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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跨領域結合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如電影或電視連續劇，這幾年競爭力大

幅衰退，大幅落後韓國，甚至中國也漸漸掠奪電視台的市場。

有線電視開放後，許多電視台競相製作新聞節目，且於一般晚

間的黃金時段製播政治性Call In節目，因此並沒有在文化藝術

創意議題上多加關注。由政治人物來談論文化創意產業議題是

跨領域的結合，但或許現今文化藝術便已是跨領域的結合，不

同於以往純藝術類型，如舞蹈、戲劇、音樂、美術、雕塑、平

面繪畫般的壁壘分明。如著名作家高行健不久前演出的＜八月

雪＞，就是一齣結合繪畫、裝飾、舞台佈置、歌劇、當代舞

蹈、音樂與京戲的一齣戲劇。西方悲劇的表演主題，是把人放

在一個非常極端的處境，從人跟神的對質、道德與道德的對



抗，最後戲劇衝突到最高點的時候，就以無解的命運做結論。

在無解的悲劇中，就悲劇理論而言，人對不可知的命運會產生

畏懼恐懼的心情，會浮現一種油然生出的敬畏感覺，但人的精

神也會同時得到滌清。以希臘悲劇而言，衝突是無解的，但在

＜八月雪＞演場中，把戲劇衝突化解成輕鬆一笑，也化解了衝

突。

以政治的角度來反省，文化創意產業以往不受到重視。過去

十幾年來，台灣的發展是世界奇蹟，從農村社會發展到工商業社

會，進一步在高科技產業上更曾躋身世界第三大硬體生產國，目

前世界排名則是中國超過台灣，但在資訊、通訊、硬體高科技產

業上，中國的產量當中由台灣生產製造的產品仍佔有百分之六

十。但在全世界的產值中，軟體的產值早已超越硬體產值，不過

台灣仍是以硬體製造為主，而軟體的產值尚不及硬體產值的十分

之一。硬體資訊產業，已進入到微化的時代，利潤稀薄，從股票

市場便可見其端倪，上市公司股價從數百元跌至數十元，毛利頓

然下降。當一產業發展至高峰期時，便要考慮轉型，以免整個產

業皆無利可圖。台灣發展過於迅速，當硬體產業發展達到高峰期

時，其實下一步就可以考慮發展軟體工業。

這是最黑暗的時代，也是最光明的時代

個人用「這是最黑暗的時代，也是最光明的時代」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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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形容台灣現有的文化創意產業，而商業時代雜誌某期主題為平

