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7 时评

引子：2006年至2018年我在中央电
视台（CCTV）担任英语节目时事评论员
时，结识了马鸿先生(David Mahon)。他
来自美国，长住中国，对美中两国的实况
都认识深刻，也使用备忘录发表他的议
论。2022年8月他刊出“寻求战争”（In 
Search of War）一文，见解精辟，引人深
思。我在电子邮箱接获来文，就此撰文加
以呼应。

我要分段引述他的观点，再进行评
论。

佩洛西访台：“尽管美国佩洛西议
长8月2日访台成行，意在支持台湾，其效
果是适得其反。台湾人民的本意是要尽量
维持与中国并存的模糊空间，佩议长访台
不必要地挑衅了中国，极度增加了美中关
系的紧张。令人费解的是，何以佩议长认
为访问台湾有助于美国或台湾的利益？也
许此行可以显示民主党对华态度强硬，在
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里可以凭此挣得
更多的选票。但现在看起来，更像是美国
冒险行事，去引发美中军事冲突，加剧彼
此的关税制裁、禁运和指责，使美中两国
未来增加了产生冲突的可能性。”

我见：“以上分析十分中肯。佩议
长此刻访台的确增加了美中关系的紧张，
也给予中国现成的机会加强了对台湾四周
军事行动的压力，和预习了一次今后武统
台湾的军事演练。而佩议长访台的确显示
了美国民主党不畏缩，对华持强硬态度。
若此举在今后美国中期选举时真正成为欣
然获胜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此巩固了
拜登施政的底盘和力量，这就也投资得
当，本利双收了。

俄 罗 斯 侵 乌 ： “ 俄 侵 乌 已 失 血 过
多，面色苍白。尽管它在乌克兰已占地得
逞，却要面临游击战的袭击，促使国力日
衰，惹翻了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益加依赖
中国。美府有人以台湾为工具去挑逗中
国，就像乌克兰成为美国的筹码去对付俄
罗斯一样。

北京反制佩议长访台，展开激烈的
军事行动，便也落入了美国议员预设的
圈套。（注：证实了中国具有侵略性。）
尽管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中国没有涉
及任何国际军事冲突。1979年中国进军越
南，为时40天，双方均以获胜自称而收
场。”

我见：国际观察者对俄乌之战的大
体共识是，战争会拖延下去，俄方难以取
胜。因而普京发令入侵乌克兰的决策可能
是一大败招。而中国反制佩议长访台的军
演和各种措施是否更加暴露了中国侵略的
本性呢？未必！因为两岸统一是中国坚定
不移的国策，和平统一是优先考虑。军演
不能和武统行动划成等号。佩议长访台，
中国便得做出反应。

美 对 华 定 位 ： “ 美 视 华 为 直 接 对
手，中国抵制了美国的全球霸权，促进了
美国国内经济的失衡。北京也了解华府要
围堵它，并带领其盟邦一致行动。但是，
中国寻求的不是全球霸权，只寻求区域的
影响和稳定。这遭到美国拒绝……假如美
国要继续破坏中国的经济，并挑动中国的
贸易伙伴疏远中国，美国就会事与愿违，
将中国最终转化的更有侵略性，更能成为
美国真正的政治对手。中国崛起不会威胁
全球的繁荣与和平，反而是美国对自身衰
退的反应产生了此一威胁。”

我见：以上见解言之成理。中国的
优先考虑是在自己临近的领域里自立、自
保、自强。中国没有野心和必要去壮志必
酬，宏图大展，称霸世界。美国因“恐华
症”过度而对华施展围堵，才不必要和不
明智地增加了美中之间的敌意和抗衡。美
国需要出现智慧高超的领导人，看清中国
基本的立场、局限和走向。放下心来，放
弃围堵，减少对抗，增加合作。

台湾的处境：“由于习近平主席曾
经坦称，要在其任内‘解决台湾问题’。
美国和诸多西方国家都认为美中冲突的爆
发地就是台湾。中国正在积极准备进行武
统。

1992年2月美中签署了《上海公报》，
说明美国认知‘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可
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国民政府于1949年撤离大陆，退守台湾。
再于1987年取消了实施42年之久的戒严
令。而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民主进
步，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美和认同。近年
来台湾科技发展，已俨然成为全球半导体
生产的重镇，全球领先。

