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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之间
由美国挑起的美中贸易战为时经年，正在上演，双

方商谈折冲的过程是一波三折，此起彼落，而迄无定论。
今年10月中国副总理刘鹤领队的中国代表团若如期成行，
切实磋商，可能有所敲定；或是强打硬拼，战火益烈；或
是握手言和，鞠躬下台。但如何发展，难以预料。

美总统川普执意要获得连任，是志在必得，姿态十
足。他将以获选为考虑，筹划美中贸易战如何进行。假如
他认为他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会讨得美国多数选民的欢
心，而美中对抗对美国的经济和就业并无大碍，他就一定
是画张飞的花脸，舞关公的大刀，做狮子吼，张牙舞爪，
全力出击。假如今年冬季时美国经济情况不妙，美国多数
选民抱怨他对华政策失算，他就会见风使舵，在美中贸易
战里化干戈为玉帛，知趣退场。

中国面临此一挑战要沉着应付，不可冒进和轻敌。
美国对华的要求有许多是中国必须去做的，如保障专利的
使用，不对国企偏重和补贴，予外商以在华公平竞争和发
展业务的平台等。啃这些硬骨头是为了中国本身长足进步
而为，不可视为是受压屈服，自我蒙羞。

近年来美国朝野已逐渐形成共识，视中国为野心勃
勃、潜在强硬的对手，有意和美国争霸。因而对中国防
范、围堵和打压便都是顺理成章，势在必行。中国对美国
的心态要心知肚明，更要言行一致，表里合一，以正面
的表现去面对质疑。也不要浪费时间和精力，对美方许多
言论和行动都冠以“反华”的标签，要立即应对，口诛笔
伐。

习近平主席曾明智发言说，美中关系已密不可分，
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中美合作就彼此受益，打斗就一
并受损。从历史渊源来看，近百多年来美国的确是西方列
强里对中国最为友善的一员。如今中美两国是全球最大的
两个经济体，又分别是发展中和发展国家的鳌头，面临国
际事务双方利益的结合远大于分歧之处。中美之间不宜流
血恶斗，齐受其害，要同舟共济，遍传佳音。

二、海峡两岸
回顾史实令人叹惜的是，蒋毛两位巨人都缺乏足够

的民主意识而错失了建设富强中国的契机。二战和中日战
争结束后蒋介石要乘胜追杀，一举而歼灭共军，独统江
山，展开内战。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和
中共举行和平谈判，毛泽东提出过于刁难的条款，要严惩
战犯，将国府要员一网打尽，永不翻身。那时担任国府行

政院院长的何应钦沉痛地说：这一和平协定是“军事管理
方案”，比国府当年向日本提出的受降文件苛刻很多。和
谈破裂，共军渡江，在随后的国共战役里严重破坏，痛苦
伤亡，令国家元气大伤。

假如当初和平谈判时，毛泽东明智有加，目光长
远，许可国府文武大员返乡养老，衣食不缺，国军部队也
和平收编，就自然改变了中共建国后的社会气候和总体心
态。镇反肃反何有，韩战越战免谈。中国应可在和平振奋
的大好情势下努力建国，蒸蒸日上，信心十足，为人民造
福，与邻邦交好。就不会在闭关自守下频出昏招，大跃
进、反右、下乡、四清、文革等群众运动也自然消匿于无
形了，至今日中国理当是民富国强的泱泱大国了。

1949年国府败走台湾，毛泽东改立国号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制造了两个中国。蒋介石于1972年持“汉贼
不两立”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立场，退出了联合
国，又保留了日后两岸和平统一中国的希望。国府退守
台湾后风雨飘摇，提心吊胆，生怕解放军渡海来攻，“解
放”有日。但1950年毛主席挥军入朝，以人民志愿军名义
支持北朝鲜入侵南韩。美国组军仁川登陆，进行反击，亦
派遣第七舰队协防台湾，中共解放台湾的构想也全盘落
空。中共的“抗美援朝”，又延伸为“援越抗美”，中美
对立愈深愈久，大陆运动愈频愈烈，大好河山迄无宁日
矣！

蒋氏父子在台连续执政39年。国府退台后也思痛自
省，努力建设，改善工农，发展外贸，最后荣登亚洲四小
龙之首的地位。蒋经国主政台湾又实现了开放党禁和报禁
的正举，并许可老兵返回大陆探亲旅游，这便正是两岸关
系改善之始，和台湾走上自由民主政体之初，迄今已三十
寒暑矣。

两岸关系正式解冻始于连战以国民党主席身份于2005
年4月中旬造访大陆，名为“破冰”之旅，会见了中共总
书记胡锦涛，为国共两党领导逾半世纪以来友好交谈之首
创。马英九于2008年至2016年主政台湾，两岸交往日益频
繁，三通起步，外交休兵，一片和祥气象。待蔡英文代表
民进党于2016年再度在台执政时，又风向逆转，倡台独，
促反中，裂族类，败朝政。使台湾总体实力和社会稳定下
滑，令两岸友好交流止步。2020年台湾领导人大选的蓝绿
之争已进入火拼阶段，最终鹿死谁手仍是未定之天。但大
陆要确切留意，不宜有心介入，意在影响选局，予绿营以
口实，污蔑国民党是“红色同路人”。蔡英文对香港情势
指指点点，表态支持香港“民运”，视一国两制在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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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失败，更不宜适用于台湾，这都是色彩分明的政治语
言，用于吸引选票，呼吁台湾选民不可支持“亲大陆、
害台湾”的蓝营重返执政。然而这番说词能够取信于台
湾多数选民吗？未必！大陆和台湾交往要着重在陆续增
强商贸、文教、旅游等各方面，乃可民众受益，铭记在
心。不可加强军事恐吓，机舰齐发，赫赫逼人。要吸引
和呼唤离家出走的兄弟归来，岂能挥长鞭，舞利剑，要
兄友在先，弟恭随后。两岸和平统一也要顺其自然，不
能勉为其难，欲速不达。

