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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長柯文哲在今年競選連任的選戰中，民調壓倒性領先藍綠對手。民調也預測他若挾大勝

的餘威競逐二零二零總統大選，可以擊敗民進黨的蔡英文與國民黨的朱立倫。這個沒有政黨奧

援的外科醫生，祖父是二二八受害者，曾自稱是「墨綠」，但卻被台獨勢力忌憚，因為他強調

「兩岸一家親」，熟悉中共黨史與中華經典，與中國大陸官方互動良好，近期也受到北京央視

肯定，在兩岸關係的發展上，奇兵突出，成為不容忽視的變數。 

     

                       柯文哲著作：以「白色力量」崛起 台北市長柯文哲（右）與上海市長應勇在上海會面 

① ② ③ ④  

①柯文哲（右）參與綜藝節目《一日市長幕僚》：邰智源（左）主持 

                                       ②中國央視介紹柯文哲       ③柯文哲出席雙十節活動：認同中華民國（圖：中央社） 

                                                   ④柯文哲在上海與兩岸學生合照：主張「兩岸一家親」（圖：Imaginechina） 

今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台灣九合一選舉，不少縣市都打成五五波，投票前難分勝負。但最沒有

懸念的是台北市長柯文哲的連任，所有的民調都顯示他將大勝；國民黨的丁守中與民進黨的姚

文智，都不敵這位沒有政黨奧援、自稱「白色力量」的外科醫生。 

不過今天台灣政壇最大的懸念，則是柯文哲是否將會挾大勝的餘威，瞄準二零二零年的總統大

選，大步邁向總統府？他是當前台灣民意最高的政治人物，無論藍綠的精英，無人能攖其鋒。

民意調查顯示：只要他問鼎二零二零年總統大選，他將毫無疑問可以擊敗民進黨的蔡英文與國

民黨的朱立倫。 

柯文哲對於選總統一事，從來都沒有正面回應，保持高度的彈性。他說自己沒有想過，也沒有

足夠的資源。但這並不表示他拒絕；他自稱沒有班底，沒有政黨力量的支持。但恰恰是這樣的

基礎，讓他有很大的開放性，可以追尋最宏大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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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年輕人對外號「柯 P」的柯文哲如痴如狂，三十九歲以下的支持率，幾乎無敵，壓倒性地

贏過枱面上藍綠政治人物；柯和網絡合作《一日幕僚》節目，點閱率破千萬。他的新書《光榮

城市》月前上市後，短短三天就登上各大書店排行榜榜首。 

柯文哲的高人氣，讓蔡英文在總統位子坐得心驚肉跳。民調顯示藍綠無論推出什麼樣的排列組

合都不是柯的對手。最近台灣網路媒體 ET Today 公布一個關於二零二零總統選舉的民調，結

果顯示柯若參選總統，對上新北市長朱立倫及總統蔡英文，支持度分別為柯百分之三十九點二、

朱二十二點八、蔡十三點九；反觀如果柯對上朱及閣揆賴清德，支持度則為柯百分之三十八點

八、朱二十二點七、賴十七點四。不論與藍綠哪一個黨或哪一個組合競爭，無黨無派的柯文哲

的支持度都遙遙領先。 

柯文哲的祖父是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他曾自稱是「墨綠」，也使得他在綠營支持者中具有天

然的優勢，但他務實主義的作風，不受意識形態的羈絆，也使得他吸引了很多淺綠與淺藍的群

眾。 

和一些親日的綠營人物不一樣，柯文哲對中國的經典非常熟悉，唐詩宋詞、王國維的《人間詞

話》的名句，他都可以順手拈來引用。他喜歡讀辛亥革命的歷史，曾經去過黃花崗，他在《光

榮城市》一書中，就曾提到一九一一年兩百多名當時最優秀的年輕人，拿著短槍進攻兩廣總督

府、面對十幾萬清軍的歷史，說他讀到「喻培倫、喻培棣兄弟」爭赴前線的故事，「會有想哭

的感覺」。這也使得那些認同中華民國的民眾，那些在台灣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百姓，都有強