近40年来，华府为维持其声势，在
亚洲的运作里以台湾为马前卒。其对台湾
的承诺是肤浅的，是摇摆不定的。一切按
照美国内政的需要和进程而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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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诚然，台湾的确是美中冲突
的一大焦点，但这并不是火烧眉毛，大
祸当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起西方
国家的强力抵制和迅速反弹，这一事实也
引起中国思量，对台武统是不能轻举妄动
的。考虑到大局和全盘，维持台湾不战、
不统、不独的现状就是最符合中国、台湾
和美国三方的基本利益。对中国而言，台
湾回归不事关迫切，没有定期完成的时间
表。对台湾而言，与大陆和平共存，避开
战火，是唯一出路。对美国来说，与大陆
决战于台海，是自取其辱，最坏选择。

当前，台湾自立、自保的底线是不
超越大陆铺设的红线，这都可以做到，那
便是不宣布独立（维持中华民国番号），
不发生内乱（维持台湾社会安定），阻止
外国势力进入台湾推动台独。

如 今 美 国 已 采 取 手 段 加 强 美 台 关
系，白宫已宣布要和台湾进行商贸会谈，
促进双方合作。美国印第安纳州州长霍尔
卡姆（Eric Holcomb）已先行一步，于8
月21日率领了该州代表团抵达台湾，从事
商贸和学术交流的协商。今后，类似的代
表团也将陆续出笼从美国各地赴台进行相
关活动。我认为这一发展是好事一桩，中
国政府不宜就此对美国严加指责或施加报
复，更不宜加强对台湾的军事威胁行动。

就此我要陈述一个重要的认识和观
念。促进两岸统一进度的最佳途径是，
两岸并进，和平竞争，共同加强自身民
主和民生的建设，待到时机成熟，两岸自
然统一。中国不能采取全面压缩台湾的手
段，让台湾穷苦潦倒，走投无路，只好等
待大陆接管。反而是两岸要扩展经贸、科
技、文化、学术和旅游等交流，增加互赖
互信，造福两岸同胞。就好像盼望失散出
走的孩子回返家园，只能展现爱心，真情
洋溢，热烈欢迎，不能挥动鞭子，枪口朝
向，强迫就范。

再有，台湾要掌握的是，美国高官
造访台湾，可以接纳，但不要得意和强
求。美国军备售台，要尽量压缩，以免浪
费资源。我对台海局势的总结看法是：风
雨飘摇，有惊无险，现状可维持，台海无
战事。

误读要改正：“中国政府以往一再
误解美国的政治生态。2016年川普入主白
宫，中国视其为可以打交道的‘商人总
统。’在川普翻脸不认人、强攻中国之     （下接第B1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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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中国又误以为拜登总统是一位和平使
者。正像大多大型国家一样，中国是透过
了自身内政挑战的棱角镜去理解外面的世
界。北京没有体察到，近来美国许多针对
台湾的运作和发声是针对其国内人民的需
求而为。因为如今美国人民的失望和分裂
产生了压力，美国政府急于应付，便要展
现对华强势，以转移化解美国人民的注意
力和谴责。

近20年来，中国口吻逼人，军演一
再，对美国海军在台湾海峡巡航做出过激
反应，就中了美国反华人士的招。（注：
这引发美国朝野增加了对华敌意。）如今
中国似已觉察到，华府可能趁中国军力变
得更强大前冒险挑起美中冲突。战争虽然
不是近在眼前，但爆发的可能性存在了。

美中两国都最好停止煽动其国民热
捧国家主义之风，并停止彼此抹黑，将对
方妖魔化。”

我见：上述结论十分到位。因为在
人性和理智的引导下，中美两国人民共同
需求的都是国家繁荣，社会富足，人民幸
福，家庭和乐。双方彼此极度丑化就会带
动和增长过分自我中心和十分仇外的国家
主义之风。

由于中美历史文化背景差异很大，
了解对方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中国信息
上达存有障碍，有只报喜不报忧、纳美言
拒忠言的恶劣传统，形成过滤和筛选，使
中国领导层难以全面掌握国内外的真实情
况，从而易于做出偏失的决策，受损多，
获益少。

中国只要维持言行合一，不侵略，
不争霸，为民造福，敦亲睦邻。假以时
日，信息畅通的美国一定会对中国好感益
增，信任益加。

习主席建树：“习主政中国建树丰
硕。这包括，改善经济，支持私营，减少
贫穷，打压垄断等。他应是毛泽东以来中
国最强势的领导者，尽管当前还留下疫情
归零、处理失当的尾巴。习处理区域外交
不够稳妥，经常触动日本和韩国掀起反华
情绪，极度增加了和印度的紧张。与邻邦
相处，习成功地解决了和越南长期存在的
边境争议，让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人民增加
了对华的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