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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空間轉向論「九二共識」 
在兩岸關係中的建構展演 

 
 陳重成 * 

《摘要》 

本文旨透過「空間轉向」的研究途徑，在兩岸關係的再生產過程

中導入空間的分析性概念，反思以空間作為分析兩岸關係發展的框

架，並以空間意識對兩岸空間重構的路徑依賴進行再詮釋；同時，藉

由「社會─空間視角」和展演理論來詮釋自 2008 年馬英九總統執政

時提出以「九二共識」作為推動兩岸關係的論述基礎之後，長期來兩

岸雙方在空間實踐的賽局上所呈現的空間戰略部署和空間戰術運用的

對峙與周旋。基本上，本文將兩岸關係概念化為空間體系，視兩岸關

係的空間敘事乃係由多重地景文本所共構交織而成的論述網絡，因而

兩岸雙方均可從中找尋各種可能的論述文本與展演戲目，惟其空間再

現的敘事軸線仍然圍繞在「一個中國」這個核心概念的解構或建構展

演。也因此，「九二共識」乃成為兩岸國、共雙方再現跨兩岸空間的

展演戲目，並試圖建構一個兩岸化空間體系，惟在兩岸的空間再現與

再現空間的政治化過程中，兩岸當局在「九二共識」上的展演一度成

為兩岸空間尺度重構的一種建構機制，而在這個準制度性場域中，兩

岸的空間性轉型逐漸走向「再內地化」，但這對臺灣而言卻背離了空

間正義的精神。 

關鍵詞：兩岸關係、空間轉向、九二共識、展演戲目、空間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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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22 年 11 月適逢兩岸「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簡稱海協會）兩會香港會談三十周年，回顧

這三十年來兩岸雙方在「九二共識」演繹論述上的建構展演屢見迴盪

起伏，惟當年兩岸及國際情勢的時空背景業已事過境遷，而時間之箭

亦再也永無回頭，時至今日是否歷史已經翻過一頁？亦或餘音仍繞臺

三十年不絕？2022 年 7 月 26 日中國大陸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在「『九

二共識』30 周年座談會」再度指出，三十年前兩岸中國人達成了各

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

識」，其核心要義是「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

一」（汪洋，2022）。就此，我方大陸委員會隨之回應強調，「沒有

『九二共識』是事實、兩岸互不隸屬是現狀」（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2022）。 

實際上，2020 年 5 月 20 日蔡英文總統在其連任就職演說中，有

別於首任就職演說揭櫫尊重「九二會談」歷史事實，而隻字未提「九

二共識」議題；隨後，時任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陳明通就此表示，

歷史已經翻過一頁，不用再去重複。惟回顧 2008 年臺灣二次政黨輪

替後，馬英九總統旋即提出以「九二共識」作為推動兩岸關係發展的

新依據，兩岸的海基會與海協會亦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於該年

6 月 13 日恢復協商。總計在馬英九總統的八年任期內，兩岸雙邊共舉

行 11 次高層會談並簽訂了包括《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The 

Cross-Strait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等 23

項協議和多項共識，且於 2015 年 11 月 7 日兩岸 高領導人馬英九總

統與習近平主席在新加坡舉行「馬習會」。此間，北京當局更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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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識」視為是發展兩岸關係之共同政治基礎的「定海神針」。 

惟自 2016 年 5 月臺灣第三度政黨輪替後，蔡英文總統在兩岸政

策上即提出維持現狀和「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推動兩岸關係」，並

且在 520 就職演說上強調會尊重「九二會談」兩岸間所達成若干的共

同認知與諒解之歷史事實（蔡英文，2016），而北京方面對此則一再

隔空質問蔡英文總統在兩岸關係上「並未答完卷」，且宣稱臺灣方面

如果不承認「九二共識」則兩岸關係將地動山搖（新華網，2015；中

共中央臺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2016）。然而，就

作為再現跨兩岸空間的展演戲目（performative repertoire）而言，蔡

英文總統在就職演說的首演中即已充分地再演繹了「九二共識」，一

如馬英九總統在其八年任期內對「九二共識」的展演一般，二者所不

同的是蔡英文所展演的是沒有「九二共識」名目（能指）的「九二共

識」（所指），無論其所標舉的是「九二會談」、「九二諒解」或

「九二精神」，其再再都是對「九二共識」這個戲目的再建構、再展

演。 

首先，本文擬挪用列斐伏爾（Lefèbvre, 1991a: 33）的空間理論

（spatial theory）和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s）的概念來重新理解、

詮釋兩岸關係的發展進程，並將兩岸空間視為是一種社會建構的產

物，即兩岸間在交流互動過程中所建構的一種社會關係網絡。因此，

凡有關兩岸的空間實踐均涉及到兩岸互動、交流過程中所有利害關係

人 （ stakeholders ） 的 「 能 力 」 （ competence ） 及 「 展 演 」

（perform），其一方面固然受到兩岸長期以來的例行化空間結構和

常例慣行（usages）的結構性制約，但另一方面亦深受兩岸間所有利

害 關 係 人 所 可 能 採 取 的 開 創 性 行 動 的 模 塑 再 賦 形 （ molding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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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ations）作用。亦即此種屬於感知（perceived）層面的兩岸空間

實踐統攝了客體結構與主體行動之間的辯證關係，其涉及到生產、使

用、控制和改造兩岸空間的主體行動，以及兩岸空間的生產與再生產

（reproduction）、空間區位的配置與組合等層面，同時兼納了空間

結構（spatial structures）和空間行動（spatial action），從而構成了兩

岸關係的持續生產與再生產，以達到一定連續性或凝聚性的空間化過

程。 

再者，如果從戈德納（Mark Gottdiener）的「社會—空間視角」

（sociospatial perspective）來看，其強調了社會與空間的二元關係，

一方面，行動主體在社會結構的限制下於特定的空間裡進行活動，但

另一方面，行動主體也可以創造和改變空間以表達主體的自我需求與

欲望（Gottdiener and Hutchison, 2011: 20-21, 88-91, 97），而這也是馬

英九政府在面對北京「一個中國原則」不斷逼索的兩岸關係結構上，

提出具「創造性」、「建設性」和「模糊性」而隱含一個中國原則的

「九二共識」論述敘事之故。惟若更進一步從布爾廸厄（Pierre 

Bourdieu）的結構建構論（structural constructivism）觀點來看待兩岸

當局建構展演「九二共識」的行動時，則「不僅要根據特定的互動結

構之交往，同時還必須著重那些看不見的結構所形成的組織，來讀出

對話分析中的論述」（Bourdieu, 1996: 27）。 

同時，本文亦將藉由巴特勒（Butler, 1990b: 270-275）的言說行

動理論（speech acts theory）和政治論述的展演理論（performative 

theory）中的展演性（performativity）概念，來說明主體的被建構

性，以及言說本身即具有一種「宣成」（performance）、「踐履」

（exercise）的實踐效果，以揭示展演就是一種「建構的過程」，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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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闡述「九二共識」在兩岸關係中的建構展演。易言之，「九二共

識」實為兩岸當局在不斷交互展演、重複風格化後的階段性產物，而

不是兩岸間先驗存在（transcendental being）的本真（authenticity）價

值，因而「一個中國」也並非兩岸關係的先驗本體，而是兩岸關係在

空間再生產過程中的展演核心符碼。因此，「九二共識」是兩岸間的

一種「對話行動」（dialogical action），兩岸當局透過對「一個中

國」的展演實踐（performative practices）來形構新的兩岸認同。所

以 ， 如 果 從 巴 赫 汀 （ Bakhtin, 2010: 279, 290 ） 的 對 話 主 義

（dialogism）來看，兩岸雙方均企圖透過操作「九二共識」的語言展

演（verbal performance），彼此不斷地回應並相互挪用對方對「一個

中國」的表述，進而達到動員意識形態來進行權力與話語的角力對

抗，從而形成為一種自我與他者間的主體化（subjectivation）與脈絡

化（contextualization）之相互交錯鑲嵌的展演過程（Foucault, 2005: 

333; 2011, 344-353）。 

後，本文借用賽爾托（de Certeau, 1984）對空間所提出的「戰

略」（strategy）和「戰術」（tactics）等概念，進一步闡釋北京和臺

北雙方如何在充滿各種內部性和外在性雙重張力的兩岸空間裡來進行

「九二共識」的展演博奕。從兩岸整體格局來看，空間戰略（spatial 

strategy）部署是北京當局在兩岸關係建構宰制性權力的路徑，而空

間戰術（spatial tactics）運用則是目前臺北方面在兩岸空間博奕過程

中所能採取的有限行動策略，即在一個以北京權力戰略宰制範疇的空

間中不斷地來回穿梭、遊走、閃躲、隱身、暫停和突襲，就像打游擊

戰一般隨時隨地尋找、掌握相對有利的位置來建立屬於臺北的活動和

生存空間。基本上，「九二共識」的展演論述對北京而言是一種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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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的意識形態工程部署，但對臺北而言卻只能是一種空間戰術的話

語敘事技術運用，因而從對「九二共識」的展演論述中，可以看出雙

方在兩岸空間戰略與空間戰術上的對峙與周旋。然而，兩岸雙方各自

的空間戰略或空間戰術的實踐還有賴於兩岸空間內所有參與者和他者

關係在「九二共識」作為中介下，進一步將兩岸空間的想像性

（imaginary）、符號性（symbolic）和物質性（materiality）或真實性

（reality）三者予以再接合、再建構。 

 

貳、當代兩岸關係研究途徑的空間轉向視角 

一、 建立空間化兩岸關係的詮釋模式：以空間意識為基礎的多重辯證

法則 

近 30 年來，空間的概念已逐漸被導入到社會科學的各個研究領

域之中，並且成為社會理論的一個重要發展方向，這種現象被稱為

「空間轉向」（spatial turn），也就是將空間概念導入社會理論或以

空間思維來重新審視社會（Crang and Thrift, 2000），因而地理學的想

像力便成為社會理論的重要構成部分（Gregory, 1994）。故空間轉向

便成為近年來社會科學領域中各種課題研究的一個嶄新視角，並被視

為是社會科學研究的一種「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而這個轉

向也為當代兩岸關係的研究途徑提供了另一種全新的視野和思路進

程，此將有助於建立一種空間化兩岸關係（spatializing cross-straits 

relationships）的新型詮釋模式。 

在兩岸關係研究途徑上的空間轉向，導入空間想像力將有助於為

重新思考兩岸關係提供另一個全新的切入點，而空間性（spati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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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作為洞察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分析概念。因此，兩岸關係研究如

