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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研究》

内容概要

《民进党研究》主要内容：早在党外时代，我对党外人士就在支持之中，从没放弃过批评；如今民进
党成立了，由于党中新贵“飞上枝头做凤凰”，眼高于顶，翅膀硬了，自无需我的支持；相对的，由
于民进党一建党就背离了党外的理想，摧毁了多少年来我们共同的希望，对这种堕落，我也不得不严
予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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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研究》

作者简介

李敖，一九三五年生于哈尔滨。 李氏文笔自成一家，被誉为百年来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发表著作
上百余种，以评论性文章最脍炙人口，《胡适评传》与《蒋介石研究集》为其代表作。 西方传媒更称
其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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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研究》

书籍目录

自序党外是谁喊出来的？　附录一 “党外”之说别有用心，应本良心以“国家”为重（郑一元）　附
录二 “党外”（《联合报》）　附录三 强分党内党外，根本不懂政治（《中华日报》）党外人士的
一个毛病党外与混蛋咬熊、斗牛与政治——党外有路线斗争吗？谁窃盗了党外的“名器”？——正告
“多位民意代表”大目标与小目标——抢鸡骨头的心理建设这种人，我们还敢选他吗？——为什么不
选“康系”人物蚱蜢必读不怕他拆怕你拆“政治艺术”大走调——公政会致书国民党的历史错误答复
费希平先生的答复　附录一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台湾时报》　附录二 对美丽岛事件应有的认
识（费希平）有感于尤清等人的谈话　附录 冷眼看海内外打组党牌尤清与阴沟一登记，就套牢“大师
证明你不行，你还不听吗？”如此公政，何以服众？康系人物的政治公道康宁祥的时光隧道“台湾独
立”的性交问题拿破仑与台湾独立民进党不“革命”吗？民进党的三不“你是半个王八蛋！”真是蠢
极了！双重标准，何以自圆？讲民主，你没有风度民进党式意淫．打着民主反民主砸报馆与打记者台
湾的“夜郎症”抗错衙门议错人“美独”与“台独”民进党与“黑名单”台湾人的官迷民进党的堕落
政治性暴露狂民进党的政治公道如此公开信如此党主席权力斗争才是真的谁是“恶势力”？民进党的
媚骨谁是“王莽第二”？民进党的不守诺言问题民进党的不守原则问题为民进党的无知抽样民进党的
派系斗争问题民进党的声明战民进党，我们的噩梦民进党没有派系了吗？朱高正的无知民进党的派系
奇观民进党的始乱终弃问题为民进党的迷信抽样所毁有甚于铜像者民进党的政治道德问题民进党的口
水问题民进党的行规问题民进党的规则问题从替罪羊到替罪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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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研究》

章节摘录

书摘党外与混蛋    一九七六年冬天，我第一次做政治犯出狱，我最强的一个感觉是：“混蛋比以前多
了!”在一九四六年代、在一九五六年代、在一九六六年代，这个岛上小百姓被污染的程度，显然没有
一九七六年代那么严重。一九四六年代的小百姓，他们多少还受着大陆时代百花齐放的感染；一九五
六、一九六六年代的小百姓，他们多少还受着《自由中国》《文星》等开明刊物一枝独秀的感染。可
是，当国民党在这岛上的紧箍咒愈念愈紧的时候，当办事要党证、生活要补给证、上山要入山证、下
海要出境证的时候，小百姓就很难躲开国民党的辐射与高压了。于是，在不断地教育与宣传的配合下
与强打下，小百姓已变得那么“国民党化”了，甚至党外人士也未能幸免、也难例外。    为了给这种
“国民党化”的局面做点拨云见日的功德，为了使小百姓以至党外人士不再那么混蛋，我特别提出五
项点化，提醒不要陷入“国民党化”而不自知，提醒该有相当的警觉。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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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研究》