面出版業，則以寒風凜冽來形容出版業。出版業在文化創意產業

裡，是個具樞紐性的產業，近來有許多出版社被併購，如商周出

版社。而書店的發展，如金石堂書局或誠品書局，在二、三年之

前亦是被人看好，但如今卻是辛苦勉強經營。以影音出版業來

說，幾年前唱片業興盛一時，由台灣引導了整個華人世界，台灣

帶領了大眾流行音樂的風騷。在之前，有才華的歌星欲成名則必

須至香港，在被驗明正「聲」認證後，才能在華人世界裡受到肯

定。但從大約十年前開始，有才華的歌星卻必須到台灣接受認

證，所以現在有許多來自馬來西亞或香港的歌星，紛紛到台灣來

接受所謂的認證。但近來影音出版業除滾石唱片勉強支撐外其餘

皆被併購，所以這是既光明又黑暗的時代！

再來看電影的發展，以前台灣電影製片顯赫一時，與整體

國家文化政策有關，後來逐漸喪失競爭力，但現今台灣電影又

別開生面，開創了新途徑，以新電影或藝術電影取勝，如知名

導演侯孝賢及楊德昌的電影在國內影展、坎城影展及世界影展

闖出名號，似乎藝術電影或新電影又開始慢慢在流行，但原片

卻都是由外國人製作的。因此，唱片界和電影界一樣，雖然台

灣有頗具才華的製作或後製的能力，也有頗具才華的導演或者

藝術家、演唱者，但是產業呈現空洞，已被外資吞併。這種情

形與英國稍有類似但又不同，英國以往在人類的文化藝術中表

現得相當殊異，主要以文學和表演藝術聞名，但在古典音樂的



領域或是在繪畫上便顯得相對弱勢。不過現在的英國倫敦不僅

是在表演藝術範圍，另在視覺藝術上，觀眾佔人口的比例已超

過紐約，創新的能力或實驗性能力也僅次於紐約，甚至超越排

名在前的柏林和巴黎，使有才華的藝術家得以充份發揮才能。

英國具才華的藝術家或導演人才輩出，與台灣是同樣的景象，

但導演來自英國，卻是由美國發行成為美國影片。因緣際會

下，個人曾得以在國內政府積極推動之文化產業相關研討會

上，請教英國藝術行政人員、表演藝術人員、政府文化人員以

上問題。英國的代表理直氣壯卻謙虛地回答說，雖然影片發行

是好萊塢，但是英國有最好的演藝人員、最好的導演及最好的

製作群，因此提供非常多的機會給英國。但個人覺得，如果製

作出品者是好萊塢，而工作人員是來自英國，以在商言商的角

度來看，英國人做得愈賣力，則英國人的錢便被美國人賺得愈

多。雖然導演的酬勞很高，電影明星也是高酬勞，但與影片發

行到全世界或單發行到英國那數以千萬的觀眾相較之下，那些

高酬勞是微不足道的。換言之，影片製作雖提供許多工作機

會，但與影片銷售的對象是以千萬人計而言，工作酬勞則相對

低廉，例如優秀的導演雖有高酬勞，但僅導演一個人獲得。因

此英國的導演愈優秀，英國人的錢便被美國人賺得愈多，這是

非常令人擔憂的一個現象！

全球化趨勢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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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及「這是最黑暗的時代，也是最光明的時代」，何

