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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初，两岸互动里最引人注目的一项新闻
就是大陆习近平主席和台湾蔡英文总统直接的立场交
锋。蔡先发表了元旦讲话，习告知以《告台湾同胞
书》。习强调，统一是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要探
索“一国两制”对台的适用方案，建议台湾各党各派
人士和大陆进行政治协商会议，并保留武统的选项。

随后，蔡对习的发言立即反应，也在外国记者简
报会里明确表示，台湾人民的共识是拒绝九二共识，
不接受一国两制。他们对大陆不信任是由于：“中国
民主体制欠缺不足，人权纪录不佳，未放弃武统立
场。”台湾有待中国大陆踏出民主和人权的脚步。蔡
在新年谈话里针对大陆提出的四个必须是：“必须正
视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的事实，必须尊重台湾两千三百
万人民对自由民主的坚持，必须以和平对等的方式来
处理我们（两岸）之间的歧异，必须是政府或政府所
授权的公权机构坐下来谈。”

台湾在野的国民党针对习和蔡的讲话反应较慢。
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前主席马英九和朱立伦都一致发
言，反对台独，承认九二共识是两岸走向和平的开始
和基础。而台湾承认的九二共识是“一中各表”，不
是大陆坚持的“一国两制”。

美国媒体对习蔡交锋的新闻也有反应，《纽约时
报》2019年1月6日刊出一文，标题是：“台湾领导拒绝
北京的统一论。”文内说：“蔡英文在台北对外国记
者做简报时说，台湾任何政治人士若是接受习近平主
席最近的发言，就是违背了台湾人民的意愿和信任。
她也呼吁国内和国际要支持台湾立场。……蔡的发言
提升了她在台湾的声望……华府留意到蔡坚持的论
点……美国国会里要协助和维护台湾民主体制的呼声
日益增长……”

纵观台湾局势和各方表态，可以看出以下重点：
一，蔡英文在台湾九合一及县市议长选举中惨

败。她急需重整旗鼓，争取2020年台湾仍由民进党执
政。她断言拒绝了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说明台湾是
独立自主，和大陆平起平坐，不采纳大陆统一模式的
号召。此举获得了台湾多数人民的支持。

二，国民党接受“九二共识”的前提是“一中各
表”。台湾在中华民国名称下掌握治权，不承认北京
对台湾拥有主权。换言之，当前的实况是，一国两区
和一国两治。

三，美国赞成台湾体制，同情和支持台湾，承认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但不支持台湾独立，并主张两
岸之间解决纠纷不能诉之武力。

四，大陆对两岸统一有使命感，没有明确的时间
表。但决心以武力为后盾，制止台湾走上独立分裂之
路。

五，当前两岸和平相处，互利互惠及互通有无是
暂时安定的双赢局面。可是，如今蔡英文已被大陆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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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明订为“台独份子”，倘情况继续恶化下去，“台
海无风波”的现况会产生不良变化，危及两岸的和平
相处和友好往还。

回顾历史，毛泽东1949年击溃国民党退守台湾之
后，竟然改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两岸至今
的名份之争和两个中国的争议种下伏笔，十分失策和
不幸。蒋介石1972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
取代中华民国在安理会的席次时，毅然决定，“宁为
玉碎不为瓦全”，将中华民国退出了联合国，就留下
了日后中国统一的机会。否则，两个中国从1972年起就
在联合国内并存，迄今已47年，早已固定成为南北韩并
列的局势了。

2000年5月20日台湾首次政党轮换，陈水扁代表民
进党登台执政时，我灵机一动，为他拟就了一篇他的
就职演说词，在海外报纸公开发表。提出了两岸和平
统一的和解方式和渐进步骤。该文开始时说：

“许多关心两岸关系及中国和平统一前途的海外
侨胞在集思广益、各献良策之下，给将于五月廿日在
台湾就任的中华民国总统职的陈水扁代拟了一个他就
职演说之中有关两岸关系部分的讲词：

