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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20 世纪 70 年代台湾留美学生爆发了保钓运动 , 运用社会学 /群体 0的概念 , 可以将保钓

学生视作一个群体 ,但群体内部不同组成部分参加保钓的心态以及特征各有不同 "从整体看 , 70 年

代台湾留美学生保钓群体大都是具有高学历的知识分子 ,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士人精神 ;而理想主义

是钓统运动持续时间长久的内在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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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保钓运动概况

19 68 年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E CA FE )成立 /亚洲海域矿产资源联合探测委员会 0, 于 ro 月 12 日至

11 月 29 日探勘黄海 !东海海域 "1% 9 年发表 5埃默里报告 6(Em ery R eP ort) ,指出钓鱼台列屿周边可能是世

界上石油储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甚至一个 日本政府的测勘报告估计 ,在钓鱼台列屿附近海域的石油储量有

巧0 亿吨(10 95 亿桶)之多 "I1]这份报告引起了日本对钓鱼台列屿的野心 , 于是意图与美国私相授受 "当时美 !

日双方就归还冲绳问题及即将到期的 5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保障条约 6进行谈判时 ,称中国的钓鱼台列屿是

/南西诸岛 0的一部分 ,将随冲绳一并归还日本 ,这引起了台湾同胞和在美的中国留学生的强烈愤慨 "197 0 年

9 月 ,台北((中国时报 6的记者登上钓鱼台列屿中最大的钓鱼岛 ,并升旗 ,宣誓主权 "随后 日本迅速派人扯下旗

帜 ,并销毁台湾渔民在钓鱼岛上避风的一切设施 ,这激起 了国人的强烈愤慨 , 当时台湾大学哲学所研究生王

晓波和政治所研究生王顺的文章 5保卫钓鱼台! 6发表在 5中华杂志 61971 年 11 月第 88 号 ,文章一开头引用

了 /五四运动 0的 口号 ) /中国的土地 , 可以征服 ,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 ,可 以杀戮 ,而不可以低头 0,文

章指 出: /我们的上一代用鲜血和头颅所挣 回来的钓鱼台群岛 ,难道真要 由我们的手中断送出去吗? 0/我们

要用力量和行动来证明 ,这一代的青年同样具有保卫国土的能力和决心 ! 0l2]这一慷慨激昂的保钓檄文大大

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热诚与激情 "而 5中华杂志 6的主编胡秋原将这期刊物寄给在美国留学的儿子胡 卜凯 ,

胡觉得留学生必须要为保卫钓鱼台做些事情 ,于是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在美国爆发了 "

[收稿 日期]20 12一11一2

!墓金项目1本文系为2012 年福建省教育厅 A 类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项 目编号:JA 123 04 5; 教育部区域与国别研究培育基地 #厦

门大学港澳 台研究 中心课题 项 目的阶段性成果 "

汇作者简介 8刘玉山 , 龙岩学院物理与机 电学院 , 主要研究方向为钓鱼 岛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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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高校迅速建立了保钓会 ,组织了 /一 二九 0!/一 三 0 0以及 /四一 0 0大游行 ,在此期间保钓人士还

创作了保钓歌曲 !编印保钓刊物 !举行话剧演出 !给美国总统尼克松写信和在报刊上登 /保卫钓鱼台 0的广告 ,

这些措施对美国政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5归还琉球条约 6审查报告明确说明美国只

是将钓鱼台列屿的行政权交给日本 ,至于主权待由中日两国政府解决 ,这算作保钓运动对历史的交代 ,更是

取得的最直接成果 " ¹

在保钓过程中 , 台湾当局对美国的保钓人士进行打击 !迫害 ,让很多保钓人士认识到解决钓鱼台列屿问

题指望台湾是不行的 ,必须两岸统一 "于是保钓左派将保钓运动推进到了下一阶段 ) 中国统一运动 "统运

是钓运的继续和升华 ,我们所说的广义的保钓运动包括统运 ,统运是保钓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统运期

间 ,统运人士在美国大力宣传新中国的建设成就 ,热情讴歌社会主义 ,他们自己也组织了读书会 !讨论会 ,认

真学习马列主义 ,还理论联系实际 ,深人为国民党控制的侨社进行宣传 ,破除了白色恐怖在侨社的影响 "保钓

统一运动发生在美国 ,远离祖国大陆 ,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但却持续了 ro 年时间 ,周恩来总理将这一运动

亲切地称为 /海外的五四运动 0,保钓 运动能否跟五四运动相提并论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单就当时他们所处的

环境 ,所付出的牺牲 ,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许多人因为参与保钓被台湾当局列为 /黑名单 0而回不了台湾 , 自己

在台的亲属也受到牵连 ,还有很多保钓人士甚至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 "

