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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安門事件 30周年 
中華科技大學行政管理系副教授、華人民主書院董事會主席曾建元主稿 

 

「中國崛起」開始爭取全球文化霸權，參與亞洲價值論的建構，

發展銳實力，試圖操縱國際秩序和干涉各國決策，並欲以「一帶

一路」建立現代朝貢體系，發展極權帝國和全球霸權。 

臺灣一旦被納入「一中」政治架構下，臺灣憲政、民主將成中共

維穩對象。臺灣需掙脫中共壓迫、強化主權戰略，及爭取中國大

陸人民對臺灣好感，降低兩岸戰爭風險。 

 

（一）六四前夕的兩岸 

  三十年前，中共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鄧小平復出的那幾年，臺灣由

蔣經國總統主政的年代，曾經是臺灣海峽兩岸社會自由度最為接近的

時候。兩個強人，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莫斯科中山大學（Sun 

Yat-sen Communist University of the Toilers of China）的同班同學，都曾受列寧主義

（Leninism）黨國教育的洗禮，對於權力擁有強悍的組織力和意志力，但

另一方面，他們同樣也是民粹主義者，深信領袖的權威離不開群眾的

擁護，然而究竟是要塑造順民還是順應民意，涉及他們各別根本的價

值信念。 

    北京之春換來中華人民共和國 1982 年憲法的四項基本原則：社

會主義道路、人民民主專政、中共領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資產階級自由化尾隨著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和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罷

黜。繼任總書記的趙紫陽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在中共第 13 次全國代

表大會政治報告「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提出黨政分

離、社會協商等主張，1989 年天安門民主運動，埋下鄧小平保守力

量藉口動亂撤換趙紫陽、停止政改的殺機。鄧小平 1980 年「黨和國

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要在「政治上，充分發揮人民民主，保

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但六四屠城證明

他從來無意於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改革，中共統治不容有絲毫動搖。 

  在海的另一邊，剛接任總統不久的蔣經國即經歷美國斷交和撤軍

的震撼，面對美國放棄臺灣的重大國家危機，蔣經國的作法不是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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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中心，而是向臺灣人民爭取支持，向下轉化政權的統治正當性基

礎，以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措施，使美國依「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基於臺灣人權狀況的改善，而無法擺脫協助臺灣防衛的道德責任。

蔣經國在美麗島事件後仍未關上臺灣各級自由選舉，反對運動得以在

他的掌握下持續成長。他任命臺灣人李登輝擔任副總統，讓他輔佐前

總統嚴家淦，而實際主持中國國民黨第 12 屆第三次中央委員全體會

議中交辦成立的政治革新小組工作，研議六大政治革新方案，規劃民

主轉型的道路。民主進步黨成立，蔣經國阻止國民黨鎮壓，而利用此

一形勢解除戒嚴。1988 年 1 月，蔣經國去世，李登輝繼任總統與黨

主席，持續黨國民主轉型，並試圖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中，尋

求與新興民主國家建交，突破臺灣外交的困境。 

 

（二）聲援六四，觀照自身 

  1989年，五四運動 70周年、法國大革命 200周年，也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建國 40 周年，中國大陸知識界由方勵之開始，掀起一波波

要求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和民主改革的聯署上書，這深深地撼動兩岸

人心，因為臺灣才解嚴 2年，還處於動員戡亂時期，民主化尚未展開，

因而也促動著臺灣人對於釋放施明德等政治犯和回歸憲法的反思。胡

耀邦國喪期間，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備委員會的成立和「北大學生

憲章」的倡議，更說出臺灣校園民主運動乃至大學改革運動的心聲。

北京天安門學生運動投射出臺灣自身的處境，對北京學生的聲援，其

實也是對當時臺灣政治狀態不滿的吶喊。 

    在校園學生運動起伏澎湃的年代，國家在校園裡有春風專案的監

控佈建，儘管如此，中國國民黨知識青年黨部和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

及其外圍學生社團，還是成為學生運動所抗爭和嘲謔的對象。在這一

情形下，北京學運的爆發，給了國民黨團以中華民族主義進行校園政

治動員的最後舞台，也讓主張臺灣獨立或具有本土意識的異議學生社

團界一時噤聲，無所適從。6月 3日晚上 9點，唐山樂集發起的「血

脈相連．兩岸對歌」演唱會，同時在臺北中正紀念堂廣場和北京天安

門廣場舉行，唐山樂集為了避免兩岸和臺灣內部國家認同的衝突，要

求臺北與會者不得攜帶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和各政黨黨旗，豈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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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解放軍竟在 11 點奉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鄧小平命令，在全世界和