何 進 一 步 被 理 論 化 ？ 兩 岸 空 間 性 的 轉 型 是 向 上 重 構 （ upscaling 

reconfigurations）或向下重構（downscaling reconfigurations）？臺北

在北京「一個中國原則」下不斷被逼索，日益被迫逼近「一個中國」

的框架。特別是在 2008 年馬英九總統執政時提出「九二共識」之

後，兩岸先後簽定了 ECFA 等 23 項協議，臺灣已更進一步往「一個

中國」框架躍進，從而更貼近兩岸空間的縫合與同一。惟自 2015 年 4

月時任民主進步黨主席的蔡英文被提名為總統參選人之後，先後提出

「維持兩岸現狀」及「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推動兩岸關係，其至

今並未承認「九二共識」，故臺灣在兩岸關係上應以何種「兩岸互動

新模式」（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17）來與中國大陸進行交流？兩岸

空間的重構是縫合（suture）或分斷（division）呢？諸此，均有賴於

在兩岸關係研究上的空間轉向來進行嘗試性的回答。 

基本上，兩岸關係可被視為是一個由各種內、外部因素所聯動促

進組合而成的特定空間體系，除了各種的國際因素之外（特別是美國

因素），其主要係由兩岸間的特殊歷史背景、社會結構、經濟體系、

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及其聯合所形成的複合性關係，再加上臺灣內部

的統獨意識和北京的「一個中國原則」對臺政策指針所共同塑造而成

的，因而探討兩岸的空間生產、再生產是理解兩岸關係發展的關鍵。

惟就空間轉向在當代兩岸關係的課題研究上，其 具意義的是空間作

為權力與資本的出現，因而兩岸空間是一種社會建構的產物，而不是

先驗的自然給定（given），故兩岸問題可透過跨兩岸的政治、經

濟、社會和文化行動來改變解決，首先是分析兩岸間的空間特性及差

異，其次是從空間的角度探討兩岸空間生產是否體現了空間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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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justice）（Soja, 2010: 4-9）的精神。 

在方法論上，空間轉向標示著一種新的理論態度和研究途徑，其

迥異於以進化論為基礎、時間為向度的歷史研究途徑，而以空間意識

（spatial consciousness）為基礎的空間理論則強調了地理、景觀、主

體和文化的多樣性及多元性，其採取了一種動態、辯證、進程性的批

判論述分析方式，甚至提出一種以關係和過程為核心的「多重辯證法

則」（Dialectics in Multitude）（王志弘，2009：10）。故其可揭示

兩岸空間所具有的歷史特性結構是如何被生產和再生產，以及如何透

過兩岸當局的政治角力而被不斷地重製與再現。進入空間轉向之後，

空間不再被視為是靜態的背景（static background），而是一個模塑理

念、信仰、原則和價值的鬥爭場域（arena of struggle），其被理解為

動態的、關係的、能動的，而與具體化和生活經驗相互交織著，並涉

及了社會和文化生活的每一個場域（Gunderson, 2014）。就此而言，

兩岸關係不僅是一個具有地理、景觀的物質性空間，同時也是一個融

合政治工程、軍武格局、經濟體系、社會結構、文化系統、生活方

式、心理認知和意識形態等非物質空間之綜合性的空間重構與建構過

程。 

二、 兩岸空間的再疆域化與尺度重構化：超越「一個中國原則」的疆

域陷阱 

面對當代「國家主體性地理」（geographies of statehood）的發展

新 趨 勢 （ Brenner, 2004: 448, 454 ） ， 關 於 兩 岸 空 間 的 再 概 念 化

（reconceptualization），至少引發了兩個主要的問題思考面向。首

先，是兩岸空間的再疆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問題，即兩岸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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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的意義與功能必須重新被反思、檢視，因而邊界不能再被視為是

國家主權排他性的區隔指標；其次，是兩岸空間的尺度重構化

（rescaling）問題，兩岸有關國家權力的尺度性組織或象徵體系也不

能再被視為是一個被預先設定的背景結構，尤其是像「一個中國」這

樣的權力象徵框架尺度，其業已干擾並限定，甚至阻斷了兩岸空間的

全面性發展，因而必須進一步被打破、揚棄、超越。易言之，兩岸關

係的空間發展必須超越「一個中國原則」的「疆域陷阱」（territorial 

trap）（Brenner, 2004: 448）。 

同時，理解兩岸關係的空間再生產或兩岸的空間實踐，尚須透過

「空間網絡—空間展演」（spatial network/spatial performance）的模

式來進行分析（Expert et al., 2011: 7663-7668; Barthelemy, 2014: 51-61; 

Smitheram, 2011: 55-69），而在 2008 至 2016 年八年間對「九二共

識」的敘事展演，正是兩岸國、共當局雙方企圖重建兩岸空間感

（sense of space）的一場經典的空間建構展演。因此，如果將空間實

踐、空間展演和空間建構的概念與兩岸關係研究予以結合，即討論有

關「一個中國」主權象徵化論述這種權力運作或展演，係如何地透過

「九二共識」的敘事展演而被反映、被安排、被塑造或被擺置在兩岸

關係的空間秩序（spatial order）建構之中。基本上，對「九二共識」

的建構展演涉及到兩岸敘事的空間轉換，亦即透過一種語言表述的空

間形式來改變兩岸空間的原型意象，進而達到改變兩岸民眾的心理認

知空間和社會的生活空間形態，而這也將更加強化兩岸的空間接近性

（spatial proximity）和空間連接性（spatial connectivity），甚至會更

進一步地塑造「兩岸化」（cross-straitization）的空間感。 

長期以來，北京當局一貫地以「一個中國原則」全面向臺灣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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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求」（calling）、進行「召喚」（summon），致使整個國際空

間和兩岸空間都處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呼求之中，因而使得臺灣方

面處處備感被逼索、被壓迫，國際生存與活動空間被大幅壓縮、限

制。惟北京不斷地提出「一個中國」的空間想像或呼求時，其對臺灣

是否具有「空間認同」（spatial identification）的召喚意義？實際

上，臺灣在近、現代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已分別歷經了日本帝國主義殖

民統治及國民政府內部殖民（internal colonialism）治理的內化認同

（internalized identity）（Khanna, 2011: 15, 48），並建構了臺灣主體

意識和中華民國主體意識，因而在兩岸關係上獲取了足以和中國大陸

進行不對稱抗衡的相對主體性。蓋「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論述敘

事，對臺灣而言則成了一種離散認同（diaspora identity）與權宜性的

偏安之計，而呈現為一種既聯結又斷裂的空間想像，亦即在法理上

（de jure）中華民國的主權宣示仍然含蓋全中國大陸，但在事實上

（de facto）治權卻僅及於臺澎金馬地區，因而臺灣方面對「一個中

國」的離散敘事（diaspora narrative）即成為一種「錯置的『返家』

之旅」（displaced “homeward” journey）（Hall, 1990: 232），在兩岸

交流互動過程中，令臺灣在地的主體意義只能以想像的方式書寫在對

岸遠方的「他地」。 

當今，在兩岸關係的空間再生產過程，包括了「兩岸化」過程中

的資本支配問題、兩岸產業分工發展的地理不平衡問題、資本跨兩岸

逐利問題，即資本積累的空間修補問題、兩岸交流頻密所產生的兩岸

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問題，以及兩岸空間象徵符號體

系的重構問題等等。但如果從空間轉向的角度來看，兩岸空間生產主

要 存 在 著 市 場 化 、 資 本 化 和 主 權 象 徵 化 （ symboliz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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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vereignty）等問題，惟囿於兩岸關係的特殊性，市場化和資本化僅

能被視為是兩岸空間再生產的中間變數（intervening variable），唯有

「 一 個 中 國 原 則 」 的 主 權 象 徵 化 問 題 才 是 自 變 數 （ independent 

variable），故本文擬從主權象徵化的角度來進行分析，包括主權去

象 徵 化 （ de-symbolization ） 和 主 權 再 象 徵 化 （ re-symbolization ）

（Laïdi, 2007: 36-37），以探討兩岸關係的空間再生產問題，即剖析

近 30 年來兩岸當局如何建構展演「九二共識」，以再現跨兩岸空

間。 

 

參、兩岸空間再現與再現空間的政治化辯證發展進程 

一、 兩岸關係的獨特空間性─主權意識的爭辯：不均衡空間結構的

「排斥地景」 

由於受到歷史因素的影響，從明鄭、清領、日治到國共隔海分

治，長期以來，跨兩岸地景就一直呈現著異質並陳、斷裂、抵抗、逸

脫、不均衡的空間結構，而不是一個均質統一的一體化空間，屬於一

種典型的「排斥地景」（landscape of exclusion）（Sibley, 1995: ix）

形式，因而在跨兩岸的空間實踐過程中，無論是疆域化的劃界或去疆

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跨界都牽動著兩岸間或國際間的權力角

力。因此，要探討兩岸的空間再現（the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與再

現空間（space of representation）的政治化過程，就必須從知識和權

力的空間化趨勢來進行理解。也就是說，有關兩岸空間的建構或解

構、生產或再生產都必須鑲嵌到兩岸關係的知識話語論述與權力操作

網絡之中。實際上，空間不僅是權力運作的基礎、場域或媒介，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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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權力實踐的重要機制，至於權力的運作則和知識的產製與積累是

直接相關連的，蓋知識體系為權力在空間上的運作提供了合法性的基

礎（Foucault, 1980: 52, 95-96, 149），亦即空間再現的知識生產可為

再現空間的權力操作提供一種道德辯護上的正當性與合法性。 

基本上，當今的兩岸關係具有一種獨特的空間性—主權意識的爭

辯，並被高度象徵化為「一個中國原則」的論述話語。也因此，無論

是兩岸的空間再現或再現空間都是一場場充滿權力角力的政治化過

程，惟受到兩岸雙邊「綜合國力」規模量體和權力不對稱的影響，在

兩岸關係的空間再生產過程中，交織了兩岸當局在空間戰略部署與空

間戰術運作上的高度權變操作特性。亦即，兩岸空間性具有特定的歷

史形態，而當今兩岸的空間結構乃體現為一種「歷史遺留」的兩岸空

間地理分裂，以及在兩岸當局意圖重構或改變現況空間的「突現性

（emergent）政治策略」之間，所存在著潛在衝突性抗衡的張力。因

而當前兩岸空間性的重構不僅是不均衡的、非連續性的，而呈現為一

種歷時性堆疊積累的過程，亦即兩岸雙方在不同時期所推動的對臺政

策或大陸政策都會堆疊在既存的兩岸空間上，所以在任何歷史節點上

的兩岸空間都會呈現為一種多層堆疊的疆域鑲嵌（territorial mosaic）

或「局部疆域複合」（localized territorial complexes）的現象（Jones, 

2002: 15）。 

根據列斐伏爾（1991a: 33）對空間再現和再現空間的界定，所謂

空間再現所指涉的是與生產關係及和這些關係所加諸的「秩序」有

關，因此與一套知識、符號、符碼和正面的（frontal）關係相關，這

是一個屬於支配的空間，也是一個概念化的空間，亦即是一個「抽象

空間」（abstract space），像「一個中國」的想像疆域；至於再現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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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則體現了複合的象徵意義，有時候編碼、有時則否，有時與社會生