二 !对保钓群体 的划分

(一 )社会群体 的概念

/社会群体 0是个社会学概念 , /社会群体是指人们通过互动并按照一定的社会关系所结成 的 ,具有持续

共同活动的稳定集合体 ,,广义的社会群体泛指一切通过持续的社会互动或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进行共同活

动并有着共同利益的人类集合体 ,如军队 !公司 !教会等 ;而狭义的社会群体则是指由持续的 !直接的 !面对面

的交往而形成的小群体 , 如家庭 !邻里 !朋友圈子 !游戏团体等 .,I3] "社会群体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或

要素 :有一定数量的社会成员;社会群体成员之间具有直接 !明确和持久的社会互动关系 ;群体成员具有共同

的身份 !群体意识和规范;有一定的群体边界 ;群体成员有某种共同的期待与行动能力或者说有一致的目标 "

我们可以看到 ,参加保钓运动的人士的确就是一个 /社会群体 0,成员之间有互动 ,这种互动可以说是如

火如茶的 ,颇有 /串联 0的意味 "当时有以纽约为中心的保钓会 ,美中地区有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美西地

区有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 "围绕在这些中心 ,中国留美学生经常进行东西 !南北的互动 , 如果说 /一 二 九 0和

/一 三O 0游行还只是本地区的游行 (在联合国总部 , 日本驻纽约 !芝加哥 !旧金山 !洛杉矶 !西雅图 !檀香山等

地领事馆和日本驻华盛顿的大使馆前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 ) ,那么 /四一 O 0华府大游行则是全美

性的 ,不仅美西地区的留学生会开车或者坐飞机来华盛顿 ,就是加拿大的大学也派代表来参加 "不管是钓运

还是后来的统运 ,召开座谈会 !讨论会非常多 ,留学生还深人侨社 ,演出话剧 ,各校循环播放电影等等 ,这些都

是这个 /群体 0内部互动的充分体现 "当然群体成员还为了 /共同的利益 0) 保卫钓鱼台列屿这一目标而努

力着 "

按照群体的规模可以将群体分为大群体和小群体:大群体一般是指群体内的人比较多 ,如一定规模的社

会组织 !学校 !企业 !机关等;小群体是指群体内成员人数不多 ,规模有限的社会群体 , 一般在两人至几十人之

间 ;按照群体成员的亲密程度可以划分为初级群体和次级社会群体 :成员之间关系亲密的群体称为初级社会

¹ 审查报告原文的译文如下: -#委员会申明 在条约第一条的记录中, 双方同意定义条约涵盖的疆域的坐标 ", 这些坐标说明尖阁

群岛(钓鱼台列屿)是美 国管理疆域 的一部分 " 同时 ,美国保 留的军事设 备中的两个也在尖阁群岛中 " 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

国及 日本 , 都声明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 "美国国务院认为美国在这方面的权力完全来 自对日和约 , 从这和约美国只接到管理权 ,

没有 主权 "所 以当美 国把管理权转交给 日本时 ,并不表示主权的转移(美国没有 主权 ) ,也不影响任一 方主权的主张 " 本委员会

重申这个 条约不影响任何一方 对尖 阁群岛或钓 鱼台列屿主权的主张 " 0以上转引 自钱 致榕 5还原 历 史 , 挑战今 朝 :保钓 主权之

争 6,谢小荃 !刘容生 !王智明:5启蒙 #狂飘 #反思) 保钓运动四十年 6, 新竹: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 0 年 , 第 22~23 页 " 美国参议

院外 交委员会在 19 71 年 11 月初寄给钱致榕先生对 5归还琉球 条约6六页 的审查报告 , 目前已捐赠给新竹清华大学 图书馆特藏

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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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 ,典型的代表是家庭 !邻里及朋友圈子 ;成员之间关系不那么亲密的群体称为次级社会群体 ,如多种组

织 ;按照群体社会关系的性质可以分为血缘群体 !地缘群体 !业缘群体和趣缘群体 :血缘群体以家庭为典型形

式 ;地缘群体以邻里和同乡为典型形式 ;业缘群体以同业行会为典型形式 ;趣缘群体是指具有共同的兴趣和

爱好的人们结合而成的群体 ;按照群体的正规可以分为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正式群体指有一定的规章制

度 ,有既定的目标 ,有固定的编制和群体规范 ,成员占据特定的地位并扮演一定的角色的群体 ;非正式群体指

以个人好恶兴趣等为基础自发形成 ,无固定 目标 ,无成员间的地位及角色关系的群体 ;以群体成员的身份及

心理归属感可以分为内群体和外群体 :内群体是 自己所属的群体 ,成员之间有共同的归属感 ,相互团结与合

作的群体 ;外群体是指凡是自己没有加人的由他人组成的或这群人与自己无关的群体 "人们对外群体常表

现出冷漠 !轻视或偏见 ,缺乏忠诚 !热情与合作的精神 ,尤其当内群体与外群体对立时 ,如与自己社会地位不

同的人 ,白人对黑人 ,城市人对农村人等 ;此外还可以分为隶属群体和参照群体:隶属群体即个体所实际参加

或隶属的群体 ,又译为 /成员群体 0;而参照群体是指这样一种人或群体 ,它或者为个人疏离或维持各种标准 ,

或者当做个人与之进行比较的一种比较框架如大学生群体往往是那些想考上大学的高中生的参照群体 ,某

个著名球队往往成为一些球迷的参照群体等 "