三、大陆香港
先前，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善意要与台湾和大陆建

立“引渡条例”。意在解决台湾杀人嫌犯逃港脱罪之难
题，结果引发了香港居民的指责和反弹，扩大和转向
为“送中”行动。四个月下来，从街头抗议起步，恶化
为损害公物，扰乱营业，打人伤人，抗击警察。此一发
展仍在继续，未见收场。至今已对香港造成重大伤害，
让香港工商业日益萧条，游客望而止步，香港享有世界
金融中心的盛誉大损。今秋开学后也有学生走上街头，
旷课呐喊。香港一些有识之士已出面呼吁市民要冷静下
来，不要扩大乱局。香港星岛日报新闻集团主席何柱国
苦口婆心于9月19日至25日陆续刊登报页整版声明，讲
道理，摆事实，正告香港市民、外国领馆、广大青年和
执教老师，要守护和平，与恶诀别，理智清醒，恢复常
态。我和两位相交逾半世纪、现长住香港、博学多闻见
地深远的老友通话，他们都是忧心忡忡，并感叹香港今
日一片混乱，杂音四起，欲“纠正视听”的理性之言也
遭到淹灭和受到曲解了。

至今历史的发展和条件已注定香港要在一国两制
的规范下运行，香港独立之思便更是痴人说梦。在香港
抗议游行中有人挥舞美国国旗，焚毁中国国旗都不是真
正爱港和利港之举。有一句西谚说：“自造睡床自家
躺。”是喻言后果自负。香港居民要从冲动和狂热里觉
悟和冷静下来，吸取教训，恢复常态。香港幸有训练有
素的高质的港警，可以临危不乱，执行任务，减少伤
害，使乱局不再扩大。他们的表现是可敬可佩，可圈可
点。

北京此刻也要表现高度的理性、沉稳和自制。不可
考虑遣兵入港，恢复秩序，以免触发血案，败坏全局。
北京要以决心和行动去支持“港人治港”的初衷和设
计。正所谓“天助自助者”，盼港民力行其事。是乃，

回归理性息灾难，重振香港尽开颜。

四、中国内部
新中国历经数十年来不断的努力奋斗，已欣然崛

起。但和平不足，威武过头。中国不宜耀武扬威，更不
宜从过度的自卑转换成过度的自满。80年代中国强人邓
小平的名言“韬光养晦”，至今尤为适用。

还记得2015年中国举行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时，中方特意安排，抵华祝贺的
外国元首要在天安门门楼内踏上红地毯，步行数百米到
达习近平夫妇怡然等待的尽头，形成“万国来朝”的架
势，是乃虚荣有过，礼仪尽失了。在庆典中我应邀登上
天安门城楼左前侧为外国嘉宾专设的观礼台，有世界各
国驻华大使夫妇在场，他们目睹雄伟的阅兵式后，有数
位与我交谈时说：“这个壮大的场面是摆给中国人自己
看的，我们有不同的观感和想法。”

今年正值建国70周年大庆，阅兵游行的场面更为宏
大，预演的安排更为繁多。这种擎师动众的巨大投入，
收获有几呢？！

美中贸易战搏斗之际，国内的情势是外松内紧。
每天看报都有贪腐高官落马的报道，或是政界要员，或
是国企领导。但严打贪官的手段并不治本。专制体制不
变，贪污温床安然，杀一难以儆百，斩草春后重生。

逆反世界潮流的一党专政必须要改，这可以从党内
做起。或设专区做民主施政实验，任职用人秉公处理，
不要一言堂，不搞妄议中央，不可掌控文艺创作和新闻
宣传，管的严，管到死。例如数月前以描述抗日战争时
期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抗战不屈的《八佰》一
影片，在上映前被叫停，背后的理由是该片正面宣扬了
国民党，不可取也！

言论自由，司法独立，整顿国企，扶植民营，鼓励
创新，发展科技，改善教育等要务都要志在必得，认真
从事。诚然，越这样做，越削弱了共党大权的独霸，但
唯有如此才能顺应潮流，自救自强。早年蒋毛两人因私
心作崇而祸国殃民，痛失建国良机，今后的中国会出现
转机而趋向真正的富强吗？是为盼！

正所谓：“堂堂建国七十载，甜酸苦辣百味来。
振兴中华靠民主，万众一心万难排。”

本报特约撰稿人：臧英年
导读：身为美籍华人，1932年在大陆出生入学，1949年赴台学成就业，1967年抵美进修入籍。我对中台美三宝地都有根基、热情和感恩。近30年在太平洋东西两岸游走，绝大部分时

间是在大陆驻守，促进美中民间交流，从事控制烟害义工和在新闻媒体发言论述。去年夏季我返美定居了。这不是告老还乡，倦鸟知还，而是另辟佳境，乐享天年。
以往住在北京，我应邀参加40周年、50周年和60周年的国庆大典活动。现欣逢70周年大庆我虽不参加，却要尽其在我，一吐肺腑之言，为祖国庆生，盼祖国进步。发言内容包括四个

领域，中美之间，海峡两岸，大陆香港和中国内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