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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太阳花运动，赞之者称其民主，斥之 者 谓 之 民 粹 。 孰 是 孰 非 ？

任何民主运作，都不应随意违犯经人民授权 订 立 的 法 律 ， 简 称 “ 民 立

法”；作为太阳花运动核心内容的强占立院 行 动 ， 严 重 、 长 期 、 高 调 、 远

非必要地违犯了民立法；所以太阳花运动不 是 民 主 运 动 。 ( 详 见 《 公 民 抗

命的七条黄线》和《吃饱饭更要民主，占立 院 糟 蹋 民 主 》 ） 。 问 题 是 ， 太

阳花运动是不是民粹运动？

英国学者Albertazz i 和McDonnel l把民粹(popu l i sm) 定 义为“反对精

英以及其他危险人物剥夺或试图剥夺一群相 互 类 同 的 善 良 的 主 权 人 民 的 权

利、价值、富足、身份或声音”的意识形态。英文原文是an ideology  

t h at  "p i t s  a  v i r t u ous  and homogeneous  people  aga ins t  a  set  

o f  e l i tes  and dangerous  ' ot h ers '  who were  t o gether  depic ted  

as  depr iv ing  (or  a t tempt ing  to  de pr ive )  the  s overe ign  peopl e  

of  the i r  r i ght s ,  va l ues ,  pros p er i ty ,  ident i t y ,  and  vo ice

(Twent y- f i r s t  century  popul i sm,  the  s p ect re  of  Wes tern  

European democ racy .  Pa lgrave  Macmi l lan ,  2008 )。简言之，民粹

就是对剥夺人民者的对抗。我们借助这个定 义 观 察 民 粹 与 民 主 的 异 同 。

显然，民粹与民主有重合。由于民粹与民主 都 以 人 民 利 益 为 目 标 ， 于 是 有

些民主运动同时也是民粹运动，是为“民主 的 民 粹 ” 或 “ 民 粹 的 民 主 ” 。

例如198 8年党禁报禁解除之前的台湾党外运动，对抗当局以求民主，既

是民粹也是民主。专制下的台湾没有民立法 ， 所 以 ， 虽 然 党 外 人 士 屡 屡 犯

法，却并不违犯民主运动“尽力服从民立法 ” 的 要 求 。 在 实 现 民 主 以 后 的

美国和欧洲，或左或右的民粹运动不断，它 们 大 多 在 民 立 法 的 规 范 下 运

作，所以也往往被视为民主的一部分。

但是，民粹和民主也有区别。民粹的核心是 对 抗 ， 而 民 主 的 理 想 是 共 赢 、

商议、谈判、妥协、竞争；但对抗也可以在 某 些 历 史 时 期 的 某 些 政 治 环 境

下成为民主的核心内容，例如在专制高压下 求 民 主 。 换 言 之 ， 民 粹 的 民 主

通过对抗求民主，而其他的民主通过民主求 共 赢 。 由 于 专 注 对 抗 ， 民 粹 思

维中的“人民”通常是部分公民，例如现代 西 方 社 会 的 左 派 民 粹 对 抗 当 权

者和右派，而右派民粹对抗当权者和左派； 由 于 强 调 共 赢 ， 民 主 思 维 中

的“人民”通常指全体或尽可能接近全体的 公 民 。

这些讨论还有两个重要的引申义。首先，民 粹 未 必 是 贬 义 。 在 中 文 讨 论

中，批评某一群众运动的人们往往斥之为“ 民 粹 ” ， 好 像 “ 民 粹 ” 与 “ 民

主”对立，“民粹”被赋予强烈的贬义。这 与 “ 民 粹 ” 的 英 文 po pul i s t

的 意 义 大 相 径 庭 。 如 以 上 的 讨 论 所 隐 含的 ， p o p u l i s t 是 个 中 性 词 。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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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偏好对抗斗争的习惯常招反感，但其关心 社 会 底 层 的 胸 怀 又 广 受 同 情 。

其次，民粹未必要违法。在中文的讨论中， 违 法 的 抗 争 特 别 容 易 招 来 “ 民

粹”的标签，好像违法就是民粹。如上以上 讨 论 的 ， 其 实 违 法 未 必 民 粹 ，

民粹也未必违法。

太阳花运动之始，学生抗争马政府在立法会 3 0秒通 过 服贸协 议 ， 因 为 该

程序剥夺了台湾人民的民主权利。另有分析 认 为 这 一 运 动 之 所 以 广 受 支 持

与同情，是因为台湾民众担忧海峡对岸快速 增 长 的 软 硬 实 力 ， 抗 拒 对 岸 对

台湾的渗透、影响、乃至“摧毁”。显然， 太 阳 花 运 动 符 合 上 述 关 于 民 粹

的定义，是典型的民粹运动。

以扞卫和提升民主为目标，民粹未必错。抗 争 马 政 府 ， 抗 争 服 贸 协 议 ， 抗

争 协 议 的 审 批 程 序 ， 抗 争 对 岸 影 响 ， 抗争 全 球 化 ， … … ，等 等 ， 等 等 ， 都

未必错。唯一确定无疑，大错而特错的，是 长 期 强 占 立 法 院 以 及 短 期 冲 入

行政院，是这些高调而远非必要的严重违犯 民 立 法 的 行 为 ， 使 这 场 民 粹 思

维影响下的运动蜕化成一场反法治因而反民 主 的 运 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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