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專制政權為鄰的

應對之道
封從德「回顧與展望：『六四』與中國前途」演講

成大建築研究所 / 何星瑩

一個被六四改變生命的參與者，他三十年來的省思，將給予受這個強大專制政權
牽制、影響的臺灣，什麼樣的告誡？

封從德蒞臨成大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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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國政府不斷加強對香港的政治掌控，過往總在香港舉辦的「六四紀念國際研討會」，

在迎接「六四」三十周年的今年，首度移到臺北舉行。趁此機會，成大歷史系教授王健文

邀請多年前曾為了學術研究訪問臺南的「六四」參與者封從德到成大舉行演講，談他的

「六四」經歷與反思。

「六四」發生在1989年的中國，又稱八九民運，始於大學生自治組織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

（以下稱北高聯），以政治民主、經濟自由等改革訴求，於天安門廣場展開的請願活動；終

於6月3日晚間至4日凌晨政府對廣場進行的武力清場。期間，中國各城市也爆發規模不一的

相應抗議行動。事後，更催化東歐共產政權解體、牽動隔年的臺灣野百合學運。

武力清場之後，21名北高聯成員遭通緝，包括擔任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的封從德。

他未能完成北大遙感所的碩士論文答辯，出逃海外。相較於爭取民主、自由的工作，那份學

歷顯然已無足輕重。

�
�

�
�

� � �
��������������

������������������

108.5.24
6:30~8:30p.m.

(�)

���

� �

�����：

「㈥�」�����「㈥�」�����

「����」���「�������」���

5

���������

演講活動海報。

81

○○○○○●



從相信科學救國，到期望推翻專制政權
封從德稱30年前的自己，是個對民運「毫無準備的

理科生」，一心想要在托福考個好成績，完成碩士

論文後出國留學。因此，對於廣場的行動他原本涉入

不深，但恰巧電腦兩度壞掉，不知不覺越陷越進去。

事實上，在「六四」八九民運之前，封從德就參加

過要求民主、自由的八六學潮。他回憶，論文指導

教授對於他參加八六學運不大諒解，但在八九民運

爆發後，卻一改態度轉為支持，因為長年對政治的

無力感，被學生發起的民主運動消解，重燃希望。

擁有同樣感受的，還有支持廣場上學生的北京市

民，以及中國各地的示威行動者。對自由的渴望，

其實一直藏在人民心中。

然而，面對在廣場和平抗爭的學生們，中國政府的

決定，是讓人民解放軍拿機槍、開坦克進來，並對

學生進行通緝。封從德對於這個政權的想法，或許從

此處出現轉折，不應該只訴求改革，而是要革命。

從根本思考，從蘇聯輸入、侵蝕中國文化的馬列主

義，可能是病因。逃亡海外後，封從德棄理從文，

開始研究歷史與宗教，發現採行西方的那一套進行

現代化並非解方，他反而推崇國父孫文提出的融合

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更重要

的省思是，對於歷史、對於六四、對於許多事情，

不能再被中國共產黨的論述牽著走，否則，反抗極

權專制的力量只會持續分裂。

分裂反對派的記憶戰爭
2001年，封從德創建六四檔案網站，開站後竟收

到兩封中國留學生來信詢問：「六四不是你們學

生殺解放軍嗎?」不過，封從德認為，中國共產黨

顛倒是非的論述固然可怕，但他們所採用的結構

性暴力，更要特別注意。

封從德所謂的結構性暴力，指的是分化、滲透、

壓制反對派的手法。簡單來說，做法就是極力

壓制激進派，推動那些見好就收的溫和派，造成

反對陣營內部混亂。封從德指出，就連民主陣營

的媒體也被牽著走，擁有計謀又敢於捨身行動的

「荊軻」被消音，多是哭訴悲慘、可憐的「祥林

嫂」論述。

曾經批判媒體替六四「造明星」，被消音的，實

際上並非只有廣場上真正流血犧牲的學生，還有

眾多為了學生而在街道上阻擋軍隊的北京市民。

這些市民百姓，也是封從德口中，由於他最後判

斷撤退表決成立，而「一輩子對不起」的人們。

因六四被通緝的學生，有判4年、6年就放出來

的；而一般民眾，輕的10年徒刑，重的直接槍決

或無期徒刑。他們為了什麼如此犧牲？這才是應

該傳述的故事、應該承繼的精神。而當焦點只在

中國共產黨輕放的菁英分子身上、當力量只能出

自一小撮人，反抗自然難以成功。

演講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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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自身政權被反對力量動搖，除了運用結構性暴