大的共鳴。 

當初以「白色力量」崛起的柯文哲，幾乎是以坐直升機的方式爬上政治高峰，短短四年內他從

一個政治素人，一躍成為全台聲望最高的政治明星，他超越藍綠，走中道路線，以民粹式語言，

展現奇葩風格，讓厭倦藍綠政客虛偽的民眾找到寄託對象。 

台灣小英政府由於不承認「九二共識」，兩岸關係進入冰點。但國民黨被晾在一邊，唯獨超越

藍綠的柯文哲能夠搞定北京，五十九歲的他儼然成了化解兩岸僵局的「葉克膜」（第二心臟）。 

在兩岸陷入僵局之際，柯文哲是唯一以「墨綠」的身份，但又強調「兩岸一家親」，讓北京當

局感到友善的論述。 日本《朝日新聞》認為，兩岸困境凸顯柯文哲的存在感。 

中國大陸很少正面肯定台灣政治人物，不承認「九二共識」者更是絕無僅有，唯獨對這名自稱

政治立場「墨綠」、僅把「九二共識」當「標題」看的首都市長青睞有加，甚至為他打造專屬

的政治舞台│雙城論壇，讓他成為台上唯一的主角，每年都找機會配合他盡情演出，藍綠政治

人物從來沒有人享有這麼特殊的禮遇。 

北京官媒中央電視台八月十五日中午以介紹台灣選舉方式，正面肯定柯的選戰策略，全長二分

二十多秒，被台灣政壇解讀為替他助選。 

近日綠營重炒冷飯的器官買賣爭議，但這種說法又提不出任何證據，包括將大陸器官買賣寫成

《屠殺.》一書的作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也只能含沙射影指控。 

葛特曼日前來台召開記者會，指控柯文哲是「Liar（騙子）」，讓沉悶的市長選舉擦出一點火

花，柯文哲提出誹謗起訴，但隨著葛特曼離台，器官買賣問題再也無人聞問，反倒是柯文哲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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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越勇，氣勢仍旺，下月競選連任一役持續穩定領先，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認為，柯當選「已

