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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難題之下另類社會實踐的可能性
The Aporia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for 
Alternative Societies 

—編輯室的話

《文化研究》第二十二期的研究論文以及評論文章，以不同面向，環繞著

資本全球化的政治經濟如何衝擊在地社會，以及在地社會如何實踐另類社區營

造的問題。

在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全球化之下，不僅市場全球化，生產全球化，連貨

幣金融以及信貸資本也展開了區域化與全球化的規模。市場全球化，境外的產

品由於自由貿易協定而降低關稅，以更低價格傾銷，導致本地產品失去了市場

的自主性。生產全球化，使得生產線從地區性連帶關係轉為離岸外包；所謂的

離岸外包，則意味著尋求更低工資的勞動力，也意味著壓低工資的剝削結構擴

大為跨國剝削，導致經濟圈核心邊陲的貧富落差加劇，邊陲國家的邊陲地帶則

成為南方之南，而面對前所未有的窮困。金融貨幣以及信貸資本的區域化與全

球化，更意味著本地貨幣與金融體系受制於國際體系，國際借貸造成了一國政

府財政基礎的脆弱，而跨國資本投資則牽動了地方政府自願或是非自願的土地

徵收，導致城鄉與農村的土地喪失、人民迫遷。

一個明顯的例子，便是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所造成的廣泛影響。僅以歐洲

為例，歐盟的邊陲國家如希臘、葡萄牙、義大利、西班牙以及愛爾蘭，紛紛受

到債務拖累而瀕臨財政崩潰，幾乎宣告國家破產。這個現象背後的因素，十分

複雜，卻都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趨勢之下快速促成的結果。然而，全球化的衝

擊並不僅始於21世紀，早自上個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重新佈局的軍事經濟冷

戰結構，以及70年代開始快速發展的新自由主義全球佈局，就已經清楚可見從

冷戰到後冷戰的政治經濟區域性的整合與競爭，以及這個整合結構對於不同地

區國家所帶來的衝擊。

臺灣自然不外於這個不同階段全球化的經濟佈局所牽動的變化趨勢。在地

社會的內部衝突，總是全球局勢的間接延伸或是直接投射。

本期專輯「農藝復興」便是在這個大脈絡之下所規劃的重要議題。編委

李丁讚以「農業人文的誕生」以及「現代性的轉向」作為問題意識，邀請了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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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樺的〈以農之名：臺灣戰後農運的歷史考察〉、蔡晏霖的〈農藝復興：臺灣

農業新浪潮〉，以及莊雅仲和陳淑容的〈中型城鎮發展與城鄉新想像〉三篇論

文，探討重回土地，進行在地社會實踐的不同方案，或是新的社會網絡以及組

織制度的想像。

陳瑞樺分析戰後臺灣幾波「以農之名」的社會運動所呈現的不同光譜。在

冷戰結構之下，透過美援所發展的工業化導致農業邊緣化；解嚴前後，農運抗

議美國所主導的新自由主義自由貿易與農產品開放進口，而與政府交換籌碼，

卻換得了農地自由買賣，使得土地成為可自由交易的商品。陳瑞樺指出，相對

於這種自由經濟貿易邏輯之下爭取生產利益平均分配的矛盾立場，臺灣農運在

近年來發展了整體生態存續與糧食安全的概念，尋求對抗發展主義與土地開發

尋租的在地力量，是一種另類的全球化連帶關係。蔡晏霖進一步以實際田野經

驗，探討重回農地的新農人口如何重新學習農業技術，以民主化與平等化的互

助團體，建設既鬆散又連結的「江湖」，一個由不同理想與不同能力的人群所

組合的新的異類社群。莊雅仲與陳淑容的研究則提醒我們，不同於其他國家高

度發展的超級大都會城市，臺灣普遍存在著與周圍村落小鎮有密切關係的中型

城市。這些城市街道與農田阡陌相互交織，自在地發展出農民市集，使得農產

品得以自種自銷，而發展出了在地的經濟體系。莊雅仲與陳淑容認為，這種城

鄉關係，提供了一種可以自我組織而建立開放連結的未來城市空間想像。

高嘉勵的文章〈吳音寧的臺灣農業報導文學：反全球化的問題意識與影

音美學運用〉，雖然並不是「農藝復興」專輯所規劃的論文，卻同樣探討了全

球化之下糧食主權的問題。不同於「農藝復興」專輯以社會運動以及社區營

造的田野觀察為方法論，高嘉勵從吳音寧的報導文學《江湖在哪裡？─台灣

農業觀察》切入，以吳音寧所說的「糧食就是生命」，而「江湖」就是「水的

流域」的說法，說明農業是人民生活之本的觀念，而糧食主權除了關係了人的

基本生存權，更牽涉了環境污染以及全球生態問題。高嘉勵進而透過吳音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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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隱喻，說明江湖就是生命的流域，並且指出，無論是全球江湖或是

在地江湖，爭取重視農業的跨國組織，包括臺灣在內，已經構成了「反全球

化」全球運動。林運鴻的〈無從醞釀的憤怒：當代臺灣小說中的後現代美學

與階級意識〉，同樣從文學作品出發，卻從「虛假意識」的角度，調侃臺灣

解嚴後所流行的去中心、後設、拼貼、反對宏大敘事以及挑戰威權的後現代

小說美學，卻因為經濟發展的「臺灣奇蹟」以及追求美好生活的中產文化品

味，而遮蔽並且無視於臺灣社會真正的階級問題。

本期收錄的思想翻譯以及文化評論，同樣也處理了當前國際學界迫切面對的

資本全球化之下的南方勞工、希臘破產以及英國脫歐的議題。

林封良與周世瑀所翻譯的〈南方勞工─不再「邊陲」：對J a n e H a r d y

的回應〉，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者J o h n S m i t h於2013年在《國際社會主義》