无疑 ,保钓统一运动群体是大群体和次级社会群体 ,下面其实还包含有很多小群体 , 比如 5科学月刊 6联

络网和 /大风社 0,这就是典型的小群体 ;同时 , /大风社 0又是典型的趣缘群体 , 因为该社是 19 68 一 1969 年间

由美国各地对政治 !经济 !社会感兴趣的留学生组成 ,共有三四十人[4] "作为整个保钓群体 , 在保钓运动发生

后 , 各地 (主要是高校 )相继成立了很多保钓会 , 如纽约保钓会 !费城保钓会 !堪萨斯大学保钓会 !耶鲁大学保

钓会 !普林斯顿大学保钓会等 , 这些保钓会都是小群体 ,但由于地缘关系 ,一些地缘接近的保钓会又会有联

合 , 如加州地区的 12 个高校保钓会成立了 /北加州保卫钓鱼台联盟 0,同样 ,西南地区也由 ro 余个高校组成

了西南保钓会 "这两大联合体相对于保钓群体无疑是小群体 ,但相对于他们的成员又是大群体 ,而他们成员

此时又是小群体 "保钓群体虽然是次级社会群体 ,但它里面却有很多初级社会群体 ,很多以家庭为单位参加

了保钓统一运动 ,如董叙霖和杨贵平夫妇 !董庆圆和赵眠夫妇 !夏沛然和王渝夫妇 !吕克群和乔龙庆夫妇 !许

登源和陈妙惠夫妇等 "

(二)按照保钓群体的身份构成划分

1.保钓群体的组成部 分

保钓运动参加者的构成成分以中国留美学生为主体 ,也包括一大批华裔教授和青年教师 ,还有侨社的参

与 ,这是一种划分法 "由于当时中国大陆正在进行 /文化大革命 0,还没有实行对外开放 ,所以中国留美学生

多是台 !港学生 ,大陆学生没有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保钓运动期间 ,许多著名的华裔科学家如杨振宁 !陈省

身 !田长霖 !吴家玮 !吴大酞 !丘成桐 ,一些文科出身的著名学者如赵元任 !何炳棣 !叶嘉莹等也都身体力行 ,积

极参与 ,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根据运动参与者的家庭出身来划分 ,可分为高干子女 !外省人 (以军公教家庭

居多 ) !本省人 !香港人和美籍华人 (侨社 )五个部分 "高干子女以袁旅 !谢定裕 !沈君山为代表 "袁旅的父亲袁

守谦 ,黄埔一期 ,在台湾曾任 /交通部部长 0,陆军二级上将 "谢定裕的父亲谢冠生 ,做过台湾 /司法院院长 0"

沈君 山的父亲沈宗瀚曾任台湾中央农业实验所所长 , 国际知名农业科学家 ,沈君山本人又是与连战 !钱复 !陈

履安齐名的 /四公子 0之一 "上述 3 人祖籍都在大陆 ,实际上也属于外省人 "周本初认为 ,如果是父辈从中国

大陆迁来台湾的 ,再加上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认识很深 ,那很 自然就会倾 向中国大陆 ,也很关心 中国大陆的发

展 "阎保钓运动参与者中尤其是后来的 /左派 0往往外省籍居多 ,毕竟根在大陆 ,很多人在年幼时就离开家乡 ,

渡海来到对岸 ,这在他们心中留下 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他们这部分人有很浓厚的爱 国主义观念 ,在保钓运动

和后来的中国统一运动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他们中有回国服务的如李椿置 !赵玉芬 !杨思泽 !廖秋忠等;

还有人联合国工作就地报国的如龚忠武 !林国炯 !赖尚龙 !刘大任 !傅运筹 !尹梦龙等 "本省人中后来有一批

在 70 年代申请回国服务 , 比如林盛中 !吴国祯等 "香港人比较积极的如廖约克 !张东才 !曹宏威 !关文亮等 "

侨社如程君复 !梅子强 !陈天漩 !罗兰等 "从总体上说 ,保钓运动参与者中台湾留学生比香港留学生要多得多 ,

而台湾留学生 中外省籍参与的要 比本省籍的要多 , 但在少数大学如奥克拉荷马大学反而本省籍的要比外省

籍的还稍多一些 "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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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钓群体各个组成部分参加钓运的心态分析