活的隱密或隱藏底面（underground side）相連結，這是一個屬於被支

配的空間，同時也是一個抵抗的空間、對抗空間（counter space），

是一個生活上的真實空間，亦即是一個「具體空間」（concrete 

space），如當今分斷的兩岸空間。雖然，抽象空間試圖對具體空間

進行支配，但實際上，即便是在空間再現的支配場域中，被支配的行

動者也可以從抽象化的知識體系或敘事展演的論述中去辨識客觀情

勢，從而尋找出自我的主體定位（subject position），以及找到任何

可能的抵抗路徑；同時，在再現空間的抵抗場域中，無論是象徵或未

編碼的行動者，卻也未必都具有抵抗性，這反而是一個充滿政治性的

鬥爭場域，因此無論是支配或反抗的力量，都試圖爭奪或挪用

（appropriate）這個空間場域。 

二、 兩岸空間再現的政治化過程：「九二共識」對兩岸真實空間、象

徵空間和想像空間的再接合 

列斐伏爾強調，空間再現具有實質的影響力，其不但介入而且還

改變、調整了原本由一套有效的知識體系和意識形態所支撐的既有空

間組織（spatial texture）。因此，空間再現對於空間的生產，必然扮

演著一個具實質性的角色和發揮著特殊的影響力。基本上，空間再現

係藉由建構的方式來介入既有的空間組織，而這也是一項鑲嵌於空間

脈絡裡的計畫（Lefèbvre, 1991a: 42）。總體而言，整個介入過程，就

是一種權力運作的過程，而權力的運作恰恰是具有生產性的，故其不

但能夠建構主體，同時還會形成一套特定的知識體系並產生論述

（Foucault, 1980: 119）， 終甚至形成為具宰制性的官定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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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兩岸的「空間再現」，係指兩岸空間形式與意義的呈現方

式，其統攝了一套符號象徵體系、概念和思維方式，從而涉及到兩岸

雙方在知識話語、意識形態和權力上的對話與角力。也就是說，兩岸

的空間再現是一種概念化的空間，其指涉了兩岸間權力關係、知識體

系和空間性的配置問題，並形成為一套言詞符號（verbal sign）系

統，這是兩岸執政當局以構想（conceived）來辨識兩岸關係的生活

（lived）和感知（perceived），同時也是兩岸關係裡政府官僚、技術

專家和學者知識分子們等知識精英的主導空間，更是主流社會秩序的

正當性基礎（Gregory, 1994: 403）。有關兩岸國共當局在「九二共

識」空間再現的建構展演，不僅是兩岸間一種抽象系統支配性力量的

較勁，並構成為兩岸權力角力的鬥爭場域。 

回顧自 2008 年 5 月馬英九總統執政以後，兩岸的空間再現出現

了重大的變化與轉折，那就是主張、接受、承認「九二共識」，並以

「九二共識」作為重構兩岸空間再現的論述基礎，其已在兩岸社會和

空 間 尺 度 上 ， 投 射 出 另 一 種 新 的 兩 岸 認 知 繪 圖 （ cognitive 

mapping），透過這個認知繪圖，臺灣重新調整自身在兩岸關係上的

定位，並藉此重新獲得和北京折衝的能動性。就此而言，「九二共

識」對臺北來說，是一種防衛性的、抵抗性的、政治性的兩岸空間再

現形式。因此，如果從「再現政治」（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的觀

點來看（Hagey and MacKay, 1994: 106-109），無論是兩岸的空間再

現或再現空間，都是政治角力和權力鬥爭的場域，同時交織著北京宰

制力量與臺北抵抗力量的高度張力，從而體現為一種「空間再現的政

治」（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of space）和「再現空間的政治」

（politics of space of representation）的場景（王志弘，20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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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也是承認、接受「九二共識」後，兩岸空間所呈現出來的另一番

全新的發展景觀。 

列斐伏爾指出，「空間再現有時將意識形態和知識結合在（社會

空間）實踐過程中」（Lefèbvre, 1991a: 45）、「空間再現是透過知識

（savoir）來投射的，也就是一種理解（connaissance）和意識形態的

混 合 ， 但 這 總 是 相 對 性 的 ， 而 且 是 一 直 處 在 變 遷 的 過 程 中 」

（Lefèbvre, 1991a: 41）。因此，在 2008 至 2016 年這八年間，「九二

共識」乃成為兩岸關係空間再現中，行動主體認知繪圖的意識形態基

礎，而這同時也是一種政治性、策略性或教育性的再現，從而進一步

地重構及再接合（re-articulations）兩岸關係的真實空間（real space）

─地理上分斷的臺灣與大陸、象徵空間（symbolic space）─符號上

分立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想像空間（ imaginary 

space）─論述上分歧的一個中國，其中特別是關於「一個中國」的

想像空間之建構，而這也正是主體能夠在其中定位自我的界域，特別

是 讓 某 些 個 別 的 主 體 （ 如 統 派 人 士 ） 得 以 擁 有 情 境 的 再 現

（situational representation）（Jameson, 1991: 51）。 

自 2008 至 2016 年間，「九二共識」作為兩岸空間再現的展演文

本或展演戲目，其蘊含了一套有關「一個中國」論述話語的知識體系

和「大一統」價值觀的意識形態，同時也顯示了其在兩岸關係上作為

系統化知識的支配性與控制性力量，以及發揮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遮

蔽和填補的功用，並重建了臺灣主體性的象徵化和符碼化場域。而在

整個「九二共識」論述展演的空間再現過程中，兩岸間無論是特定知

識體系的建構或特定話語的敘事展演，如「兩岸同屬一中」或「兩岸

一家親」、「一中各表」、「各表一中」或「一中共表」等等都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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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權力的操作過程，而這一切都在兩岸交流的具體時空中來進行持續

性的建構展演，兩岸間不斷地藉此相互吸納、排斥和交融的動態發

展，交織成兩岸持續變化的空間紋理，至於「九二共識」所形塑的兩

岸地景形貌，則呈現為兩岸間不對稱的權力關係，以及臺北方面必須

不斷地力求抗衡北京的空間逼壓與積極尋找外交出路（如馬政府推行

的活路外交）的空間景觀。 

三、兩岸再現空間的政治化過程：「兩岸化」再現空間的「再內地

化」與身分認同協商 

列斐伏爾表示，再現空間「再現了複雜的象徵作用，有時候有編

碼，有時候沒有編碼」（Lefèbvre, 1991a: 33），「因而再現空間可以

說是，傾向於或多或少具有連貫性的非言詞象徵與符號的系統」

（Lefèbvre, 1991a: 39）。在再現空間的場域裡，身體與想像彼此緊密

地相連著。也就是說，再現空間係納入我們日常生活經驗和生活方式

的感官、想像、情感與意義的生活空間（Harvey, 2006: 129-130）。

基本上，再現空間是一個透過相關意象和象徵而被直接生活出來的空

間，是使用者的空間，同時也是一個被支配的空間，是主體消極而被

動體驗到的空間（王志弘，2009：4），這是一種「兼具真實與想

像」（ real-and-imagined） 的 第 三 空 間 （ third space）形態（ Soja, 

1996: 11-14）。 

基本上，第三空間是一個「他者空間」（other space），是一種

解放性的實踐，並以有意義的方式，透過對空間的意識和設計來改善

世界，故其被界定為理解和改變人類生活空間性的他者化方式，是一

個對他者保持無限開放的空間，也是一種新模式的批判性空間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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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將傳統「非此即彼」（either/or）的封閉性邏輯，轉換為「兩兼

其外」（both/and also）的開放性思維，而適應於空間性—歷史性—

社會性之三元辯證法的範圍和意義，所以這個再現空間是一個海納百

川式的超越性場域，同時也是一個「社會鬥爭的空間」（Soja, 1996: 

60-61, 68）。因此，索雅（Soja, 1996: 68）強調，空間的生產是一項

政治工程，其具有試圖改變空間的潛能，因而得以成為抵抗霸權支配

性力量的抵抗空間。 

馬英九政府時期的兩岸再現空間乃是兩岸官方、人民在空間實踐

過程中，基於兩岸的族性認同、文化的接近性、歷史的同源性、經貿

的互賴性、兩岸關係的一體性和差異性，以及在兩岸互動交流過程中

所產生的各種意義與詮釋網絡，是兩岸關係轉化過程的創造性共同體

之建構。與此同時，兩岸再現空間的生產也可以是改變既存空間的計

畫，形成反對空間，以抵抗優勢空間的論述與支配。再者，如果從空

間權力的視角來看，再現空間就是一種透過新空間的創造來改變既有

空間的政治條件，這些作法包括經由個人經驗的差異而再現已建構的

空間、以轉換（diversion）或重新占有（re-appropriation）的方式來

創造新空間，以及透過空間自身的自我繼承、重組既有的條件來超越

自身的限制，從而增加新的要素而再生，亦即經由空間自身的不斷轉

換來創造新的空間（黃應貴，1995：19）。因此，兩岸空間的再現、

轉換、重新占有，以及空間本身要素的轉化等方式，都成為臺北抵抗

北京或北京宰制臺北的空間策略路徑。 

過去在 2008 至 2016 年的八年間，展演「九二共識」實為兩岸空

間再現的政治化過程，並在以其作為共同政治基礎的前提下，兩岸間

半官方或民間，乃至是官方層級的各項交流、合作都更加地頻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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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也更強、範圍更擴大、層次更提升，從而使得兩岸關係的空間再生

產，出現了一個更緊密的、「兩岸化」的再現空間，並為所有參與兩

岸活動的行動者，特別是赴中國大陸發展的臺商、臺灣藝人或臺灣民

眾提供了「再內地化」（re-mainlandization）的另一種身分認同，這

是一種新的「認同協商」（identity negotiation）（Swann and Bosson, 

2008: 448-449），而這種另類身分認同在逐漸兩岸化的兩岸日常生活

空間也漸次產生了新的建構作用，甚至出現「自我邊陲化」的現象，

例如為數不少在中國大陸發展或須以中國市場維生的臺商、臺灣藝人

常自稱係來自「中國臺灣（省）」的中國人，甚至稱大陸為「內

地」，並自稱臺灣為「島內」。基本上，這個兩岸化的再現空間對臺

灣而言，則不僅是一種狹隘型的「縫隙空間」（interstitial space），

同時也是一個異化空間（alienated space），惟如此一來，臺灣在兩岸

關係上的角色定型（stereotype）反而否定了在臺灣的中華民國作為

「一個中國」主體者的地位之可能性，背離了中國國民黨一貫所主張

的「一中各表」之「九二共識」。 

 

