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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自由主義論述學者透過修正其中心信念來達到古典自由主義下的政治社會觀點，其中最重要
的就是多元文化的論述。

多元文化主義目標基本上是描繪自由社會的實際權力關係，並藉有相關規範加以鞏固自由主義觀點下的民主。近年來
「多元文化主義」經濟全球化為創造一個全球性貿易與經濟體系，產生的關係與利益早已經超越經濟的本質，也挑戰
了國家與民族的界線與呈現。

就國家政策而言，多元文化觀點是在近代族群衝突與各式各樣訴求社會改革運動情境下興起，其訴求主要反抗優勢群
體的宰制與主流文化的霸權。因此，多元文化政策的推動除了處理族群衝突外，亦延伸對弱勢或少數團體的重視與關
懷。

顯而易見的，至今全球普遍現象是由單一而走向多元的文化型態，少數族群與弱勢團體也逐漸以本位主體發聲要求被
重視與被尊重，各國也至少在表面上展現出正視多元文化的實際需求，解決少數族群或弱勢團體被制度性剝削後所產
生的機會不均等問題。

台灣自政治解嚴後，除了人民爭取合理與公平正義的對待外，傳統一元中心思考模式與同化政策也受到世界潮流的多
元衝擊而產生變化，多元文化政策在推波助瀾下興起。當今的台灣社會在跨國移民、去殖民化與市民社會的興起等三
股社會與文化的作用力聚合之下，「差異但平等」的概念成為多元文化政策規劃的基本中心價值。

換言之，多元文化政策其實是多元文化社會下的難以迴避的產物，它希望藉由施政者的政策制定與推行來肯定文化多
樣性的價值，更透過政策具體落實尊重多元文化下的基本女性、原住民、同志、新移民等人權，使得不同族群與社群
有選擇其生活的多元方式，企圖達到社會正義與公平實現的可能性。

但在落實時，不免會牽涉到原有國家與社會中既存制度和社會條件發展的衝擊，再透過全球化的影響，資本主義所造
成的區域和經濟結構性轉型，也因此讓多元文化政策的實踐過程充滿挑戰。

我們可以從媒體上看見，包括「剩女」說、具原住民主體意識的自治法或家庭伴侶權法案推動不力、媒體標題對特定
族群的貶抑凸顯、流行節目對特定族群描述的污名化等，都值得我們去注意到台灣雖然號稱以多元文化為政策的設定
中心價值，但所顯露的卻是政治包裝的策略與口號而已。

以「剩女」來說，可發現台灣社會不僅對女性對婚姻自主權的貶抑，即使是踏入公共領域的女性也在言詞間暴露呈現
受到男性霸權主導的內化依附性格，並且針對新移民姊妹流露出一種階級的傲慢與偏見。

多元文化政策，應該是一種讓所有的人在社會上享有均等機會，不因個人之性別、社會階級、族群、及文化特性等有
所差異的理想，也是一種針對社會中不平等結構改革運動，使不同階級、性別、族群和文化的個人有均等機會與被平
等對待。

透過建立機制去了解現今國內與國外各民族與國家間的文化差異、包括其語言、宗教、歷史及貢獻。當國家政策以一
種誠信與承諾態度來對待多元，透過政策與立法來培養差異觀點的相互理解，才可以從公民社會的參與來抗衡族群、
性別、階級及其他各種形式的偏見、歧視、剝削與壓迫。

（西拉雅族，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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