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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淡江大學中國籍學生蔡博 參選學生會長一事，引發外界諸多議論。我完全同意文化評論者張

鐵志的看法，我們要歡迎博藝參選，因為「民主才是台灣的防線」；事實上還可以進一步說，我們

要支持博藝參選，因為到頭來，會是我們的民主「統戰」中生，而不是相反。

先講我對於博藝的印象好了。我第一次認識她是在去年10月，一場由後門咖啡所主辦的沙龍座談，

那時我的講題「社會的小革命：反抗運動在改變」，主要是分析近年來台灣各種層出不窮的社會運

動。除了博藝以外，在場的聽眾有來自於香港、澳門、馬來亞西籍的留學生。在提問時間，很多外

國學生分享了香港佔中運動、馬來西亞「五月五換政府」的運動心得。博藝一開口，大家就知道她

是來自對岸的學生，但是她談的卻是自己參與反對淡北快速道路、淡海新市鎮的抗爭經驗。我那就

在納悶，這位中生怎麼本土化，她所講的議題很可能很多台灣的大學生從來沒有聽過。

接下來一次比較深刻的互動是在今年的太陽花學運。在323佔領行政院被血腥鎮壓之後，博藝接連

幾天一直急忙著找我談。我原先以為她是想要探詢一些內幕消息，結果我發現她知道的遠比我更

多。她想要與我深談，因為她的內心受創很深，不只是為許多熱血而無辜的青年被鎮暴警察打得頭

破血流。更重要地，她看到某些運動幹部脆弱而不光彩的一面，有些人事先爭功、事後諉過。博藝

很傷心，因為她發現再怎麼樣無私而崇高的理想主義奉獻，還是無法避免一些瑣碎的利益與名聲之

計較。結果那晚在林森南路麥當勞旁公園的談話，反而比較像是一場心理諮商，博藝對於台灣學運



期待很高，因此她才感到巨大的失落感。

與同年紀的中國年輕人相較，博藝有機會吸呼較為自由的空氣。更重要地，隨著中國的經濟崛起，

大部分中國的海外留學生想法已經改變，他們不再覺得缺乏人權與民主是負面的印記。在民族自尊

心的驅使下，他們反而相信所謂的「北京模式」是比西方的資本主義民主更可取的選項。博藝能夠

拋棄或擱置民族主義的想像，積極投入於台灣年青人所關切的各種社會改革志業，這就是證明民主

價值的吸引力。因此，當我們斷然拒絕博藝參選學生會長之路，無異就拱手讓出我們最強大的政治

資產。用常識來想也知道，如果兩岸之間的競爭，最後只剩下了民族認同的對抗，亦或是經濟實力

的較量，那麼優勢肯定不會是台灣這一邊。

從另一個角度來想，過去一個世紀以來，台灣留學海外的學生往往扮演了政治啟蒙與民主運動的先

驅。從日治時期的東京留學生所發起的《台灣青年》，一直到戰後的各種海外台獨運動團體，都對

於當時島內高壓的政治氣氛產生了制衡的效果。但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在於為何這些有政治意

識的留學生，熱情投身於自己原生社會的議題，但是鮮少對於接納他們的新社會有所關切？難道追

求自由與尊嚴，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價值嗎？在日治時期，蘇新、曾永賢等人加入了日本的左翼政

黨；在1960年代，留學柏克來的黃武雄參加了黑豹黨的活動，而在匹茲堡唸書的黃文雄則整天與搞

第三世界解放運動者混在一起。但是他們畢竟是少數中的少數，在當時的脈絡，只要願意花時間關

心自己的家鄉，而不是抱持著「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自私心態，都已經是值得

肯定了。

現實就是過去的台灣留學生不容易融入新社會，在異鄉旅居的歲月中，感到最真實的還是自己的

「黃昏的故鄉」。相對於此，台灣對於中國留學生卻有巨大的優勢，不但沒有殖民主義所帶來的隔

閡，更有因為語言與生活方式所帶來的親近性。博藝聰明伶俐，野心勃勃，但是除了這些個人特質

之外，最主要的還是台灣的校園與社會環境願意接納她，提供她一個自由參與成長的環境。

試想，如果博藝順利當選了淡江大學的學生會長，這會是誰的勝利？是中國民族主義，亦或是台灣

的民主體制？不要忘了在博藝出生的地方，名符其實的校園自治組織根本不存在，甚至台商協會的

會長人選都要當地台辦批准。一位中國學生透過公民社會的參與，民主競爭的洗禮，而取得台灣校

園的領導職位，這應是我們值得高興的。難道博藝的故事，不就是照亮了民主台灣的光明，以及威

權中國的陰暗嗎？相對地，我們要提防的反而是一些不肖台灣人，他們利用權勢，以及各式各樣的

看不見管道，勾結對岸的政治人物，從兩岸關係中撈取不正當的政經利益。

尼采曾說，「與野獸博鬥時，切記不要讓自己也成為一頭野獸；當你凝視深淵，深淵也凝視著

你」。要對抗不民主的中國，唯一的王道就是比他們更民主，而不是跟著向下競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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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篇獨立評論按讚→  1,840 人說這讚。成為你朋友中第一個說
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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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明修／人間社會學

何明修，1973年出生於台北西門町，目前任教於台大社會系。走上社會學這條

路，原先是由受到艱澀、但充滿想像力的抽象理論啟發；隨著年齡增長，越來越覺

得社會學的趣味，在於理解人生百態，解答人間形形色色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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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中國的海外留學生想法已經改變，他們不再覺得缺乏人權與民主是負面的印記。在
民族自尊心的驅使下，他們反而相信所謂的「北京模式」是比西方的資本主義民主更可取的
選項。博藝能夠拋棄或擱置民族主義的想像，積極投入於台灣年青人所關切的各種社會改革
志業，這就是證明民主價值的吸引力。】——“大部分”都相信【北京模式】都不能说明什
么，然后一个蔡博艺就证明了民主价值的吸引力。。。

回覆 · 讚 · 追蹤貼文 · 9月17日 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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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歹徒拿著刀子要殺你的父母時，你不要讓自己成為一頭野獸那樣的去抵抗，不要像他
一樣的拿刀子去反抗，而要維護他殺害你父母的權利？？？
　
真的病得很重！！！ 
　
想要再說一次：中國的民主不民主，是他們國家的人民自己要去決定或追求的，台灣沒有權
利去介入；台灣人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努力維護自己台灣人的人權和尊嚴，永遠不被任何一
個想要剝奪你做為台灣人的權利的國家入侵和侵害！這才是真正能夠去落實台灣民主制度的
基礎。沒有國家，只能做為他國的被殖民者，永遠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可言。

回覆 · 讚 ·  · 追蹤貼文 · 8月16日 21: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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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應該公開宣布所有中國移民終生褫奪公權，以色列果然是對的！（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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