謂最黑暗與最光明？這涉及廣大層面，概括性而言，就是所有

的文化創意產業，都面臨了科技發達後的最嚴厲全球化趨勢的

衝擊，這衝擊不見得是負面的，有時候是正面的。比如說早期

台灣新電影，像前面提到知名導演楊德昌及侯孝賢的電影頗受

好評，但在台灣卻不賣座，侯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票房不錯，

楊德昌導演的青梅竹馬票房尚可，其他的影片票房則悽慘無

比。但是雖然這些電影在台灣不賣座，卻是賺錢的！這全拜全

球化之賜！換句話說，全球化以後，人類資訊消息的傳遞非常

迅速，資訊消息的傳遞迅速使台灣藝術電影得以讓懂得看藝術

電影的全世界觀眾都知道。所以好的電影如悲情城市，透過非

常迅速、便捷的通訊網路，不只台灣觀眾喜歡看，全世界喜歡

藝術電影的人都知道這部影片，並都可以觀看。因此在全球化

以前，藝術電影的觀眾在全世界每個地方皆是一群小眾，不管

是在台灣、美國或是英國皆是小眾而已，但這些小眾在現在全

球化的網絡中，凝聚起來則是不算小的大群眾了，所以悲情城

市這部影片透過全球化的網絡提供給各地方的小眾觀賞，便有

利潤的產生。

因此全球化提供給文化創意產業一個機會，以下的舉例將

使我們了解全球化在傳統精緻藝術或通俗的文化活動中，所能

帶給我們的機會。以通俗的文化活動來看，跟政府政策最為銜

接的是由各地方政府主辦的藝術節，以花蓮與宜蘭為例，兩者



都舉辦得很成功。花蓮是世界第二大石材出口集散地，世界第

一大是義大利，第二大石材集散地就是在花蓮。剛開始一些台

灣藝術家到花蓮去，提出石雕藝術節的構想，獲得政府部門及

文化行政單位同意後，便由藝術家們主辦了石雕藝術節，結果

第一次就辦得相當成功！成功的關鍵有下列幾點，第一點是具

有國際性，邀請世界著名石雕家到花蓮交流。第二點是在地文

化的參與，因為花蓮石雕藝術節與當地特有石材產業銜接，所

以當地的民眾有一定的參與程度與熱心。第三點是形成觀光焦

點，花蓮石雕藝術節成為觀光活動項目。二○○一年花蓮石雕

藝術節吸引了大概十萬人次的觀光客，與全花蓮市人口相當。

而宜蘭所舉辦的童玩節與花蓮的石雕藝術節相較更是顯得老少

咸宜、雅俗共賞。童玩節同樣地強調國際化，他們邀請世界各

地各個民族，將具有特色且有趣的童玩帶到宜蘭來表演，從一

九九六年辦到二○○二年，購票人數從十九萬人增加到八十五

萬人，收入從七千多萬增加到二億四千多萬，這就是充份運用

全球化所達到的效果。在這裡也顯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像

這樣的國際性活動，政府部門通常不是主角，而只是扮演一個

提供協助的角色，真正的主角是那些藝術家、參展的人還有參

與的觀眾，但政府的協助角色卻很重要。近年來，政府所扮演

的角色有二個值得注意的特色，第一是從中央政府變成地方政

府，第二是政府的角色逐漸地在淡化。這二個特色不只是出現

在花蓮石雕藝術節或宜蘭童玩節等大型的活動中，更小眾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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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活動亦然，如台北附近的華山。華山是一個與全球較具實驗

性的藝術家往來非常頻繁的地方，而政府的角色其實只有一

個，就是提供這些地方硬體跟資金的協助，那麼在創意內容

上，政府的角色是微乎其微。微乎其微不僅僅是必然的趨勢，

也是順應著趨勢。因為，不管是童玩節、石雕藝術節或華山文

化活動，當地的藝術行政人員或是常在台灣參與的藝術家，比

政府官員更清楚國際上適合交流的團體，他們有直接進入國際

進行交往的能力。這種例子很多，如台北縣新莊的藝術活動，

屬鄉鎮級的活動，但邀請了日本、韓國及東南亞的藝術家與台

灣的藝術家做一些交流合作。所以全球化的現象反應在各層面

上，許多小眾的藝術更因為透過全球化交流而得以生存。

掌握危機與契機

但出版業、電影製作或是唱片業的寒冬卻是全球化衝擊下

的結果，所以如何去掌握這樣的危機與契機，是此刻台灣創意

產業要認真去面對的課題。看起來是有機會，但若要落實實

踐，則仍有許多問題亟待克服。第一個問題是缺乏流暢的資金

及有遠見的企業家。以著名華人導演李安為例，在未得到奧斯

卡獎座之前，曾到處拜託台灣資本家幫忙，但未獲理睬，想不

到成功後，有許多資本家抱著錢要去找他。台灣的資本家並不

投資文化產業，或是投資在台灣本身，相對於美國、韓國的資

本家卻選擇投資本國文化產業。所以這個問題要如何處理，應



當要認真來思考，尤其是政府的角色及立場。國立台灣藝術大

學不久前做了一項有關政府文化施政滿意度的民意調查，發現

了許多有趣的數據，其中有一選項問及個人是否願意對文化活

動贊助或捐獻，超過百分之十以上的人回答，我很願意。這項

回答令人驚訝，因為世界各國凡是對藝術活動較支持的國家，

其文化活動之所以能夠發展，民間的力量大過於政府。政府的

力量花的比較多的國家，不一定就有更好的成就，以美國與法

國為例，這兩個國家相對於台灣來說都是文化的強勢大國，但

相較之下，美國又比法國更有朝氣、更有活力，但在法國政府

的中央預算中，文化與藝術的預算遠遠超過美國。在世界各國

中央政府文化藝術占總預算的比例中，法國的文化藝術預算約

占總預算百分之二左右，而美國文化藝術預算所占有的比例則

不到千分之一總預算，但在文化藝術方面，美國比法國還有成

就。如果政府花許多預算卻未引導民間的力量，不見得是正面

的，因此美國政府支出很少的錢卻很有成果，其實與台灣是相

反的途徑。像台灣稍大的博物館都是靠政府公費支出的，而在

美國大部份的博物館則都是由民間捐助的，單就此點便可看出

政府與民間投入輕重的比較。所以就現實面來看，台灣整體文

化藝術活動的。民間支出很少，但在民意調查中，卻又有高達

百分之十的比例是有支持文化藝術活動的意願。這或許是潛伏

的意願，但如何將之誘發出來確實支持文化藝術活動，則是可

以思考再努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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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留台灣的迷思