肆、兩岸間對有關「一個中國」的語言遊戲 

一、 兩岸間對「九二共識」的演繹論述：「一個中國」語言遊戲的建

構展演歷程 

蓋自 1992 年 10 月 28 日海基、海協兩會在香港進行工作性磋商

後，雙方並未就北京方面所提出的「一個中國原則」問題達成任何具

體的共識，惟會後兩會持續在 11 月 3 日和 16 日以函、電方式往返溝

通，雙方鑑於「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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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

（臺北表述），以及「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

家的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

涵義」（北京表述），故就「一個中國」問題，兩會約定「以口頭聲

明方式各自表達」的不成文意向性默契，並在此諒解的前提下開啟翌

年四月在新加坡舉行的第一次辜汪會談及日後兩岸暢旺的民間交流活

動，正式翻開兩岸關係歷史性的一頁。而 1992 年兩會這個溝通協商

的結果，也在日後被蘇起於 2000 年 4 月在卸任陸委會主委前夕，將

之概稱為「九二共識」（蘇起，2003），爾後該詞則被兩岸一直沿用

至今。 

夫 1992 年 11 月兩會所達成「以口頭聲明方式各自表達一個中

國」的互動交流默契，11 月 18 日聯合報即以標題「一個中國各自表

述  兩岸存異求同」進行大幅報導。惟 1994 年 4 月 14 日李登輝總統

針對兩岸關係指稱，「現階段是中華民國在臺灣，中華人民共和國在

大陸」，在國統會上又強調「臺灣與大陸分別由兩個互不隸屬的政治

實體治理，形成了海峽兩岸分裂、分治的局面」（觀察家，1999）。

迨 1995 年 8 月被時任海基會秘書長焦仁和將 1992 年兩會會談概括為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而此一說法初始並未被北京當局所否認或

反對。惟歷經 1995 年 6 月李登輝總統赴美國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進行非官方私人訪問，並在歐林講座演講中十七次提到

了「中華民國在台灣」（中華民國總統府，1995），訪美期間李登輝

並再度提出「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一個中華民國在台灣」，

之後因而爆發第三次臺海危機，而北京官方亦始於 1996 年 11 月首次

正式否認「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說法。至 1997 年 5 月 14 日時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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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表示，「海協與海基會 1992 年就在兩

會事務性商談中『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達成了口頭共

識，這一共識並未涉及『一個中國』的涵義。」（中共中央臺灣工作

辦公室、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1997），這是北京方面首次明確提

出兩會在 1992 年已就「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達成口頭

共識，即兩會達成的共識是「各自表述一個中國」。 

迄 1998 年 10 月 14 日兩會再度恢復對話協商，並於上海舉行第

二次辜汪會談，臺灣方面希望透過這次參訪活動，企圖從戰略上「在

國際上塑造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形象，彰顯與大陸分治、對等」的兩岸

關係（曾薏蘋，2022），但會後卻再次陷入北京「世界上只有一個中

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國際大外宣，而這也迫使李登輝總統在

隔（1999）年 7 月 9 日拋出「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

殊的國與國的關係」的「特殊兩國論」（中華民國總統府，1999），

以破解北京「一個中國原則」的桎梏枷鎖，而兩岸關係亦自此急轉直

下、全面陷入惡化中。及至 2000 年 4 月蘇起以創造性、建設性模糊

的「九二共識」一詞來包裝「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蘇起，

2003），試圖超越「一個中國原則」障礙，隨後中國國民黨並將「九

二共識」寫入黨綱之中。 

惟此際適逢臺灣政黨輪替，甫上任的陳水扁總統並不接受「一個

中國，各自表述」或「九二共識」，而僅僅只談「九二精神」，亦即

兩岸進行「對話、交流、擱置爭議」的精神（陳水扁，2000；周嘉

川，2000），並強調這是兩岸間「沒有共識的共識」，甚至更進一步

指出，「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就是消滅中華民國」（楊羽雯，

2001）。2001 年 9 月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指出，「把兩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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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看作為一個國家內部的事務」，「希望臺灣當局領導人順應歷史

潮流，認識到分裂是沒有出路的，接受一個中國原則，承認『九二共

識』，這樣兩岸就可以平等協商對話」（中國臺灣網，2001）。2002

年 1 月錢其琛再指出，所謂的「九二共識」是指 1992 年海基與海協

兩會「達成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

共識」，並重申「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

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這是海峽兩岸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

共同基點」（中國新聞網，2002）。 

迨至 2005 年 4 月，時任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赴中國大陸進行「和

平之旅」，並於 4 月 29 日與時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

胡錦濤進行會晤，會後雙方共同發布〈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同

意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推動兩岸談判（新華網，2015），而這也

是北京官方首次在正式文書中使用「九二共識」一詞。同時，當年 6

月海協會即編纂出版《「九二共識」歷史存證》乙書，全面系統性地

闡述中共官方對「九二共識」的觀點，並定調所謂的「九二共識」就

是「兩會達成了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

則』的共識」（海協會，2005）。 

之後，胡錦濤在 2008 年 3 月 26 日於致電美國小布希（George 

Walker Bush）總統時表示，兩岸雙方應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恢

復協商，新華社英文新聞稿將「九二共識」（the 1992 consensus）闡

釋為「which sees both sides recognize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but agree 

to differ on its definition」（Xinhua, 2008），而這也被國民黨解讀為北

京版「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2008 年 5 月臺灣第二

次政黨輪替，馬英九總統就任後即確立以「九二共識」作為推動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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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的基礎，其對「九二共識」的解釋是「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

國』原則，其涵義可以口頭聲明方式各自表達」，即「一個中國、各

自表述」，也就是所謂的「一中各表」，而這個「一中」就是表示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總統府，2008a；2008b）。 

2008 年 12 月 31 日胡錦濤在《告臺灣同胞書》發表三十周年的講

話中，將「九二共識」視為「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兩岸在

事關維護一個中國框架這一原則問題上，形成共同認知和一致立場」

（胡錦濤，2008）。2012 年 11 月胡錦濤在中共十八大報告中再度提

到「九二共識」，強調「兩岸雙方應恪守反對臺獨，堅持九二共識的

共同立場，增進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共同認知」（胡錦濤，2012）。 

2015 年 11 月 7 日兩岸 高領導人馬英九總統與習近平主席在新

加坡舉行「馬習會」，雙方再度肯定「九二共識」是兩岸共同的政治

基礎及共識。馬英九總統在會面的開場談話中指出，「海峽兩岸在

1992 年 11 月就『一個中國』原則達成的共識，簡稱『九二共

識』。」（馬英九，2015a）；隨後其在正式會談中再度重申其一貫

的立場和主張，強調「九二共識」的內容是「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

中國』原則，其涵義可以口頭聲明方式各自表達」，「這就是『一中

各表』的『九二共識』。」（馬英九，2015b），兩岸已認知「互不

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的互動原則（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2015）。但在 2017 年 7 月 20 日中國官媒《新華社》所公布的新版

《新華社新聞資訊報導中的禁用詞和慎用詞（ 新修訂版）》，即明

確規定大陸媒體在處理「九二共識」相關報導時，不得使用「九二共

識、一中各表」一詞（新華社，2017）。 

2017 年 10 月，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的報告中指出，「一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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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是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明確

界定了兩岸關係的根本性質，是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關鍵。承認

『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兩岸雙方就能開

展對話」（習近平，2017）。2019 年 1 月 2 日習近平在《告臺灣同胞

書》發表四十周年的講話中再指出，「兩岸雙方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

上達成『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九二

共識』。」（習近平，2019）至此，「九二共識」被轉換成兩岸共謀

「國家統一」的共識。2021 年 10 月 9 日習近平在「紀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大會」上再度重申堅持「九二共識」，「堅持『和平統一、一國

兩制』的基本方針，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推動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習近平，2021）。 

針對今年 7 月 26 日中國大陸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在「『九二共識』

30 周年座談會」的講話，我方大陸委員會隨之回應，中共當局定義

「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企圖否定中華民國主權，臺灣從

未接受，這更非兩岸關係本質。陸委會強調，「過去以來，兩岸在政

治主張上從未達成任何共識」（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22）。 

總的說來，1992 年兩岸間在「一個中國」的問題上，只能說是

雙方有諒解，但無共識。在接續的三十年來，兩岸雙方就此諒解在不

同階段有各自的解讀、各自的論述，進而各自建構展演成一套「九二

共識」的戲目。北京方面將九二年香港會談的結果及後續發展演繹成

「雙方以口頭聲明的方式確認『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

則』」，再進而定調為「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 1992 年兩岸

兩會所達成的共識，之後更進一步宣稱「九二共識」是「雙方均堅持

一個中國原則、堅決反對台獨的共識」，確立兩岸關係是「大陸和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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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同屬一個中國」的根本性質，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共同認知和一致

立場。 終，「九二共識」被定義為「兩岸雙方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

上達成『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共

識，簡稱「各表一中」，惟值此香港會談屆滿三十年之際，中國全國

政協機關報《人民政協報》更進一步發表〈正本清源！“九二共識”

不容歪曲〉專文，強調「九二共識」只有「一中」，沒有「各表」

（高揚，2022），一槌定音。而臺北方面的國民黨則一直堅稱所謂的

「九二共識」即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一中各表」；至於民

進黨自始至終則完全不承認、不接受兩岸間有所謂的「九二共識」存

在。 

二、 「九二共識」展演論述對「一個中國」的再意義化：兩岸交流實

踐過程中的「和解修辭學」和「行為意識形態」 

如果從「九二共識」的語言空間或文本空間，以及兩岸故事（歷

史）的物理空間和兩岸民眾的心理空間等面向，來分析當代兩岸關係

中有關「一個中國」的空間形式，則可以發現「一個中國原則」的論

述話語是當今北京當局在兩岸關係上唯一的空間書寫方式，這同時也

是一種宰制性論述（dominant discourse），而「一個中國」的一體化

總體空間形式則是其所欲建構的後兩岸關係之「霸權空間」。然而，

透過對「一個中國」的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臺北方面是否得

以挪用「一個中國」的符碼，繼而展演、建構出一套對抗敘事

（counter narratives），從而改變兩岸空間的部分實質意義與內涵，

並將北京的「一個中國原則」轉化為「各自表述」，進而在兩岸空間

的重構上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跨兩岸空間書寫（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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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或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轉變為對中華民國的在地空