精彩短评

1、可以一看！
2、看了50多页就看不下去了
3、资料积累。慢慢看。
4、李敖大师的书都喜欢。
5、党外时代就在骂民进党...
6、也不太看得下去，主要是背景知识匮乏，理解有难度
7、兄弟给陈水扁的挽联：
党外了党内了又党外了，周而复始；进去了出来了又进去了，殊途同归。横批：返璞归真      嘿，没想
到丫儿真“党外”了
8、一般般了
9、那会的李敖靠谱多了
10、不与时俱进
11、告诉你政客是怎么回事！
12、其实也不知能归在我标签里的哪一类，并不那么政治，有些话也真是粗野，我是欣赏不来了。但
话糙理不糙，讲得倒还对。
13、五毛
14、"对于搞政治的，不论哪一派，都要严予注意，不可轻信"
李敖没能把这句话贯彻到底
15、伏尔泰:神圣罗马帝国不神圣，不罗马，也不帝国。这是一本关于国民党的书，非西方意义政党
16、李大师指摘笑骂“党外”人士的杂文集，可惜是阉割版。
17、李敖的文风太桀骜不驯自以为是，看多了起腻，不过李大师是个明白人
18、帮我们了解台湾
19、李敖的书就是这么口无遮拦，不过我喜欢
20、李敖这支犀利的笔 真是难得一遇
21、李敖在这整本书只说了一句有意思的话：“我是支持龟儿子打王八蛋”
22、书印刷得不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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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研究》

章节试读

1、《民进党研究》的笔记-民进党的派系斗争问题

        自序（1989.3.13）早在党外时代，我对党外人士就在支持之中，从没放弃过批评；如今民进党成立
了，由于党中新贵“飞上枝头做凤凰”，眼高于顶，翅膀硬了，自无需我的支持；相对的，由于民进
党一建党就背离了党外的理想，摧毁了多少年来我们共同的希望，对这种堕落，我也不得不严予批评
。
党外是谁喊出来的？（1981.12.1）1. p6 ⋯⋯远在五十三年前，国民党的领导人物胡汉民，就提出“党
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一党专政主张了。这是国民党最早创造“党外”的杰作。

2. p9 “党外”（《联合报》）（1981.11.11）：
所谓“党外”既然不是三个合法政党以外的政党，又不是不合法的共产党，那么，这个“党外”，岂
不成了既不合法，又不非法的四不像了？
如果把执政党称为“党内”，非执政党称为“党外”，那就狂妄地抹杀了民社党和青年党的历史与存
在。
如果把执政党党员以外的“国民”，都称之为“党外”，这种“两分法”是强奸民意；因为，除了极
少数热衷于政治的人物外，绝大多数的人民并不认同他们是属于“党外”的。

3. p10 强分党内党外，根本不懂政治（《中华日报》）（1981.11.12）
陈怡荣说，国民党为执政党，那些未加入政党的候选人最多只能自居为无党籍人士，却不能称为“党
外人士”，强分“党内”、“党外”，不但在学理上说不通，甚至也不知政治为何物。
党外人士的一个毛病（1982.3.12）1. p12 杜鲁门说得好：“如果你受不了热，就滚出厨房。”干哪一行
的，就要像干哪一行的，不要窝窝囊囊地干。
党外与混蛋（1982.5.23）1. p15 大家族里与大家族外
⋯⋯国民党的前身是革命团体，它的第一代走过秘密结社的路线，所以它有党证、宣誓等不合现代民
主政党的规矩。当它取得政权后，在形式上和形势上，要靠近民主阵营，所以又要把自己扭出现代民
主政党的模样，这种转变，是很吃力的。
国民党大家族的盘根错节，远比你想象的深入而复杂。
谁窃盗了党外的“名器”？——正告“多位民意代表”（1983.10.8）1. p61 从“小康宁祥”到“小张德
铭”
费希平是国民党逃到台湾以前的“民意代表”，这些人的当选，并不是人民投票的，而是党部硬圈的
，这些内幕，一九四八年从大陆来的，几乎无人不知。所以，他们做“立法委员”任期为三年，他们
即使做有问题的“立法委员”，也早在三十年前就已满期。但是，国民党却以大陆沦陷不能改选为借
口，硬说他们可以代表大陆同胞下去，他也就代而表之不疑，纷纷做了万年国会的终身委员，这当然
是非法的、可耻的。
大目标与小目标——抢鸡骨头的心理建设（1983.10.27）1. p65 既不慷慨给“职”，又不大方给“权”
但是，党外人士你争我夺，纵算抢到了鸡骨头，又怎么样？还不是有“职'无"权"吗？你如果真的相信
当个个把“立委”“监委”“国代”就真的“大”起来了，就有什么体制内的作用了的话，阁下就太
没见识了！
奇怪的是，居然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调在蔓延着，这就是认为党外人士可以在体制内有作用，这种作
用，尤其被他们强调在“议会政治”方面。
费希平又“要求党外在年底集中力量助选，建立党外选举制度，使党外具有政党的雏形，期望党外在
‘立法院’占有二十个席位”。

