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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要善处大陆和美国
引子

拜登明年1月20日入主白宫，美国对大陆和台湾的
交往和政策会清理川普之所为，做出适当的改变和调
整。此时此刻，台湾作为三者中实力最弱小的一环，要
如何自处，如何与大陆和美国打交道才能最为保护自家
的利益，并开拓最佳的前程？这是一个引人深思和令人
关注的问题。我要就此一陈己见，先谈台湾和大陆，再
论台湾和美国。

台湾和大陆
以往情况：蒋中正和毛泽东两人是以往国共双方发

号施令的领导者。国共两党曾两次合作，一是1920年代
的协力北伐，清除地方军阀割据，形成中国统一局面。
二是1930年代共御日寇入侵，两党分别主打正面战和游
击战，以空间换时间，付出三千万军民伤亡的惨重代
价，直撑到日军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对
日宣战，亚太地区战局立转，最后美军于1945年8月6日
和9日两投原子弹于日本本土广岛和长崎，日本天皇出
面，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不幸的是，二战结束，
国共内战起步，蒋中正自认，拥有三百万包括美式装备
的大军，要消除以往剿共未果的积怨，定可武力制胜，
一尝心愿。但此举是违背民心及民主原则的。二战后国
府接收大员奔赴沦陷区，贪污腐化，尽失民心。中共则
施展了灵活运用的农村包围城市和统战争取民心两大高
明战略。二战结束后苏军进占东北，把日本关东军装备
移交给已潜入东北的中共军队，原满洲军人不为国军收
编加盟共军。东北开战，蒋中正又越级指挥，犯下了调
遣不当的严重失误，1948年末国军在东北战区彻底遭到
摧毁。以后的平津、淮海和渡江战役便也在共军一鼓作
气之下，摧枯拉朽，一气呵成了。

国府于1949年逃离大陆，撤守台湾，维持中华民国
称号至今。中共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其后30年里制造人祸，运动频繁，南征北讨，韩战越
战，自我摧毁，几近崩盘。直到四人帮打倒，邓小平主
政，1979年以后用改革开放新政治国，中国大陆才得复
苏和生机再现。

今后走向：海峡两岸之间断线和冷战持续50多年。
直到2005年4月26日至5月3日，国民党连战主席从台湾率
团访问大陆，名之为“破冰之旅”。其后马英九主政台
湾8年（2008-2016年），两岸关系缓和，交流频增，互
通有无，各得其益。2016年蔡英文上台，民进党走隐性
台独路线，两岸关系恶化，迄今未见改善。

大陆为本身利害着想，不会在台湾保持状下（维持
中华民国称号）毅然对台开战，掀起台海战火。此刻，
台湾当局也不能趁势卖乖，尽量去做挑衅大陆的小动
作，在口头和行动里推动“去中国化”和“去蒋化”。

台湾要以大陆为腹地，为依托，尽量开展经贸和
文教等交流，保持沟通管道，为台湾造福，为台湾同胞
扩大发展范围。台湾更要强化民主体制的运作，两党轮
替，朝野互动，为中国最终和平统一做出铺垫、先导和
贡献。

台湾和美国
历时关系：从近百年的历史过程来看，美国是东西

列强诸国对华最为友善的一员。在二战里协手击败日本
为其巅峰表现。国府于1949年退守台湾，1950年6月25
日韩战爆发，美国立遣第七舰队巡游台湾海峡，协防台
湾。1979年初美中建交，美国国会立即通过《台湾关系
法》，明示美国立场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纷
争要以和平方式解决，美国可以暂时供应台湾防御性武
器，此一承诺至今未变。可是，当前情势和美国民意，
不会在台湾宣布独立、引发大陆动武时，对台湾加以军
事支援。这不只是远水难救近火，更是违背美国国家利
益。

美国近来的高官访台和继续出售军备给台湾，都是
美国对华政策的运作。这对增进台湾的安全和地位没有
实质作用。台湾不要就此自我陶醉，认为已经有了“铁
靠山”，可以为所欲为和高枕无忧了。

今后走向：拜登入主白宫后，调整对华政策是优

先于处理台湾关系。比起川普，拜登对华政策会更加务
实、慎重和有连贯性地陆续开展，会走上和大陆减少冲
突和增加合作的大方向。

拜登于11月23日发表任命布林肯为他明年1月20日执
政后的国务卿，苏利文为国家安全顾问。此二人鹰派立
场，作风稳健，专长称职，可代表美国民主党的主流方
向。

可是，由于美国如今朝野对大陆的好感下降，戒心
增多，美国对华的措施不会立即放宽。美国也会加强和
盟邦的合作，这包括欧亚两洲，共同促使中国成为国际
社会里“负责任的成员，要多和国际惯例接轨，成为亚
太地区和平繁荣的推进者。

台湾永远不能期望可以在美国打击中国之时获利。
台湾只能在大陆全面进步之下更加安全和沾光。台湾要
自掌命运，自立自强。不可沦为美国制华的马前卒，这
是台湾生存有道的金科玉律。

11月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电贺拜登当选美
国总统，祝愿中美两国走向合作，掌控分歧，维护两国
人民的基本利益，并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此发言
传出正面信息。

正所谓：
台湾要自求多福，两岸应彼此互助。
随时势听其自然，美中台妥善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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