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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薄的「服務社會觀」

現在台灣社會的青年之間，長年以來都流行著一種淺薄的「服務社會觀」，亦即許多的青年都認
為透過一種「去政治化」的方式，進行某些「善心」的、「服務性」的行動，就能夠漸漸消弭社
會的種種壓迫。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存在於各個大專院校之中的服務性社團，這類社團的根源部分都是來
自救國團體系，因為從1970年代開始，國民黨政府為了避免青年對社會的關心，會轉化成一股對
社會矛盾進行挑戰的反對力量，所以就有計畫的透過救國團體系分配資源，也灌輸一整套完整的
「服務模式」，包括為偏鄉的國中小學生辦營隊、幫助農民收割農作物、定期進行淨灘與淨山..
等。 

      又例如在大多數青年的生活經驗中，都一定碰過有學生團體在倡議隨手關燈省電、捐發票
改善社會貧富不均，但這類行動的論述中，卻幾乎都看不到對去深究造成核能發電繼續運轉、社
會貧富不均的根本因素，也就是對相關的制度、分配有過嚴謹批判，包括畸形的供電結構、財稅
制度的扭曲、金權政治的運作..等，導致這類的行動像是在腳痛醫頭，頭痛醫腳，並沒有對最核
心的問題點對症下藥。 

      但並不是說上述的行動就不具任何實質意義，相反的，服務性社團與偏鄉孩童的互動、平
常將發票捐給公益機構..等，如果這類行動可以造成自我反省，並在過程了解自己與他者的社會
位置，感受到明顯的不公義，並進而清楚指向整體結構轉變的方向，不失為有意義的個體實踐。
但如果青年希望真正的撼動這個逐漸傾斜的社會，還是不能只有個體實踐，必須要有對整體社會
有理想的宏觀願景，亦即必須清楚的描繪我們心中理想社會的樣貌，與分析現在的主要壓迫來源
為何。

政治訓練的必要性

      做個比喻，如果說這個逐漸頹傾的社會是個龐大的、年久失修的機器，青年世代希望把這
部機器修好，甚至是將裡頭的零件進行更換，改造成我們理想中的樣子，那除了要會換螺絲釘、
上機油這些簡單的工作(個體實踐)，更必須要對整個機器的設計圖瞭若指掌，並一起分析出設計
的缺漏，進一步的提出一份全新的設計圖(宏觀的社會願景)。 

      而要掌握整個設計圖，到進一步提出全新的設計，這個過程就必須要倚靠一群青年進行嚴
謹的政治訓練，並以先鋒隊的姿態帶領群眾邁向這個目標。而政治訓練不僅僅只是研讀知識，用
知識來對台灣社會做出現實分析，更必須要在實踐的過程中，論辯出一條清晰的路線。就像在19
80年代，那時候台灣仍然處在戒嚴的狀態，一群青年組成了黨外編聯會，對整體社會問題、社會
局勢進行嚴謹的分析，並以「台灣獨立」、「社會民主」、「群眾路線」三面紅旗為核心，提出
完整的實踐路徑，最後一步一步的擴展勢力，拿下執政權。

現下的壓迫來源
   

      而面對現下的壓迫來源，我們大致上可以分析出清晰的兩個面孔。 

 1 / 3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社會安全

發佈：2013-01-25, 週五 17:41
點擊數：4970

      第一個是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思維。從1980年代開始，以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美國雷根總
統為首，進行全面的倡議，使其席捲全球，成為一股不可逆的趨勢。新自由主義的核心主張，是
要求國家退場，給予市場更大的自由，也主張勞動彈性化、國營事業全面私有化、強調使用者付
費、降低稅率..等，造成貧富差距的不斷拉大，茫然青年世代更看不到任何希望，打著響亮口號
「1%VS99%」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便在這樣的情勢所逼之下產生的。近年來國民黨政府的作為，
包括打壓基本工資的漲幅、制定條款給予特定行業優惠稅率..等，都在證明國民黨就是新自由主
義的信仰者。 

      第二個是中國因素。近年來，對岸的中國共產黨正在有計畫的蠶食鯨吞台灣的民主資產，
在國民黨政府上台後，馬政府更是透過「國共平台」做為兩岸外交的媒介，迴避了被監督的責任
，近幾年來發生的重大事件，包括陳雲林來台期間，警方的維安如同回到戒嚴時期，上街頭的人
民遭到赤裸裸國家暴力的對待;中國對岸各級城市，有計畫性的大量收購中南部農產品;在今年，
更是看到共產黨透過紅色資本家的手，伸進台灣收購媒體，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媒體巨獸，並透過
媒體的詮釋權，對反對者進行無情的人格謀殺，我們親眼見證民主正在一點一滴的流失。

需要一部青年政治綱領
   

      這是一個黑暗的年代，在戒嚴已經解除多年的現在，我們看到了民主化並不意味著社會就
趨近於完美，相反的，不公義的結構仍然存在，而且相較於戒嚴時代所遭遇的困境，像是沒有言
論自由、無法直選總統，現今的的壓迫是以更細緻和高明的面貌存在，使得我們更加的難以指認
。 

      危機就近在眼前，台灣勞工陣線今年出版的《崩世代》，以嚴謹的數據分析，預言了未來
貧富差距、少子化、租稅不公..等情形會越來越嚴重，我們現在這一代青年非常有可能成為「崩
毀的一代」。 

     但危機或許也是轉機，近來來我們在各個抵抗壓迫的場合，例如反國光石化、反核、爭取
土地正義..等，我們看到有更多的青年開始投入社會實踐，這或許代表這一個世代的年輕人面對
到如此惡劣的環境，開始選擇不再沉默，勇敢的踏出了第一步，我更期待，有一天進步的青年能
夠集結，並針對現在的社會進行嚴謹的分析，與彼此論辯出一條清晰的實踐道路，進一步的提出
一部共同的政治綱領，宣示青年世代的宏觀願景，與奪權的企圖心！

作者林泰瑋為前東海人間工作坊社長、現東海大學學生會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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