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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評析一：『台灣文化價值先期調查研究』：評析 

評析人：林信華（佛光大學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院長） 

 

 

此篇調查研究不論是在學術或者政府政策的參考上，都具有相當突破性的

貢獻。主要原因乃是嘗試對文化價值做一探索，這個主題並不容易分析，更何

況是調查。雖說文化價值本身就很難定義，受訪者也不一定感受很深或者有所

理解，但這調查本身已可以產生一個作用，就是讓受訪者以及閱讀者開始思索

身為台灣人或者台灣社會跟其他國家到底有何差異。對於身為台灣人的我們有

需要知道我們到底有甚麼共同的文化價值。對於整個台灣社會的整合，這個工

作也是相當重要。台灣社會存在著很多問題，但歸根究底還是這個文化價值的

問題。如果學術界可以持續將它做一個整理，透過政策的處理來揭露台灣人民

的日常生活秩序，相信對於台灣人彼此之間的信任是有所幫助的。 

文化價值，本身相當抽象，它的生命力或者影響力存在於何處，很難由邏

輯的推論所得知。評析者認為，價值的生命力或者影響力會表現在對一件事務

的集體情緒、態度或者情緒上。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在同一件事務上，收集不

同文化的社會反應，進一步分析與歸納台灣人民可能有的價值調查選項。舉個

例子來說，對於死刑的看法與態度，相信生活在不同文化的人民會有不同的反

應，而且這個反應在當地都會有相當程度的共識。或者對核能、環境、教育、

就業，甚至對城市等等的事務看法，這些來自不同文化的的差異對比，會更真

實與精準地反應台灣到底有甚麼獨特的價值，更重要的是這些價值真的是對台

灣很重要，並且是值得分析的。 

做為先期調查，我們當然可以從中發現在部分項目上的限制，包括了作答

方法、作答對象、作答地區的限制，但相信這些問題會在這個計畫的雛型上，

擁有更多持續性的、更加大型普及的研究調查，一次次的調查及修正也能夠讓

項目更加精準與細緻，或者更貼近人民日常生活中所輿論的用詞。這些部分就

不在此評析中贅述。 

在此項調查中，幾個數據呈現了有趣的結果，認為台灣獨有的文化價值

中，官僚與權威只有 17.4％，傳統與保守的只有 20.6％，同時認為與中華文化

價值共享的價值中，最多的是傳統與保守 54.6％，次高的是官僚與權威 53％。

這個邏輯顯示多數的受訪者感受台灣文化價值與中華文化價值的重疊性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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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或者感覺台灣文化價值與中華文化價值有一段距離。這和我們一般所聽見

與所想像兩種文化的距離是產生差異的，我們在各種情形或政治的語彙中，最

常聽見的是台灣與中國在文化上的相似或相通，而教育內容上，中華文化依然

被認定為正統脈絡。但在調查中我們可以從各種數據中發現，台灣人對於中華

文化的印象已然發生轉變，在與中華文化共享的議題中，排名於前面的價值，

無論是傳統與保守、官僚與威權、短視與功利、鄉愿、盲從一窩蜂等等，多少

都在目前的主流社會價值觀中帶有略具負向的含意。或者我們用前面象限圖所

表達的數字來看，對於這些文化價值的期望值在目前社會價值中是低的。而與

此相對，在問及與世界共享的文化價值中，我們可以發現，結果是完全不同

的，民主與公民意識、包容與多樣、人權與法治等等。這兩個問題所呈現出

的，是目前社會對中國以及對世界的真實想像，而我們又能從中發現的是，台

灣人對於世界的想像確實僅止於西方。 

而在台灣獨有文化價值的問題中，所出現的回答也能從中發現幾件事，善

良與人情味、包容與多樣、民主與公民意識這三項文化價值，佔據了大家所認

為始於台灣獨有文化價值的前三名，然而除了我們透過各種媒體不斷強調的善

良與人情味，或是當海島文化被提出繼而被認定擁有的包容與多樣外，民主與

公民意識為何會被認定為台灣獨有的文化價值呢?這個問題的解釋，將回到當所

有受眾在看見問題時心裡所假定的比對對象是誰?台灣獨有的意思是相對於中

國、西方世界抑或東南亞、非洲、中東呢?這裡的回答很明顯的，是在心中建立

了比對對象為中國的假設，因而出現了民主與公民意識的選項。或者仍擁有一

種可能，就是在近期台灣充斥的各式社運與大小抗爭，試圖改變社會，而這樣

的做法建立出了台灣獨特的民主系統。這些推論也都成為了延伸能夠繼續思考

的問題。 

另外，調查雖然是在今年，我們仍然要注意，這些文化內涵或文化價值是

一直在變化的。世界主流文化價值變化得更是快速，曾幾何時，英國脫歐與川

普當選美國總統，已是對全球化與區域整合的價值有所改變。當然這個層面需

要持續性的調查，在一次性的調查中不會看出這個變化。 

    在此篇研究中，所提出的另一個重點，在於對這些文化價值採用了 IPA分

析，而這樣的分析讓文化價值直接的連結上了文化政策的推動。現行的台灣文

化政策中，很多概念與方向都是從西方國家所吸取的，雖然是走在世界的趨勢

上，但並沒有看到台灣社會自己也在變化，並且有著自己的韻律和特性。台灣

的文創產業雖然有所進步，但相較於其他出色的國家，我們的生命力是相當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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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的。我們仍然看不到台灣文化輸出的力道，主要原因還是我們到底有甚麼樣

的文化價值。台灣社會在世界中存在著一些特性，特別在統計上是世界中相當

特殊的，也可以從這方面來推演台灣人可能有的文化價值。例如台灣便利超商

的密度是全世界第一，一條路上可能就好幾家並且是 24小時的，這反應台灣人

生活的特性，其中必定隱含一些大家沒有察覺的文化價值。另外像台灣的夜生

活世界有名，剖腹生產率世界第一，以及政治熱衷度在世界中很高等等。所以

這個文化價值的調查應該要持續下去，並且結合不同學科面向，儘可能更深入

民間。這是一個過程，本身也是累積台灣文化價值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