間之意義塑造。也就是說，透過對「一個中國」的再意義化（re-

signification）的話語實踐以維持兩岸的對話關係，並在對話中藉由對

「一個中國」話語意識的挪用，以解構北京宰制性話語的制約性結

構，從而據此接合出另一個對等的兩岸話語權，並將「九二共識」的

展演論述視為兩岸的「和解修辭學」（rhetoric of reconciliation）

（Fairclough, 2000: viii），以營造一個兩岸和平與發展的穩定環境。 

哈維（Harvey, 1990: 265; 1996: 296）認為，空間重組（spatial 

reorganization）是後現代時期的核心議題，而空間與空間的生產則是

社會權力的源泉，因而空間便成為階級或權力鬥爭的重要場域，故空

間秩序的改變會直接影響社會權力的重新分配。哈維指出，空間組織

不僅具有其內部轉型和建構的自身法則之獨立結構，而且還鑲嵌在更

廣泛結構的一套關係的表述上（Soja, 1989: 77）。因此，如何進行一

場有效表述的語言遊戲將攸關著空間再生產的進程與內容。賽爾托

（1984: 39）則指出，如果將語言視為是一種「符號」來作理解時，

那麼大凡對思想和行為的思辯，就必須跳脫「正統」（proper）所局

限的某些理性之外。基本上，言語作為一種行為或實踐，從屬於「語

言」作為一個系統的概念和論述的基礎，而在主體的實踐互動過程

中，不但產生了符號的創造性（symbolic creativity），同時也會進一

步形成為一種新的權力關係。 

就兩岸空間的再生產而言，「九二共識」並非兩岸間在認知上所

凝聚的一個真正共識，而是兩岸間在建構展演「一個中國」問題上的

一種政治性語言遊戲，或更具體地說是一個再現跨兩岸空間的展演戲

目，從而形成為兩岸交流實踐過程中的一種「行為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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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al ideology）（Clark and Holquist, 1984: 183）。根據維根斯

坦（Wittgenstein, 1980: 59, 84）的觀點，語言不僅是一種遊戲，同時

也是對真實世界的「擬態再現」（mimetic representation），而具有

其內在的規則，因而在不同場合中的語言分別具有不同的遊戲規則。

更具體地說，語言是鑲嵌在社會實踐或生活形式之中，而意義也唯有

在該形式的脈絡中才能被理解。也因此，語言的元素或語句的意義都

必須在遊戲（實踐）的脈絡中才能被充分地理解。所以，對所有參與

語言遊戲的參與者而言，唯有遊戲的規則對其方才是有意義的，因而

任何與「九二共識」相關的建構展演行動也必須被置放在兩岸空間這

個意義系統中才具有意義，故要理解當前兩岸關係的再生產，就必須

理解這些意義系統（行動的脈絡），也就是要了解這些語言中的遊戲

規則或潛規則，如「九二共識」中的一中原則或兩岸同屬一中的精

神。 

在馬英九總統執政的八年期間，兩岸當局均宣稱兩岸間存在著

「九二共識」，並以此作為推動兩岸交流、合作的共同政治基礎。如

果從解釋論（interpretivism）的觀點來看，「九二共識」是「有意義

的」（meaningful），亦即兩岸當局會採取此一行動，是具有一定的

「意圖內容」（intentional content）。也因此，我們必須依循這項行

動所屬的意義系統或脈絡來進行理解，即以一種「同理心的認同」

（empathic identification）的方式，採取「行動者對情境的定義」來

理解「九二共識」。此即北京當局企圖透過對「九二共識」的建構展

演，讓「一個中國」重新編碼再現，以獲取詮釋兩岸空間新的意義與

價值，其中 明顯的例子就是前中國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所提出的

「兩岸一國」的新解，強調「一個中國框架的核心是大陸和臺灣同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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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的關係」（賈慶林，2012），以作為

兩岸空間再現的想像環境（imagined environment）（Donald, 1992: 

417, 422-425），從而達到兩岸空間再配置的目的。 

此外，透過「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方式來解析

「九二共識」，即可了解兩岸當局對「九二共識」的表達方式

（utterance）是如何透過雙方的互動，形成為一種獨立於兩岸當局個

別言說者意向性的兩岸互動規範。同時，透過「九二共識」的敘事展

演，讓兩岸的「故事空間」（指行為或事件發生時當下的環境）和

「話語空間」（指敘事者所處的空間）之抽象意涵 （Chatman, 1978: 

96-106），得以在兩岸民眾的內心裡進行建構。也就是說，兩岸民眾

（特別是臺商，重量級者如郭台銘、王雪紅和張榮發等於 2012 年 1

月總統大選期間發言力挺「九二共識」）可以在「九二共識」文本的

虛構空間之基礎上，積極參與兩岸空間再生產的建構過程。在 2008

至 2016 年的八年間，「九二共識」已為兩岸的空間再結構化提供了

一個參考框架（frame of reference），雖然這只是一個「虛構的地

方」（fictional place）（Ronen, 1986: 421），但卻標誌了一種地誌座

標上的界線，而「九二共識」文本中的種種框架，包括臺北強調的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一中各表）和北京主張的「海峽兩岸各自

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各表一中）的內部

共識，乃相互交織構成了一個兩岸故事空間的總體結構形式。 

再者，如果從現象學（phenomenology）的角度來看（Ritzer, 

1992: 254-274 ） ， 首 先 ， 就 展 演 語 言 意 義 的 「 索 引 性 」

（indexicality）而言，馬英九政府所宣稱的「九二共識」之內函為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其中的每個字或整句話的意義，都必須從



50 東亞和平研究 第三期 111 年 12 月 

臺北執政當局的兩岸策政脈絡來進行理解；馬英九指出，1992 年兩

岸曾經達成「一中各表」的共識，故其接受一個中國，「但一個中國

是中華民國」、兩岸「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至於對一個

中國的表述，兩岸「雙方可以有不同表述」、但是「大家各自統治她

有效統治的那部分領土」，也就是「憲法一中」，亦即「中華民國的

有效統治區域是臺澎金馬，但根據憲法固有疆域還包括中國大陸，這

就是憲法一中」（田世昊等，2008；馬英九，2008; 2012）。也因

此，一中各表「一定按照憲法來表」，「不會表到一中一臺、兩個中

國、臺灣獨立」，「九二共識不但是兩岸共識」，也是「兩岸共同的

政治基礎」（徐珮君，2016）。 

其次，就展演行動與互動的「反身性」（reflexivity）來看，臺

北方面不僅是「說出了『九二共識』」，同時也是「實踐了『九二共

識』」，即藉由「一個中國」的語言遊戲，同時創造並鞏固了兩岸交

流的新規範及建立兩岸關係的雙重對位（double counterpoint）新框

架。同時，進一步從「九二共識」的反身性來看，兩岸當局的立場與

展 演 方 式 將 直 接 影 響 到 兩 岸 關 係 的 「 反 身 積 累 」 （ reflexive 

accumulation），因而兩岸關係的再生產與兩岸空間的重構將反身於

兩岸雙方的主體性，這種反身包括雙方對「一個中國原則」的理性自

我反思之「認知反身性」（cognitive reflexivity）─即兩岸所各自主

張的「一個中國」都不等同於「整體中國」（Whole-China），以及

兩岸當局如何自我詮釋「一個中國」和基於兩岸歷史關係詮釋的「認

同反身性」（identity reflexivity）─即兩岸所各自主張的「一個中

國」實屬一種互爭正統或法統的朝代情結（dynastic complex）共同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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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九二共識」的規訓：「一個中國」的再脈絡化及兩岸空間的尺

度重構化 

基本上，主體性是在語言論述中被建構的，而言說者則透過語言

所居處的位置之主動性與主控位置來建構自我的主體性（Benveniste, 

1971: 223-230）。因此，「九二共識」的空間再現形式，建構了「一

個中國」二元對立的權力關係，就臺北的國民黨政府而言，由於其主

張「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故「九二共識」便成為其企圖跳脫北京

一個中國框架的另一個權力再現空間。然而，就北京方面而言，從一

個中國原則的「全面治理」概念來看，無論是臺北當局（馬習會中的

馬英九）、臺商（如許文龍、王雪紅、郭台銘、蔡衍明、吳寶村等）

或臺灣藝人（如張惠妹、周子瑜、戴立忍、盧廣仲、歐陽娜娜、楊丞

琳等）的行動則已完全被安排在「九二共識」的「一個中國原則」的

設 計 之 內 ， 而 且 都 必 須 服 膺 於 「 一 個 中 國 原 則 」 的 規 訓

（discipline），無一例外或幸免，從而讓「一個中國」達到再脈絡化

（ re-contextualization）及兩岸空間「尺度重構化」（ re-scaling）

（Fairclough, 2006: 28-31, 55）的目的。 

易言之，在語言脈絡中展演「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尺度結構

及各個尺度結構之間關係的變遷」，其不只是在概念上的一種「兩岸

關係尺度結構體的建構」，也是兩岸關係尺度結構體與兩岸間各個次

級尺度結構體之間的一種全面性互動與變化關係，這種互動與變化導

致兩岸間各個次級尺度結構體都啟動了再脈絡化的過程。同時，在這

種新情境的脈絡下，兩岸間各個次級尺度結構體或個人，乃透過再詮

釋的實踐而更動了兩岸關係原有的「參考框架」。但在具體的實踐

上，「九二共識」仍然維持著北京作為支配者、臺北作為抵抗者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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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法展演模式，以及兩岸雙方對「一個中國」二元對立的權力關係，

陷入對「一個中國」話語不斷爭辯的語言遊戲中；惟在國際上，臺灣

過去無論是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或國

際民用航空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大

會，都是再現了臺灣從屬於中國的「一個中國原則」，從而體現「一

個中國」的再脈絡化。 

然而，兩岸當局長期來對「一個中國」的認知或主張，基本上是

一種「朝代情結」在知識上和權力上的「妄想結構」（paranoiac 

structure）形態（Olivier, 2008: 176-199），尤其是北京當局，其起點

是建立在中共建政的鏡像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華民國的鏡像）

所完成的黨國認同過程，北京當局採取「一個中國原則」的絕對空間

（absolute space）之完整形象，企圖以解決國際「外在現實」和兩岸

「內部現實」的不協調，亦即此乃北京政權對於兩岸空間的執念，妄

想在兩岸間建立一種政權與「空間實在」的複合關係。由於「一個中

國原則」是依據中國共產黨理想化自我的原型，是一個「完型」

（Gestalt）的結構，但也是一種權力「啞熟」（premature）的假象，

象徵北京「自我」權力的完全鞏固與穩定。但是，這種尋求「一個中

國」完整形貌的追逐卻是被一種「獨我」的絕對空間性所制約，反而

限縮了兩岸空間進行各種整合或接合的可能性。 

所以，北京當局所主張、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是對兩岸關

係的一種空間「誤識」（mis-recognition），是試圖通過對臺灣這個

他者（Other）的侵占慾望而發展出來的一體化空間結構圖像，而形

成為兩岸話語場域中一種「震耳欲聾的瘋狂論述」（Lacan, 2013: 

