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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选后沉思看前程

一月十一日晚我从美国打电话给台湾友人，询问台湾领导人大选的
最新情况，答案是：未定之天，难以推断。十二日清晨看新闻报导才知
道绿营在总统大选和立委选举都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蔡英文获八百一
十七万票，韩国瑜五百五十二万票。绿营也争得立法院委员一百一十五
席中的六十一席（53%），逾半数，赢操纵权。蓝绿对比，落差极大，这
也显示了台湾主要民意的依归。国民党落败不是“大意失荆州”，而是
力不从心，力所难及。

关心台湾大选的另外两个重要实体是中国大陆和美国，此三者各有
意图、立场和行动，从而增加了台湾大选的变化和复杂性。

绿营党内初选时竞争激烈，赖清德出面挑战蔡英文，来势凶猛。
但后来赖成为蔡代表民进党争逐大位时的副手，统一了矛盾，整合了力
量，率先开始了和国民党大选对决的准备和行动。

蓝营初选拖时太久，又出现郭台铭参选在先，退选在后的变数。他
退选后不支持国民党的候选人韩国瑜，而为亲民党的宋楚瑜站台助选，
这便也分散了蓝营的团结力量和票源。国民党党内合作欠佳，党内大佬
立场不一，各有所图，不能拧成一股绳爆发全力。老大保守的国民党对
台湾年轻人号召力不足，党产也被执政的民进党加以清算，沦入财力困
乏的窘境。

相对来说，民进党针对香港乱局，全力从旁煽风点火，力陈：“一
国两制”在香港实施已彻底失败，此一设置更不能强加于台湾；台湾民
众要清醒认识到，“今日香港就是明日台湾”；这万万不可，要强加戒
备，全力防范。

在台湾出生的新生代和首投族乡土情深，对大陆缺乏情感、牵挂和
认同，这也是绿营前后两次在台执政、“去中国化”宣传的成效。至今
大多数台湾年轻人认定要跟绿营走才有政治前途，他们乐于接受绿营对
大陆敬而远之和戒备森严的立场和行动。其结果也让台湾的青年选民大
多投票支持了蔡英文。

美国对华贸易战出现缓解，但互斗全局远非落幕。美国当局为自身
利益着想，希望绿营可以继续执政，即可牵制大陆，也不会引发台海战
火。蓝营上台会促进两岸合作，非美国所乐见。以上多种力量和立场对
台湾大选结果都产生了轻轻重重、或多或少的影响。如今是大局已定，
绿营大获全胜了。此时美国《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的标题是：“蔡
英文高票当选，台湾选民对北京说不。”意在其中矣！

蔡英文在获胜致词时说：“和平、对等、民主、对话（作者注：马
英九在台执政时也有此说），这八个字是两岸重启良好互动、长久稳定
发展的一个关键。”此言甚是！但要付诸实施，不可流为空谈。

大陆针对蔡英文连任的事实要沉住气，不要滥用威胁的言辞和行
动，更不要倡言“武统”势在必行。因为可以推论的是，中美纷争和两
岸对持都不会恶化到兵戎相见、一决胜负的极端地步。大家都要耐心稳
重，自求多福。美中会渡过贸易战的关卡，恢复良好互动。两岸之间，
不论何党在台执政，也将逐渐回归到理性相待，互通有无。大陆则要侧
重民生和民主建设，戒躁戒骄，去浮躁，免耀武。现诗赠蓝绿两营和中
美两国，盼各得其所，各得其益。 

正所谓：
“蓝营败选稳住神，检讨成败再动身，台湾福祉两岸情，从长计议

要认真。”
“绿营胜选获连任，任重道远莫狂奔。台独走向是末路，两岸修好

要重申。”
“中国建设重万分，民生民主注全神。韬光养晦是上策，真金火炼

才显真。”
“美国第一行过份，全球事务乱过问。改弦更张此其时，世界和乐

多献身。”

台湾大选已过，民进党主
政台湾再延4年。蔡英文获连
任得到国际舆论的赞许，认为
是“坚持立场，护台有功。”
她在获胜致词时也强调了今后
施政的主旨是：“不挑衅，不
冒进，守主权，护民主。”这
是一个四平八稳和恰到好处的
说法。

