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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孫文說：政是眾人之事，治是管理，管理
眾人之事便是政治。字典的解釋為「統治
國家一切行為的總稱」。依此看來，除非
是個人的事，舉凡關係到一群人的事情都
不能與「政治」脫勾，不論是內政、外交、
環保、衛生、經濟、財政、教育、體育、
交通...都不脫「眾人的事」的範疇，都是
政治的一部份。 



人類統治型態的發展 
•中央集權是一種國家政權的制度，以國家職權統
一於中央政府，削弱地方政府力量為標誌，是地
方分權的對稱。這種形式起源於中國秦朝，並在
19世紀中期達到頂峰並迅速衰落。這種制度通常
與君主專制相提並論。另外，也跟地方權力較大
的幾種政權體製作為對照。有觀點認為現在中央
集權並沒有消失，而是隱藏於民主政體之下，如
今世界上的許多單一制國家仍舊實行中央集權制。
在中國，這種政治制度被史學界認為進存在於封
建社會和部分專制政體之中。  



君主專制政體 
•君主專制政體又稱君主專制或君主專政，是一種
政治體制和政府形式，統治者君主（常稱皇帝或
國王，女性稱女皇或女王）擁有統治國家和臣民
自由的所有權力而沒有法律或法定的程序告訴君
主如何行使權力，雖然有的宗教權威可能有能力
阻止君主的某些行為。君主制是一種專制政體， 
君位採用世襲方式產生。在君主獨裁制中，君主
擁有最大的，一般來說無上的權利。大多數獨裁
的君主是世襲的，少數是選舉出來的（比如神聖
羅馬帝國的皇帝）。有時，在君主獨裁製中君主
不僅是世俗的首領，而且也是宗教的首領。 



君主立憲制 
•君主立憲制，或稱「虛君共和」(有爭議的中文翻譯)，是

相對於君主獨裁制的一種國家體制。君主立憲是在保留君
主制的前提下，通過立憲，樹立人民主權、限制君主權力、
實現事務上的共和主義理想但不採共和政體。其特點是國
家元首是一位君主（皇帝、國王、大公等等，教宗有時也
被看做是一個君主）。與其他國家元首不同的是，一般君
主是終身制的，君主的地位從定義上就已經高於國家的其
他公民（這是君主與一些其他元首如獨裁者的一個區別，
一般獨裁者將自己定義為公民的一員，但出於客觀需要他
必須掌權為國家服務），往往君主屬於一個特別的階層
（貴族），此外世襲制也往往是君主的一個特點（不過在
這一點上也有例外）。 

•君主雖然是國家的元首，但君主的權利與產生的方式，會
依各個國家的制度而不同；縱使是同一個國家，往往在不
同時期，君主的產生方式與權利範圍也各不相同。 



極權與威權主義 
•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則由totality
（總計、總和）一字而來。具有集中權力的意涵。
其指的是「權力主義」，通常意旨：某一人以獨
裁的方式壟斷政權。一切決策、政治權力、經濟
政策皆由獨裁者所掌控，沒有第二人或是政黨可
以分享其權力（例如：法西斯極權）。  

•而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由authority
（權力）一字而來。簡言之，即為集中權力於某
一群人（通常為政黨），一切決策、政治權力、
經濟政策皆由執政黨「一黨專政」，個人不得壟
斷國家的政治權利，更沒有其他政黨可以分享其
權力。 



極權與威權主義 
•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與極權主義

（Totalitarianism）兩種觀念極易混淆。其間的分別有
不同說法。 

•較新一派說法是前者指的是某壟斷政權的「團體」，而後
者則是某壟斷政權的「個人」。極端的左派政治通常容易
形成「一黨專政」的集權政治，如：前蘇聯、朝鮮勞動黨
仍然是威權政體；而極端的右派政治常轉變為「一人獨裁」
的極權政治並偏好搞個人崇拜，如：二次大戰前間德國以
希特勒為中心的國家社會主義政權與肅反期間以史達林為
中心的布爾什維克政權。 

•另一派傳統的說法，威權主義的政府合法性和民意基礎較
極權主義弱，並有意維護傳統價值和思想，和不喜歡本來
互不相識的群眾集合起來，而偏重小團體的親情和友情。
但極權主義的政府權力較大而且介入所有社會活動，而不
只限於政治層面，並且更依賴宣傳來動員大規模的群眾集
會，還有時會破壞各種低層次的人際關係，把社會的凝聚
力集中在國家的事務。所以一般共產國家都是極權主義，
而冷戰時東南亞和拉美的獨裁國家都是威權主義。 



極權與威權主義 
•極權主義包括以下四個特點： 

•國家永遠第一（但通常只是政府作為凝聚向心力
的口號，其實是以「黨的意志」為第一考量）  

•一黨專政（除了執政黨或軍政府之外，不允許其
他政黨執政，但也有成立傀儡政黨作為合理化自
身政權的）  

•施政方針與經濟方向以政府的意志為優先考量。  

•安全考量重於自由，於是人民相對於民主國家為
不自由。  



民主政治 
•民主（或譯民主制、民主主義）從其字面上來看
（源於希臘文δημος demos；人民；
κρατειν kratein；統治），代表著由人
民統治。至於民主的統治方法、以及其「人民」
的構成範圍則有許多不同的定義，但一般的原則
是由多數進行統治。民主通常被人與寡頭政治和
獨裁政治相比較，在這兩種制度下政治權力高度
集中於少數人手上，而沒有如民主政治一般由廣
大人民控制。民主一詞經常被使用於描述國家的
政治，但民主的原則也適用於其他有著統治行為
存在的領域。 