臺灣人民眾目睽睽下，兵分七路向北京城進攻。此刻臺北中正紀念堂

廣場上聽到北京大學生的連線電話，是馬少方在槍聲中稱「年輕只有

一次」，告知要回到天安門廣場與同學共存亡。最後一通電話則是子

夜裡唐山樂集負責人陳百忠沙啞的聲音：「現在解放軍開槍了……」。

變調的兩岸晚會在解放軍的殺戮中進行到次日清晨 6 時天安門廣場

清場才解散，歷經一夜驚恐，臺北廣場上的群眾悲傷地共同吟唱著「龍

的傳人」，血和淚皆已流盡。 

  血脈相連大陸民主運動後援會在臺北的廣場上宣告成立，六四屠

城震驚了全球，卻也驚醒了臺灣民族主義。 

 

（三）六四催生野百合 

  次年 3月，國民大會第 1屆第 8次會議召開，進行第 8任總統選

舉，並依國民黨「政治革新方案」修正「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關，臺灣人對李登輝領導政治改革的期待，引起

國民黨內部傳統保守勢力的緊張，國民黨內爆發二月政爭，蔣緯國出

而挑戰李登輝，加以第 1屆國民大會意欲延長增額代表任期並擴權，

引爆 3月野百合學生運動，前一年聲援六四、爭取中國大陸民主的學

生動員，竟賦予學生串連集結中正紀念堂，爭取臺灣民主的正當性，

全球媒體無不以六四來對照觀察臺北學運，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各

校代表聯席會議對照著臺北學運校際會議，兩岸都有絕食團，臺北市

民集結在外圍保護學生一如北京市民，這使國民黨政府不能不小心避

免重蹈共產黨處理學運的覆轍。國民黨黨政高層漏夜集會於總統府，

迅速達成共識，絕不與共產黨一樣，更不會恢復戒嚴，李登輝甚至起

意如同趙紫陽親自到廣場探視學生而被勸阻。李登輝借力使力，在臺

灣社會李登輝情結發酵之下，使第一屆國大高票擁護他續任總統，進

而在總統府接見學生代表，對學運四大訴求：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

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以及提出政經改革時間表公開承諾，臺北

學運於是圓滿落幕，李登輝遂依承諾召開國是會議研議修憲，在 2年

內終止動員戡亂，進而國會全面改選，最後於 1996年實現總統民選，

完成臺灣的民主化。三月學運啟動臺灣的修憲和民主化進程，若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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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著前一年六四的教訓和警惕，臺灣的寧靜和平革命，哪會在 1990

年便如此地輕易展開。 

 

（四）六四拉開兩岸距離 

  六四之後的 1990 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反左、政治反右的

畸形國家發展戰略，在不受制約的剝削勞動者和無償掠奪土地和自然

資源的基礎上，造就紅色權貴黨國資本主義、現代科學技術和專制集

中權力體系結合而成的全球性數位極權帝國，有人以為這是六四鎮壓

的成就，殊不知，如果六四成功地讓中華人民共和國走向民主，現在

可能是一個擁抱普世價值、自由均富好禮的合眾國，與中華民國並存

著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而不是令香港和臺灣人聞之蹙眉與色變的惡鄰

和巨靈，也不會令中國大陸人在全球文明國家面前以道德低下、不守

法紀和妄自尊大而抬不起頭來。六四坦克的履帶壓出兩岸深深的鴻溝，

臺灣人因一方面民主化而將公共視野放回臺灣本土，重新盤整威權時

期被扭曲的社會需求，另一方面因嫌惡與恐懼中共，雖然經濟關係日

益密切，心卻越走越遠，逐漸疏離中國大陸。 

 

