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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2019新年聆聽點報告 

活動日期：2019/1/11  

活動地點：網路（Zoom） 

 

第一部分：2018年重要印象與經驗的分享 

這次的新年聆聽點活動是由台灣團體關係學會籌備小組發起，包括主持人－

許明輝與紀錄－盧盈任共有 9人參加（5女 4男；年齡分布約在 30至 60歲之

間；大部分來自台北，其餘來自台灣其他城市及一個在國外）。 

最開頭被分享的經驗是看到韓國瑜的高雄市長選舉，讓成員想到造神運動，

最後被分享的經驗是面對選舉，身邊的朋友會在網路上宣傳立場，但見面時沒有

任何討論，每個人對選舉的立場，使彼此更容易看到差異，而不是彼此的相似，

似乎每個人都是在自己的同溫層中尋找認同。 

頭尾之間的分享依序如下： 

 由於自己不住在台灣，對很多台灣公投議題不了解，對同志公投有明確的意

見，但對其他題目完全沒接觸，覺得要當現代公民有很多事情要關注，不容

易。 

 最近處於半退休狀態，看到很多退休的同事都留在台灣，感覺台灣對老人很

友善，另外看到有父母願意生養小孩就覺得感恩，雖然對於不婚不孕的人感

到不了解，但覺得這似乎也不是壞事。 

 對拍攝＂看見台灣＂的導演齊柏林因直升機事故而過世感到震撼，感受到好

人不長命的俗諺，決定加入集資，讓導演的善意可以延續。 

 去年一整年被反同志與同志公投的連署、成案、宣傳與投票過程感到揪心，

每當看到反對方的動態與新聞時都會感到心頭一陣或是心痛，感覺到去年是

自己最投入政治活動的一年。 

 對於韓國瑜的當選不以為然，認定該位候選人不厚道，政見出爾反爾。 

 最近也在考慮退休，自己沒有結婚，以前是自由接案，但今年需要照顧父母，

慢慢感受到不自由，以及自己越來越被推到要承擔責任的位置上。 

 選舉讓我感受到很多邏輯的溝通方法不管用，在這個社會上生活，對於公共

的事務，＂日頭赤炎炎，隨人顧性命＂，自己的不太顧的了，好像有點難顧

到別人，覺得自己沒有像以前一樣路見不平。 

 去年最有印象的事情其實是金庸過世，以前都看著他寫的武俠小說長大，裡

面也有一些道理，我很認同這個作者以及作品，但有很多人對他的評論不

同，也讓我對於這些不同的訊息感到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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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有 20秒的沉默，主持人提到：大家可能會對於哪些事情可以說，以及彼

此立場的未知感到焦慮） 

 不同的政論節目對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論述，讓我感覺到生活中有很多平行

世界，韓國瑜勝選是因為他翻轉高雄，高雄的人也想改變，選上之後氣氛真

的不同，因為大家都看到經濟的重要性。 

 年輕人很辛苦，看到孫安佐誤入歧途感到可惜，但之後似乎是因為他把持住

初心，成為網紅，這讓我感覺到台灣很多中小企業也是在辛苦中努力。 

 對去年的感覺有點混亂，年底的選舉讓我看到社會一起做出粗糙的決定，但

很少有人看到，平常不討論政治，因為身邊的人似乎都想說服別人，但透過

選舉公報、實驗教育以及國中同學去選議員的事情，知道在面對政治似乎有

很多其他選擇，但有點好奇大家是否有看到。 

 自己有接觸兩位同志學生，但會時常思考『支持同志』這句話如果是從異性

戀的角度出發，是否隱含著把同志放在弱化位置的意思，如果沒有反思，這

樣的標籤就很容易被人利用。 

 2018是很忙碌的一年，因為自己正在實習，有很多的變化與調適，最有印

象的事情是宮廷劇的流行，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大家都很懷舊，也讓我想到蜂

蜜檸檬搭配老歌爆紅。 

 在民生方面，電信 499降價，自己很莫名其妙地跟著排隊，很在意自己花

了多少錢，但到底是為什麼，平常也會看 pchome跟蝦皮的優惠去選擇最優

惠的，也想到衛生紙降價時大家也瘋搶。 

 看到愛家跟同志公投的動員，很好奇大家在喊口號時經驗到什麼？想到民粹

主義跟假新聞的崛起，感覺自己接受的訊息一直不夠多元，we only know 

what we are fed. 