成定局」。 

為什麼台灣會出現柯文哲這樣的政治奇葩？他只是一個無黨籍人士，沒有組織奧援，也沒有班

底，竟能牽動台灣政局走向，一句「兩岸一家親」就能打趴藍綠，連擅謀略的綠營都對他無可

奈何，甚至連北京都為他背書，他究竟有什麼魔力？「柯文哲現象」從二零一四年選戰延燒至

今，甚至更加火燙。為了解開這個謎題，可能可以用後現代社會現象來分析這一個與眾不同的

政治人物。 

社會學者表示，在所謂後現代的社會裏面，所有的藝術品、文化產品，甚至政治等，都有一種

特色，就是零碎的、簡短的、去中心化的現象，一般政治人物表現方式與道德模式，都跟以往

大不相同，以政界來講，現代的政治人物越來越像是個演員，以表演，而非以能力或品格取勝。 

在國外，俊男美女的候選人通常佔有優勢，但是也有很多社會上有名望的人，本來非傳統政治

人物，而是在其他領域有優異表現而轉身投入政界，在美國，特朗普就是一個例子，他本為一

地產商，因跨界主持電視節目，享有很高知名度，他直言不諱，甚至於有些粗鄙的個人特色，

完全顛覆平常政治人物的正派、穩重形象，而且他立場鮮明，不在乎傳統四平八穩的表現方式，

這樣的「怪咖」（風格怪異）在以往並不討喜，尤其是首長選舉，太過偏激者通常不易得到多

數選民認同，但特朗普打破所有常規，讓反對者跌破眼鏡。 

現在社會有一種激烈搖擺的現象，越來越多人對現狀不滿，台灣藍綠惡鬥，永無休止，一再內

耗空轉，對於未來究竟要統或獨，似乎都找不到出路，令民眾反感至極，台灣就在這樣的時空

背景之下，出現柯文哲這樣一號風格鮮明的代表人物。 

後現代社會現象 

柯擁有台大醫師光環，卻有極不相稱的言行。他接受電視記者訪問時常常搔頭，又或露出傻笑，

不時說錯話，這些一般政治人物犯忌的無厘頭言行，卻因為他承認自己有「亞斯伯格症」

（Asperger syndrome，一種不能理解別人反應的心理特徵），而被外界諒解為是一個過度誠

實、心口合一、不虛偽的政治人物。雖然後來他也承認自己並未被確診為「亞斯伯格症」。 

學者指出，這是一個後現代社會，沒有俊俏的外貌，只要敢秀、敢講，敢於與眾不同的素人都

可以成為偶像，過去媒體討論過特朗普現象，包括「白人意識」的反撲、媒體操作等，但就算

是媒體操作手法，也會把人包裝得很正派、很瀟灑、很溫文儒雅等，為什麼去包裝一個狂人或

一個「怪咖」？這要從「許純美現象」說起。 

許純美是個形象不很正經的台灣女藝人，一度是話題人物。前幾年，台灣媒體幾乎每天都有她

的新聞，舉凡與「小鮮肉」的戀情、低俗的八卦等，民眾皆津津樂道。「她有什麼新聞？為什

麼每天要報她呢？她的知名度為何這麼高？」一名文化人指出，因為媒體需要，以前受歡迎的

脂粉小生被打入冷宮，反而是狂人、怪人，或是小丑型的人當道，像經常語出驚人、也投入台

北市長選舉的台大政治系兼任教授李錫錕（錕 P）網紅這類人，以及在南台灣竄起的「怪咖」

台南市長候選人、外號「虧雞福來爹」（Crazy Friday ，瘋狂星期五）的林義豐等大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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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素人幾乎都師承鼻祖柯文哲，柯以台灣第一素人，在政壇竄起，不按牌理出牌的言行，驚

聳的舉動，很快吸引眾人的目光，「政界的許純美」的封號不脛而走。 

回顧柯文哲的發跡，是因他善於媒體操作。台灣新聞媒體多，需要政治明星填充版面，柯佔了

首都市長的位置，正是媒體需要的主角。每天記者都會將麥克風堵在他前面，要他像一個「名

嘴」，對國內大小事發表評論。 

天生的政治動物 

柯文哲是天生的政治動物，他自喻是頭獅子，很清楚罵政黨會有票，因此當對手出錯，他會毫

不遲疑地予以「獵殺」，「嘻皮笑臉」地重批對手，這種略帶輕浮的形象一舉顛覆民眾對「大

官」的認知。曾經與柯競選市長的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委顧立雄，就曾質疑柯嘻笑怒罵的人

格特質令人憂心。 

現在的政治氛圍，或政治的表現方式，已經被媒體化、綜藝化、常識化，一般人不會深入研究

政治，而是像看綜藝節目那樣去了解這些事情，這便是柯文哲人氣至今居高不墜的原因。 

後現代政治人物，柯文哲並非絕無僅有的異類。《遠見》雜誌曾報道指出，前台灣總統李登輝

和前美國總統克林頓都是「後現代總統」。在《後現代政治人物崛起？》一文中，作者張佑生

指出，李、克兩人都大幅度採用對手的政見，並且「青出於藍」，造成過去涇渭分明的政黨界

線日趨模糊化，這是「後現代政治」的一大特色。 

柯文哲亦復如此，他不藍不綠的政治操作，完全符合現在台灣民眾的「胃口」。柯標榜中間路

線，但其實他當選台北市長是因為綠營的全力支持。他現在用打綠來討好淺藍，這種行為可以

用孫中山講過的故事來描述：一個挑夫將彩券藏在扁擔裏，開獎那天當他發現自己中獎之後，

馬上將扁擔扔到河裏，高興的大喊著：「以後不用再當挑夫了！」 

柯文哲的出現是因為選民厭倦藍綠，跟磨成精的政客那種虛矯，在這種背景之下，柯標榜的素

人政治跟話語，就顯得非常突出。 

「他的柯氏語言、柯氏思維更是一絕。」前述學者說。「敢言」甚至「口不擇言」幾乎成了柯

P的獨家「賣點」。最近甚至有名嘴爆料，指柯曾在前副總統呂秀蓮作東的餐會上，自爆他當

年訪問大陸時，對方在餐後還會獻上「花名冊」性招待，他太太陳佩琪在席上聽到此說，當場

翻臉。柯把很多人只會在好朋友之間完全沒有顧忌那種直率表達方式，直接拿到公共領域來，

當然他有一定程度聰明（智商高達一百五十七），就是怎麼樣讓大家對超越藍綠有一點想像，

加上他比較平民的風格與出身背景，再加上他的對手跟他所形成鮮明的對比等，形成一股旋

風。 

柯文哲首度參選市長時喊出「超越藍綠」，主打白色力量，從南到北吸引廣大人氣，幾乎打破

台灣傳統藍綠的政治結構，與藍綠分庭抗禮。但可別以為他是誤闖政治叢林的小白兔，他腦筋

靈活，擅製造話題，以不同包裝行銷，將自己打造成一個有別於藍綠的「政治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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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被網民視為「柯神」的柯 P，最初是在網絡竄紅，享有很高知名度與聲望，這個聲望的來