(International Socialism)刊登的文章。這篇文章適時地提供了對於新自由主義

從70年代以來生產全球化帝國佈局的分析，揭露「北方」國家工聯的國族立

場，以及檢討離岸外包所造成的跨國勞動剝削。兩位譯者對於這篇文章的評

論，可以讓讀者對於新自由主義邏輯下生產全球化的整體脈絡有更清晰的理

解。

蕭伶伃的〈另一個歐洲是可能的嗎？從2015希臘歐債危機檢視歐洲作為

一個整體的困境〉，深入分析了希臘2015年爆發的嚴重歐債危機的背後歷史

因素，指出二戰後以西歐大國為核心的超國家組織為基礎的歐盟，其實是透

過自由貿易、豁免關稅、大國商品強勢傾銷、提高跨國信貸、  統一貨幣，而

造成邊陲國家逐漸失去經濟自主的新一波殖民主義。正如John Smith所提出的

「將爭取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的鬥爭兩者合而為一，並與所有受壓迫、剝削

與邊緣化的人民共存」，希臘激進左翼政黨也提出了對抗資本壟斷、更為平

等、保護每一個個體生存權利、維護永續環境的呼籲，召喚「與難民以及整

體歐陸勞動階級站在一起的歐洲」，試圖建構出不同於目前以強國作為政治

與經濟整合的「另一個歐洲」的想像。



朱元鴻的〈脫歐狂想〉則尖銳地分析了英國2016年公投脫歐的種種爭議，也檢

討了英國左翼內部的分歧立場。主張脫歐的左翼人士批評歐盟反民主、屈從於市場

利益而獨尊大國的帝國主義姿態，反對脫歐的左翼人士，則擔心英國脫歐後右翼民

族主義反移民的排外仇外心態會快速高漲。不僅歐陸難民潮引發的排外心態甚至新

納粹主義令人憂心，當前世界各地普遍瀰漫的右翼民族主義以及仇外心態也令人無

法漠視。不過，朱元鴻結語處提出的「史有殷鑑」：「開放市場的自由商貿，或是

保護主義與孤立主義的壁壘，哪一邊距離戰爭風險更近？」這句話倒是令人玩味的

說法。

在二戰與冷戰結構全球化的趨勢之下，臺灣如何受到了牽動呢？如何理解

1949，便成為了關鍵的問題。

本期特別邀請楊儒賓規劃「1949爭議：禮讚或是詛咒」論壇，以近日引發不少

關注的《1949禮讚》(2015)一書作為辯論核心，刊登了一系列不同立場的論點。正

如楊儒賓所言，可能是「政治光譜不好定位」，或是「友儕過多的交情考量」，除

了顏訥提出了針鋒相對的質疑之外，其他幾篇文章仍舊是以同情的理解，延伸出各

自的說法。

無論是吳冠宏以最為內部的位置所闡釋的「氣質之性」辯證再生的動態發展，

以及說明儒學開放傳統如何在臺灣延續，或是秦燕春充滿感性的慨嘆突然空降而強

加於臺灣的流亡、離散、失敗、恥辱與憂患，臺灣如何以「同體大悲」消化了移

民、遺民、流民的憂傷情懷，以及思索兩岸共享文化「歸宗」與「血的歸流」的

「人權天命」，二人的觀點都是以一個正統的離散軌跡作為詮釋角度。江燦騰則以

臺灣佛教「在地轉型」所發展的高原期階段，指出「雙源匯流」以及「逆中心」的

漢潮東流，對於臺灣的實質影響遠超出於明鄭三代在臺經營與清代二百多年間漢人

多次相繼東渡來臺的歷史過程，張崑將更拓展「華」在東亞的歷史圖像與政治意

義，以龍樹菩薩《中論》所說的「亦實亦非實，非實非非實」，說明「非本土，非

非本土；非中國非非中國」的辯證性昇進關係，二人的論點則是轉移視角，以臺灣

作為歷史辯證發生的基座。不同於上述這些視角，顏訥以臺灣在地立場，質問被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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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的臺灣史是否已經完全出土？是否「清創」的功夫還不夠徹底？是否可以

把承續中國五千年文明史的重擔卸下，然後挑戰「中國歷史」連續性？臺灣

有可能完全將中國文化從骨頭上刮除乾淨，而宣稱獨立嗎？

從這些不同觀點，本刊讀者已經可以看到， 1 9 4 9 爭議所引發的，

不僅只是藍綠統獨立場的對立，或是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正統性，甚至不

是中華文化如何在臺灣「開出」的問題，而是根本的歷史詮釋問題。

雖然地處大陸邊陲，卻居於東北亞與東南亞海域交接處的臺灣，歷史

過程中接納了穿越往來的不同人群，參與了全球動態局勢中的海上貿易以及

區域政治，也不斷重構社會。這個過程的張力，僅僅只是原漢衝突、頂下郊

拼、彰泉械鬥、幾度殖民治理以及新舊移民鬥爭所能夠涵蓋的嗎？1949的歷

史環節，事實上暴露出了21世紀十分晚近的冷戰歷史之下，臺灣如何在全球

化結構之下被牽動，以及是否能夠持續開創出更為平等而保護每一個體生存

權利的另類社會之難題。

劉紀蕙

2016年夏於山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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