2. p67 不是真的“国会议员”
⋯⋯邓维贤说得最清楚，他说：
在探讨党外的角色与意义时，我们必须先认清自己不是民主国家的反对党；国民党开放的选举，是一
党专政之下的选举，党外利用选举从事民主教育或给执政党施加某种压力，有其一定的价值，但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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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研究》

选举当作目的，或者把选举看作政治竞争的途径，不是不自量力，就是判断错误。  

这种人，我们还敢选他吗？——为什么不选“康系”人物（1983.11.7）     1. p83 有意捏造的无耻谎言
“康系”人物之有今日，他们和他们的“国会记者”之流，口口声声是“温和”是“理性”是“稳健
”之功，其实这是一种有意捏造的无耻谎言。事实上，真正的原因是拜他们“牢中的朋友”和“流亡
海外的朋友”所赐！是拜别人冒险犯难之赐！

2. p85 衬出别人的“路线”是偏激
模范党外者，得国民党钦定之党外也。因为国民党钦定了康宁祥，所以美丽岛事件前夜，林义雄本不
要南下高雄的，但康宁祥拉他去，结果一起去了，到头来林义雄却入狱，康宁祥没事，这就是“牺牲
同志，成全自己”的“稳健”效果！           
不怕他拆怕你拆（1984.12.21）1. p96 “又岂能代表民意呢？”
公政会本来就是一个党外关门设限的团体，它限定以公职人员为成员，基本上已示人以不广，但是如
果他们好好干，让他们去“推动民主政治”，也是非公职人员的党外人士所乐见的。但是，令我们失
望的是，这个会在今年五月成立以后，一开始就陷入不能坚守党外原则的流变，它首先冒出了一位理
事长费希平，这位费希平，却正是三十多年前大陆上选出来的“万年立委”之一，这真是最荒谬的事
！⋯⋯即使费希平自己，也这样夫子自道过：
这些人事大路上选出来的，当时代表大陆上的民意，但是经过三十多年来，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代表性
，说句实话，现在的选民可能都不认识他们了，又岂能代表民意呢？而且一个“立法委员”做了三十
几年，很自然的，习惯上就不采取民意，而转向注重其既得利益。所以提出全面改选的主张，其主要
原因就是老委员们已完全失去民意的代表性，他们所代表的仅是党意。（《名人》月刊第八期）

由此可见，公政会把费希平这种“万年立委”当成会员，根本就是违反党外原则的事。
          
有感于尤清等人的谈话（1986.5.9）1. p127 
五月一日，“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在纽约联合国广场大酒店宣告成立。五月三日，《自立晚报》
登：
               
