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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嶼深論

何明修：看得見的與看不見的太陽花運動

看得見的太陽花世代看似離權力較遠，因此不太會有實際檢證的機會；但是對於看不見的太陽花世代而言，接下來的挑戰將會是十分
嚴苛的，這也將會考驗他們是否終將能為未來台灣創造歷史。

2016台灣大選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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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30日，台北，逾萬支持者在凱達格蘭大道示威，支持由學生發動的太陽花學運。攝：Lam Yik Fei/GETTY

在即將到來的台灣大選，蔡英文領導的民進黨重新取得執政，看來似乎已經十分篤定。國民黨確定將喪失國會多數黨的優勢，

剩下的懸念就是民進黨是否能取得單獨過半，亦或是需要與其他友黨合作，以掌控立法院的領導權。執政七年半多的國民黨如

今氣若游絲，奄奄一息。這樣的頹勢似乎在去年九合一大選之後就已經浮現，今年以來的換柱風波、不分區立委提名爭議、王

如玄軍宅事件更加速了國民黨向下沉淪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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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前看，導致國民黨在九合一大選崩盤的關鍵之一即是猛然爆發的太陽花運動，在這場反對與中國自由貿易的大規模抗爭

中，國民黨的傾中、親商、缺乏程序正義等作風受到強大的社會質疑。執政者不旦無法消解這些疑慮，更不願放下身段解決立

法院被佔領三週之前的僵局，如此一來，更是造成一整個年輕世代離心背德。在太陽花運動落幕後，「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

好」的口號在網路上普遍流傳，獲得眾多回響，也就不是令人意外的發展。

即使過了近兩年，太陽花運動的政治效應仍在接下來的大選中看得見。

首先，當初在國會積極奉行馬英九意志、推動服貿協定的，或是曾經被割闌尾行動企圖罷免過的國民黨立委都受到重大打擊。

有些後來決定不再競選（林鴻池），或是不敢再原選區競選連任，而改為爭取國民黨的不分區提名（黃昭順、蔡正元、呂學

樟）。

即使照常參選的立委（張慶忠、吳育升）也面臨了空前的挑戰，許多媒體或預測市場網站的民調顯示，其選情有越來越來艱困

的跡象。換言之，「敗事有餘」是太陽花運動第一道政治效應。正是由於這場前所未有的學生運動充滿了青年熱血、理想主

義、愛國救國的正面能量，違逆其鋒頭的政治人物將會付出嚴重代價。

太陽花運動起源於反對一項與中國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其主導的價值觀包括了左翼的反對自由貿易，也涉及了反統一的台灣

民族主義。儘管有評論者認為，太陽花運動顯示了台獨運動向左轉的趨勢，然而事後來看，這兩種迥然不同的政治價值始終有

其扞格相左之處。

基本上，時代力量走的是獨派路線，其崛起直接衝擊到了原有的台聯黨。在2012年，台聯盟在政黨票獲得9%的支持，因此儘

管它區域席次掛零，仍是獲得了三席立法委員。此外，由於時代力量所推出的候選人是屬於太陽花運動的明星級領袖，其中包

括有「戰神」之稱的黃國昌，也因此，目前民調呈現的支持度是處於領先地位，非常有可能在區域與不分區席次都能有斬獲。

相對於此，新興的社會民主黨則是主打社會改革、經濟重分配的議題，具有濃厚的左派色彩。社民黨最受矚目的參選人即是范

雲，她曾在太陽花運動期間串連起學術界聲援的重要任務。此外，綠黨的區域立委提名人也包括了曾柏瑜，這位大學剛畢業的

新鮮人，是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的重要幹部，參與了當初佔領立法院的行動規劃。

然而，另一項太陽花效應則是比較少被媒體看見，不少太陽花運動的重要幹部後來加入了民進黨陣營，他們任職於中央黨部、

蔡英文的競選總部、亦或是小英教育基金會，儼然成為黨內的一股新世代力量。從街頭運動起家的民進黨，長期以來善於吸納

新崛起的社會力，並且將其轉化成為黨內的資源，這一點其實並不是令人意外。早在學生運動興起的八○年代，民進黨的新潮

流系就以校園讀書會的方式，招募了當時一些學生領袖，他們後來被安排在各社運組織工作，不久就投身於公職選舉。1990年

的野百合學運更強化了一股趨勢，其中不少前學運分子後來隨着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進入了中央政府機構，成為阿扁的「幼

