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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习近平和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在新加坡香
格里拉大酒店会面。这是1949年以来，海峡
两岸领导人首次会面，实现了历史性握手，
虽然互称“先生”，但并肩挥手，在国际舞
台上共同亮相。场面有点儿像打了多年架的
兄弟，相逢一笑泯恩仇，令世人瞩目。

从打二战结束后的重庆谈判以来，国
共两党为了各自的政权，曾经厮杀得难解难
分，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1949年，
中共打败国民党，将中华民国政府赶到台
湾，在大陆建立了红色政权。从此，在台湾
海峡两岸，形成了事实上的两个政权。随着
两岸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及国际政治格局
的重新组合，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梦想变成一
种渐行渐远的记忆，中共解放台湾的宏图也
在历史的演进中变为一个过时的政治口号。

尽管国共两党秉持不同的意识形态，但
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然而，自从台湾实
行民主化以来，随着台湾本土意识的觉醒，
及主张住民自决和追求台湾独立的民进党的
发展壮大，两岸最终能否统一，还是一个疑
问。阻碍两岸实现统一的根本原因，则是双
方所实行的不同的政治制度。

过去，大陆和台湾均由独裁的共产党
和国民党所统治。两个独裁的政党谈统一问
题，如能谈得拢，程序上可能简单多了。如
果谈不拢，也嘎嘣利落脆，不拖泥带水。蒋
经国在世时曾说，“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绝
不会同中国共产党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我
们过去的经验已使我们有了足够的教训，无
论如何不能相信共产党人。”这就堵死了两
岸政府直接谈判的道路。然而，蒋经国毕竟
是个有远见的政治家，在他逝世之前的1987
年，批准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大陆方
面也立即回应，至此，两岸打破了自1949年
长达38年的冰封期。

随着台湾开放党禁报禁和民主化的发
展，两岸政府不进一步接触几乎是不可能
的。如何接触，以什么形式接触，对两岸领
导人都是严峻的考验。1993年4月，海协会、
海基会领导人在新加坡举行“汪辜会谈”。
这是1949年后两岸高层人士首次以民间名义
进行的公开会谈，两岸关系从此迈出历史性
的重要一步。所谓的“九二共识”就是在“汪

闲聊“习马会”
的历史意义

辜会谈”时确立的。
两岸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随着台

湾政治民主化的深入发展，其大陆政策的制
定逐渐变得多元化，更何况本土文化和住民
自决意识在台湾新生代中已深入人心。总统
李登辉在卸任之前的1999年7月抛出“两国
论”分裂主张，2000年5月，奉行“台独党
纲”的民进党上台，总统陈水扁又抛出“一
边一国”论，使两岸关系再陷低潮。

台湾现行政体是多党民主制度，中华
民国政府已不能像大陆政府那样实行一党独
大，在对待大陆问题上也不能任性而为，其
对大陆政策的制定也必然会受到民意的影
响。虽然国民党仍未放弃一个中国的政策，
但由于其在台湾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甚至
能否继续执政，都成问题，那么，台湾今后
的政治走向就充满不确定性。面对这种形
势，具有强烈大一统观念的大陆政府就有一
种压力，一种迫切感和危机感，尽快解决台
湾问题便成为历届大陆政府领导人不得不关
注的重要问题。

自从台湾开放大陆探亲以来，两岸的经
济文化交流已发展到空前的规模，但两岸政
府之间的接触始终未能破局。大陆始终坚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只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则要
求大陆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事实存在，谈
判对等。因此，双方政府间谈判一直未能展
开。

这次“习马会”翻开了两岸关系历史性
的一页。这次会面不仅打破了双方政府间接
触的僵局，而且是最高级别的会面。打破这
一僵局的主动方应该是习近平。在两岸关系
中，大陆方面无疑占据主动地位。马英九在
任期内一直希望与习近平会面，但苦于找不
到适当时机。在台湾的政治生态中，总统的
权力受到诸多限制，以什么身份见面，在什
么场合，以及以什么形式见面等，都不是总
统任意而为的。相反，大陆的独裁体制就为
习近平在政策上作出突破提供了方便。