总体上说这几部分人参加保钓运动的心态和动机是不尽相同的 "陈孔立先生在论及 1945 年以来台湾

民众的集体记忆时所言: /外省人是 1945 年以后去台湾的 ,他们一般在大陆还有亲人 ,包括父母妻子 !兄弟姐

妹 ,大陆是他们的故乡 ,对大陆 -不免觉得若有所失 ,而患有一种强烈的怀乡病 . " 0=刀著名作家龙应台女士的

5大江大海 19 49 6就是对 1949年渡海来台情况的真实写照 "保钓发起人之一的王晓波在谈到外省人时特别

提到乡土意识 ,他认为外省人自觉故乡在海的那边 ,且有他们最亲密的家人在大陆 ,虽青丝已成白发 ,但纠缠

亲情的乡土 ,是 /剪不断 ,理还乱 0的 "他们个人的悲欢离合 ,也正是近代中国悲剧的一部分 "181比如保钓健将

刘大任 !张系国都是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随家庭迁移到台湾 , /在大陆为了避开战乱进行迁移的流亡 ,返乡尚

有希望的;而渡海来到另一个地理空间 ) 台湾后 , 流亡行动中的空间迁移状态已经停滞下来 ,返乡的希望

受到戒严法的限制 " 0l9]作为作家 ,从他们的很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出他们因随家庭来到台湾而对祖国大陆的

深深眷念 ,如刘大任的 5红土印象 6和张系国的((亚布罗诺威 6等都反映了这一主题 "我们发现 ,保钓运动中的

骨干力量往往外省人最多 ,也最出力 "一道鸿沟隔断了他们与故乡的联系 ,他们在台湾长大 !求学 ,但对故乡

与祖国大陆的眷念应该说深藏于他们 的内心深处 , 当 20 世纪 70 年代美 日妄图私相授受我神圣领土钓鱼台

列屿时 ,他们毅然站了出来 ,坚决捍卫我国领土 "值得注意的是 ,这批保钓外省人更是将保钓运动推向了更

高的阶段 ) 中国统一运动 "

本省人一方面因为 /二 #二八 0的痛苦记忆还不是很遥远 ,另一方面他们看到社会主义讲究平等 ,尤其是

消除了工农差别 !城乡差别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这 /三大差别 0,联想到日据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 ,本省

人的 /二等公民 0地位 ,没有受到平等待遇 ,新兴的社会主义更给他们以吸引 "所以他们参加钓运乃至后面的

统运就顺理成章了 "!1田所以对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认识是他们参加钓运尤其是后来统运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

不管是本省还是外省籍学生 ,他们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受到国民党在美国特务的监视和迫害 ,随时面临被

吊销护照的危险 ,还要处处防范职业学生的 /打小报告 0,同时 , /家里如果有父母兄弟在政府工作 , 多少会受

其影响 0"l川像反映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保钓运动最著名的两部小说 ,都是保钓当事人写的 , 巧的是两人都自

认属于保钓 /中间派 0或 /自由派 0"虽然是小说 ,但从整个文章 内容来看 ,仍有很大 比例的真实度 , 至少有很

多当时参加钓运人士的影子 ,故事情节写得也非常感人 "一个是李雅明的 5惑 6,一个是张系国的 5昨日之怒 6,

前者里面的主人公胡玉萍在美国的大哥以及后者里面主人公王亚男的丈夫洪显祖 ,都是对保钓运动持有反

对或漠视态度的一类人 ,亦可由此窥探当时钓运人士面临的家庭压力之大 "

在保 钓统一运动中参加者主体是台湾留学生 ,香港学生相对少很多 ,但用 吴国祯的话说 : /香港的同学 ,

一旦有 了意识 ,觉悟到 -殖 民地意识 .的思想禁锢 ,往往就能 比台湾的学生有更彻底的转变 "其 中的原因 ,一

是他们能认识到 -买办 .体制的本质 ,二是他们比起台湾的学生敢言 , 比较没有白色恐怖的心理障碍 " 0{.2]诚

然 ,正如刘大任所说 : /那个时代台湾留学生不要说公开讨论国事 ,连上图书馆借大陆出版物都不太敢留下真

实姓名 " 0113 )香港学生和侨社侨胞不存在上述问题 ,国民党管不到他们 , 没办法对他们施加压力 ,他们就没有

这个顾虑 "而且保钓运动爆发时 ,很多香港学生都有参加过美国学生反战运动的经验 ,所以香港学生要 比在

台湾多为 /乖乖牌 0的台湾学生在从事社会运动方面更有 /经验 0一些 , 当然这只是就运动初期阶段而言 "不

过香港和侨社学生也有面临来自自身家庭的压力 , 比如程君复 ,他的父亲就非常反对他参加保钓以至后来的

中国统一运动 , /至死不能原谅他 0114] ,父子二人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终生无语 ,未尝不让人感慨烯嘘 "

