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降納叛」的文化

司馬觀

1993年，台灣地區有二件令人擔憂的大事。

第一件是大陸人民紛紛劫持他們的民航機飛抵台灣。這是長久

以來政府鼓勸「反共義士」「起義來歸」的連鎖反應之一。近些年

來，雖不再以黃金和官爵獎賞所謂的「義士」，而代之以「刑罰」。

但是，我們所譴責的卻往往只是他們的「劫機」行為，而不是他們

可議的心態和「背叛」母國的惡。

第二件是年底的縣市長選舉過程中，執政黨和在野黨紛紛互挖

牆角，誘引對方主力投附己陣，以贏得選戰的詭異現象。叛離其本

黨者，往往振振有辭，說是為了大是大非，為了公理正義，為了民

眾的福祉。吸納叛黨者，則說「招降納叛」是「有容乃大」的美德，

是民主政治的常態。

這二件事看似無關，其實所反映的乃是同一種令人不安的「招

降納叛」的文化現象。就人情而論，被自己視為「親信」「同志」

者所背叛，其痛苦和傷害遠超過來自宿敵的打擊。因為被斲喪的是

人與人之間那份難以名狀而又不或缺的「信賴感」。人類之中，最

可憐的莫過於那些無所聊賴的孤獨者。而凡是被「自己人」背叛過

的，又如何能再信賴他人呢？「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古之君子

於兩軍或兩國敵對之時，往往秉持「不招降、不納叛」的原則行事。



其所顧忌者，正是為了維繫人蔓社會之間、人心之中最值得珍貴的

忠誠和信任之感。為求勝利不擇手段的今之君子，請小心！下一個

叛降的很可能就是你的至親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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