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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名為《風和日暖：台灣外省人與國家認同的轉變》，作者高格孚為法國

人士，此書與本課程有極高的相關性，透過學術論證的理論與實務說明，清晰了

呈現台灣外省族群的國家認同。一般而言，在台灣對於認同問題，往往因政治操

作或個人本身因政治文化加上政治社會化的過程，導致主觀意識強烈，無法客觀

看待。然一個法國人應該可以超然獨立的以第三者的觀點，去評斷、去思考，台

灣國族的認同問題，似乎更令人想一探究竟。

本書為筆者博士論文的幾個章節，所以概念架構明確，可以看出著述求學問

之嚴謹，但也因為如此，其避免學術論文長篇大論，其只截取其中的一小部分，

精華中的精華，造成在短短的文章中，說明了很多問題，有歷史構面、文學構面

等等，但往往由於篇幅的關係，也僅能點到即止。其運用敘述統計的方式，採納

了 178 種變數去了解外省族群對於民族認同的調整，分別探究三個不同世代的外

省人在民族認同、以及國家定位上之差異。

此外，文中亦道出，外省人國家意識可區分為政治和非政治的，在非政治上

外省人已經對台灣認同，尤其台灣和中國在冷戰時期長期對中國的隔絕，契已發

展出一套和當今中國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亦以融入台灣生活，但心態上而後延

伸到政治層面時，就造成了台灣政治上的怪異現象。此怪異現象，即運用頗特殊

的政治分析架構來闡述：

「exit, voice, loyalty. 」

Exit 就是移民到第三國或者回到大陸去，前者是拒絕面對而遠走他鄉，後

者則是以一種最尖銳的方式刪除他們的多元國家認同行程中的台灣部分。Voice

則是最大宗的一群，Voice 則是留在台灣反對台灣本土化政策。Loyalty 則是表示

自己接受台灣本土化的歷史性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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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t 跟 loyalty 這兩批人士佔少數的，voice 則是最大宗一群，voice 這群人當

中，包括了直接表達不滿的人以及沉默承受痛苦的人，前者中除了除有台灣人所

謂的統派外省籍政治人物外，也有以各種方式，表達其對於台灣當前路線不滿的

人，而後者，也就是前述所謂沉默忍受痛苦的人，則是一半的外省籍人民。（詳

見 P.146）我對這樣的說法，覺得其歸納的很有趣。

然而，台灣的外省族群在台灣半個世紀的生活，已經和台灣建立起不同於現

今中國的生活方式，而完全認同於台灣。只是在國家認同卻有著邏輯錯亂的思

考，就連自己是否是中國人，中國人的定義也說不清楚。這是不是引發我們另一

個思考的問題。

本書不同於一般坊間的書籍，透過學術論文的方式，陳述一個極為敏感的政

治性問題，雖然內文部分，亦有些主觀論調，失去客觀判斷的本質，但還是可依

循出可參考的脈絡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