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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代黨外本土意識 
與族群動員的形成： 

以臺語問題為中心（1972-1978） 

 陳佳德 

摘 要 

本文討論 1972-1978 年間，在國民黨全面打壓臺語電視節目之際，黨外對臺語

問題的政治態度及論述的演變，以探討此時期黨外如何由單純自由化的政治訴求，

轉變為具有強烈臺灣本土意識，並帶有一定程度族群動員色彩的政治運動。 

1972 年，國民黨政府開始全面打擊臺語電視節目，並扼殺臺語流行文化的生

存空間，企圖藉此徹底統一臺灣的語言。由於臺語為臺灣最大族群—福佬人的母

語，該政策隨即引發臺灣社會不滿，黨外在省議會及選舉中，就已經出現爭取臺

灣人語言權利的論述，惟此時的論述雖偶有回顧歷史，但大致上仍侷限於爭取老

年人或農村居民觀賞電視的權利。 

臺語問題進一步擴大，是國民黨政府在 1975 年在《廣播電視法》中制定「方

言」落日條款，企圖以法律全面扼殺本土語言的公共空間，該問題使黨外開始將

挑戰語言壓迫作為主要政治主張和選舉動員訴求，同時臺語受到壓迫，也成為省

籍問題惡化的最主要因素。 

隨著 1977 年 11 月，黨外在 5 項公職選舉勝利，以及中壢事件對國民黨統治

權威的衝擊，黨外對臺語問題益發重視，不僅在省議會中公然挑戰國民黨政府的

語言政策，訴求也從單純爭取臺語電視節目，擴大為爭取臺灣固有族群的母語使

用權利，此時黨外對語言問題的論述，已經浮現明顯的臺灣本土意識，而族群動

員的色彩也更加明顯。至 1978 年 12 月，反對語言和省籍歧視更成為黨外 12 項共

同政見之一，至此臺語問題已經不只是單純電視節目問題，而是具有明顯的族群

反抗意識的色彩，並成為黨外政治動員的共同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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