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昨與一位畫廊經理閒聊，她說這幾年的台灣年輕藝術家作品值得收藏，

「我們被中國影響太大了，十年前我們的生活裡根本沒有北京的樣貌，可

是這些風景正逐漸滲入我們的生活。因此現在，還沒有被衝擊到的鄉土意象，未

來必定會讓人懷念，而這些作品，也將成為記憶的絕響」。

從文化商品的角度來看，近幾年走紅的「好神公仔」、「電音三太子」等

等，其實也正是草野文化被記憶的一種方式，之所以必須被商品化與記憶，除了

資本主義的商品邏輯外，更重要的是他喚醒的「市場」，是一個經過快速經濟成

長與社會變遷後，因為遭到遺忘，而被刻意追想的「本土」。而無疑，如同任何

被重新想像的文化，它已經無法回到最初的素樸。

兩岸開放所造成的社會衝擊，絕對不只是經濟面上，面對十年內必須承認中

國學歷、開放中國勞工、服務業自由化等相關措施的衝擊而已。更值得去注意

的，是這些「開放」的背後，所引發的文化衝突與融合的面向，將如何影響台灣

社會未來數十年的趨勢。未來我們重新回憶的本土如果不再是現在的樣貌，它會

是什麼樣子的？而我們的國家與社會，是不是已經對此了然於心，並且做好準

備？

很顯然，沒有。國民黨執政以來，把所有過去八年的一切都視為「鎖國」，

因此以開放作為主張，放寬所有對於中國的一切限制和規劃。他們一路猛衝，讓

兩岸的交往速度遠遠超過正常化的範圍。決意開放中國學生來台，再承認中國學

歷，卻沒有思考到開放背後可能帶來的許多細節是否必須修正，學生畢業後的工

作權利是否應該開放？教師評鑑在陸生進入後，會不會變成學術自由的盲區？而

現在的「三限六不」，又將吸引什麼樣的學生來台就讀？這些學生十年內將會與

台灣社會有什麼樣的交往與衝突？「三限六不」又與ECFA的服務業開放條款有

什麼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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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觀光也是一起慘案，政府只是想為了短線的刺激觀光業而採取開放，卻

沒有評估過鄰近的香港經驗，在沒有明確分流的情況下，中國觀光客會排擠其他

國家的觀光客來台意願，也會使台灣的旅遊品質停滯不前，甚至回到1970年代對

待日本人的購物行程招術。讓整個觀光業面臨時代在前進，服務品質卻在倒退的

窘境；更別提在「熱比婭事件」中，中國採取對觀光客數目的官方管控方式，來

迫使高雄觀光業者抗議市府撥放「爭議影片」的莫名其妙情況。而中央政府顯然

因為藍綠對立或者真的是因為意識形態上面的主張，對這件事情袖手旁觀，甚至

落井下石。

這些例子都足以彰顯政府並沒有作好政策的評估與準備，只是因為意識形態

上想要開放而開放，卻絲毫沒有考慮過開放背後應該要作出什麼樣的因應措施。

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產業上，政府提出要編列預算協助受到ECFA影響的產業轉

型和升級，政府卻沒有思考過，相應的文化創意政策、稅捐政策，到底應該做出

什麼樣的調整，才能夠讓產業真正面臨有意義的轉型，而不是冷冰冰的充分就業

模型上說的，種田的變成工程師；才不是讓納稅人的血汗錢倒進政府樁腳的口袋

裡。

如果政府只是開放，什麼也沒有作，最後的結果就是越交往，雙方的關係越

倒退，社會本來就有一種自我的保護措施，如果政府沒有透過政策去疏導和正視

這樣的保護措施，保護措施就會以奇怪的面貌現身。台灣社會這幾年的「黑心商

品」議題就是社會自我保護措施的例子，當政府沒有能力在食品安全上保護人

民，社會自我保護措施就會以全面抵制的方式來面對中國商品。這樣的結果，只

是讓兩岸的社會交流越走越向絕路而行，對於雙方的關係而言，只會是負數而不

會是正數。

那麼，過了十年之後，人們如何反省這「暴衝的十年」？當中國已經以「內

地」的身影，滲透進台灣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並且也因為「社會自我保護措施」

的啟動，而在交往過程中也沒留下什麼好結果的時候，台灣社會該怎麼樣去面對

這一去不返的十年？民眾期待的兩岸關係，是一個「正常化的兩岸關係」，民眾

會期待政府對於各種開放做好準備，而不是病急亂投醫。馬英九一直不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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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在兩岸關係上面作了這麼多，支持度卻越發低落，究其原因，其實就在於他

所給台灣民眾的，並不是一個正常化的兩岸交往政策，而是毫無準備的、暴衝式

的兩岸開放。當社會的自我保護機制啟動，開放所帶來的，往往是更壞的兩岸關

係，而不是馬英九一廂情願以為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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