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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族群视域下台湾多元文化主义的反思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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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台湾向来是一个由多元族群所共同组成的移民社会,在全球化语境和台湾本地特殊情境影响下,其自身

所蕴含的多元文化特质而发展为多元族群的社会。但台湾的多元文化主义被高度意识形态化,对真正的宽容、

民主和多元的造成伤害,导致台湾版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异化和畸形,无益于台湾形成真正宽容多元的社会文

化形态。在台湾文化多元的社会背景下,应怀抱平等、尊重、学习的方式,面对不同文化,达成相互理解;少数族

裔的文化认同必须在自身的文化传统以及主流文化之间作抉择或取得平衡点;透过多元沟通,建立起台湾人民

对新移民的同理认识,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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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是一个由多元族群所共同组成的移民社会,历经

荷属、明郑、清属、日据与国民政府的统治,有着多重的殖民

与反殖民事实,有统独之争,也受美国文化的强势侵略,这
些都使台湾蕴含了丰富的多元文化特色。台湾还并存了诸

多文化,包括大陆汉文化、原住民文化、客家文化或外来文

化等。在全球化语境和台湾本地特殊情境影响下,20世纪

90年代台湾经过 “社区总体营造”、“原住民运动”、“教育改

革”和文化与政治民主化运动的改造,催生了其“多元文化

主义”思潮的兴起。随着台湾民主化的发展,文化认同的多

元化与国家认同冲突,社会中的多元族群关系构成政治议

题的焦点。多元文化主义是否为台湾提供了族群平等发展

的机会? 多元文化主义在台湾的传播和演绎存在哪些问

题? 多元文化主义能否让各大族群之间有其平等的文化发

展空间? 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台湾文化领域

的有何意义? 又有哪些局限? 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

一、“多元文化主义”及其在台湾的发展

概况

(一)多元文化主义的内涵

从政治哲学思维的角度来考量,“多元文化”往往是和

个人主义作对比的,是在建立有关少数群体的“文化权”,对
于差异的承认与尊重而发展开来的,关涉到一种政策制度

与资源的分配和安排,抑或是关涉到一种少数群体的抗争

和运动。而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最初是紧扣着

多元族群(multiethnicgroup)的议题而兴起和展开的,主要

是一种以寻求多族群共存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思想和政策实

践。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多元文化主义”思潮萌芽于20
世纪初的美国,但最初作为一种文化政策却出现在70年代

以来的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移民国家,以后才逐渐遍及美国

和其他一些移民国家,如今已经涉及政治思想史、政治哲

学、法理学等多个领域。多元文化主义的内涵中,多元指的

是尊重差异,让各种不同的声音、看法与价值观得以展现;

而文化指抱持不同世界观、操持不同的语言及拥有不同的

生活风格等都代表着不同的文化。[1](P7)由于不同思想家身

处不同国家,所处语境各异,对多元文化主义概念的界定有

多种说法,不存在一个共同的定义,但基本上覆盖了平等、

公正、认同多样性、社会价值与社会实践等议题。当代西方

多元文化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威尔·金里卡(Kymlicka,

W.)、艾里斯·玛瑞恩·杨(Young,I.M.)、阿米·古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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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tamnn,A.)、比丘·帕雷克(Parekh,B.)、查尔斯·泰勒