各位同胞、各位嘉宾：我刚刚听到欧盟和中国大
陆达成协议，双方谈妥了合作条件，欧盟支持中国加
入世贸组织。‘平等、友好、互利、互补’是双方遵
循的原则和精神。我想，这八个大字也正好可以用来
说明海峡两岸今后和平统一的基本原则和指导精神了。

在这次全民直选总统的竞争里，我有幸在台湾同
胞的选择下脱颖而出，获选为总统，我今后最重要和
唯一的责任就是为台湾同胞和中国人民带来幸福、自
由与和平。

在二十世纪全球化的政治和军事冲突中，世界上
产生了东西德、南北韩、南北越和中国分裂的不幸局
面。如今，德、越已经统一，南北韩已开始了政治协
商，难道中国统一的问题还不应该提上议程吗？

如今两岸和平统一最大的障碍来自两方面，一
是“法统谁属”，二是体制差异……”。

针对以上两大和平统一的障碍，我提出以下的具
体解决方案供大家参考：

•	 中华民国成立在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
后，但如今为了和平统一，以后双方都称“中国”，
为了目前识别两岸，北京方面称中国，台湾方面在中
国后加一括号，注明台湾，即为中国（台湾）。

•	 中国国歌，统一用“义勇军进行曲”，这是抗
日战争时期唤醒民心、一致对外的爱国歌曲，这比“三
民主义，吾党所宗”更适合为国歌。因为国共两党都
不能再以党治国了。

•	 国旗就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和五星红旗和在一
起，在“满地红”上增加五颗大小一致的星，这正好
代表“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以往，

为实现中国和平统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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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中国的国旗都曾经改变过，中国曾有过五族共
合的五色旗，美国也曾有过十三星和四十九星等的前
身，既要两岸统一，就把两岸的国旗也统一起来吧。

以上国名、国歌和国旗的调整，就自然组合了两
岸的传统和精神，而可为全中国的人民接受。为两岸
人民服务的政治家也可以名正言顺地推动这个计划。

为了消除两岸的差异和促进两岸的互信，我建议
以下各项措施。

•订出可行计划，开放党禁、报禁。两岸各党派
最终可以互访，可以在两岸宣扬各党主张。两岸互设
通讯社，新华社等去台北，中央社等来北京。双方订
报自由，采访自由。

•台湾安排人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政协，中国
派遣人员参加台湾国大、立、监委组织，费用自负，
发言自由。

•积极展开两岸三通，在经贸合作上更上层楼，
共同努力，各施所长，开拓国际市场。

•在科研、环保、气象、文教、旅游、文艺活动
等各方面扩大合作，增加互惠。

•大陆派人观察台湾各种选举，大陆逐渐实施各
级政府官员由人民直选产生的制度。廿年后两岸人民
联合选举共同的中国总统。

•台湾以庞大基金在大陆设教育基金会，协助大
陆教育事业的推展，和现代职工技术的培训。

•中国支持台湾方面派遣观察员进入各国际组
织，观察员是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

•两岸在外国的驻外使馆人员开始建立交流互访
关系，以增进了解和探讨可能的合作领域。

•两岸都广泛征求爱国有识人士对增加两岸合
作、交流，及促成和平统一问题，提出坦诚可行意
见，讨论公开，不受限制。

以上，我提出的各项建议，只是一个理想的全程
计划，在实施内容、步骤和进行各方面都有待海峡两
岸去进一步地思考和斟酌。所谓：取法其上，仅得其
中。如今提出一个理想的计划也是有其必要的。”

此文写于19年前的2000年。至今，两岸的三通和
多方面的交流合作早已实施，唯有和平统一的目标仍
待实现。海峡两岸的领导者若能真正为民着想，不以
名位之争为先，不以党派之私为念，应可针对和平统
一的两大障碍，一是法统、二是体制，深入探讨，寻
获答案。认为什么体制用于中国可以富民强国，可以
顺应世界潮流，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的昌盛开拓
一条浩浩荡荡的光明大道。

习近平主席建议，两岸各党各派人士可以共同投
入进行政治协商，如何实现中国和平统一的话题是最
为迫切和重要。正所谓：“和平统一两岸求，全力以
赴不罢休。名位私心抛云外，全民利益拔头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