談到全球化帶給我們的機會和危機，個人再以其他的例子

來說明。在越南有一個著名的製鞋工廠－寶成公司，不管是耐

吉Nike或愛迪達Adidas皆委託該廠製作，為全世界第一大的製

鞋代工廠。寶成在台灣發跡後，到中國壯大，後來又遷廠至印

尼，但後因印尼有罷工事件，基於風險分散，故現在又加強對

越南的投資，但或許因為越南的婦女善於針線刺繡，就車工縫

紉而言，是很恰當的設廠地點。此案例提供台灣產業一個思

考，基於擔心台灣產業空洞化及製造業外流的情況，政府部

門、學術界、產業界便組成一個政府研究團至該廠訪問，希望

能針對根留台灣提出解決方案，希望企業能對外投資，而根留

台灣。但就現實情況而言，在整個鞋子的製作與銷售過程中，

寶成公司創造了一個本身無可取代的關鍵角色，才會有美國公

司耐吉與愛迪達將製鞋代工全權委託給寶成公司，因為其製作

能力極強。一個產品的開發，尤其是在研發上面，第一個階段

就是在設計上如何創新、如何受到顧客青睞，還有科技上更進

一步的研發。第二個階段是在這些基礎後要如何進行製作，屬

於製程上的研發。

個人參觀耐吉和愛迪達在寶成公司製鞋過程後認為，他們

基本上很放心將業務交給寶成公司製作，在製程的研發上，從

原始規格到樣式及基本的研發，到製程中間的銜接是很完整



的。而原先從研發到製程的環節需透過台灣功力高的老師傅協

助，但現在此部份的功能已被中國取代，也因此不再需要依靠

台灣了。以此製鞋工業來看，因鞋子以美國為主要銷售地，以

美國的文化做基礎，美國人知道美國人喜歡穿什麼鞋子，這包

含了物理面及文化面。就物理面而言，因體型的不同，我們無

法確實認知以其身高和體格所應穿著的舒服鞋子為何，這屬於

物理的根。另外，不同族群對色彩的認知是有距離的，這是文

化面的差異。

舉例而言，有一位在中國大陸投資的台商，製作寢具枕頭

諸如此類的產品很精緻，但外銷市場成績不好，甚至在中國內

需市場也不佳，後來改以國外高價位的精緻品銷售，但成績依

然不好。後來發現，以中國的刺繡為主題是以中國人的喜好為

主，或是受喜歡異國情調的歐洲人一時喜愛，但日常大量所需

的是族群自己所喜愛的花色，如向日葵等或像最近在台灣流行

的馬諦斯大塊大塊的色彩這類產品。該台商在改變花色後，產

品果然暢銷。這就是一種物理、文化上的根。

在製鞋工業的製造過程中，從最原始的規劃到最後的產出

是由美國商人主控。因此鞋子的基本根在美國，製造鞋子的根

則是逐水草而居，台灣剛開始工資低廉的時候，還佔有這一項

優勢，但接著那個國家工資低廉，代工廠便遷移至該地區，所

以從台灣到中國，再到越南，隨著工資因素而轉移陣地。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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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到根留台灣，以製鞋工業而言，耐吉有根，愛迪達有根，但