对于海外人士组织“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并将“迁党回台”，由党外人士担任常设干部一事，
部分党外领导人士均持慎重态度，认为党外组党宜在“国”内自行进行，并采稳健步骤，以免引起政
府及民众的疑虑。党外公政会理事长尤清表示，任何民主政党都是在“国”内组织发展的，不应在海
外先行成立再移回“国”内，所谓“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的成立，事先并未与“国”内党外人士
有所联系，成立之后，党外人士也不会与其联系，而将循稳健脚步，先发展公政会组织，俟时机成熟
，再行组党。

公政会理事谢长廷说，海外人士此一举动，虽然悲壮，但不易被“国”内民众所接受，只显示了我“
国”民主政治的不成熟。党外公政会是党外人士长期共同经营出来的组织，未来将朝组党的方向努力
。但政党是自然形成的，既不应莽撞从事，也不应擅加阻挠。

何况，海外新党的姿势，一开始就很低。他们坦白表示：一旦台湾组织了新党，他们在海外的党，就
愿降为台湾新党的海外支部或根本解散，这种低姿势，尚不能取悦或见谅于尤清等人，就更不可理解
了。
尤清与阴沟（1986.5.22）1. p142 “党外”、“党外人士”乃是蒋介石喊出来的
在无礼方面，国民党口口声声“党外”两字应取消，为的是“党外”字眼“并未能代表现有政党如国
民党、青年党、民社党以外的一切民众和从政人士”等字眼，其实始作俑者，不出于党外自己，乃出
于国民党的祖师爷——蒋介石。

2. p149 掉入国民党的“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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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研究》

反过来看，“礼让”了，又怎样？“礼让”青年党的目的，在消灭青年党、软化青年党，青年党奋斗
多年，最后吃了“礼让”的亏，弄得前功尽弃，下场可为殷鉴。如今党外在国民党眼里，还不如当年
青年党，认为国民党可与虎谋皮，岂不是幼稚的政治判断吗？
⋯⋯陈水扁在五月五日的《新观点周刊》上，已经评论得极为精到。陈水扁说：
“党外”可贵的不是这个名词的意义，而是它所具备的跟国民党毫无任何妥协余地的精神。

一登记，就套牢（1986.6.3）1. p158 先领教“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的厉害
试看“登记”后，国民党可有多少套牢党外的花样吧：
一、一“登记”后，国民党就有了选择消灭权——国民党可按“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第八条“
人民团体在同一区域内，除法令另有规定外，其同性质同级者，以一个为限”的规定，堂而皇之的只
准许一个公政会成立。至于分会能否准许，不无问题。

二、一“登记”后，国民党就有了指派书记权——国民党可按“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第十条“
各职业团体置书记一人，以曾经训练合格之人员充任。必要时，得由主管官署指派”的规定，堂而皇
之的把“书记”派了进来，党外一切活动立刻全在掌握之中了。

三、一“登记”后，国民党就有了派员指导权——国民党可按“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法”第十三条
“人民团体之组织应由发起人向主管官署申请许可。经许可后，主管官署应即派员指导”的规定，堂
而皇之的把“员”派进来“指导”，党外一切活动立刻全走样了。

