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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作者參與環境運動的過程中發問：為何今日的環境論述和運動缺乏對

人與土地的描述，也無法反映在地人民的需要？我試圖搜尋環境運動和論述的歷

史資料，發現七○、八○年代的左翼民族主義提供環境運動豐富的思想資源，在

反資反帝的中國民族主義下發展出反西化的思想公害，揭露國府在冷戰/國家安

全體制/民族分裂下政治經濟結構的依賴問題。左翼思想在保釣運動達到高潮，

藉由《夏潮》與《人間》雜誌的努力延續至八○年代，環境運動及論述也同時得

到左翼的養份而對冷戰、國家安全、民族分裂、現代化意識提出嚴厲的批判。 

然而，在反共親美意識、威權打壓、兩岸分斷與台獨理論下，左翼思想成為

國府與右翼知識分子共同圍剿的對象，在釣運與民族主義論談後經歷全面掃蕩，

在鄉土文學論戰時期與主流的現代化意識形成左右分歧。 

1979 年台灣經歷美麗島事件，黨外運動帶來反抗威權的力量，但是不同程

度的台灣人與台灣人(反中)意識開始漫延，第二次使台灣的民族認同陷入歧路。

在政治反對運動中權力鬥爭、個人主義式解放和不反資、不反美帝的社會歷史架

構下，八○年代末後的環境運動和論述也開始轉向，逐漸失去人與土地的連結性。

雖然知識分子們號召學生走入鄉間，在論述上進行綠色革命、綠色正義，卻無法

抵抗現代化意識，也沒有超越冷戰/國家安全/民族分裂的歷史限制。 

九○年代，各種社會運動逐漸被吸納進入國族主義召喚下的生命共同體，就

歷史而言是思想上的倒退與反動，也是環境運動及論述疏離人民、土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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