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一

廖炳惠*

台灣是亞洲重要的民主國家，也是全球華人（尤其香港、澳門、中

國）市民社會與基進政治文化的燈塔。以Shelly Rigger教授的說法，台灣

與中國在經濟文化上逐漸難分難解，但觀諸人權、社運與社群的活力所

彰顯出的生活方式，兩地卻涇渭分明。也因此台灣雖小，卻具有世界性

舉足輕重的指標作用，尤其對於中國的未來走向以及美國對亞太新局勢

的回應，均占有牽一髮動全身的地位。

莊雅仲教授的新作《民主台灣：後威權時代的社會運動與文化政

治》，先從歷史、經濟、社會運動與社區文化面向，討論台灣如何從威

權體制邁向民主，又分別檢視總統普選、黨外政治、學生上街、勞工團

結與女性主義等議題，以提出既有綜觀又有細部調查視角的理論架構。

他觀察徒步政治、社區導覽與互助網絡，一方面指出台灣民主選舉政治

的脆弱、矛盾與困境，另一方面也檢討台灣的前景，說明日常政治如何

成為兩岸和談與經濟合作產生的危險與衝擊的安全瓣。本書可說是立足

台灣民主基礎、又放眼中國與全球新局的力作。

雅仲在清華大學唸機械的時候，已參與各種學運和社運，不斷透

＊ 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川流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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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v ︱ 民主台灣

過上街、漫步與理論思索，交互參證，控訴扭曲和不公義的政商關係。

由水源里到永康里，再經過清華大學社會人類所與杜克大學人類系的孕

育，發展出以「走路」進入地方的觀點，在社會、政治、經濟或文化研

究的量化或理念型的論述之外，提供具體而微的入世調查心得。

作家黃春明常勸我們要「以腳步去認識土地」，用心聆聽阿公阿嬤

的故事。雅仲的新作更進步，藉由討論反對運動、本土認同與弱勢團

體，說出台灣的經濟成長與政治轉型的另一個故事，用心和腳具體印證

了社區與日常生活中的新生命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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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張鐵志*

「過去二十五年台灣民主代表的意義到底何在？」

這是莊雅仲在這本《民主台灣》的核心關懷，也是華人社會許多關

懷民主的人的共同問題。

在台灣外面的人，看著台灣不斷上演政治荒謬劇，質疑台灣民主

的意義；在台灣裡面的人，也未必清楚這個巨大歷史轉型的真正成就與

限制。

民主化的確可能比威權時期暴露出更多社會矛盾：因為一切都被

公開，都可以進入政治場域辯論、鬥爭。

在台灣亦是如此。在經歷「分期付款式」的漫長民主過程後，許多

長期被壓抑或者新產生的困頓與黑暗也一一浮現。

一、在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1996年直選總統、2000年政黨輪替

後，台灣看似建立起了基本的形式民主架構，但這不是民主的終點─

民主還有賴公民在不同公共層次的政治參與，從社區、到社會以及政治

領域。幾乎是與台灣的民主轉型同步，社區運動也從1980年代末開

始，試圖改造地方社區的政治實踐，打造社區公共意識。此外在2000

＊ 台灣政治評論人，香港《號外》雜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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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 ︱ 民主台灣

年之後，也有學者和政府機構推動審議式民主，以補充代議民主的投票

制之不足。

二、台灣的民主化後，公民社會雖然被解放，但仍有許多侷限。

如社運團體在資源和經費上十分困窘，且在政黨輪替後，部分社運團體

的能量被民進黨政府吸納，讓政治與社運關係重新經歷一段摸索期，直

到這幾年才見社運風雲再起。

又如公民社會中很重要的媒體，在威權崩解之後，卻沒有能成為

真正的公共領域─作為一個價值與政策辯論、思想與重要資訊傳播的

場域，反而迅速地黨派化、八卦化、瑣碎化，讓消費主義邏輯徹底掩蓋

了公共邏輯。

三、原本人們期待民主化會帶來更多社會平等，因為民主會壯大

(empower)中下層階級，讓他們組織起來，或者透過選票制定更公平的

財經與稅制政策。但台灣的現實是，民主化也讓資本家更有力量，更

能影響立法和行政機構；且當作為中介的政治制度（如選舉制度、政治

獻金規範）更有利於資本家時，民主化後的社會不平等也因而更為嚴重。

四、本土化和民主化本來可以互為進步動力。尤其在台灣的歷史

環境下，一個移入政權不僅在政治文化資源上有嚴重的省籍不平等，在

國家體制上也缺乏本土正當性（如萬年國會）。而在1990年代之前，這

些本土化訴求，無論是強調族群平等或是住民自決，都相當有進步性，

而非一種排他性的族群主義。

但民族主義是一種巨大的誘惑，掌權者一方面可能以族群認同來

進行容易的政治動員，另一方面則可能以認同政治來壓制民主，以團結

或「人民」之名打壓異議。 最嚴重的魔鬼時刻在2006年陳水扁第二任期，

因為要化解貪腐危機，所以強烈動員族群情感來取代反省並打擊黨內異

議，導致一批學者發表「七一五宣言」，強調「以民主豐富台灣認同」，

要求陳水扁下台。

以上這些台灣民主時代所面臨的各種議題：本土、族群、社會運

動、社會福利、社區、媒體，幾乎都在莊雅仲這本書被討論到。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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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二 ︱ xvii

雅仲不像政治社會學者主要探討宏觀的結構和制度，而是作為一個人類

學者，採取他所謂的「民主人類學」，從民眾生活和社會關係進入，從

「民主化作為個人或群體的長期的智識探索與行動實踐」進入，以對更

大的民主過程探射出新的洞見與理論反思。

民主從來就是一個不會停止的計畫，是一個不斷抗爭，不斷前進

的過程。希望這本書帶給台灣與島嶼之外的讀者對台灣民主有更細膩

的認識與反思，以讓我們繼續努力朝向彼岸的民主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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