我希望民进党在台运作可
以做到以下各点：

一、着重于台湾的经贸发
展和民生建设。缓和与大陆的
对抗，要开拓渠道，正面展开
两岸商贸、文教、旅游等互通有无和彼此获
益的交流项目。也全力推动和亚太诸国的互
惠行动。

二、不扩散“仇中和惧中”信息，勿视
对岸为宿敌。要收敛“兴军备、拒统一”的
策略和行动，少付保护费去购买美国不适用
和不够用的武器，将省下的经费用于岛内建
设。

三、放弃族群和独统议题的操作，为岛
内民主建设开拓新页。切实解决本身内需的
重要问题，和在野党形成良性竞争的格局。
建设台湾卓有成效者欣然在位，表现不良者
鞠躬下台。

四、努力建设台湾成为政治清明、前
景宽阔的实体，给予年轻人真实的鼓励和希
望。也示意大陆要朝自由民主的方向迈进。

国民党在台湾大选惨败之后举行了自
我检讨，提出各种败选的原因，这是痛定思
痛，盼能有错必改。但正如台湾《联合报》
社论所言，国民党在台湾仍有重要的任务和
出路存在，要自重自保，不可自暴自弃，国
民党运作的方向似可包括以下各点：

一、透过仍执政的16个县市加强和大陆
联系与合作。促进两岸之间交流项目的互惠
程度和民间交流的热忱。

二、阐明国民党的党纲和党魂何属，对
民主建设和两岸相处提出明确说法。一中各
表是当前实况，两岸和统是未来走向。

三、国民党败选后党内中壮派提出了
国民党改革的呼声和要求。国民党失去了台
湾年轻人的信任，必须添加党内年轻人的新
血、动力和意愿，让全党青春焕发，再赴前
程。

四、要做好严格监督执政党施政得失
的角色，和其他在野党联合，针对台湾内政
外交提出建设性的建议，指出施政败招要加
以修正，共同促进台湾内部的和谐与对外发
展。

在台湾海峡对面隔岸观察的中国共产党

在台湾选后重申了“一国两制不变，和平统
一照常”的一贯立场。但面临实况似应考虑
以下各点：

一、了解台湾民心所向，要耐心观察，
静观其变，不要轻言“武统”是箭在弦上，
随时可发，造成人心惶惶，于事无补。因为
台湾不是军事统一应否和能否执行的问题，
而是倚重民心向背，万众归心，和则受益，
心服口服的争取和实现。台湾可在万弹齐发
之下迅速摧毁，但无法收拾败坏的残局。

二、大陆要依样实施已宣布的对台优惠
条例，见其成效，也保持两岸互动互惠的门
户大张，认真执行。不要刻意实施各种惩罚
和威吓手段，切断台湾的生路，闭塞台湾的
国际空间（挖取其邦交国）。这样做，会更
加丧失台湾的民心和针对大陆的亲合力。中
国重骨肉手足之情，善待台湾，言行合一，
才更能获得国际的尊重和好评。

三、美中贸易战已经首阶段签署了协
议，这只是一个好的开始，而不是大功告成
的圆满结束。对此，只能够寄望未来，审慎
乐观。因为第一阶段协议的构思是各得其
益，暂时安顿，到了第二阶段就要看第一阶
段的既得效果和面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硬
骨头是否能啃下和如何消化的难题了。

四、中国内部的现状是十分紧绷和注重
稳定。严打贪官和紧控言论是双轨并行。中
国面临的难题是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需要更
宽松开放的大好环境，而政局求稳要借重管
制、监控和狠招，此二重要需求是难以两者
兼顾和并立并行的。中国的执政者必须要以
民为重，造福人民，是乃任重道远，重任当
前矣！

提出以上的构思和期盼诚然是满怀希望
和用心真诚。正所谓：

“施政惠民责任重，取法乎上得其中。
两岸领导齐努力，重振华夏登高峰。”

心系两岸  再进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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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胜选（网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