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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無關》

内容概要

擺脫被媒體扭曲的話題，思考台灣的內在重要議題！
就台灣論台灣，不再被所謂的中國因素牽著鼻子走！
換一種思索方法，來一場另類社運
跳出中國，看見台灣⋯⋯痼疾，也洞見到台灣未來。
當對岸渲染中國夢將實現時，台灣的政治和媒體也隨之起舞。
當台灣媒體渲染中國因素時，所有人都把台灣的問題歸咎給中國。
我們為何失去內在、原生和遠瞻的思考？我們為何糾纏於茶壺風暴般的無聊話題，而重要的本土議題
，為何見樹不見林，瑣碎片面？為何一跨出內部問題，立刻就陷入中國泥淖？
深層、結構性問題的不足、甚至缺席，其實涉及到台灣地理空間、歷史以及因此形成的心理、制度和
思考模式。四百年來，台灣一直以他人基地的身份，做他人的夢，隨風起舞。而在民主化、多元化觀
念逐漸成形時，因為主體性和主軸的缺失，而陷入沒有靈魂、沒有格局，只有瑣碎的利益驅動，只有
追隨的、村落化的思考，而無法達成共識。這時，中國不管是假想敵或真敵人，都成為最好的藉口。
在這種情況下，從內部檢討自己，就台灣論台灣，深入思考、討論這個國家的制度、心理和各種錯誤
觀念，並就自身的大小、特質展開未來的可能性，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如果丟開中國，我們就會發現，台灣要優先解決的，恰恰是自己制度的困境：跳出了黨國體制，下半
身還陷在黨府一體的制度裡；小國的軀體卻一副泱泱大國的思維；大政府架構、可笑的中央和地方關
係。作者尖銳設問：假如台東不是中央補助機制下的地方，而是一個獨立國家？它會變成什麼樣子。
答案是：它可能發展得比台北還好。
海洋本應是台灣的基因和機遇，但卻變成一條傳統中國式的護城河。這條心理護城河的存在，在全球
化深入發展的結構下，讓臺灣人害怕變化，保護主義至上，只歡呼台灣人在外國出頭成為「台灣之光
」，不高興看到外國人才在台灣發光；只希望別人對台灣開放，不允許台灣對別人開放；既害怕外資
，又瞧不起越南、菲律賓等外籍媽媽。作者進一步提出尖銳的問題：台灣是進一步擁抱全球化，融入
海洋和世界，還是僅僅停駐於在地小型精緻化，滿足於小確幸？是更開放，還是更內縮？
在《與中國無關》一書中，作者系統地分析了臺灣的國家承載力、國民的心理問題、觀念誤區，以及
體制上的困境，並提出可以改變這些困境的辦法。作者深入分析了台灣所擁有的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特
質：平民精神。這是台灣的獨特資產，並認為民主深化可以和這種特質結合起來，實行零售式民主，
用電子投票，每週公投重大議題，如核四，就像每天去seven-7購物一樣。這些設想可謂一石激起千層
浪。
作者指出，中國夢是精英式的富國強兵之夢，而台灣夢則應在平民精神指引下走向另外一條分叉。台
灣的年輕人要打破迷思，面對中國年輕人時，要學會做品牌區隔，一個地球，各自表述。台灣也必須
進行更深度、更遠瞻性的世界性思考，決定自己要放棄什麼，擁抱什麼？要擁抱全球化，就要放棄保
護主義；要政府補貼，就要接受政府的限制；要進一步民主，就不要再去懷念蔣經國時代的經濟發展
。海洋不是護城河。如果台灣曾有海洋的時代，也只有走出過去，才能重返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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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無關》

作者简介

范疇
一個曾經相信惟有思想才能提升世界，隨後相信只有透過企業體才能更快提升世界，但卻從未相信政
治機構能夠提升世界的人。
他相信，政治機構的存在，有在不成為思想和企業的絆腳石之前提下，才夠得上「必要之惡」；而凡
是扯思想後腿、促成官商勾結的政治機構，都應該被撤裁或消滅。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哲學所碩士、台灣大學哲學學士、新加坡國家初級學院理科；連續創業者——曾從
事數位教育、數位遊戲、衛星遠距教學、零售連鎖、人力資源、企業及政府組織戰略等行業於美國、
新加坡、台灣、中國達三十年。
現處於半退休寫作狀態，為香港《亞洲周刊》、台灣《經濟日報》、《中國時報》、《蘋果日報》專
欄作者，曾出版《台灣是誰的？》、《中國是誰的？》、《大拋錨》、《台灣會不會死？》等書（八
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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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無關》