四、⋯⋯国民党就有了向我备案权⋯⋯党外一切活动立刻“春江水暖鸭先知”了。

五、⋯⋯派员监选权⋯⋯党外一切活动立刻可以上下其手了。

六、⋯⋯备查名册权⋯⋯轻易得到公政会会员名册，党外大鱼小鱼立刻可以了如指掌一网兜收了。

七、⋯⋯惩罚解散权⋯⋯随它高兴，把公政会予以警告、撤销决议、整理或根本解散，党外一切活动
立刻全部泡汤矣！

2. p160 再领教“加强督导各级人民团体实施办法”的厉害
八、⋯⋯会前备查权⋯⋯事先得知党外会议种类、时间、地点与议程，党外一切活动立刻可以一清二
楚。
九、⋯⋯备查记录权⋯⋯饱览全部党外会议记录而无余，党外一切活动一翻即得。
十、⋯⋯备查清册权⋯⋯使党外一切内务全部曝光。
十一、⋯⋯核准组织权⋯⋯控制党外任何细部活动与组织，并有“书面报告”存查。
十二、⋯⋯李代桃僵权⋯⋯只要对现任公政会负责人不满意，立刻可将他们职权停止，另外以阿猫阿
狗的其他会员代替，使党外躯壳未变，人马却都是“国王的人马”矣！
3. p161 从“国内”控制到“国外”（“人民团体派员出‘国’申请办法”）
十三、⋯⋯控制出“国”权⋯⋯
十四、⋯⋯强迫宣传权⋯⋯“人民团体所派出‘国’人员于执行任务外并应加强国际联系，促进友好
合作及宣扬我‘国’各种进步实况”的规定，强迫党外人士代为宣传。
十五、⋯⋯禁止出“国”权⋯⋯在党外人士不就范时，停止受理出“国”之申请，把党外人士扣在台
湾，不准外出。
如此公政，何以服众？（1986.7.17）1. p170 党外公政会的成立，本来就是“为避免政治尖锐对抗”而
出现的胆小组织。

“美独”与“台独”（1988.8.16）1. p216 主张“台湾独立”的，常有一个引他为豪的例证，就是虽然
中国人和台湾人同文同种，但是同文同种并非不能新建“独立国家”。美国人当年从英国移民到新大
陆，但却无碍其建立独立国家，看到美国独立后如此风光、如此跟祖国（英国）友好，“台湾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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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程岂非似锦哉？

2. p217 ⋯⋯可见美国独立的造反家，他们素志，也不过在争取“英国人的权利”而已。他们是因做完
整的英国人而不可得，才愤而离家出走的做了美国人，他们的独立是很勉强的。
民进党的堕落（1988.8.29）1. p224 国民党“党”字当头以后，所有党的丑恶，它都无不具备，在它丑
恶的统治喜爱，孕育出来一个怪胎，就是民进党，有什么样执政党就有什么样在野党，民进党正好应
了这一定律。民进党党员大都出身国民党，也在国民党党化教育与宣传下长大，因此搭配起国民党来
，真成绝配。这一绝配，从制度和行为两方面看，便见端详。

权力斗争才是真的（1988.9.5）1. p234 大陆上“文化大革命”发生时候，国民党的“匪情”专家纷纷提
出研判，张三说是理论争执，李四说是路线斗争，最后闹到国民党总裁面前，国民党总裁毕竟是在政
治波涛中见过真章的人，他只平淡的总结了一句：“什么理论都是假的，什么路线也是假的，真的只
是权力斗争。”

2. p235 其中“台湾独立”也、“统独之争”也，就是目前最走红的旗号。民进党林正杰写公开信，提
出党内“统独之争”后，该党大员纷纷表示：民进党根本没有“统独之争”，因为清一色都是“台湾
独立”，又何来统？就事实论，大员所说是也。但林正杰为什么硬说有此一争，原因无他，志在夺权
而设计出来的旗号耳！这种旗号有利于搞政治的人拓展自己政治资源，所以无中生有了。

民进党什么理论都是假的、什么路线也是假的，真的只是权力斗争。“台湾独立”是它的主体旗号，
“统独之争”是它的插播旗号，外省人、台湾人，都别被他们骗了！

民进党的派系斗争问题（1988.10.23）1. p250 当年国民党大员胡汉民曾做豪语，说国民党要“党外无党
，党内无派”。其实党外愈无党，党内就愈有派，因为党外无党，则天下归一，搞政治的人走投无路
，必然尽归于“墨”——大家黑心起来，在党内争权夺利，结果发生派系斗争，没完没了。

2. 民进党胚胎于党外，在建党之初，本来该听任各路人马，基于各路的相同理念与利益，分别“一人
一把号，各吹各的调”的。换句话说，本来该先成立许多单纯团结的小党，小党林立后，再凝聚而为
志同道合的大党的。这样子形成的大党，固然有其流弊，但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减少暗斗、维系明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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