（五）紀念六四，統獨異位 

  血援會最後一次在中正紀念堂主辦紀念六四晚會，是馬英九總統

執政時期的 2010 年。號稱每年參與六四紀念晚會的馬英九，在當選

總統後不再現身於廣場，發表的聲明越來越蒼白無力，明顯不願破壞

2005 年連戰登陸後搭建的國共兩岸經貿文化論壇的和諧氣氛。那一

年稀稀落落的個位數靜坐義工與支持者中間，來了一位不速之客，民

進黨主席蔡英文。那一年年底，六四學生的精神導師劉曉波獲得諾貝

爾和平獎。2011 年，任教於國立清華大學的王丹以巡迴校園的中國

沙龍串連出來的香港留臺以及臺灣本地學生組成的臺灣學生促進中

國大陸民主化工作會，取代血援會，撐起六四晚會，而後由臺灣關懷

中國學生聯盟接過主辦，再轉到王丹擔任創院董事會主席的華人民主

書院，並號召與華人民主書院有夥伴關係的非政府組織參與協辦。 

 

（六）臺灣，六四 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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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五四 100年，六四 30周年，中華人民共和國 70周年，

也是古寧頭大捷 70 周年，華人民主書院同時在臺灣和香港兩地舉辦

「六四屠殺三十週年紀念」系列活動，在臺北的部分，有「中國民主

運動的價值更新與路徑探索」國際學術研討會，與香港市民支援愛國

民主運動聯合會共同主辦、臺灣教授協會與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

中心合辦、香港多個泛民主政黨和美加港僑社團協辦，5 月 18 至 20

日在國立臺灣大學凝態科學研究中心國際會議廳舉行，這一研討會吸

引了五十家國際媒體前來採訪，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淪喪，

「逃犯條例」的修訂，是會議期間備受關切的主題。20 日，華人民

主書院再與臺灣民主基金會共同舉辦「六四三十週年談中國對民主人

權之威脅」座談會，蔡英文總統則於 23 日在總統府公開接見由王丹

領隊之部分六四親歷者和流亡者；中正紀念堂民主大道上豎立有坦克

人裝置藝術；主廳中央通廊 5 月 24 日至 6 月 4 日有「重返廣場」中

國六四事件 30 週年特展與謝三泰六四攝影展，每日上午與中央廣播

電台「為人民服務--楊憲宏時間」合作規劃六四自由論壇、自由音樂

節，共有二十場現場流行、古典與跨界音樂演出。 

蔡英文總統於 6 月 3 日於總統府公開接見海外民運人士-認識臺

灣民主人權參訪團陳破空等一行，6月 4日「記憶．抵抗」中國六四

屠殺 30 週年燭光晚會則在自由廣場舉行，由太陽花學生運動領袖林

飛帆和苗博雅主持，30 年前六四「血脈相連．兩岸對歌」演唱會主

持人虞戡平特地現身見證歷史，這正象徵著六四記憶戰爭在臺灣的薪

火相傳。副總統陳建仁和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陳明祺皆上台致詞，

以前所未有的官方規格，表達中華民國對六四平反和中國民主化的堅

定支持，前行政院長賴清德則以總統參選人身分蒞臨會場簽署「我譴

責、我要求、我承諾」聲明，全文為：「我譴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1989 年武力鎮壓民主運動，造成六四慘案；我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立即公布六四真相，向受害者及其家屬道歉並賠償，並追究當年

決策與執行官員的罪責；我承諾-將持續以具體行動關注中華人民共

和國民主改革。」 

  除了以華人民主書院為首的民間團體之外，美國反共反習民主革

命大聯盟籌備委員會秘書長成水炎則委託袁紅冰 6月 2日假臺北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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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中心 101會議室舉辦並主持六四 30週年暨二二八 72週年紀念活