(三)按照保钓群体的学科背景 来划分

台湾在 20 世纪 60 年代掀起 了出国潮 ,大批学生赴美读书 ,尤以读物理的居 多 , 原因有 只:一是越是 乱

世 ,学生们越是倾向学理工科 ,觉得靠手艺吃饭最保险 "二是李政道 !杨振宁起到了非常大的榜样作用 "只是

容易拿奖学金 "当时台大理工科有九成的人都出国了 ,当然 目的地多是美国 "1151台大保钓健将郑鸿生毕业于

台南一 中 ,当时一个年级 20 个班只有一两个是文科班 ,并被主流学生视为书读不好的边缘末流 ,在郑的父辈

人看来 ,读文科的出路不是穷困潦倒就是成为贪官污吏 ,当然还有更可怕的 ,就是去触碰那禁忌的世界引来

杀身之祸 ,甚至殃及族人 "ll6J

诚然 , 1957 年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 ,与此 同时 ,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又摘得诺奖 ,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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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大大激发了大家学习理工科的风气 ,胡 卜凯的父亲就告诫他说 : /学理工科可以找到一份能吃饭的工作 ,不

需要看人家脸色 ,最好是学理工 " .,l1n 胡 卜凯就读的台北建国中学那一届 ro 个班级 , 除了文法科和农科各一

个班 ,其余 8 个班都是理工科 ,杨 !李的诺奖也刺激了很多高中生都将物理系作为第一志愿 ,超过以前热门的

医科和电机学专业 "有趣的是 , 日后的保钓积极分子很多都是在台大大二从他系转人物理系的 ,如林孝信从

化学系转来 ,胡 卜凯从地质系转来 ,刘容生由电机系转来 ,他们又与以基隆中学第一名保送到物理系的刘源

俊一起成了台大物理系的同班同学 "这就是当时台湾本科阶段理工科兴盛的一个概况 ,即使放在今天 ,各个

高中也还是理工科的班级占多数 ,但目前理工科兴盛的程度似难与那个时代相比较 "

那么在台湾念完本科阶段教育 ,去美国攻读硕 !博士的同学 自然理工科会很多 ,老保钓李雅明就证实 /在

美国留学的学生当中 ,学工的最多 0"[1Fl 张东才也认为参与保钓运动的人学物理的比较多 ,确实与念自然科学

的人不仅对事物好奇 ,而且不盲从权威 ,具有怀疑精神有关 "ll9] 美国威斯康辛州立大学教育学者黄培先生经

过认真的统计 ,也认为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来美的台湾学生 ,分散在美国各校 ,有些大学在通都大市 ,也有

校址设于偏僻的大学城 "但在散漫中 ,仍有原则可循 , 当时以学工程的人最多 ,学文史 !法律和商科的较少 "闺

参加 20 世纪 70 年代保钓运动的中国留学生很多 ,当时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在两万人左右 ,仅仅保钓运动

高潮的标志 ) 1971 年 4 月 10 日全美华盛顿大游行就有超过 25 00 人参与 , 当时因事没能参加钓运游行 ,

还得向同学做好多解释 ,可见参加钓运在学生中的普遍性 "所以能将前前后后参加保钓运动的人(主体是学

生)罗列出来作最精确的定量分析来分析每个人的学科背景 ,这无疑是最科学的 ,显然这是我们无力做到的 ,

但我们得出参加保钓运动的人以理工科为主体这样的论断无疑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

参加保钓运动的人中有社会科学背景的也不少 , 只是相对理工科学生少得多而已 "就左派而言 ,其中最

引人注目的是美西地区钓运中心 )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两位旗帜性人物 :刘大任 ,政治学专业 ;郭松粟 ,

比较文学专业 "此外还有纽约地区的保钓干将哈佛大学历史学专业的龚忠武和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心理学专

业的徐守腾 ;美中西地区威斯康辛大学社会学专业的王春生;奥克拉荷马大学政治学专业的林国炯 ;伊利诺

大学法律专业的陈恒次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专业的夏沛然;匹兹堡大学历史学专业的花俊雄 "而当时的保钓

右派中 ,骨干文科生还是很多的 , 比如李本京 ,圣诺望大学历史学博士 ;邵玉铭 ,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 ;马英

九 ,哈佛大学法学博士 ;郭仁孚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 ;张京育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陈长文 ,哈佛大

学法学博士;赵林 ,芝加哥大学文学博士 ;魏铺 ,美国俄勒冈大学政治学博士;关中 ,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国际关