(Taylor.C.)等。作为一种思潮,多元文化主义并没有统一

的派别,内部有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激进主义的多元

文化主义、保守的多元文化主义等。

本文以多元族群主义(multiethnicalism)为研究视角,

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根本上指一种以族性为核心的不同移民

文化群体或族群文化共存的学说与政策实践。[2](P32)其内涵

是在理解承认、接纳各群体的不同的社会身份与主体位置,

让各文化的各种主体性得以共存。多元文化主义特别关注

少数群体的权利。金里卡(Kymlicka)认为,少数群体一般

包括移民、少数民族、土著、在一国内居少数的种族群体及

种族 宗教群体(ethno-religiousgroups)。尽管这些群体在

自身的权利要求上各有不同,但有两个共性:其一,要求公

民个人所拥有的一系列共同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这

些权利在所有的自由民主国家中都是受到保护的;其二,这
些要求指向同一个目标,即要使种族文化群体的独特身份

和需要得到承认与包容。这种要求被概括为“多元文化主

义”或者称之为“少数群体的权利”。[3](P599)从多元族群的视

角来看,多元文化主义强调群体文化身份的重要意义,主张

所有不同族群所代表的文化都是平等的,每一种文化都有

其存在的价值和权利,不存在一种文化高于或优于另一种

文化的现象,同样也不存在一种族群文化是另一种族群文

化的价值源泉的说法,要求主流社会承认少数群体的文化

成员身份并赋予他们差异的公民身份,实施“差异政治”,从
而实现真正的平等。

(二)台湾的多元族群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

当前,台湾的多元族群主要由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

及原住民等四个文化系统所组成,这种划分是以各族群来

台先后及所承载的各自历史文化作为基础的。由于近代社

会变迁、地理环境、汉化等因素影响,而又衍生出众多支系。

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的互动过程中,因各自政治经济利益

与文化信仰的表达与冲突等问题而萌发族群意识,并在一

定的历史条件下逐渐强化而形成各族群的分类,使得各种

族群文化内容形式多样。一方面,台湾人口组成呈现出多

样性,除了四大族群,目前台湾正在形成新的族群,如因婚

姻关系或劳资关系来台的新住民及其子女的大量涌入,也
给台湾带来新的变化,其族群组成更为复杂多元;另一方

面,台湾语言构成呈现多样化:作为官话的“国语”、福佬话

(闽南语或河洛化)、客语、原住民各族的族语、新移民的母

语、以及其他方言等。长期以来,无论是中华文化、闽南文

化、客家文化、原住民文化及新住民文化,都各具其文化特

色并蕴含着丰富的内涵,造就了台湾多元文化的风貌。

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生源于少数族群争取捍卫其文化价

值与生存空间。台湾的多元文化的出现既是台湾本地的特

殊情境,又是全球语境下的展现。台湾的多元族群都有不

同程度地被殖民和被侵占以及不断抗争的历史,经过多年

的斗争和融合,台湾已经形成一个多元民主的社会;在全球

化思潮的影响下,台湾民众对多元社会和多元价值产生回

应,对族群和谐的期待更加迫切。但“多元文化主义”降临

台湾,经过了个曲折复杂的过程。在历经政治解严和20余

年本土化的“宪政”改革后,台湾的公民意识逐渐成熟,少数

族群权利意识产生了式微的危机,意识到本族群在制度上

长期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于是向政府提出呼吁与诉求,努力

争取本族群的合理合法的权益,谋求修正不合理的语言政

策,建立保障本族群语言和文化传承之环境,促使公平正义

社会的实现。台湾多元文化的出现也与20世纪70年代末

80年代以来社会上兴起“承认政治”的新风潮和对差异的崇

拜有密切关系。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和台湾本地特殊情境影

响下,台湾的多元文化经过早期的论述(1980—)、说母语与

乡土 教 育 运 动 (1987—1990)、“社 区 总 体 营 造 运 动 ”
(1994—)①、“原住民运动”、“教育改革”(1994)和台湾共和

国立宪运动(1989—1994)等文化与政治民主化运动的改

造,催生了台湾“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兴起。这些运动起

源于台湾民主运动、建国运动的人群分类概念,同时夹杂了

既包括进步的尊重与承认,也包括保守的“我族中心”的“社
群主义”思想。当时的台湾执政者方面也希望透过“多元文

化”重新构筑一个集体的“共善”基础,缓和社会的差异与对

立性。这说明多元文化主义在台湾的兴起有其必然性,它
曾经是反抗威权统治的一种力量,也是威权体制解体后台

湾社会多元化发展的在文化思潮上的直接体现。[4]

二、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族群对台湾的

影响

台湾是东南亚一个具有多元文化共存的地区,其文化

课题极为重要。1997年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中规定“国
家肯定多元文化,并积极维护发展原住民族语言及文化”。

这项规定使多元文化成为台湾的基本政策,希望能透过“多
元文化”来重新构筑一个集体的“共善”基础,寻求“族群和

解”,并设立相应的政策管理机构。如行政院设立了原住民

委员会、客家委员会等机构,旨在期望能保护弱势族群的权

益;立法院通过了原住民教育法,保障了原住民受教育的权

利;教育部也办理原住民学费减免及升学加分或采取降低

入学门槛等事宜。实行多元文化政策以来,对台湾产生了

一系列影响。

一是台湾的多元文化影响遍及各族群的文化,如原住

民被汉化甚广,客家人的种茶文化影响了其他族群的种茶

习俗,等等。二是多元文化可能冲击其他的次文化。如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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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区的生活议题,解决问题同时也创造共同的生活福祉,居民彼此之间以及居民与社区环境之间逐渐建立起紧密的社会