源是他在談論嚴肅事情時，會用插科打諢方式去講，年輕人非常吃這一套，他用詼諧、綜藝化

方式來處理嚴肅的議題，讓年輕人很容易接受。 

柯被認為是台灣年輕世代追求正義的象徵，他們著了魔般迷上柯 P，願意為他做任何的付出。

台中中友百貨月前為柯的新書《光榮城市》舉辦簽書會，大批柯粉一大早就排隊領號碼牌，排

第一位的柯粉甚至前晚九時就來排隊，睡在騎樓苦等十四個小時才如願見到偶像。 

台灣師範大學政治所教授范世平說，柯到大學演講，「那個笑聲連連，不是我們一般人可以做

到的」，他在大學生裏的魅力，超乎想像。而且柯也很清楚，每天晚上看政論節目的人，都不

會投給他，時下年輕人根本不會在家看政論節目，也不會在家接民調電話，他知道年輕人想要

什麼。 

年輕族群是柯文哲最大的政治資產。范世平說，柯文哲親口告訴他，很希望投票年齡能降到十

六歲。柯覺得年紀越小的人越支持他，他自己說過「最支持他的粉絲應該是國小五、六年級的

小學生」。現在年輕人都是很無厘頭的支持，柯也沒有什麼政見，但基本上他們覺得這個人好

玩、很率真、很真誠。 

柯文哲曾經問范世平：「現在二十到四十歲的人，十年後，他們五十歲，還會不會支持我？或

者他們改去支持國民黨？」柯自認為這種現象並不會隨著時間改變，這是一種世代增長，即便

四十歲變五十歲。范也認同柯的說法。「就像你已經習慣觸控手機，不會到年紀大了改用智障

手機，因為已經習慣這種 style。」他覺得柯是很有謀略的人。 

柯學醫的背景，讓他比時下政治人物更相信數字與科學。范世平說，柯有在掌握網絡上的連結，

例如這則新聞有多少人點閱等，以前電視台都看「尼爾森」民調，但他現在關注的是在 YouTube

有多少觀眾人數。 

當一般政治人物還在用傳統媒體做宣傳時，柯文哲早就先一步用網絡爭取民心。國民黨台北市

議員戴錫欽表示，在網絡操作上，柯特別經營這一塊，比國民黨以及傳統政治人物，確實佔有

優勢。現在流行的自媒體，柯操作自如，包括個人粉絲團、因應選戰推出的「Team KP改變成

真，持續發生」粉絲團、LINE@官方帳號、Twitter、IG 等，配合與網紅合拍影片，成了造就

其高人氣的宣傳利器。 

外界一直有傳言柯文哲在台北市政府外養「網軍」。這些網軍在各種網絡媒體上捍衛柯文哲不

遺餘力，戰力很強。以最具代表性的 PTT版為例，目前支持柯文哲被稱為「柯粉」的網友勢力

遠大於反柯的「柯黑」。柯粉發言次數多，而且善於纏鬥，如果有綠營人士批評柯文哲，他們

立刻可以拿出該人士以前的過失加以反擊，令人懷疑是專業政治工作者所寫。但這些護柯言論

因為太過激烈，因此也讓柯文哲和綠營的裂痕擴大。柯文哲雖否認有網軍，卻從未公開勸導支

持者的行為。 

經過四年的政治「養成教育」，柯已經從素人變成達人，對於如何投媒體之所好，更是「超藍

趕綠」。一名熟悉新聞作業的政治觀察家指出，柯很懂得媒體需求，常適時「餵新聞」給記者，

雙方互蒙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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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兼執行長王浩威說，一開始柯文哲的形象是激進的，包括選