习近平在此时打破僵局会见马英九有以
下几方面的考虑。

首先，在台湾问题上的建树有助于在党
内立威，巩固其正在经营的集权统治。习近
平上台后，在王岐山的辅佐下，以反腐为旗

号，在党内铁腕清除异己，树立个人权威；
在社会上控制舆论，压制自由派言论，打压
日益壮大的民间社会，向毛时代回归。他
的这种执政风格势必遭到党内外反对派的忌
恨。无论他要学毛泽东还是蒋经国，树立个
人权威，急需建功立业。而推动两岸关系，
在对台问题上有所作为便成为他可利用的政
治资源。

其次，在外交上反制美国，改变东亚政
治格局。近年来，中国凭借其已成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的发展势头，一改先前那种“韬
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在国际舞台上频频展
示“肌肉”，引起美日及周边国家的不安。
美国的亚太战略以及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对中
国采取的越来越强势立场，使中国在南海问
题上闹得灰头土脸。在这种形势下，习近平
打起台湾牌，有助于消弱美国在东亚地区的
影响，增加中国跟美国叫板的筹码。习近平
在主题讲话中说：“不管两岸同胞经历多少
风雨，有过多长时间的隔绝，没有任何力量
能够把我们分开，因为我们是打断骨头连着
筋的同胞，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我们应该
以行动向世人表明，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
智慧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并共同为世界与地
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这
些话当然不仅仅是说给马英九听的，其弦外
之音是告诉美国，海峡两岸的事，你别瞎掺
和。

再次，在台湾大选之前搅局，打击民
进党，拉国民党一把。台湾大选很快就将举
行。自国民党“九合一”选举惨败以来，一
蹶不振。目前的选情对民进党参选人蔡英
文非常有利，她当选台湾下届“总统”的可

能性极大。蔡虽在“台独”问题上较陈水扁
缓和，泛泛主张两岸“维持现状”，但她至
今未表示承认、坚持“九二共识”。对她一
旦当选有可能采取一些实际推动“台独”的
行动，中国政府当然很担心。因而，习近平
选在此时与马英九见面，意在为遭遇挫折的
国民党打气，遏制民进党的势头。即使无法
改变选情，也会使两岸关系提升为选举中的
重要议题。如果习马会面的时间再早点儿的
话，或许能在选战中帮助国民党争取更多选
票。

习马会面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打破僵
局”，开辟两岸良性互动的新空间。尽管这
次短暂会面不可能涉及诸多具体问题，但双
方都将强调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对两岸关
系的发展将产生长远和战略性的正面效应。

虽然此次会面中习马互称先生，但事
实上等于大陆承认了台湾政权的存在。从过
去互不承认再到互不否认，进而走向相互承
认。中国政府能够现实地面对事实，对等会
见，不刻意矮化台湾，实属不易。同时，会
谈也有具体成果，对于台湾方面建立两岸热
线的呼吁，大陆方面积极予以回应，双方两
岸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之间有望建立起沟通
热线，从而推动两岸高层交往机制化、日常
化。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谈双方都
避谈统一。我认为，只要两岸近期能够保持
现状，逐渐缩小隔阂，长期和平共处，增加
交流，真正做到“不独，不统，不武”，台
湾的存在对大陆本身的民主化进程也将产生
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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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重庆谈判时的蒋介石与毛泽东（资料图）

1987年7月14日，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发布命令，宣告台湾地区，包括台湾本岛和澎湖地区，自明日
零时起解除戒严。历时38年的两岸隔绝，终于重新互通往来。

图为1987年，蒋经国（右一）最后一次主持“双十节”盛会，右三为李登辉。（图片来源：共识网）

2015年11月7日，两岸领导人历史性握手。（图片摘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