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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面孔

施明德：沉浮一生，归于平淡
文／陈 星

施明德是绿营内部资格最老的政

治人物之一，是党外运动扩张以及民进

党快速发展时期的亲历者，并在上世纪

90年代中期主导了民进党的发展路线。

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不久施明德却高调

宣布退出民进党，此后又在“倒扁运

动”中横空出世，给陈水扁致命一击，

施明德也因此被许多绿营支持者视为

“叛逆”而大加挞伐。看似矛盾的政

治性格使施明德成为岛内极具争议的

政治人物。

党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1961年，时年20岁的施明德从陆军

炮兵学院毕业后，在小金门任炮兵监测

官。当兵期间施明德因参与“台湾独立联

盟案”，1964年被以“意图颠覆政府”的

罪名判处终身监禁，开始了生命中的第一

次牢狱生涯，1977年刑满出狱。

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是台湾党外势

力快速发展的时期。自1977年“中坜事

件”发生以来，国民党对党外势力的压

制已经力不从心，对党外势力的发展也

只能是采取守势。党外势力这一时期无

论是在规模上还是组织上都处于快速发

展阶段。党外运动已经突破了书生议政

的旧有路径，不断深入基层民众，同时

全岛性的合作与联结也在不断加强，组

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施明德出狱后立即加入了党外运

动，应邀担任党外势力重要人物苏洪月

娇省议员竞选团队总干事，并帮助其成

功当选。此后施明德在党外运动中日益

活跃，他称“万年国会、戒严令、党

禁、报禁”为阻碍台湾民主之“四大

恶”，将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的专制统

治。此时的施明德开始进行全岛性串

联，并着手组建新的政党。不久党外筹

组《美丽岛》杂志，以杂志社的扩张为

依托，快速向组党的方向推进。施明德

任《美丽岛》杂志社总经理，成为党外

的主要领导核心之一。

国民党对党外势力的快速扩张越

来越不能容忍，双方的冲突日趋激烈，

终于酿成了1979年年底的“美丽岛事

件”。“美丽岛事件”是自1949年国民

党败逃台湾以来遭遇的最大一次街头冲

突，在岛内外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国民

党当局开始大规模镇压党外势力，施明

德在经历了26天的逃亡后被捕，被判无

期徒刑，再一次开始了牢狱生涯。不过

此次入狱与前一次不同，施明德藉此为

后来从政积累了丰厚的政治资本，他也

因为坐国民党的“黑牢”时间最长而成

为党外支持者中的“传奇人物”。

务实推动民进党的“台独转型”

1990年5月李登辉对施明德颁发特

赦令，结束了其牢狱生活。此时的台

湾社会相比十年前已经发生了巨大变

化，国民党当局结束了长达38年的“戒

严”，“党禁”也被突破，由党外势力

脱胎而成的民进党已经成为岛内第一大

反对党，而且势力还在不断扩张。施明

德出狱后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发展台湾的

社会运动上，加强与社运领袖之间的联

结，成为学界和社运界与民进党互动的

重要桥梁。1992年年底施明德在台南参

选“立委”，以台南市第一高票当选，

顺利进入“立法院”，并成为民进党的

“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政治声望进

一步上升。此后不久许信良因选战失

利下台，施明德接任民进党主席，并在

1994年5月的党主席选举中成功当选民

进党第六届党主席。

上世纪90年代，台湾省籍族群以

及“统独”问题开始发酵，利用族群议

题进行动员的现象越来越多，“台独”

诉求也被民进党当作政治动员的工具而

加以利用，台湾社会的国家认同和价值

系统日趋紊乱，社会对立和族群撕裂

的现象日益严重。不过，民进党高调鼓

吹“台独”的做法引起了台湾社会的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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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施明德发起组织的
“倒扁红衫军”撤离台
北火车站前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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慌，使该党的支持度直线下滑。在经历

了几次较严重的失败后，陈水扁和“新

潮流系”等较灵活的政治势力看到了危

机，开始逐步淡化“台独”色彩，转向

温和及务实的“台独”路线。不过他们

的行为引发了党内“台独”基本教义派

的强烈反弹，双方的争执越来越激烈。

施明德正是在这种情境下开始推动

民进党“台独”转型的。施明德对“台

独”的看法基本上代表了务实“台独”

的观点。一方面他顽固坚持“台独”立

场，甚至以“辞去党主席”的说词对民

进党内要改变“台独”立场者进行威

胁；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激进“台独”