力，中國共產黨還有「利用仇恨」的手法。要能在

危急時利用仇恨，就得事先製造仇恨，而中國共產

黨，正在新疆製造仇恨。

製造仇恨作為救命稻草
中國共產黨利用仇恨的手法，核心概念是民粹、國

族主義。

持續壓抑新疆的維吾爾人，累積－特別是對於佔多

數的漢人族群的－不滿，當時機到來，只要嚴格控

管的力量一抽手，維吾爾人自會起而反抗，特別是

對漢人族群宣洩仇恨，當事情變得混亂起來，就可

以定調他們是暴民、分離主義分子。到這個時候，

無論對執政當局有多不滿，中國人民必定會支持政

府阻止分裂。

臺灣，甚至於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也都有製造仇恨

以維繫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潛力。封從德指出，許多

當代的中國年輕人，也都渴望民主，但遇到臺灣問題，

卻可以接受政府採用武力。這正是運用國族主義。

當仇恨累積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在有需要的時刻製

造動亂，作為出兵的正當藉口。封從德回憶，八九

民運期間，就有這麼幾天，街上都沒了警察。也

許政府當時正期待有搶劫等混亂，但並沒有事情發

生。然而，2009年新疆卻爆發了維吾爾人與漢人相

互衝突的七五事件。

封從德判斷，當中共專制政權崩潰後，要不是民國

化，就是普丁化。前者是民主化路線；後者則是另

一種自由受限的強人威權政治路線，不可不注意。

普丁之所以上位，正是因為去車臣打擊分裂主義分

子，而新疆、臺灣就如同車臣，是可以用來操作的

題目。

法律、制度只是玩具
「六四」八九學運後，中國一方面收緊政治參與，

另一方面加速經濟改革的工作，引進西方市場經濟

相關制度，稱建立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計畫經濟的社會主義結合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乍

聽是令人覺得衝突且矛盾的。封從德指出，這就是

中國共產黨的「靈活性」，只要抓住權力，似乎什

麼彎都可以轉。

「經濟制度、法律，在他們手裡不過就是個玩

具。」在海外的這些年，封從德多次到中國大使

館、領事館，遞交願回國接受公開審判的意願，信

中表明只要一切按照國家法律訂定的程序，他願意

馬上回國。遞出的信，從來未有回音。然而，1998

年訪台時，突然有人來找他，問他是不是想回中

國探望家人，說是回去沒關係，但封從德試探性

的詢問，「通緝令是不是可以先取消?」對方立刻

不談了。

所謂的一國兩制，也從5年前香港一波要求真普選的

民運，到今年的《逃犯條例》修訂爭議，看到其中

的真假。

台上的封從德，講述著三十年前爭民主失敗的經

歷；台下的成大學生，多數是90後、00後，幾乎

是一出生就享有各種選舉、言論自由。講中國的

「六四」，會不會距離他們的生活太遠?

或許不會。中國的進逼在近年讓我們感受越來越強

烈，兩岸關係也早已是國內政治的重要議題。聽封

從德的「六四」經歷與反思，對中國共產黨的統治

與決策思維，好像懂了一些。

封從德曾在訪台期間的空檔，到臺北的誠品書店翻

翻書，「我很訝異，裡頭關於中國土改、國共內戰

等，大量充滿中共的論述。」不只是書，打開電

視，也有中資媒體。而這樣主導敘事的戰爭，也已

經延續到影響我們日常生活甚鉅的網路上頭。

正如封從德說，中國專制政權要倒，還是得靠中國

人民自己；臺灣人民要抵禦中共的威逼，也只能靠

我們自己，不要輕易落入他們的圈套裡，無論是敘

事的，還是實質的威脅、利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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