140）。因而，在北京「一個中國原則」的論述下，兩岸空間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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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疆域性」（state territoriality），並視兩岸關係的發展為國家空

間的重構（state spatial restructuring）進程，這也導致建構「一個中

國」空間的迷思，陷入了「國家作為主權空間的固定單位和作為社會

容器的疆域陷阱」之泥淖困境中（Agnew, 1994: 53）。以此觀之，

「一個中國」即是一種占據兩岸界限化地理疆域的封閉性象徵體系，

並將兩岸關係預設為靜止、固著及連續性的空間存在。但實際上，兩

岸空間性的地理必須被理解為兩岸關係持續變遷的前提、場域和結

果，一個兩岸不斷交流且充滿合作、衝突的競合動態演變之空間載體

（spatial matrix），因而兩岸空間性會隨著兩岸關係的發展變化而不

斷地轉化。 

再者，如果從展演性策略（performativity strategy）的角度來

看，在兩岸當局交互展演「九二共識」的對話語境中，雙方均企圖轉

化、挪用、再意義化和再脈絡化彼岸他者的話語意識，或將自我的表

述語言（一個中國原則）附加於他者的表述之中，從而使他者的表述

能為自我所用，並傳遞自我的意識形態， 終試圖將其轉換成另一套

論述秩序（兩岸同屬一中）。2008 至 2016 年間，兩岸當局對有關

「九二共識」的論述與展演，主要是透過對兩岸空間性的挪用與兩岸

關係相互建構於兩岸交流的日常生活實踐中來進行再生產，以及達到

對兩岸秩序的重構，這個建構展演至「馬習會」而達到遊戲的 高

潮，馬英九與習近平二人同時也因此而在兩岸關係上獲得了一定的歷

史地位與評價。事實上，「九二共識」的空間再現形式，讓「一個中

國」的語言遊戲得以不斷反覆地在兩岸的行動主體間相互建構展演，

從而建立起對「一個中國」的可能身分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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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兩岸國、共當局在「九二共識」上的立場與展演 

一、 「九二共識」文本性的差異：北京的單一文本封閉空間 vs. 臺北

的複義文本開放空間 

就「九二共識」文本的空間形式（spatial form）而言，北京當局

在態度和立場上，向來是堅定地採取單一文本（singular text）的封閉

空間，主要目的在揭示「一個中國原則」的中心主題，並再現「一個

中國」的跨兩岸空間形式；至於臺北方面的國民黨則採複義文本

（polysemic text）的開放空間（Neuendorf, 2001）—即「一個中國，

各自表述」。也因此，「九二共識」中的「一個中國」是能指

（signifier）的象徵體系，卻沒有所指（signified）的真實具體結構，

因而有關其文本的闡釋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和模糊性。相對地，兩岸

當局在建構展演「九二共識」上的立場和目的也大相逕庭，故雙方在

推動兩岸交流過程中均意識到「九二共識」文本本身的文本性

（textuality）之差異（Daghistany and Johnson, 1981: 48-60），臺北方

面強調了「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精神，而北京方面則堅持了「一

個中國原則」的立場。 

然而，如果從兩岸雙方對建構展演「九二共識」認同的結構接合

（ structural articulation ） 來 看 ， 其 基 本 上 可 區 分 為 慣 常 的

（ habitual ） 、 充 滿 幻 想 的 （ fantasy-imbued ） ， 以 及 積 極 改 變

（active-transformation）等三種形態（Born and Hesmondhalgh, 2000: 

35-37）。所謂慣常的認同，是指一個能讓兩岸民眾產生認同的意向

系統（system of dispositions）（Bourdieu, 1984: 56）；充滿幻想的認

同則是一種純然的想像認同（purely imaginary identification），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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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超越個人的集體層次上產生認同，可被視為是對「一個中國」或

「 大 中 國 」 的 一 趟 「 心 靈 之 旅 」 （ psychic tourism ） （ Born and 

Hesmondhalgh, 2000: 35）；至於積極改變的認同，是指兩岸雙方經由

彼此相互質疑、協調、再認識，以及如何在展演「九二共識」中預

示、協商和建構不穩定或新興的兩岸社會文化認同，從而重構兩岸間

自我與他者的邊界，並以想像力「預示、結晶化或出現潛能化時，形

成社會文化認同或聯盟的真正形式」（Born and Hesmondhalgh, 2000: 

35）。但實際上，由於臺北與北京對「九二共識」的認知不同、立場

互異、所指有別，故在建構展演的方式上亦大異其趣。 

基本上，我們可以將兩岸當局對「九二共識」的展演，視為是兩

岸邊界再建構的過程，從而展現為兩岸之間跨界與劃界的空間動態。

也就是說，兩岸的邊界是建構性的，兩岸雙方對兩岸邊界也有不同的

詮釋，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乃相對於兩岸邊界而被確認

的，但這也是建構的產物。所以，有關兩岸當局對「九二共識」的建

構展演，即透過對兩岸邊界的構築與界定、開啟與封閉，以及穿透與

跨越，來進行操作並進一步重新定義兩岸關係（如「兩岸一國」、

「兩岸同屬一中」），從而塑造或反映出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共同存在與認同化，惟二者之間在政治上存在著一種「排斥地理」

（geographies of exclusion）或「排斥空間」（space of exclusion）的

空間張力，亦即兩岸空間的法理現狀（de jure status quo）為「主權宣

示重疊、憲政治權分立」（洪秀柱，2015），故無論是跨界或劃界都

可能牽動兩岸之間的權力角力和權力消長（Sibley, 1995: 3,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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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二共識」展演性的差異：北京「一個中國」的兩岸管制架構

vs. 臺北「非中國的中國」的異化體 

傅 柯 （ Michel Foucault ） 認 為 ， 展 演 性 是 行 動 者 以 接 合

（articulation）的方式來展演出自己的主體位置；而巴特勒（1990a: 

25）則指出，展演性不見得能展演出被召喚的身分，甚至可能因此而

展演出無法被展演的賤斥物（abject）─一種喪失主體性的邊緣化身

分。惟展演所指涉的語言具有一種「宣成」的效力，亦即認同或主體

的論述或表意是具有建構效果的。因此，北京當局乃將「九二共識」

視為是兩岸間的管制機制，俾於長期持續性慣常地建構展演「一個中

國」，即冀望在兩岸交流過程中不斷反覆地建構展演「一個中國」，

期使隨著時間的推移讓「一個中國」能夠自然而然地凝結成為有如實

體一般的表象，而像是一個原本就已經自然存在於兩岸之間的「事

實 」 一 般 ， 但 其 實 這 只 是 在 建 構 展 演 上 所 體 現 的 表 意 作 用

（signification）。 

也就是說，「一個中國」並非兩岸間的先驗本體，而是兩岸關係

的空間再生產過程中的一種實踐建構觀點，其必須通過展演主體的實

踐來完成，而這也是空間實踐的過程。雖然，展演者具有主體能動

性，但從「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 network theory）來看，其同時

卻也受到展演舞台架構的客觀環境結構或網絡格局的制約與促進。這

種結構框架或網絡體系是一種異質多重的聯結狀態，統攝了各種的物

質、活動和關係網絡，惟其並非已經完成之狀態，而是仍然處在一種

持續變遷、不斷轉化和變形之中（Mansvelt, 2005: 117-118）。同樣

地，展演的行動主體也並不具備任何先驗的能動性或本質，而是在特

殊環境的特定脈絡下透過持續性的展演來建構和確認其自身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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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這包括中華民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二者皆然。 

然而，就「九二共識」作為國民黨推動兩岸關係的展演戲目而

言，在實際上被展演的是「九二共識」的核心符碼—「一個中國」，

而不是臺灣本身，這是一個關於兩岸關係的絕對命令式的符號，而以

過度誇飾的政治符徵（ political signifiers）來展演（ Butler, 1993: 

167）。相對地，北京當局主張「九二共識」，所強調的是「一個中

國原則」的兩岸管制架構，這是一種建立在對他者（臺灣）的排他性

之政治操作上，故臺灣將因而面臨一個主體被地方化的身分固定化之

風險危機中。惟在臺北展演「九二共識」的過程中，實乃以「中國認

同」和「中國代表」之展演，演出不可展演之處，至於中華民國能否

被表述成「一個中國」，具有實踐上的高困難度，反而展演成「非中

國的中國」的異化體，其甚至可能因此而展演出無法被展演的「賤斥

物」。亦即，臺北在展演「九二共識」的認同化過程中，若為了體現

服膺「一個中國原則」的象徵秩序（symbolic order），則必須改變自

我，並賤斥驅逐自我主體的一部分，即包括捨棄中華民國的主體性和

臺灣的主體性，以避免造成「兩個中國」和「一中一臺」，從而自我

邊緣化為一國兩制中的特別行政區。 

因此，無論是中華民國的主體性，抑或是臺灣的主體性反而因此

而被阻隔於「一個中國」的意符之外，因而無法被指稱、無法被再

現，甚至也無法被理解，故乃可能成為國際社會上不被認識的失落對

象，而這也是臺灣在建構展演「九二共識」過程中可能面臨的 大風

險和可能出現的 大危機，以及可能必須付出的 大代價，而成為一

個主體「自殘」或「自毀」（self-destruction）的過程， 終導致臺

灣成為另「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真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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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九二共識」的約束性權力：面臨「去國家化」的中華民國將成

「缺席的主體」 

在 2008 至 2016 年這八年間，「九二共識」已成了兩岸關係論述

模式的歷史性符碼系統，因而帶有一種「約束性權力」（binding 

power），而得以在兩岸間重複展演符碼化的「一個中國」，其中包

括了「一個中國」的權力網絡、約束性權力和論述規則等等。惟在此

建構展演過程中，臺北並無法完全展現自我的主體意志—中華民國的

國家意志，而只能引述傳統文本，特別是透過兩岸間的規範引述

（citation of norms）—「九二共識」、編碼引述（coded citation）—

中華民國（獨自表述），甚至是強迫性的引述（compulsory citation）

—一個中國，來重複「九二共識」論述中的文本性權威（textuality 

authority）—「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臺、臺獨。

因而臺北對「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展演表現，只能「猶抱琵琶

半遮面」，在兩岸間始終不敢也不能表述「中華民國」的存在，惟即

便如此這般，北京方面猶無法接受臺北「一中各表」的基本立場（新

華社，2017），故一向主張「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中國國民黨前

主席吳敦義，在北京一再施壓下，其於 2017 年 8 月 20 日第二十屆第

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就任演說中，即已刻意不再提「一中各表」了

（吳敦義，2017）。 

總之，在「九二共識」這個展演戲目中，一方面，所謂的「一個

中國」只是一個「沒有實體的『名項』」（‘status’ without reality）—

有名無實，雙方雖然共同展演「一個中國」，在「九二共識」的隱喻

中，臺北並不否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體現一中原則的精神），但

實際上「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包含臺灣，而北京也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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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統轄過臺灣；另一方面，臺灣則是一個「沒有名份的『實體』」