童軍」。這樣的發展導致某些野百合成員之不滿，他們曾批評民進黨不應獨佔學運的光環，將其「偷偷收編成自己的黨產」。

這樣的批評是否有道理，實屬見人見智。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在民進黨執政的八年內，黨內新世代的甄選明顯減少了。野百合

之後的學運沉寂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是更重要地，隨着民進黨的建制化，甚至是封閉化，越來越多的新人是其實政二代出身。

職位的家產化也就排斥了無權無勢的年輕人參與，如此一來，有不少走民進黨路線的六年級生、七年級生，長期擔任政治人物

其次，太陽花運動也掀起新一波青年參選的高峰，這展現在去年底的九合一選舉中包括綠黨、樹黨、基
進側翼等「運動型政黨」之積極參選，其中綠黨更首度當選兩席縣市議員，創下建黨20年來的最佳成
績。這樣的參選風潮也延燒至接下來的立法委員選舉，其中被媒體統稱為「第三勢力」的時代力量，與
綠黨社會民主黨聯盟（綠社盟）即是最值得觀察的現象。

儘管宣稱承襲太陽花香火的勢力呈現分裂與彼此競爭的狀態，但是無論如何，時代力量與綠社盟的選舉
結果將是重要的指標，測驗這場扭轉歷史的社會運動之政治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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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要或秘書，形成為了所謂的「幕僚世代」。野百合世代的羅文嘉在28歲就擔任台北市新聞處處長，這樣的生涯機會是他的

學弟學妺所無法想像的。

民進黨在2008年下台，或許是出於危機意識，擴大了對新世代的招募。在2008年的野草莓學運之後，台灣公民社會重新復甦，

也擴大了民進黨可以選拔的人才庫。在太陽花運動之前，成立於2010年的青平台基金會、2012年的小英教育基金會都是吸納這

些新世代的重要管道。

每一個世代都野心勃勃的積極分子，他們想要參與政治、掌握權力，無論是為了自我實現，亦或是為了改造社會，這都是無可

厚非的。台灣過去長期沉浸於白色恐怖的陰影，政治被視為一條容易招惹禍害的不歸路，優秀的人才被鼓勵去從商賺錢，而不

是投身於公共事務。

走民進黨路線的太陽花世代也同樣面臨艱困的挑戰。民進黨的政治文化向來是論功行賞的現實主義，這意味着黨組織不會長期

培養人才，而是端視個人有什麼才能，才給予什麼樣的職位。相對於此，國民黨長期執政，發展出一套養士文化，比較不會在

意短期的得失。因此，投靠民進黨的新生代如果沒有累積個人的資產，例如獲得顯赫的名牌大學學位、取得律師等專業資格，

可能很難開展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用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的話來說，這樣的發展是朝向「靠政治過活」（live on

politics）的政治組織工作者，而不是「為政治而活」（live for politics）的政治家。

其次，一般大眾也會以比野百合世代更嚴格的標準來看待太陽花世代。在25年前，台灣剛脫離解嚴不久，而且還是處於莫名其

妙的動員勘亂時期，在那時打倒「萬惡的國民黨」幾乎是不證自明的道理，要站在歷史正確的方向是不難的。然而，太陽花運

動呈現了更為複雜的情境，中國因素、程序不正義、自由貿易等都是點燃不滿的重要關鍵。在未來，如果蔡英文政府仍是以類

似的黑箱作業來進行兩岸協商，亦或者是信奉一樣的自由貿易原則，積極來加入美國主導的TPP，這將會直接考驗這群世代的

言行是否一致。

看得見的太陽花世代看似離權力較遠，因此不太會有實際檢證的機會；但是對於看不見的太陽花世代而言，接下來的挑戰將會

是十分嚴苛的，這也將會考驗他們是否終將能為未來台灣創造歷史。

太陽花世代成長於解嚴後的台灣，沒有前一代的政治恐懼，又在非常年輕的時期主導了這一場扭轉歷史
的重大運動，他們將會是未來台灣重要的資產。再加上，民進黨的開放，這也使得他們獲得如同野百合
世代一樣的有利政治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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