言，對美國日本的區域布局、兩岸關係走向都有重要意

義；小範圍說，過去幾年，香港公民社會的發展乃至年輕一代政治意識的孵育，

台灣一直是個重要參照系，影響自不待言。因此，如何恰切地解讀這次選舉的底

蘊，不單對台灣、也對兩岸三地的互動饒富深意。

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聚焦這次選舉，陳芳明縷析過去八年從國民黨執政、

潰散，一直到民進黨全面獲勝的過程和原因。他指出，國民黨之所以慘敗，在於

未能貼近台灣內部的脈動。政經上，無視日益高漲、以「天然獨」為概括的本土 

訴求，終因粗暴通過「服貿協議」而引爆了以年輕世代為主體的太陽花學運。 

社會上，執政黨面對各式各樣公民運動時的姿態和立場，明顯與民意背離，這從

反核運動、反國光石化遊行、反大埔事件、都更事件、多元成家、洪仲丘事件、

白衫軍運動、反課綱運動等可見一斑，黯然下台似乎勢所必然。此外，文章還

分析了這次選舉出現的第三力量和多元的民主訴求等議題。不管如何，大選塵

埃既定，候任總統將在5月20日就職，政治新局對島內乃至兩岸三地帶來怎樣的 

變化，只能拭目以待。

本期五篇學術論文，從社會理論、中國勞工問題、華語電影，乃至中日韓歷

史，取材多樣，各有可觀。周桂田、徐健銘梳理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
廣為人知的「風險社會」理論，揭示其與東亞社會實踐的相關性。常凱針對過去

幾年中國勞資關係的發展趨勢，總結出由官方主導的工會運動和由勞動者自發形

成的勞工運動兩條路徑，分析這兩種力量對目下勞動關係的影響和意義。張英進

環繞2014年以來有關「華語電影」、「重構中國主體性」的爭論，提醒避免讓這場
討論落入一元化和政治化的窠臼；相反，希望爭論過後能帶來研究的範式轉移和

多元對話。王柯聚焦上世紀30年代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同時，積極發展跨越國
界的「回教空間」，藉此在中國培植國外民眾與日本之間的「共同體意識」，從而

為其侵略行為尋找正當性，並軟化中國回民對侵略戰爭的反感情緒。沈志華繼續

前幾期有關金日成走向權力頂峰的故事，精彩可期。

剛過去的3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出訪古巴，埋葬美洲冷戰最後的殘餘，標誌
着這個孤立的國度逐步重返國際社會。與此同時，很少人注意到生活其中超過 

一個半世紀的華僑社群正面臨急速瓦解、幾近消亡的危機。「景觀」欄目雷競璇的

文章，配上劉博智的圖像，細緻呈現這個群體由盛而衰、終至湮滅的歷史。淡淡

道來，不勝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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