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登辉的危险主张--评李登辉自传《台湾的主张》 

阎学通 

 

 

李登辉的自传《台湾的主张》出版后阎学通，许多人对李登辉为台湾设计的科索沃之路

无动于衷。笔者就此书谈一点管 窥之见，和海内外学者专家作一交流。为防误解该书原意，

本文尽量引用该书原文。 

 

《台湾的主张》的核心是台湾独立。该书共分八章，从头至尾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台湾

要独立。 

 

第一章是讲培养台湾的民族认同感对台湾独立的重要性。李登辉说：“所谓‘认同台湾’，

我想是最重要的。” 

 

第二章是解释为何台湾要走迂回的独立道路，“目标越大，越需要有迂回策略”。 

 

第三章是说明台湾需要采取务实外交的方法来争取国际社会对台湾独立的认可，并且当

务之急是“确保台湾的‘ 存在’，并彰显台湾‘存在’的事实”。 

 

第四章则提出要以“民主”为理由反对大陆的和平统一政策，要“明确拒绝‘一国两制’”。 

 

第五章要求台湾人民坚定美国会支持台湾独立的信念。李登辉说：“我对美国这个国家

是具有信心的。美国不仅 支持台湾的历任领导，也把台湾的存在视为一项重大的政治问题。” 

 

第六章是鼓励日本大胆支持台湾独立。李登辉对“日本未能发挥其潜在能力......感到难

过”。 

 

第七章则建议美日台三方共同行动把中国分裂成若干块，为台湾的独立创造条件，即“让

文化与发展程度各不相 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大约分成七个区域相互竞争”。 

 

第八章号召台湾外省人与台湾本地人团结一致，为台湾的独立而共同奋斗，“让台湾的

生存与发展永远延伸”。 

 

纵观这八章内容，该书的真名其实是《台湾独立的主张》。为了与其书名相互呼应，李

登辉在封底标上了“生为 台湾人的幸福”的字句，而其真实含意是“台湾人独立的幸福”。 

 

在书中李登辉援引了当年他与日本记者司马辽太郎说过的“生为台湾人，却有一种对台

湾无能为力的悲哀”。李 登辉说，历史上台湾人没有治理自己家园的权力，而如今经过他多

年的努力，终于将台湾人带上了独立之路，----而大陆 上的中国人却没有分裂的机会。 

 

笔者认为，无论是政治学的原理还是人类历史的经验，无一不证明强行搞民族分裂带来

的只能是灾难；冷战后的 事实是，分离主义运动的迅速发展使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不断加

剧。１９４６—１９８９年世界上共发生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 １９０起，年均４起；而１



９９０—１９９８年发生各类军事冲突共３１０起，年均３４起。李登辉的分裂主义目标将

给台湾 人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历史将会作出最后的裁判。 

 

笔者还想说的是，迂回独立的策略因其隐蔽性而十分危险。李登辉搞独立的野心之所以

长期未引起人们注意，根 本原因是他采取了曲线独立的策略。李与民进党在台湾独立的目

标上毫无区别，只是策略不同，他说：“通往目的地的最佳途 径，不见得是直线，有时稍作

迂回反而更容易解决问题„„直线做法往往带来反效果，不可不慎。”因此李登辉试图通过

“蠕 变”的方法来使“中华民国”变为“台湾的中华民国”进而再变成“台湾共和国”。李

登辉自认为这种曲线独立的策略可以掩 盖台湾从“自治状态”转向正式独立的质变过程，

从而使台湾可以不经历战争而最终实现独立。这种迂回策略在一个时期内可 以欺骗一些人，

但不可能永远瞒过所有的人，特别是不可能改变量变到质变必然有一个临界点的客观规律。

当台湾分离主义者 走到这个质变的临界点时，迂回独立的策略也就避免不了引发严重的政

治后果。 

 

《台湾的主张》出台的目的，是要继续推进台湾独立的图谋。为了避免政治上的麻烦，

政治人物一般是在去职之 后才开始写自传。但李登辉一反常规，在离职前早早推出自传，

这不能不让人问一个为什么。政治人物的自传关系到其身后的 名声，因此需要字斟句酌，

一般需要较长时间来完成，因此可以推测李登辉是在赢得连任后就着手《台湾的主张》的撰

写，并 且是刻意要在２０００年“大选”前一年半推出此书。书中李为下一任台湾领导人

制定了政治标准，即“必须是非常爱台湾， 而且是可以为台湾不惜粉身碎骨来奋斗的人”，

“必定是可以廓然面对台湾历史过程，善用历史智慧，前瞻未来的人”。前半 句是要求台湾

的新领导人必须是个死心塌地坚持台独目标的人，后半句则要求该人继承其曲线独立的政治

“智慧”。此时推出 这样一个标准，显然是想引导台湾民众的投票倾向，但更深层次的用心

可能是李登辉准备将台湾独立的纲领正式化和官方化， ----先是以个人名义推出台湾独立的

纲领，而后利用其执政的最后一年半时间，用官方文件将这一纲领正式确定下来（如 “改

宪”）。这样无论谁上台执政，台独都成为政府不可改变的政治方针。 

 

仔细回顾李登辉自１９８８年执政以来在台湾独立问题上的立场变化，人们便可发现许

多曾鞍前马后为其效力的 人，都只因还保有一点民族统一的思想，最终都被他整下了台。

仔细读一下《台湾的主张》，人们就可以体会出李登辉为台湾 设计的科索沃之路还有多远。

如果李登辉执意要在离职前走到独立的临界点，希望和平统一的人们将不得不早做准备。(注： 

《台湾的主张》于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９日由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