系学院哲学博士等 "邵玉铭也承认保钓左派理工科的居多 ,邵本人甚至对毛泽东著作一字一字 !一篇一篇仔

细阅读 ,就是为了与左派进行论战 "l2l] 可能是由于文科不像理工科找工作相对容易 , 因而对台湾的依附性相

对大一些 ,所以这些文科出身的右派后来大多回到台湾 ,步人学界 !政界 "不管是保钓左派还是右派 ,上述例

子都是在不同地区对钓运起了一定作用的知名的学生而已 ,其他不知名的文科生应还有不少 "

三 !保钓群体的特征

(一)保钓统运群体大多是具有高学历的知识分子 , 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士人精神

保钓统一运动是海外中国知识分子发动的,具有爱国主文与坚韧不拔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传统 "知识分

子是一个近代西方词汇 ,就词源来说有两个来源 ,这在学界已经得到了公认 "知识分子一词最早来源于俄文 ,

出现在 19 世纪的俄 国 , 当时较之还很落后的俄 国社会里有这么一批人 ,本身属于上 流社会 ,接受 了西方教

育 ,具有西方的知识背景 ,他们对现行的专制制度和丑恶 !不合理的秩序进行了批判 , 当时就被称为知识分

子 "第二个来源是 1894 年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 "德雷福斯是个上尉 ,由于犹太人的关系遭受诬陷 ,这引起了

一批具有社会正义感与社会 良知 的人士 ,包括左拉 !雨果等人 的义愤 ,他们站 出来为德雷福斯辩护 ,他们在

189 8 年 1 月 23 日发表了 5知识分子宣言 6的文章 ,后来这批为社会正义辩护 ,批判社会不正义的人士就被他

们的敌对者诬蔑为 /知识分子 0"所以美国著名学者萨义德在 199 4 年出版的著作 5知识分子论 6中 ,按照知识

分子 /传统的 0历史形象 ,将知识分子理解为精神上的流亡者和边缘人 ,是真正的业余者 ,是对权势说真话的

人 "=圳我国研究知识分子的著名专家许纪霖教授认为 : /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 以独立的身份 !

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 ,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 ,体现出一种公共 良知 !有社会参与意识 的一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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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所有国家和民族的知识分子 ,无疑都有其历史上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谱系 ,不可能存在一种没有传统 !

横空出世的知识分子 "法国知识分子依然保持着左拉时代的传统 ,法国知识界一直是左派的天下 ;英国知识

分子大多是在牛津和剑桥里面的一群学院派知识分子 ,在体制内寻求变革 ,是温和的 , 罗素算是英国知识分

子中最激进的 ,但比起萨特来 ,还算温和得多;德国的知识分子受狂飘运动的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影响比较

大 ,他们更强调 /内心的自由 0,即通过逻辑的哲学思辨 ,达到内心的超越 ,他们与现实的关系是矛盾的 , 复杂

的 "在我国 ,知识人在古代叫做 /士 0,春秋以前的 /士 0属于贵族阶级中最低的一层 "春秋以降 , /士 0的社会地

位发生了根本变化 ,发展到战国时代 ,士已经成为 /四民 0之首(士民 !商民 !农民 !工民) "中国古代士人具有

诸多优秀的品格 ,其中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 "古代士人把参与国家政治

视为自己的 /天职 0,把 /治国平天下 0当作崇高的理想追求 "忧患意识就是 /对民族 !国家乃至人类所处困境

的认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忧虑 .,[w "忧患意识来源于知识分子特有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 ,来源于他们对

社会 !民族 !国家前途深切的关怀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0是古代士人 的真实写照 "1995 年钓统

运资料编辑委员会在编辑 5春雷声声 6的序言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 ,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都有强烈的经世济民思想 "从孔孟的治国平天下 ,到北宋范仲淹的先忧后乐 !南宋文

天样和岳飞的民族浩然正气 ,到明末清初顾炎武的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都贯穿着一条忧国忧民的问政 !从

政 !干政的伟大胸怀与抱负 " 0=均当然这种士的传统 ,大量吸收了舶来的理性知识人的成分 ,赋予了现代的意

义 "作为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的保钓健将龚忠武先生在回忆钓运时 ,用史家独特的眼光这样写道 :钓运群众

几乎都是受了 /天下兴亡 , 匹夫有责 0!/士以天下为己任 0的这种士人传统的影响 ,加上钓鱼台事件让人很容

易联想起中国近现代 日本军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所以起初大家都是基于民族主义 !爱国主

义情绪而踊跃投人钓运的 "l闽

周本初在分析保钓知识分子的特点时 ,用调侃的口吻说 , 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喜欢 /多管闲事 0, 所谓 /风

声 !雨声 !读书声 ,声声人耳;家事 !国事 !天下事 ,事事关心 0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 =切美西柏克莱保钓健将刘大