书籍目录

前言1：為什麼與中國無關？
前言2：為什麼要走出過去？
第一章：台灣必須跳出的觀念誤區
1. 先從地球的尺度看自己
2. 小國的身體，不該有大國意識
3. 你不是基地，而是自用的航空母艦
4. 做為country的台灣，不是state又怎樣
5. 你可以多元化，但不能沒主魂
6. 當228變成2，2，8，就走出歷史悲情
7. 擺脫英雄父親的期待
第二章：台灣身體超載，心理更超載
1. 警告！台灣已嚴重超載！
2. 心理超載：美食王國變成美食亡國
3. 人口超載：1500萬不算少，1800萬剛剛好
4. 人才超載：不合格人才過剩，抑或肥貓太多？
5. 期待超載：魚我要，熊掌我也要
6. 台灣不能承受之夢
第三章：庖丁解牛：解構台灣的體制困境
1. 跳出黨國體制，陷身黨府體制
2. 何處是中央？——解構「中央╱地方」體制
3. 大政府：孫悟空的緊箍咒
4. 如果台東是個獨立小國？
5. 拿掉中國身軀，還得拿掉美國腦袋
6. 體制困境使台灣陷入民粹
第四章：糾纏的概念：公民、平民與人民
1. 吃 / 拆政府和「公民自治」
2. 情緒綁架理性，人情綁架法理
3. 翻譯誤國：我們要什麼樣的「人民」、「民主」？
4. 翻譯誤國：我們要什麼樣的「公平」、「正義」？
5. 如何醫治馬英九病和陳水扁病？
6. 全球唯一：台灣的平民精神和頑逗主義
7. 零售民主：投票就像去SEVEN-11
第五章：台灣夢與中國夢的分叉點
1. 三個中國，三堂中國課
2. 你做你的精英夢，我睡我的平民覺
3. 中國的盛唐情結，台灣的雅典情懷
4. 台灣如何與中國做品牌區隔？
5. 由「對等」走向「平衡」
6. 由「政治代工」走向「政治品牌」
7. 兩岸經濟應該國際化、鈕扣化
8. 中國移民是否很可怕？來自新加坡的經驗
第六章：台灣的全球化誤區：海洋變成護城河
1. 農耕化，還是商業化？
2. 在地小型精緻化，還是全球化？
3. 狹義全球化，還是廣義全球化？
4. 為什麼說台灣政府是全球化的絆腳石？
5. 全球夥伴關係：台灣還沒跨過的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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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無關》

6. 海東而非海西：台灣出路在海洋文化
第七章：青年自救小冊
1. 與中國有關：當台灣青年遇到中國青年
2. 與中國無關，寫給台灣年輕人自己的話
尾聲
台灣的策略：由悶轉夢、先破後立、世界品牌、國際認可
後記
為什麼寫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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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無關》

精彩短评

1、思想新很強，對台灣分析獨到
2、確實對現象分析的很精準，但結論總是太輕易。
3、1.不一样的角度值得一读。2.中国人穷得只剩钱了。。。。呵呵
4、提供了一些新的角度思考问题。不只是政治，就事论事的能力需要培养
5、以一個局外人的身份來看，雖然一些內容並不是很感興趣，但是一些觀點還是很有道理。作者雖
然文筆一般，但貴在立場中立、分析理性，這點不是所有的對岸出版的這類書籍都能做到的。
6、此类书的通病就是总共只有一句话或一段话就能讲完的观点，但是翻来覆去艹了一本书⋯不过这
个观点我也buy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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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無關》

章节试读

1、《與中國無關》的笔记-前言

        台湾自觉或不自觉的以中国为坐标，已经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了。这种失去了「就台湾论台湾」
能力的状态，最终导致了「逢台必争」的小家子村落化情绪，以及「逢中必反」的第一反应，浑然不
知那是一种对台湾原生精神的自残。
⋯⋯例如有人深信只要去除了「国民党」这个A，「台湾政治从此没有恶势力」这个B就一定会出现，
但从来不去想可能出现的C：另外一个不叫国民党的政党继承了恶势力，或者D：恶势力来自大政府
结构，谁当政都一样。
再如，很多人相信，去除了「中国因素」这个A，就一定会带来「台湾从此幸福」这个B，因此不愿意
去设想可能带来的C、D、E，例如，导致台湾不幸福的因素，其实很大部分来自台湾社会内部以及台
湾人得价值观本身，「中国因素」不见了之后，失去了借口的台湾会落入另一种痛苦的现实。
⋯⋯眼下的台湾陷入了「碉堡化」的反应模式；环绕着台湾的海洋，不但没有勾引出航向世界、接受
世界的欲望，反而成为了巨大的护城河。因此，我们必须彻底的「就台湾论台湾」，从跟上思考台湾
的特色以及不足，为台湾的真正启航作出充足的准备。⋯⋯我知道这么几乎全文摘录简直失去了书摘
的意义（希望不要被告侵权），只是实在太想穿过书页同作者high five了——将以上内容中的「台湾」
替换作「香港」，以「689」代替「国民党」也完全通用，也恰巧就是我的立场。当然这么说并不是为
中国或689（KMT怎样并不了解）开解，只是说了解清楚事实，就事论事，因不公义的本身发声并寻
求解决方法，远比急哄哄地扣帽子撕逼，然后发动一些被需要的「民主」要有意义的多。至少我是这
么认为的。
貌似作者20日在诚品有推介新书的讨论会，在这个反服贸的档儿可真是赶巧了，倒是有些好奇会上会
有怎么样的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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