（‘reality’ without status）—有實無名，雖然臺北宣稱「各自表述」，

但北京方面至今從未接受或承認在臺灣的中華民國，而國際社會也並

不普遍承認中華民國在臺灣的主權地位。 

長期以來，臺灣在尋求國家定位過程中必須不斷地面臨「目標繁

複」（goal complexity）的各種嚴峻挑戰，甚至一再產生「本體錯

置」（ontology displacement）的現象，而陷入在包括「一個中國」、

雙重代表（兩個中國）、「一國兩府」或「一國兩區」、「一個中國

指向的階段性兩個中國」或「一個分治的中國」、「一中一臺」或

「特殊國與國關係」或「一邊一國」、「獨臺」或「臺獨」、「九二

共識」或「臺灣共識」或「維持現狀」的進退失據之中。也因此，在

兩岸關係的實踐發展過程中，所謂的「九二共識」對中國國民黨而

言，只是一種「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思維下階段性

權宜之計的「操作目標」（operative goal），但是對中國共產黨而

言，卻是一種「價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思維下終極性價值的

「宣示目標」（stated goal）。設若「九二共識」成為兩岸常態化的

制度化機制，固然在兩岸關係的發展上可以更穩定、更明確化，但同

時勢將讓中華民國（臺灣）更進一步地、徹底地或完全地「去國家

化」，亦即在兩岸建構展演「九二共識」的過程中，中華民國僅能只

是一個「缺席的主體」（absent subject），而這也是臺灣方面必須面

臨在建構自身身分認同與追求現實利益之間的權衡與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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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兩岸空間實踐的賽局模式： 

北京的空間戰略部署 vs. 臺北的空間戰術運用 

一、 臺北如何游走在北京「一個中國原則」空間戰略的規訓格網： 

游擊式破碎化空間戰術的權宜之計 

2008 年馬英九當選總統之後，旋即提出以「九二共識」的言說

方式（ways of speaking）作為開展兩岸關係的操作方式（ways of 

operating），試圖以「具有創造性的拼接模式」，將內含一個中國的

「九二共識」嫁接到兩岸關係的空間再生產的系統上，並在「一個中

國」的「使用語境」（context of use）脈絡中，和北京當局進行「九

二共識」博弈展演的語言交鋒（linguistic combat）。惟這種戰術並非

只是墨守兩岸成規，因為戰術會創造新空間，讓兩岸的利害關係主體

之一的臺灣能從中找到一個具有約束秩序的地方之「使用方法」

（ways of using）（de Certeau, 1984: 25, 29-30）。就此而言，臺北所

提出的「九二共識」實屬「創造性抵抗」（creative resistance）的路

徑，其係以一種表面上不挑戰、不抗拒的內裡轉化，試圖將北京欲強

加諸於臺北的「一個中國原則」之知識和符號，翻轉成在兩岸空間實

踐過程中所展演的客體，從而達到以「一個中國」作為施力槓桿，來

進一步開展和諧穩定的兩岸關係新局面。 

實際上，空間實踐是賽爾托（1984）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一書

中的核心主題。他認為「空間」是一種暫時性的權力空間，並沒有明

顯的界限區隔，至於空間的差異則係來自主體的行動和對權力的運

作，以及日常的生活實踐，因而空間的本質並不暗示必然的區分。所

以，如果要解釋空間的變異，就必須採用「戰略」和「戰術」這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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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來描述空間實踐的分析性概念。根據賽爾托（1984: 35-36）的說

法，所謂的「戰略」是指對權力關係的盤算（calculation）或操作

（manipulation），當一個擁有意志和權力的主體，一旦能夠被獨立

出來時，這種盤算或操作便得以成為可能。其假定了一個能夠劃定為

屬於行動主體的地方來作為根據地，從而得以管理那些目標和威脅所

構成的外部關係……。在管理的意義上，每一種戰略的合理化，首要

是必須在「環境」中尋求識別行動主體自我的地方，也就是一個行動

主體所擁有權力和意志的地方，在此場域中行動主體擁有「主場優

勢」的宰制性。 

至於所謂的「戰術」則是一種取決於「正統場域」（proper 

locus）的缺席之「盤算行動」（calculated action），屬於防禦性和機

會主義的。由於沒有外部的界定，所以提供給戰術的條件必須是自動

自發。因此，其必須操作一個由外部權力規則所組織並且強加諸於其

身上的場域……並利用和依賴各種可能的機會，在沒有任何可以積貯

勝利的基礎下，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權宜性位置，俾以計畫進行突襲

行動。由於所有的成果都無法被保存，也沒有任何的地方可以給予

「戰術的機動性」（tactic mobility），但確切地是，這恰恰正是一種

機動性，其必須掌握瞬間的機會，以及把握任何瞬間所提供的可能

性。因此，其必須利用在專有權力的監督下，趁著特定連接口開啟的

縫隙，當下侵入該權力場域，並在其中製造驚奇，……而戰術正是弱

者的藝術（de Certeau, 1984: 36-37），今（2022）年 7 月 11 日賴清德

副總統以「安倍親友」的非官方身分赴日弔唁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

完成快閃「弔唁外交」的驚奇之旅即為經典之作。也就是說，戰術的

空間乃是屬於弱勢他者的空間，而戰術的行動者是在優勢對手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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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和領域中來行動的。 

基本上，戰略係指一種由上而下的宰制過程，而戰術則是一種由

下而上的抵抗行動。所以，戰略施行者可以在空間上取得特權，而戰

術施行者則取決於機智性地利用時間在當中成為重要因素的機遇（de 

Certeau, 1984: 38-39）。在兩岸關係的空間實踐過程中，臺北可以善

加運用各種「戰術」，伺機以迂迴突襲的方式滲透到由北京所掌控的

「一個中國」權力場域之內，再適時進行戰術性的展演，使「權宜之

計」（making do）的行動得以成為可能（de Certeau, 1984: 29）。長

期以來，北京在兩岸關係上所採取的「一個中國原則」空間戰略及其

背後的權力操作都是顯而易見的，而臺北在空間戰術指導之下的運作

方式，卻是可以潛藏在「九二共識」符碼化的範疇和一般性兩岸交流

庶務的透明度之中。 

在 2008-2016 年間的兩岸關係，有關北京「一個中國原則」的規

訓格網（grid of discipline）實際上已經是無所不在的，而且日益清

晰、直接、範圍也更加廣泛多面，包括共軍機艦不斷繞臺擾臺到突破

臺海中線。也因此，臺北必須得更有效地操作「一個中國」的「規訓

機制」（mechanisms of discipline），亦即在形式上主張或強調「一個

中國」只是為了規避北京「一個中國原則」的框限與宰制，此即馬政

府上台後以「九二共識」的操作方式，透過對「一個中國」的建構展

演來重塑兩岸關係的新秩序。也就是說，臺北在兩岸關係上，採取以

空間戰術作為抵抗的可能性，即透過對「九二共識」的戰術實踐，再

挪用兩岸對「一個中國」符碼的話語多元敘事方式來重構兩岸空間體

系，並試圖以此建構一個足以解消北京「一個中國原則」論述的「反

規訓網絡」（network of an anti-discipline）—「一個中國，各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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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然而，在兩岸關係的空間再生產過程中，位居強勢一方的北京運

用空間戰略部署，以「一個中國原則」來體現分類、劃分和區隔等方

式，試圖以此規範兩岸關係，並架構一套制式化的兩岸遊戲規則，讓

兩岸關係成為以「一個中國」為框架的體制化空間，同時加強兩岸全

面交流的力度和深度，即透過全方位的雙邊交流讓兩岸的日常生活空

間得以全面性地「內部化」。相對地，處於弱勢一方的臺北則只能採

取游牧式或游擊式的破碎化（fragmentation）戰術來對抗北京在兩岸

空間上圈限臺灣的「兩岸化」（cross-straitization）困境，而這也是

一種對北京企圖宰制兩岸空間再現的拒絕與抵抗。就馬政府展演「九

二共識」的空間戰術層面之運用而言，擴大、加強兩岸的交流活動就

是臺北介入兩岸關係、挪用兩岸權力和空間的 主要方式，並採行游

牧的戰術來對抗由北京的「一個中國原則」戰略所宰制的兩岸空間，

從而得以確保臺灣在兩岸空間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的相對主體能動

性。 

二、 臺北再現沒有「九二共識」名目（能指）的「九二共識」（所

指）：蔡英文政府對「九二共識」的演繹與再展演 

在兩岸交互建構展演「九二共識」的八年間，北京的空間戰略部

署和臺北的空間戰術運用，均各擅勝場。然而，如果從心理空間理論

（mental spaces theory）的角度來看兩岸當局在「九二共識」上的敘

事展演，那麼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兩個政治符號空間概念是

否可能藉由雙方的建構性展演而進行合成？也就是說，在雙方展演的

過程中，兩岸民眾心理空間的映射將重構兩岸關係的概念網絡，而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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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新概念的合成過程是在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兩個輸入心理

空間的基礎上來進行展演，從而建構產生第三個空間，也就是所謂的

合成空間（blended space），這種合成空間是一種新的想像空間

（imaginary space），同時也是一種動態的創造性認知活動（Núñez, 

2010: 320-324）。就此而言，兩岸關係的空間再生產，是否得以藉此

而跳脫「一個中國」的狹隘、僵化空間概念，從而創造性地建構另一

個「整體中國」的合成空間？ 

基本上，「九二共識」是 2008 至 2016 年兩岸間的一種展演戲目

和表述行為，而這也是兩岸雙向的互動、競逐和角力的過程，臺北希

望藉此在兩岸空間裡尋找出兩岸「共同關注」（common concern）的

雙贏議題，並繪製出自己的發展路徑圖。雖然，兩岸化空間是兩岸相

互角力的競逐空間，彼此企圖透過跨界、再重新劃界，以建立擴張型

的新疆域和新邊界，但在競逐過程中也可能形成另一種共生關係，從

而 彼 此 分 享 「 地 方 」 （ place ）（ Park et al., 1967; Colombijn and 

Erdentug, 2002: 1）。兩岸當局透過彼此對「九二共識」的不斷展演

與操作，曾初步形成一種對兩岸關係的協商建構機制，並藉由彼此的

互 動 （ interaction ） 或 跨 越 行 動 （ transaction ） 所 浮 現 的 真 實

（emergent authenticity），「一個中國」的生成內涵能否超越原來雙

方所各自闡述的「一個中國」，從而達到重構兩岸區域地理的效果，

甚 或 形 成 一 種 跨 兩 岸 疆 域 生 產 複 合 體 （ territorial production 

complexes）（Aganbegyan and Bandman, 1984: 25-32）的動態再現空

間？這一直被兩岸的樂觀理想主義者所深切期盼。 

在馬英九總統執政的八年期間，兩岸當局對「九二共識」的展演

一度被合理化為能為兩岸建立「一種更緊密的空間對應」（a clo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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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correspondence）的途徑（Lefèvre, 1998: 9-25），從而有利於兩