寶成是沒有根的，既然沒有根，如何根留台灣？那麼現在寶成

公司在大陸，是根留大陸嗎？雖然大陸有十幾億人口，工資上

升較緩，但也不是絕對，如現在工廠在東莞，但東莞工資漸漸

升高之後該如何處理？也許得要從東莞搬到西安去也不一定，

所以，寶成公司在大陸也沒有根。從寶成公司的例子，我們是

否要完全悲觀？其實也不盡然，理由是個人認為那就是整個東

亞的經濟進一步上升時，東亞的內需市場出現，這時華人或東

方人要穿什麼鞋子，不管是物理面需求或文化面需求，恐怕就

非美國人可以掌握，這時寶成公司的根便會出現了。

國際標準的訂定者

再舉一個文化面向較廣的例子，有一位美術館館長提到他

曾到紐約闖蕩想要打入國際但未成功，而回來香港、台灣還有

立足之地。但進一步想，什麼是國際，國際的標準是由誰訂

定？國際的標準其實是掌控全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和

數位樞紐的精英所界定的，嚴格來講，國際大概就是美國紐

約，所謂的國際視覺藝術，是紐約的藝術教授、藝術記者、收

藏家及最基礎的愛好觀眾，總數不會超出幾千個，他們就決定

了什麼是國際。這情形就像在法國鼎盛時期，「國際」就是巴

黎成百上千的藝術教授、藝術家，藝術記者、畫家，還有他們

的收藏家，就決定了什麼是國際。也因此，在這裡有一個很無



奈的現象，現實就是政治、經濟或文化強權的領導精英決定了

什麼是國際。但是強權可以從巴黎搬到紐約，將來也有可能從

紐約再搬到另一個地方。就像一開始就提到的，如倫敦，現在

雖還不足以說可以取代紐約，但是就歐洲來講，柏林和巴黎都

不太及倫敦，不管在商品、藝術或是在實驗藝術上，倫敦是較

有前景。所以強權是會變的，那麼那位美術館館長便有機會，

也許那一天當他興起的時候，也就是亞洲興起的時候。另外還

有一個機會是，紐約雖然拒絕了他，但在華人世界裡以他本身

的程度，至少台灣、香港或中國大陸不會拒絕他。以該館館長

擅長的水墨而言，不僅是在華人地區，是個以水墨這樣的媒介

可以應用的地方，連日本、韓國與越南也肅然起敬。所以在整

個東亞的漢字文化圈中，如果將之做為商品，那也是一個不算

小的市場。以中國人口十幾億人、台灣及海外華人數千萬人、

南北韓大約七、八千萬人再加上日本一億多人口，是一個非常

龐大的人口數字。這個數字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全球大約十二

億的人口來比較，那就是今天整個漢字文化圈的規模。當然我

們並不敢奢望漢字文化圈、華人或東亞能取代美國，起碼在

三、五十年內是較為困難，但是擁有自己的立足之地，應當是

沒有問題。現在美國經濟較為蕭條，而中國的經濟蒸蒸日上，

一些具強烈民族主義的人，會想像中華民族能取代美國的地

位。中華民族高興於看到美國經濟的衰落，但北京的經濟官員

卻相當憂心，因為經濟官員了解現況，中國經濟的成長，絕大

部份是依賴美國。第一是美國提供尖端科技的基礎，由於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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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尖端科技的基礎，中國才有機會成為美國最大的製造工