的不可行，主张推动务实“台独”路

线。他在党主席任内曾宣称“中华民国

早已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民进党

执政后“不会也不必”宣布“台独”。

按照施明德的想法，当务之急是使台湾

社会付出太大成本的省籍问题、族群问

题、“统独”争议趋于和缓，“未来

各党派则只在民主体制内进行对立与斗

争”，然后再徐图“台独”理想的实

现。不过施明德的温和“台独”路线遭

到了来自“台独”基本教义派的猛烈

攻击，一向与他关系最好的“台湾教授

协会”学者指责他“背叛”了“台独建

国”的目标，要求他下台。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推动“台独”

转型是势所必然，所以当时尽管党内有

反对的声音，施明德还是提出了“大和

解”和“大联合政府”的主张。施明德

的这些举措推动民进党淡化了“台独”

色彩，巩固了体制内发展的道路，对民

进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功成退党，理念不合？

2000年11月施明德正式宣布退出民

进党，成为继许信良之后第二位退出民

进党的党主席。在民进党成功取得政权

的时候，施明德却选择离开，原因是复

杂的。

2000年陈水扁上台执政意味着民

进党第一次世代交替已经完成，施明德

很难再有作为。施明德属于“美丽岛世

代”，而陈水扁则是“律师世代”的代

表人物。施明德认为，从政治性格上来

说，“美丽岛世代在思想、气度、行事

作风上与新生代都有很大不同”。“美

丽岛世代”更多理想性色彩，而“律

师世代”则更精于政治算计。依权谋而

论，“美丽岛世代”显然无法同“律师

世代”抗衡，90年代民进党内的世代交

替就是在这两个世代之间展开。陈水扁

上台执政事实上意味着“律师世代”取

代“美丽岛世代”成为党内主流。在同

一世代的政治人物多已淡出历史舞台之

后，施明德即使想有所作

为，也难有挥洒的空间。

与陈水扁个人之间

的矛盾与心结也是施明德

选择离开的重要原因。自

施明德出任民进党主席以

来，两人为了争夺党内的主

导权，在“金马撤军论”、

“立法院筹组多数执政联盟”、“核四”

等议题上多有龃龉，矛盾越积越深。此

外，民进党执政后，施陈之间在理念上

的扞格逐渐显现出来。施明德主张推

动联合执政，而陈水扁要求“单独执

政”，施明德认为这种做法造成了台湾

“政不通”、“人不和”的局面。在理

念难申的情况下，施明德选择了淡出。

同时，施明德在当时已经看到了陈

水扁执政所存在的问题。他认为民进党在

陈水扁的领导下已经不是“以往追求政治

理想的民进党了，在权力的迷失下，民进

党已经丧失了感受人民痛苦的能力”。

红衫军云聚星散，施明德渐行渐远

2006年，在岛内媒体穷追猛打之

下，陈水扁及其家族的贪腐弊案曝光，

岛内民众要求陈水扁下台的声浪迅速升

高。在泛蓝发动“罢免案”失利的情况

下，施明德在8月中旬发起了“百万人倒

扁运动”。因为这次运动参与者身着红

衫，故名“红衫军”。施明德发表公开

信，指出陈水扁执政错误在于成立“白

金体制”的“国策顾问团”，明目张胆

地和众多财团拥抱，进行政治酬庸和利

益输送。施明德要求陈水扁在失去人民

信心的危机时刻要“勇敢认错，鞠躬下

台”。施明德发起的“百万人倒扁运

动”，用和平请愿的方式表达反贪的诉

求，一次次将“倒扁活动”推向高潮。

面对“倒扁”的汹汹民意，虽然绿

营大佬也多有谴责陈水扁的声音，但是

随着“倒扁运动”的推展，民进党开始

抱起团来“保扁”。究其原因非常简单，

民进党自陈水扁上台

以来已经通过资源分

配形成了利益共生结

构，陈水扁的倒台会

损及民进党内绝大部

分人的利益，故而民

进党中央成为“保扁

中心”。如此一来，

施明德的红衫军事实上是在与整个民进党

战斗，施明德也遭到了来自泛绿阵营昔日

同侪的猛烈攻击。

声势浩大的“倒扁运动”持续到

2006年年底。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气逐渐

散去，施明德也再一次从人们的视野中

消失。

台湾媒体在评论施明德时往往称

其为政治的“浪漫派”。从其从政历程

来看，施明德长于坚持，却短于危机处

理，既有行动的激情，同时又有务实的

态度。施明德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台

独”理念，但是却积极推动民进党的

“台独转型”。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持

续推进的情况下，施明德认为“民进

党不能再反大陆，要思考如何与大陆互

动”。施明德矛盾的性格带有反威权

统治时期的时代烙印。在务实的台湾

政坛，他的这种性格已经没有生存的

空间。

 施明德矛盾的性格
带有反威权统治时期
的时代烙印。在务实
的台湾政坛，他的这
种性格已经没有生存
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