 面對不同的立場與平行世界感到困惑與疲倦，不想出聲，感受到這些人都在

透過鮮明的立場認同自己，而自己是在那之外的人，在同婚公投時關注基督

教朋友比較多，感受到對立面被禁聲，自己其實很想走出同溫層去看看。 

 去年最感動的事情是，金馬獎得獎導演的發言：希望我們的國家可以被當成

一個獨立的個體被看見，這樣的發言讓我感到驕傲，雖然不同的聲音造成衝

突，但這就是民主制度，感到安全但又掙扎。 

 自己去年面對的事情與生死有關，身邊的朋友離開，一些名人的過世都讓我

想到世代的改變，去印度時很擔心子宮肌瘤的狀況，但在印度沒事，回台灣

反而發作，開完刀拿掉後，換成甲狀腺發炎，這些都是想逃避的事情，但卻

一直纏著自己，感覺自己的身體不像從前，現在對自己與家人的身體狀況會

很敏感。 

 



 3 

第二部分：主題指認 

 

一共有三大主題被指認出來： 

 

第一主題：政治意識形態認同 

 

這一主題跟去年大選及公投相關的政治意識形態認同有關，尤其是跟政黨（藍或

綠）、同志人權（支持或反對同性婚姻）、及國家認同（以台灣或中國為主體）有

關的認同。 

 

 

第二主題：多元聲音與社會分裂 

 

第二主題跟第一主題中所提到不同政治意識形態族群間的對立冷漠及難以對話

有關。政治意識形態有主流與非主流之別，例如反同志婚姻是主流。世代差異是

社會分裂的一個重要因素。相較於年輕一輩，老一輩價值觀較保守（如反對同志

婚姻）。透過大選及公投，這樣的分裂對立被凸顯出來，社會無法整合，陷入如

青少年般的自我認同錯亂。再加上假新聞充斥及資訊量過大難以消化，讓這個錯

亂更加惡化。 

 

 

第三主題：系統層面的存在焦慮與因應方式 

 

第三主題跟處於第二主題所描述的一個認同錯亂社會所產生的系統層面的存在

焦慮及無助感有關。系統層面的存在焦慮表現在對病痛與死亡的焦慮，不婚不生

少子化，及對未來的焦慮無助。面對這樣的焦慮，很多民眾藉由追求消費中的小

確幸與高 CP值，參與選舉公投，及尋求文化及心靈上的慰藉來因應。 

 

 

第三部分：分析與假設形成 

 

分析：台灣的政治對立主要源自於國民黨（中國認同、台灣只是暫時基地）與民

進黨（台灣認同）所代表的兩股政治意識形態對立。發生於 1947年的二二八事

件及之後長達 40多年的白色恐怖在台灣造成巨大的創傷也讓兩個背景不同的族

群彼此仇視。這些創傷在民主轉型之後雖然因為時間的過去而逐漸被淡忘，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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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成的心理創傷以及社會對立還是延續至今。也因為這個對立，讓聆聽點參與

者在不知道彼此政治認同背景下在第一部分的分享時出現靜默尷尬情況。 

 

台灣社會的長期自我認同分裂對立讓這塊土地上的人民陷入長期的自我認同錯

亂，猶如一個被困在對自我認定充滿困惑矛盾的青少年，一直無法完成內在整合

的心理任務，感到十分焦慮。媒體中充斥的假新聞及大量難以消化的資訊讓這個

焦慮更加被放大。 

 

除了國家認同的分裂對立之外，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支持與否也是另一個造成台

灣社會分裂對立的因素。一般而言，老一輩的比年輕一輩的更保守更不支持同性

婚姻。 

 

除了台灣內部因素，國際局勢尤其是中國因素對台灣社會的分裂對立有極大的影

響。中國在近幾年來由於經濟快速發展，已經躍居世界強國，也積極擴大對世界

秩序的影響力。中國政府雖然沒有統治台灣，卻視台灣為其一部份，也開始在近

年藉由其在經濟外交上的影響力在國際上及台灣內部打壓台灣主權，最終目的是

拿下台灣。比較具體的例子如要脅各國航空公司把台灣當作中國的一省而不是獨

立的政權，製造假新聞來影響台灣選舉，透過利誘扶植台灣內部親共勢力，以及

透過飛彈部署及軍機繞台來恐嚇台灣。雖然中國因素對台灣有如此深遠的影響，

一般民眾，包括聆聽點的參與者，卻很容易無視它的存在。 

 

假設：台灣社會關於國家認同意識型態的對立，中國對台灣的高壓懷柔，加上社

群媒體與假新聞的影響，造成台灣社會自我認同分裂，錯亂無助，及存在焦慮。

面對這樣的焦慮無助，很多民眾藉由追求消費中的小確幸與高 CP值，參與選舉

公投，及尋求文化及心靈上的慰藉來因應。 

 

 

 

 

工作團隊： 

許明輝（召集、主持、中文報告撰寫、英文報告校訂），盧盈任（紀錄、中文報

告協同撰寫），徐維廷 & 李御儂（將中文報告翻譯成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