動，進行基督教的祈禱會和藏傳佛教的法會，有臺灣團結聯盟、建國

黨、臺灣國辦公室等獨派政黨與民間團體參與合辦，前副總統呂秀蓮、

前行政院院長游錫堃、賴清德皆出席致詞。這一活動聯繫兩岸的國家

暴力經驗，表達臺灣獨立陣營基於普世價值對於六四平反和中共民主

化與轉型正義的支持。在臺灣本土意識成為臺灣人民國家認同主流之

後，中國大陸民運團體連結臺獨團體重新關懷中國，深具戰略意義。 

 

（七）重新看待中國大陸，改變中國大陸 

  30 年過去了，中共面對六四，不是否認十九路解放軍齊發進城

鎮壓人民的戰爭罪行，刻意抹煞歷史證跡，就是強解釋鎮壓的正確決

定，方得以造就出當代中國大國崛起的光榮盛世。這種種顛倒黑白是

非的說詞，總讓人無言以對。不過，擺在眼前的事實，就是一個追求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習近平數位極權帝國，仍不放棄武力解決臺灣問

題。 

  六四之後，中共原本面臨國際的經濟制裁，1992 年鄧小平南巡

講話後，確立經濟反左、政治反右的基本國策，對臺灣和香港民間積

極招商引資，以突破歐美大國經濟的封鎖。1994年美國柯林頓（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將中國大陸人權問題與中美貿易問題脫鉤，賦予中國大

陸貿易最惠國待遇，使中共擺脫六四後的國際困境，從此迅速復甦，

2001年 12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更挾著龐大的生產力和消費力，成

為世界工廠和全球最大的工廠和市場。美國以現代化理論期待中國大

陸新興中產階級，成為政治改革和人權進步的主力，但所有的希望逐

漸被支解而落空。 

  中共發展出被稱為北京共識或「中國模式」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論述，宣稱黨國國家中心論是「中國崛起」的奧妙所在，也就在這一

基礎上，中共開始爭取全球文化霸權，參與亞洲價值論的建構，挑戰

普世價值，更在積累大量的國家財富後，發展其銳實力，試圖操縱國

際秩序和干涉各國決策，並欲以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

之路建立現代朝貢體系，發展出以中共黨國領袖為核心的極權帝國和

全球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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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是華人的憲政民主國家，中華民國的存在和屹立不搖，就是

中共訴諸文化因素，而反對所謂西方式民主的最佳反證，臺灣控制著

中共進出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上通道，牽制其東南半壁江山的安全

部署，我們可以說，臺灣正佔據著普世文明價值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霸權的交界，人類文明前進或後退的歧路上。臺灣人作為華人世界的

一份子，期待成為世界公民，國家主權受到國際社會的接納，就要明

白自己所在的地緣政治位置永遠脫離不了與中共的糾葛，認識到自己

無可取代的功能，勇敢承擔起自己的責任，而這就是扮演好中共和世

界對話溝通以及和平共榮的橋樑，幫助世界改變中國，也以臺灣經驗

幫助中國大陸完成現代化和文明化，成為受世界尊敬的國家。 

中共不存在可以讓臺灣與其統一的條件，因為專制極權與自由民

主絕對不可能相容於同一個國家架構底下，臺灣一旦被納入一個中共

的政治架構之下，臺灣的憲政民主馬上就會成為中共對內統治秩序的

顛覆力量，制度和政治文化的矛盾，進步的知識和觀念，習慣於自由

的人性，便會成為中共維護政治穩定所必須消滅的因素。所以維持臺

灣的主權獨立是必要的，這是臺灣人民個體與集體人權最後的保障。

但臺灣不能無視於中共的存在，臺灣必定要掙脫中共的壓迫才有主權，

所以在當今國際政治經濟大氣候下，臺灣必須要有一套和平演變中國

和強化主權的戰略，爭取和說服中國大陸人民對臺灣的好感和支持，

降低兩岸戰爭的風險，面對中國大陸可能的動亂尋找可以保境安民的

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