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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住釣魚台： 

領土爭端、民族主義、知識分子與懷舊的世代記憶 

 蕭阿勤 

摘 要 

領土主權爭議引發國家政府之間的衝突，也經常對民間社會產生重大久遠的

影響。本文研究「非國家的」民間社會行動者與邊境領土歸屬爭議的關連，問題

意識著重領土爭端對這些行動者本身的影響、行動者對於領土爭端的意義建構、

以及這些行動者本身因此的變化。本文從懷舊與世代的集體記憶建構之關係，探

討關於 1970 年代保釣運動的記憶建構與知識分子的關連，尤其是與左統保釣人士

的關係，以及知識分子在「領土民族主義」中的特殊角色與行動特質。本文指出，

1970 年代中期至 1990 年代中期為保釣運動低潮，關於保釣的記憶零落淡薄。2000

年左右以來則出現積極建構保釣記憶的各種活動，其基本驅力來自保釣人士的個

人生命週期進入老年而高漲的懷舊情感，加上臺灣政治本土化與中國崛起的激

發。由於共享中國認同，都對臺灣民族主義、臺獨運動反感，希望中國統一並寄

望於中國崛起，也使左、右派保釣人士逐漸言和而趨同。本文結論指出，「保釣世

代」的懷舊，顯示知識分子擅長召喚過去、建構集體記憶，因而成為傳承領土民

族主義的主要行動者，以及領土爭端中不易妥協的民間社會力量。然而解決釣魚

台領土爭端、維持東海和平、追求東亞各國共生，有賴超越民族主義與國族認同

建構的「神聖領土」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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