联系的过程称为“社区营造”。



湾的平埔族文化①,因为汉文化的大肆进入,使平埔文化在

今日已消失殆尽。三是各种文化的涌入使台湾遭受外来文

化的冲击,在多元文化与原来文化之间保存哪一种文比较

更适合台湾人,而此文化又不会与原本文化发生冲突,这将

是现代台湾必须考虑的课题,等等。以当前正塑造中的台

湾族群意识而论,不仅有所谓的四大族群,还有更多内部差

异,包括如何定位金门、马祖、澎湖的文化,残留的荷兰、西
班牙、日本文化,以及东南亚和大陆配偶带来的血缘和文

化,这些都已经是“台湾文化”的内在差异。这些因素导致

了促成“多元文化”论述等相关话语形成的环境复杂性。多

元文化主义的承认政治有可能遮蔽了社会问题的复杂性。

目前在流行台湾的多元文化还大致是一个意识形态修辞,

在形式地提倡多样性的同时,压缩社会平等、包容性的公民

身份以及两岸和平的进步论述空间,自我矛盾地成为统合

内部对抗他者的一元文化动员话语。[4]台湾的多元文化主

义一方面强调和重视族群差异,当另一方面也需要一个共

同的民族认同,这就使得多元文化主义在台湾的发展面临

着两难。如何维持台湾多元文化共存,推动更宽广的多元

共生与多元承认的立场,能够承认当代台湾社会的多样性

与共生性,成为今后台湾政治思想领域一个重要的议题。

台湾的多元文化论述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文化有差

异,但是没有优劣之分。没有一种文化,有资格宣称自己比

其他文化更优势,面对不同文化,应怀抱平等、尊重、学习的

方式,相互理解。多元文化主义思潮强调移民与少数族裔

经验的特殊性,强调各族群与文化间的差异并非来自体质

与环境的优劣,而是族群文化不同的表现方式及内涵特征,

都有存在的价值,因此强调把“维护差异”、“尊重多元”、“欣
赏悦纳”作为族群相互对待的基本原则,了解人类文化多样

性的本质,以尊重、包容的精神与态度来面对不同的族群,

帮助人们尊重其他文化传统,克服和消除对其他民族和族

裔文化的误解,克服和消除激烈的文化冲突。台湾的“多元

族群”有其在历史上被不同的殖民与移占过程,台湾人民也

历经斗争,这些都涉及到社会正义、经济剥削及政治差别待

遇等问题,并不是单纯的旅群语言与文化的隔阂冲突。台

湾的多元文化是经过无数次激烈的党派动员与意识形态斗

争后获得的结果,符合民主的精神与制度,但目前台湾版的

多元文化语境下少数族群的实际生存境况并没有实质上的

改进(如原住民只是在称谓上由带有歧视性的“蕃仔”改为

原住民),少数族群在日常生活中的无力感与挫折感仍然存

在,某些方面或许更差。因此,台湾应增订弱势族群文化的

各种保护法令,加强以公权力维护多元文化并存;同时要教

育人民应有尊重多元文化的观念,加强宣导多元文化的共

存性。台湾迈向族群融合的关键是整理出每一个族群文化

的核心价值。这就要求台湾执政当局应秉持真正的多元文

化主义的精神,对弱势族群的文化能够加以尊重、包容、欣
赏乃至学习。族群融和的前提是放弃大汉沙文主义,平等

对待各民族。

三、对台湾异质化的多元文化主义的批

判与反思

当前,台湾的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大多借自加拿大与

澳大利亚,但在政治制度上自成体系,其多元文化政治现象

异常复杂,有深远的政治族群化与民族政治冲突的原因。

台湾的多元文化政治的本质,在2000年民进党上台前大多

是一个建构台湾民族主体性政治运动,及追求族群平等社

会运动的共同过程;但自2000年到2008年民进党执政时

期却演变为异质化的多元文化论。

早在1993年民进党中央通过《民主进步党政党白皮书

纲领》,在“族群与文化政党钢领”中提到民进党的“多元融

合”基本立场,认为一个国家不必是由“单一”民族所组成,

国家以及各组成族群必须承认领土内各个族群的文化特殊

性与不可取代价值,鼓励并且保护各族群的多元文化发展

……为避免多元性的相互隔离倾向,在赋予各族群平等多

元地位之前述基础上,同时应该以现代公民权为核心,建立

现代的公民意识、国家意识与共同体的精神。[5](P245)1997年

台湾 “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中,将原来的宪法增修条文

第9条第7项,修订成第10条第9项与第10项,就提出国

家肯定多元文化,保障原住民权益。其内容为:

(9)国家肯定多元文化,并积极维护发展原

住民族语言及文化。

(10)国家应依民族意愿,保障原住民族之地

位及政治参与,并对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卫生

医疗、经济土地及社会福利事业予以保障扶助并

促其发展,其办法另以法律定之。对于金门、马祖

地区人民亦同。[5](P224)

上述条款说明台湾为“多元文化”(族群)的根本发展方

向。民进党执政期间,从表面上看来,其政治主张(相对于

此前国民党执政时期)更倾向于支持“多元文化”政策,大力

推动多元文化族群平等政策。总统府新闻稿记载,陈水扁

曾于2001年宣示“中华民国是一个多元族群与多元文化的

国家,宪法中明定‘国家肯定多元文化’,这就是我们的基本

国策。肯定多元文化,表示不同的各族群、各民族是一律平

等的,是彼此尊重,是和谐相处、共存共荣的……”。民进党

执政时期通过《原住民身份法》(2001),协助确立原住民的

特殊身份的法律地位,提供必要的特殊国民福利或者差异

保障待遇,并针对原住民儿童实行多元文化教育;成立“客

家委员会”,推动”语言平等“相关立法;通过《国家一体、族

群多元决议文》,等等。但这一时期民进党推动下台湾的多

元文化政治不仅无法解决“国家定位”的认同与利益冲突问

题,而且有可能进一步压抑了台湾多元文化发展的可能,如

49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3卷

① 平埔族,指的是居住在台湾平野地区的“原住民族”,在学术分类上属于“南岛语系民族”,是“台湾原住民”的族群之

一。由于历经与汉人数百年来的交流,平埔族的风俗习惯、语言逐渐凋零散佚而不可考据。



台湾推行原住民文化认同的结果是使原住民文化认同仍相

当微弱。实际上,民进党倡导所谓的“族群多元、国家一体”

的台湾版的“多元文化”语境,试图努力和平推动的多元文

化族群政策,在现实中却使得族群关系越来越对立,即“政
治族群化”。究其原因,民进党的鼓吹的“多元文化”其根本

目的是为了解决蓝军的问题、选举的问题,以及国族打造的

问题,而不是真正意义上对弱势族群的尊重、包容、信赖、平
等对待和尊重差异,不可能真正解决弱势族群像原住民的

生活境况改善问题、“外籍新娘”的受歧视问题,等等。这在

某种程度上说明加拿大、美国的多元文化越过太平洋到台

湾由橘变枳,阉割掉其针对弱势群体的核心精神,变成赤裸

裸的政治运作,台湾主流的多元文化论事实上是一种民族

国家的多元文化论,是在以民族国家为一个排他性架构之

下进行的一种多元文化的想象。[6]