民主政治 
• 直接民主—又稱為純粹民主，是一種人們直接投票決定政府政策的制

度，例如決定是否接受或廢除某種法案。之所以稱為直接是因為決策
的權力直接由人們所行使，而不經過任何媒介或代表。在歷史上，這
種形式的政府相當少見，因為在實踐上要將人們全部聚集起來投票相
當困難，所花費的成本和時間都非常高昂。所有直接民主都屬於較小
型的共同體，例如城邦。最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的雅典民主。 

• 代議民主則是較常被採用的制度，之所以稱為代議制是因為人們並非
直接投票決定政府政策，而是選出民意代表來參與政府實體或議會。
民意代表可能是由全體選民選出（如比例代表制）或代表特定的區域
（通常是依據地理劃分的選舉區），一些制度則混合了這兩種方式。
許多代議民主制也結合了一些直接民主的成分，例如公民投票。 

• 許多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也聲稱擁有民主，例如（前）德意志民
主共和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他們明顯
的將政治權力給予統治階層的共產黨成員，稱之為民主集中制。馬克
思列寧主義者認為民主應是由無產階級對人民群眾的民主和對反對派
的專政的統一，即「無產階級專政」，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民
主專政政治體制。 









安全考量重於自由 
•電影《火狐狸》
(1982)中 

•雖然是虛構的劇情，
但有提到前蘇聯的
特務機關格別烏
(KGB)對重要科學家
及外國人的嚴密監
視管控。 





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 
•電影《一九八四》
(1984)中 

•未來的社會中，沒
有文學、科學、藝
術甚至於愛情(傳宗
接代以試管嬰兒取
代，只有統一的思
想，為國家努力工
作，至死方休。 









意識型態 
• 字典上對於「意識型態」的註解是「社會
心理與社會思想的構成體系者，為哲學、
科學、藝術、道德、風俗等的總體」。人
對於事物總有不同見解和看法，這是不同
的本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成長歷練造
成的，如反核與擁核各有各的道理，支持
或反對某政黨或政策，要統一或獨立也是
個人辯證思考的結果，除非殺了他，我們
無權要求別人「拋棄意識型態」，但是可
以說服他人「改變意識型態」！ 



思想改造 
• 心理學中有「自我暗示」的理論，「自我暗示」就是不斷

地灌輸新的思想，反覆地將這種思想、行為天天像電影一
樣地放映，疲勞轟炸，久而久之人們就不知不覺地將思想
及觀念植入到腦的潛意識中，像是呼口號，閱讀語錄及造
神運動等等。 

• 共產社會中一天到晚搞思想改造，無非是什麼「三反」一
下子又來各「五反」，動不動就呼口號，加上階級鬥爭，
就是製造亂象，讓人們腦袋瓜不平靜，無法有自己的中心
思想，也就完成思考改造。 

• 同時在心理學的操作制約理論中，拼命地給予負增強，也
可以以達到行為的改變，共產黨的思想改造正是如此，不
鬥爭別人，就得接受批判，以達到階級鬥爭的實際效果。 





洗腦(思想改造) 
• 電影諜網謎魂中出現了洗腦的劇情，所謂的洗腦是共產國家慣用的統

治模式。 
• 中國大陸五十年代初期出版的兩本新知識詞典中對於“思想改造”都

是作為一個專有名詞解釋的。當時集體編著的《新知識辭典續編》，
對於“思想改造”這樣說：    

• “一定的階級，產生一定的反映其階級利益的思想，如資產階級思想
小資產階級思想等。凡是其他階級出身的人參加無產階級革命必須具
有無產階級思想。這種使思想轉變的方法過程，叫做思想改造。”
（該書第259頁，上海北新書局1951年10月）  

• 陳北鷗編著的《人民學習辭典》對“思想改造”是這樣解釋的：  
• “一定的階級產生一定反映本階級利益的思想。例如：資產階級思想、

小資產階級思想、工人階級思想等。只有工人階級的思想體系——馬
克斯列寧主義的哲學和社會科學最能反映客觀真理。凡是其他階級出
身，願意追求真理的人，都應當放棄自己階級的立場、偏見，站在工
人階級的立場，改造自己的思想。凡是站在工人階級立場排除非工人
階級思想，使思想轉變的方法過程，叫做思想改造。”（該書第224
頁，上海廣益書局，1953年 ）  







思想與行動圍堵 
-柏林圍牆 

















笑破鐵幕(反諷極權) 
•電影《笑破鐵幕》

(1984)中 

•以前東德為例，虛構
一個統治體，實際上
是嘲諷共產集權國家
的意識型態治國下的
謬誤與腦殘! 

 















本週課程結束 

 

下週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