廠。第二是中國十億人口雖有一部份已經變成消費市場，如行

動電話，銷售量雖與美國相等，但整個資訊產業、整個購買總

值還是相距美國甚多，換句話說，中國製造完成品後，還是外

銷到美國市場。第三是因共產制度，資本的累積相對的不足，

發展關鍵仍需仰賴外資投注，因此資金、技術、終端的市場皆

來自美國。所以，中國在製造的環節裡，若缺乏前三者條件，

便也無法成為最大的製造工廠。這樣的架構中，在三、五十年

內想要加以扭轉，經濟學家也很難做一保證。如第二次世界大

戰以後，蘇聯也曾經有幾年經濟急速發展，且科技還曾領先過

美國，甚至到今天為止俄羅斯還有相當多的科技超過美國，比

如材料科學，但現在已經不復存在。另外還有日本，在日本經

濟最好的時候，東京土地的總價值超過美國一個國家，但現在

日本也榮景不再。因此中國是不是比日本或俄羅斯有更好的條

件尚得存疑，可能有些條件是比他們好，但是也有很多條件比

他們壞。第一個科技，中國的程度就離這二個國家太過遙遠，

所以說中國想要完全取代美國，個人認為恐將並非如此，但是

中國如果上升到一個程度，在整個華人或東亞佔有一席之地或

是穩居全世界的加工製造這樣的位置，那是非常有機會的。這

個機會一旦出現的時候，基本上就如前文所提，國力總體的上

升，文化也會變成一個巨大的產業，接著所謂國際標準的制定

者將能參與其中。就此點來看，是相當值得樂觀期待的。



文化創意的壓制

但在樂觀之餘，以華人來說，台灣大陸兩岸政策是個大問

題。一方面，就中國本身來說，文化創意因專權制度受到很大

的壓制。曾經到過大陸或是有在大陸投資親友的人可能知道，

中國的勞工在各地方表現的都不太一樣，有一些很勤奮，也有

一些是自動自發的精神不足，雖然見仁見智，但有個共同的結

論是，中國的勞工靈活度不夠，而靈活度便涉及到人民受到政

府相當程度控制的文化訓練薰陶所致。另一方面，一些軟體或

創意產業的廠商紛紛到中國去設廠，尤其是台灣不管是以通路

或者內容為主，一些跟電腦 (Personal Computer)、通訊

(Telecommunication)或是遊戲(Game)相關的軟體產業，都漸

漸地到中國設廠。但是如果做一粗略的歸類，其實這些廠商做

的是技術上的承接，而不是創意的部份，技術性或操作的部份

中國勞工還可以，但創意的部份則尚有問題。以一個限制宗教

自由如禁止法輪功的國家來說，創意當然也受到相當大的侷

限，像二○○○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大陸作家高行健，他是

一個很有創意的人，但他在中國大陸過得並不愉快，他的創意

恐怕只是被抹煞了。談到高行健，他所受到的壓迫不只是政治

面，甚至是文化面。北京政府不但在政治面上做制約，也有一

些文化面的制約，個人就認為高行健的作品「八月雪」聲勢雖

浩大，但裡面有許多框框是很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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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位作家，有類似的魅力但又有很大的不同，分別是清

末民初被公認相當有才氣的中國作家沈崇文和現代的高行健，

他們是非常有魅力的。對非漢人或就在漢人世界裡的人來講，

他們是非常另類但具有相當魅力的人。沈崇文的小說是你不太

懂得，但是會覺得是很溫馨動人且牽人肚腸，但又覺得詭異。

談到詭魅的地方，這就是高行健和沈崇文不同的地方。而高行

健正好補沈崇文這個面，但高行健這個面在八月雪中是被壓抑

的，個人覺得非常可惜，這種壓抑使高行健真正的創造力沒有

奔放出來，在劇本上有，但呈現在舞台上的表現題材，是被壓

抑住的。所以要讓創意奔放，有一部份問題是來自政治解放，

而另外一部份則是來自文化解放，這種另類文化的例子是非常

典型的。

另外，再舉一個例子，就是中國的華夷思想認為華人文化

是至高無上，甚至較激烈的中華文化民族主義，認為沒有接受華

夏文化，就是非人類。從歷史記錄上可以看到，古時候常常把非

漢族的民族名稱加上非人的意義，如加上犬字，以英國為例，英

國初抵中國時，英國人的樣子是黃頭髮藍眼睛，看到皇帝未下

跪，語言更是聽不懂，所以中國以每個字都加上犬字旁的「英吉

利」為其名稱。而在中國境內如有未漢化的民族，也一定會在旁

邊加上犬字旁，而中國民族最複雜的地方是雲南貴州一帶，有相

當多少數民族，也因此那裡的民族有叫猴族、牛族或馬族的。如

西南有個民族為壯族，以前寫法為有犬字旁的「獞族」，是傳統



中國字的寫法，現在則是由中國共產黨改名為強壯的壯，這是共

產主義在許多不被認同的地方下，一部份對民族的看法是較為健

康正面的。而這就是中華文化民族主義對另類文化的壓制，壓制

到大家都變成一樣，但這是反創意的做法。一九八六年諾貝爾化

學獎得主李遠哲，是第一位在台灣受過完整大學教育才出國深造

的諾貝爾獎得主，在著名大學裡可能已經出過好幾位諾貝爾獎得

主，但到目前為止僅有七位華人榮獲諾貝爾獎的桂冠。這不是以

智商或人數決定，而是文化的影響所產生的結果，一個扼殺異類

的文化，這是要加以處理的。

還有是政治的問題，台灣中國兩岸之間，如要對抗好萊塢

等強勢文化的入侵或微軟、英特爾的電腦架構，台灣跟中國需

要合作。但台灣與中國要合作時，馬上會遇到一個問題，北京

商人也認為需要合作，他們認為跟台灣合作，一方面固然可以

對抗，另一方面他們認為跟台灣合作最大的意義在於可以結合

台灣的商人，以民逼官使政府配合，台灣要與其合作自然有所

考量！所以我們看到一個全球化的機會可以提供華人新世界的

時候，卻充滿了政治性因素，本文主題以政治角度來反省是頗

有正面意義的。全球化提供了台灣還有整個華人在文化創意產

業上有很大的空間與機會，但也有很大的危機在前面。有一些

危機是全球化所勢必會造成的，如好萊塢強勢文化的入侵等，

另一部份的危機是由我們的傳統文化跟目前兩岸的政治形式所

造成的，這是我們當前要去面對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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