前對財團的大聲討伐，太陽花學運公然坐進立法院去聲援，甚至面對遠雄集團大巨蛋問題一開

始的堅持立場，都是他選舉時或剛剛當選的時候，能夠獲得選民超越藍綠一致支持的原因。但

現在回想起來，包括大巨蛋在內，所有激進的姿態似乎都只是一種「演出」，根本沒有任何真

正的作為。 

話術新鮮的柯文哲具有明星演員特質，佔據媒體版面。但成為媒體寵兒的柯文哲和民進黨越走

越遠，民進黨支持者對柯的不滿日增，逼使黨中央決定今年台北市長自行提名，不再禮讓柯文

哲。 

這個決定原以為將使柯失去民進黨支持，很可能被藍綠夾殺。但目前的選情顯示，民進黨中央

完全錯估民意，柯的支持度不減反增，該黨所提名的姚文智實力太弱，選戰打得荒腔走板，甚

至帶衰其他縣市選情，讓柯選得更加輕鬆，現在走勢就像民進黨內部所評估的，如果柯文哲在

此役中打敗藍綠，他將成為「台灣最大尾」（最大牌），挾著這股氣勢直取二零二零總統大位。 

月前柯在市議會被問及二零二零是否會選總統時說，目前沒有這個規劃，但又語帶玄機表示，

世事難料，如果選的話是意外，被外界解讀是鬆口要選二零二零。隔天他前往翠山莊拜會李登

輝，李鼓勵柯「更上一層樓」，有台獨教父背書，讓柯氣勢更盛。 

親綠文化人認為，柯未來想選總統，所以一直要藉由「兩岸一家親」拉住北京。他曾經因為「兩

岸一家親」論調在民調上大失血，但後來他再提「兩岸一家親」，主張「兩岸一家親」是現階

段基調。 

不過話說回來，時間對柯選總統相當不利。柯如果順利蟬聯，年底宣誓就職。一旦他要選二零

二零總統，身為無黨無派，明年就要開始連署，等於是一當選市長，就要準備選總統，很難向

選民交代。范世平前陣子當面問過柯文哲這個問題：「他回答說你想也知道不可能嘛！」但現

在柯的態度似已鬆動。 

一名中央研究院院士研判，柯參選二零二零的可能性很大，而且會牽動政黨重組。台北政壇前

不久傳出柯將組政黨，為兩年後的總統大選鋪路，一旦組黨，獲黨提名，即可省去連署才能參

選模式。民進黨台北市議員梁文傑爆料，柯文哲打算使用已故民運先驅蔣渭水創的「台灣民眾

黨」做黨名。不過，此事遭柯否認，但柯推「認同卡」，要認同其理念的候選人才可同他合照

宣傳，遭質疑是變相組黨。 

積極整合第三勢力 

可以確定的是，柯文哲正積極整合第三勢力。當年「白色力量」的「外溢效應」，讓民進黨在

二零一四年縣市長選舉大有斬獲，現在柯人氣「搶搶滾」，包括新竹縣、嘉義市等沒有政黨奧

援的候選人都想和他結盟，同時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也多次和柯同框，一旦柯成為第三勢力共主，

將是綠營最大夢魘。 

事實上，民調可能是無黨派支持的柯文哲的生命線，因為他本身並無基本盤，在議會也沒有自

己的議員，如果民調支持度下降，很可能就被藍綠兩方勢力裂解，斷送連任之路。由於柯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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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公職經驗，未當過議員，他自己也承認上任前一兩年對於市政都在摸索階段，因此並沒有

非常傲人的政績可以宣傳。 

但民進黨政府執政兩年多屢屢發生失誤，柯發現只要他批評民進黨，民調就會上升，因此時常

藉批評中央政府轉移焦點。這樣的策略雖然讓他維持民調上的優勢，卻得罪了本來支持他的深

綠群眾。一位民進黨立委就在政論節目上說：「我們這些『柯黑』其實是第一代『柯粉』。」 

深綠對柯親中的態度非常感冒，但范世平表示，柯並不在乎，因為他做過大數據調查，即便現

在遭深綠圍堵，民進黨中還是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會投他，但他不想再讓那些每天在電視談話節

目上罵他的話題持續延燒，所以還是要採取一些「止血」動作。 

有深綠支持者反柯文哲已經到誓不兩立的地步，為了不讓柯當選，甚至揚言不惜轉投國民黨的

丁守中。雖然外界認為這種情況不會發生，但一位綠營人士卻分析其中的奧妙：「丁守中當選

可以裂解國民黨，但柯文哲當選卻會裂解民進黨，如果你是綠營的人，你會怎麼選擇？」該人

士認為，本來台北就是國民黨大本營，除非藍營分裂，不然民進黨很難獲勝，現在綠營分裂，

贏的機會更是渺茫。然而現在國民黨有朱立倫、黨主席吳敦義「兩個太陽」，如果丁守中當選，

就是黨內位置最高的首長，馬上就形成三頭馬車，對民進黨不見得不利。但如果讓柯文哲當選，

將來會無法控制這匹脫韁野馬，對民進黨來說，會比失去首都更加危險。 

若市長失利有利選總統 

但政治就是一場球賽，沒有人可以確保柯文哲一定可以在這次台北市長選舉中獲勝。但如果他

「大意失荊州」，他失去了台北市長的寶座，更使得他可以毫無顧忌的直奔總統府爭奪戰。就

像當年的陳水扁和馬英九，台北市長永遠是總統職位的跳板。這也是另外一種的懸念，也是今

年台灣選民亟需作出的抉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