任说 : /我一直 自认是个知识分子 "既是知识分子 ,那就必需坚持两件事 :其一是不管什么场合 ,都应该站在

民间这一边 ;另一是绝不使自己成为一名政客 "我以为这样才能当一个批评家 ,并且在著述时 ,也才能经常

保持客观的心情 " 0[28] 钱致榕在谈到保钓对其的影响时说 : /最重要的是 ,使我了解 ,虽然能力兴趣都有限 ,但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对公共事务都有积极参与的责任及空间 "这些体会 ,影响我一生 "川291 台湾有的年轻学者

以文学的视角在谈到保钓健将郭松菜和李渝夫妇时也说 : /两人作为原本在学院内求学的知识分子 ,终因知

识分子的理想与责任心 , 而一头栽进了 -政治 .与 -社会运动 .(这里指投身保钓运动)的潮流中 ,并在这场运动

当中经历人生的转折 " .,[期陈悼民在谈到参加钓运时说 : /基于知识分子的良心血性 ,在面对自己祖国遭受欺

凌 !侮辱之际 ,在 -大我 .与 -小我 .的矛盾下 ,个人毅然地选择了前者 " 0l3I] 我们看到 ,20 世纪 70 年代 , 以在美

国的一群中国留学生为主的知识分子 ,这种民族忧患意识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我神圣领土钓鱼台列屿面临

危急时 ,他们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 ,宁可博士学位不要 ,在台湾的家人 !亲戚受到威胁 , 自己回不了台湾也在

所不惜 "他们的忧患意识既有凝聚在血液里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爱国主义的基因 ,更与近代 >84 0 年以来

近代先驱者面对亡国灭种危局时所形成的民族忧患意识有关 "

5峥嵘岁月 壮志未酬 ) 保钓运动四十周年纪念专辑 6编辑委员会在导言中认为保钓知识分子可以上

溯到先秦的经典儒家的士传统 ,下承宋明清三代的儒家的士传统 :上承钓运时期一再被台美和海外保钓群众

征引的先秦经典儒家的 /治 国平天下 0!/任重道远 0的士的典范;特别是宋明清新儒家所树立的高大的 士人风

范 ,例如宋儒范仲淹的 /以天下为己任 0,明儒顾宪成的 /风声 !雨声 !读书声 !声声人耳 ;国事 !家事 !天下事 ,事

事关心 0,清儒顾炎武的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0等的书生职志和历史使命感 ;甚至上升到宋儒张载为士人树立

的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0!/民胞物与 0的终极关怀和天地境界 , 来投入钓运 ,进行这场海外的文化革命

的 "132)

除此之外 ,保钓运动参与者还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 "中华民族具有无数优秀的品质 , 比如刚健自

强 !贵和宽容 !重德尚义 !人世爱国 !务实精神 !忧患意识等 "l33] 但 中华民族的核心是爱国主义 ,党的 一f一六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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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也作出这样的论断 "正如保钓健将龚忠武先生所说 : /海外华人以自己方式走爱国的道路 ,,保钓运动就

是海外华人 !华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献身爱国 !爱族事业的最生动的例子 " .,I州

(二)理 想主义是钓统运持续时间很 长的 内在原 因

理想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上又被称为法理主义 !规范主义 ,它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是对格劳秀斯

和康德等理想主义外事哲学传统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理想主义是西方国际政治学理论中最早形成的一个学

术流派 ,其最初的代表人物是曾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 ,其主要理论是 :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一样必须建立在

自由民主的理念之上 ,通过建立国际组织和集体安全机制以及完善国际法与恢复国际规范 ,可以达到消除国

际冲突 ,维护世界和平的目的 ,最终实现和谐 !稳定的世界秩序的理想 "[3q 很显然 ,我们谈 的理想主义与这个

理想主义概念不是一回事 ,我们所讲的通俗的理想主义 ,是基于一种对于信仰的追求 ,或者用著名学者许纪

霖的话说 : /中国传统的理想主义都很缺乏个人意识 ,它们总是以某种超验的或历史的终极之物为本位 ,要求

人们为之献身和奋斗 " 0阅联系到保钓统运参与者 ,很显然 :他们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前途或者找个好工作 !高

薪职位在奋斗 ,他们参加保钓完全是出于民族大义 ;他们参加统一运动 ,是在学习的基础上 ,思想上开始认同

祖国 , 为祖国的统一大业而展开他们力所能及的行动 "这完全是利他性的 "

难怪保钓运动 25 周年时 ,有保钓人士撰写文章 5保钓与理想 6称 : /人除了吃饭睡觉 ,家庭事业之外 ,总得

有一点理想 "当年反对帝国主义侵占中国领土 ,要求祖国统一富强的愿望 , 正是大家的理想 ,,当年保钓朋

友的可贵 ,除了年轻时代无私奉献之外 , 同样可贵的是 ,他们心中仍有理想 ,是社会大众 ,是国家民族的共同

理想 "川切保钓健将曾志朗用 /曾经不负少年头 0来形容当时大家参加保钓的干劲十足 ,虽然没有居留权 ,但大

家都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聚拢到华盛顿参加游行 ,甚至连住在哪里也不知道 ,更别说华盛顿的樱花是否盛