岸間的空間再接合（spatial re-articulations）或量體再接合（scalar re-

articulations），惟在 2014 年三、四月間太陽花學運「反服貿」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社會運動後而受挫。特別是在

2016 年臺灣第三次政黨輪替、蔡英文政府不再承認「九二共識」之

後，兩岸關係即出現急速「倒退」的冷和、冷對抗現象，先前兩岸當

局透過「九二共識」建構展演所呈現的「一個中國」空間文本，已無

法被完全轉移或讓渡（unalienable）。因此，在一個特定的、有限的

空間文本裡（一個中國原則），兩岸間有關「九二共識」各自表述的

展演認同只是國共雙方一種各自表述的「拼貼式認同」（patchwork 

identity）（Keupp et al., 1999: 88-89）。 

2015 年 11 月 7 日馬英九總統與習近平主席在新加坡舉行了舉世

關注的「馬習會」，這是兩岸當局在「九二共識」交互展演上所達到

的 高潮階段，而「九二共識」的建構展演形式也從「語言展演形

式」（forms of linguistic performativity）進入到「身體展演形式」

（forms of bodily performativity）（Butler, 2015: 9），亦即「九二共

識」已不再只是雙方官方宣示性的例行「言語展演」而已，而是透過

兩岸 高領導人的會面互動來具體實踐彼此的「身體扮演」（bodily 

enactment），同時在馬習會展演「九二共識」的「具體化形式」

（mode of embodiment）過程中，雙方都宣示了「要被看見的權利」

（the right to appear）（Butler, 2015: 8, 25, 38-39）—「一個中國」的

精神。 

惟自 2016 年 5 月臺灣第三度政黨輪替後，蔡英文總統在兩岸政

策上隨即提出維持現狀和「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推動兩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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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 520 就職演說上強調會尊重「九二會談」兩岸間所達成若干的

共同認知與諒解之歷史事實，從而更進一步演繹了「九二共識」的內

涵，實則建構展演了沒有「九二共識」名目（能指）的「九二共識」

（所指），故無論其所標舉的是「九二諒解」或「九二精神」，再再

都是對「九二共識」這個戲目的再展演。同時，在 2016 年 12 月 2 日

透過與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Donald John Trump）通話的「無意的能

動性」（inadvertent agency），以及 2022 年 7 月 11 日賴清德副總統

赴日的快閃「弔唁外交」，均實際干擾了國際間現存的「一個中國原

則」之體制性組織形式的宰制意圖，從而更加擴大了「九二共識」展

演性的多元形式（plural form of performativity）（Butler, 2015: 8, 

32）。 

2019 年 1 月 2 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告臺灣同胞書 40

周年紀念大會」宣布繼續以一國兩制作為兩岸統一大政方針，其定調

「九二共識」為「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

一」，強調以實現「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為目標，提出探索「一國

兩制、臺灣方案」。蔡英文總統隨即對此作出回應，鄭重指出臺灣始

終未接受「九二共識」，就是因為北京定義的就是「一個中國」，臺

灣絕不會接受「一國兩制」，臺灣民意也堅決反對，這也是臺灣共

識；至 2020 年 5 月 20 日蔡英文總統的連任就職演說中，即不再提及

「九二共識」，自此兩岸關係業已進入「後九二共識」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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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在 2008 至 2016 年間，「九二共識」就其作為兩岸間展演戲目的

一個「新的語言符號秩序」（new semiotic orders）而言，以其為核心

的各種新論述（new discourses）不僅接合成兩岸間的一套新關係，而

且這種新關係也再脈絡化成兩岸關係的新尺度結構（new scales），

終導致兩岸空間體（spatial entity）的尺度重構。雖然，「九二共

識」是這八年間國、共兩黨所共同建構展演的意義符號，之後再形成

為一種客觀的意義結構。但是，兩岸如何進一步透過更廣義的「九二

共識」來相互辯識？未來有關「一個中國」的政治論述在臺灣所建構

的「想像的地方」（imaginary place），與臺灣在地實踐所形構的

「真實的地方」（real place），二者之間是否會產生斷裂？還是這個

「想像地方」在北京強大政經體威脅利誘的外力作用下，會產生另一

個更傾向北京、全新的兩岸化空間體系？惟近年來由於不斷受到「香

港問題」的衝擊，特別是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

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簡稱香港

《國安法》）之後，臺灣民眾對「九二共識」似乎更加失去信心。 

基本上，「九二共識」建構展演後的兩岸空間再現，有兩個面向

是值得觀察的。首先，北京的支配空間透過制度性或常規化的意義和

表意，可能影響或限制臺北被支配空間的社會實踐，例如兩岸簽定

ECFA 等相關 23 項協議後可能導致臺灣經濟活動、社會制度的調整，

甚至衝擊到臺灣內部的政治生態和人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從而全面性

地影響未來臺灣總體的國家發展方向；其次，是涉及想像世界的「地

方行銷」（place marketing）路徑，兩岸的空間再現涉及一個想像共

同體的再建構，特別是在兩岸象徵空間再現的過程中，臺灣的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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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被北京的「一個中國」所吸納或收編，果若如此，則臺北不但無

法透過「各自表述」的方式在國際上來行銷或彰顯在臺灣的中華民

國，反而更可能坐實了北京當局一貫主張「臺灣作為中國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之霸權論述。諸此，可能迫使臺北方面在兩岸空間再現的建

構過程中，必須不斷地採取一種抵抗、轉換和調整的機制，並適時機

動地來作因應。 

惟賽爾托（1984: 122-136）認為，每個空間都有一個在地所屬獨

特的「空間故事」（spatial stories），透過空間故事的敘事，其將整

合、串連起在地共同體所有的個體成員，進而創造出一個統攝心理、

社會、文化、經濟、政治和空間的整體結構。之後，再經由個體與他

人對在地故事的情感分享，劃定出共同的邊界，同時建立集體意識與

身分認同，而個人也得以藉此從過去的歷史中找到自己的定位與認

同。就此而言，兩岸雙方對「九二共識」的交互建構展演，是有機會

合奏成一個獨特的兩岸「空間故事」，亦即兩岸當局透過「九二共

識」建構展演的特定時空實踐方式，得以在兩岸之間形成一種「情感

聯盟」（affective alliance），而這種聯盟關係也是一種建立在感情基

礎上的集體性 （Thompson, 1992: 242），而且在兩岸民眾情感不斷

接聯的過程中，對「一個中國」的中國性將被延展到「在中國性之

外」（extra-Chineseness），使得兩岸民眾對中國民族情感的感受，

得以在兩岸社會與文化的座標中建立軌跡，從而打造出一個具有共同

「地方感」（sense of place）認同的兩岸獨特空間。然而，在蔡英文

政府拒演國共版本的「九二共識」，而北京又不接受民進黨政府的

「九二精神」（「九二共識」擴大版）之後，此一進程似乎業已戛然

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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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說來，「九二共識」的設計與展演、兩岸空間的運用係與

「一個中國」共謀的，其為臺灣在兩岸關係上的事務性交流開創了另

一個更大的活動空間，但同時在「九二共識」的建構展演下，兩岸間

各種制度化的安排與區隔也更加地鞏固了北京「一個中國」的政治性

權力關係。雖然，臺北對兩岸空間的審視，也建立在對北京中心主義

或霸權主義的批判上，但「九二共識」往往只被當作是再現跨兩岸空

間的展演戲目或強化「一個中國」概念的工具，其設計著重於如何透

過兩岸的空間修復（spatial fix）來彰顯或落實「一個中國原則」，對

於兩岸間的差異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Young, 1990: 157-

159）及臺灣的主體定位等均無關宏旨。因此，在「一個中國原則」

與兩岸國、共當局共謀的脈絡下，兩岸化空間對臺灣而言，實際上卻

是一個歧視性空間、不正義的空間，完全背離了「空間正義」的精

神。故此，民進黨政府即總結指出，2020 年總統大選的結果，不但

顯示臺灣民意堅拒中共的「一國兩制」，同時也否定了讓臺灣自陷困

境的「九二共識」，而「歷史已經翻過一頁，我們認為已無須再討論

『九二共識』的相關問題」（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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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ructive Performance of the “1992 
Consensus”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from 

Spatial Turn 

Chen, Chung-Che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Ming 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rough the research approach of “spatial turn”, this paper aims to 
introduces the analytic concept of space in the process of reproduction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reflects how space as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reinterpret the path dependence 
of Cross-Strait spatial reconstruction with “spatial consciousness”. 
Meanwhile, through the “soci-spatial perspective” and theory of 
performativity to explain the confrontation and deal between the two sides 
in the spatial strategies deployment and spatial tactics application that have 
been presented in the spatial practice game for a long time since President 
Ma Ying-jeou proposed the “1992 Consensus” as the basis of the discourse 
for promoting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 2008. Basically, this paper 
conceptualized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as a spatial system, considering the 
spatial narrativ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ides is the “discursive 
networks” which is co-constructed by the multi-landscape texts, so both 
sides can find all kinds of possible discourse text and performative 
repertoire, but the narrative axis of the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still revolves 
around the core concept of “one China”. As a result, 

 the “1992 Consensus” has become a performative repertoire of the 
trans-Cross-Straits space of representation by two sides authorities, and tries 
to construct a Cross-Straitization space system, but in the process of the 
politicization of the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and space of representation, 
and how to perform the “1992 Consensus” in two sides authorities that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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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e a constructive mechanism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patial scale 
of the two sides, and in this quasi-institutional field, the Cross-Strait 
spatiality transformation has been gradually trending towards “re-
mainlandization”. But for Taiwan, however, it deviates from the spirit of 
spatial justice. 

Keywords: Cross-Strait Relations, Spatial Turn, 1992 Consensus, 
Performative Repertoire, Spatial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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