台湾的多元文化主义被高度意识形态化,对台湾形成

真正宽容多元的社会文化形态没有产生实质性作用,反而

走向与其初衷相悖的反面,而对真正的宽容、民主和多元伤

害,导致了台湾版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异化和畸形。台湾

版的多元文化主义关涉族群和社区文化,忽视甚至遮蔽了

阶级和性别压迫问题,扮演了公民特权的防火墙以及压制

阶级分析与社会平等的话语,带有民族国家多元文化论的

特点。[6]对台湾版的多元文化主义进行反思与批判,有利于

我们借鉴台湾民主政治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加深我们对台

湾民主政治在实践层面存在的诸多缺陷的认识,有助于在

政治一体的框架结构内促进台湾建构宽容多元的社会文化

形态。

多元文化必须处于一个相互对等的平等制度环境下才

能发生作用。单纯的“文化相对性”与“尊重差异”无法揭露

社会阶级、性别、种族等各种形式的压迫。首先,必须面对

文化差异的塑造过程与方式。当然,并不是承认有多样分

歧的文化存在就够了,还必须理解这种差异的形成过程,以
便厘清这些文化差异并非某种恒久本质的展现,而是特定

社会历史过程的动态结果,才能避免以本质化的差异来理

解多元文化。其次,必须把文化差异的塑造机制,摆放在社

会权力关系里头来看待,方能理解文化差异的政治性质,以
及多元文化论作为文化政治领域的意涵。例如,台湾四大

族群的文化差异论述和影响,就必须放在台湾的特殊族群

政治,以及族群文化在一般政治运作中来理解。最后,认识

了多元文化差异的塑造机制,以及蕴含其间的紧张冲突,我
们还必须开启出一个差异且冲突的多元文化如何共存的政

治与伦理向度。目前台湾少数族群在某种意义上不断被否

定认同的真实性,所谓的“异文化”不被尊重。这说明台湾

的多元文化,只是在单方面强调了文化保存与语言的问题,

而疏漏了关于社会正义情境的讨论。事实上,台湾少数族

群的多年来的斗争历史却涉及社会正义、经济剥削、政治差

别待遇,并不单纯是族群语言与文化上的隔阂冲突。台湾

的多元文化在今后必须更加强调社会正义,而不仅仅是被

动的容忍与尊重,并把“社会正义”作为一种普世价值,才能

从容面对全球化的压力,否则多元文化论将更深陷入相对

主义的无力困境。实际上,多元文化主义并不仅仅局限于

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和认可,也是作为政治哲学中民族国家

建构的重要手段而存在。因为多元文化的存在既是促使社

会、文化发展的动力来源,但也可能因其族群的差异而产生

冲突。而以 色 列 特 拉 维 夫 大 学 哲 学 教 授 耶 尔 · 塔 米 尔

(YaelTamir)把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作为解决多元价

值冲突的极好办法,即通过满足少数群体的不同层面的权

利需要,让少数群体放弃一部分政治权利,政府用其他方面

的权利对此进行补偿,使得少数群体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

和生存资源。[7](P111)在民族国家建构框架内用多元文化主

义政策来整合少数群体的方式具有良好的效果。多元文化

主义满足了各个少数群体的不同需求,使少数群体的权利

得以实现,使得它们继续依附于民族国家的框架下生活,并
且试图成为多数群体的一部分。多元文化和族群是台湾社

会重要特征,透过多元沟通,构建族群多元和政治一体的新

格局,建立起台湾人民对新移民的同理认识,促进国际文化

交流与融合。

全球性的文化应该是多样性的呈现,而非由某个人、族
群或某个政治的、文化的共同体,根据某种已有的或自身的

文化范式、政治秩序和固定程序而蓄意安排出来的系统。[8]

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推进的今天,民族身份认同问题将

会逐渐凸显其重要性。实践证明,西方采取了多元文化主

义政策的民族国家,其境内的地区或移民族裔共同体并不

会因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而减弱对民族国家的普遍认同,

也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反“多元文化”和“多元化”国家的运

动。相反,少数群体在获得自身的权利之后,并没有向主流

社会的权威发出太多有力的挑战。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满

足于既得利益,依然生活在民族国家的体系之中,民族国家

的分崩离析也就不可能发生。因此,认识多元文化,将其差

异性转化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诉诸公民社会的强化,或是公

共生活的对话机制,是多元文化社会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

多元文化主义并不仅仅局限于对不同文的尊重和认可,而
是作为政治哲学中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手段而存在,其共

同价值往往建立在政治整合基础之上。毋庸讳言,台湾岛

内目前有本省人、外省人与原住民等不同族群,使得民族认

同倍增困难,但台湾拥有浓厚的中华文化,与中国内地相

同,实属同源文化。尽管台湾文化呈现出复杂多元的面貌,

但并没有逸出中华文化的范畴之外,而是属于中华文化整

体中的一种地方文化形态。我们更应该正视多元文化共存

所衍生的问题,期勉台湾能因为多元的文化而焕发出更多

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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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iwanisamigrantsocietywhichconsistswithamultipleethicssincetheancienttime.The
influenceoftheglobalcontextandthespeciallocalsituationpushedittobeamultiethnicsociety? But
themulticulturalisminTaiwanishighlyideological,whichhasdamagedtherealtolerance,democracy,

thusmakingtheversionof“multiculturalism”inTaiwanalienatedanddeformed.Itisnotconduciveto
theformandtherealtolerantanddiversesocialandculturalpatternsinTaiwan.InTaiwan,thesocial
contextofculturaldiversityshouldembraceequality,respect,learning,andfacedifferentculturesand
mutualunderstanding;culturalidentityofethnicminoritiesmustbeintheirownculturaltraditionsand
mainstreamculturetostrikeabalanceforachoicepoint;Throughdiversecommunication,thepeopleof
Taiwanbuildempathyfornewimmigrantsandpromoteinternationalculturalexchangeandintegration.
FacingthesocialcontextofculturaldiversityofTaiwan,weshouldunderstanddifferentculturemutually
withequalityandrespect.Culturalidentityofethnicminoritiesmustmakeachoicebetweentheirown
culturaltraditionsandmainstreamculture;ortostrikeabalance.ThepeopleofTaiwanbuildempathyfor
newimmigrantsandpromoteinternationalculturalexchangesandintegrationthroughdiversecommu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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