开了 ,他们只知道有重要的事情要做C.所以曾不禁感慨 /后来的日子里 ,我们常常被问到 :那时候的热情和行

动到底为了什么? 时过境迁 , 回头看看那一段日子 ,再看看现在的学生们 , 总觉得好像欠缺我们年轻时候的

那种热情 "01381 王正方回忆道 : /都是一群天真的理想主义者 ,是什么因缘让大家聚在一起的?单纯 !奉献 !全力

以赴 !不计利害 ,是我们以后数年之间共事的相同体验 ,实在是人生难得的际遇 ,弥足珍贵 " 0I39] 刘容生说 ,保

钓的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不是为自己 ,不为官 !不为名 !不为利 , 只是年轻人有的一份热情 !一个理想 !一股力

量 ,为了做一些认为该做的事情 ,为了追求未来一个更好的社会 , 为了子子孙孙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阅

所以学者丘为君认为 ,学生运动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一种带有高度理想主义的集体性抗议行动 ,这种理想主义

多半属于利他或利于众生的道德性理想主义 ,例如平等的观念或社会正义问题等 "而不是像追求学位或高

薪工作机会等自利性的理想主义 "l4l] 王正方也认为 ,大家当时参加保钓都是自发 ,充满了理想 , 当时很相信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0,有了一个问题 ,大家都上去了 ,确实完全是无私的 "l42] 诚然 , 5台湾与世界 6杂志 1985

年 n 月联络了一部分当年的保钓人士举行茶话座谈 ,就有很多保钓人士自认为当时他们是有很浓厚的理想

主义色彩 , 比如其中一位就说 :我要强调一点 , 当时参加钓运的人 ,不论台湾来 ,香港来 ,都是比较崇高的理想

主义者 ,都很单纯 ,没有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大家抛弃了自己的利益来参加 "今天 , 台湾来的 !大陆来的 , 大

概都做不到这一点了 "保钓发起人之一的沈平还记得 , 当时有些朋友带了耳机听 5白毛女 6, 边听边流泪 ,这

是觉得自己的国家不但多苦多难 ,而且许多历史上正义的事情被曲解 "l43]

事实上 ,从保钓参与者所成长的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 的社会背景看 , 当时台湾社会思潮 比较具有理想

主义色彩 , 当时的台湾社会 比较朴实 ,也 比较不那么现实和相对 比较贫穷 , 这些都是孕育理想主义的土壤 "

所以林孝信先生说 : /理想主义是促成轰轰烈烈保钓运动的根本因素 "如果留学生缺乏高度的理想性格 ,很

难想象会有那么多人出钱出力 ,牺牲学业 ,不畏被列人黑名单 , 积极而充满创意地投人与个人功成名就无关

的保钓运动 " 0叫林孝信先生这些话似乎也在说他自己 ,林先生是保钓运动的发起人之一 ,正是其为编辑 5科

学月刊 6而在美国各个高校建立起来的联络网 ,促成了保钓运动很快之间成燎原之火 ,其 /首义 0之功不可没 "

随后林先生积极投人到钓运 ,期间不受 国民党的利诱与威胁 ,最后被 吊销了护照 回不得台湾 (直到台湾解严

后的 1988 年底 , 21 年后才回到 台湾 ) ,还被芝加 哥大学开除 , 即将 到手的物理学博士学位也没有了 , 在美国

也成 了 /黑户 0"但他仍然在美国成立了 /台湾民主运动支援会 0支持在台湾受到迫害的民主人士如陈明忠 !

余登发 !许信良等 "其实以他的学习成绩 ,读的还是美国名校博士 , 回到台湾谋个好点的高校教职或是找个

#1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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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工作是很容易的事情 ,林国炯在回忆录中就说林孝信很会读书l4Fl , 可是他却并没有将自己的个人事业前

途甚至生计放在心上 , 而是义无返顾地投人到钓运中 ,当年办 5科学月刊 6就是为了普及科学理念 ,如今 40 年

了 ,还在出版 ,影响了台湾整整一代人 ,如今林先生还在为科普理念和社区大学理念在两岸开办学术研讨会 !

讲座进行宣传 "林先生的个人经历很好地说明了保钓人的理想主义性格 ,这种理想主义在林先生身上表现

得最明显 ,但像这样的例子还很多 ,尤其在中国统一运动中 ,他们不顾自己安危 ,放映宣传祖国建设成就的电

影 ,随时面临特务和职业学生的 /小报告 0, 自发举办读书会 ,加强自我学习 ,这些事情没有充足的理想主义在

支撑是不可能完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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