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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民進黨籍的陳水扁先生當選總統之後，兩岸關係日漸趨於緊繃，原因無

他，因民進黨的台獨色彩相當濃厚，彼岸的主事者不得不提高危機意識，加上中

國大陸內部的經濟問題日益擴大，使得中共對台的態度越來越強硬。有鑑於兩岸

政治工作者的交鋒相當程度將問題益形複雜化，我們有必要提出另一種思路，希

望讓問題的所在能突顯出來。 

    目前兩岸的情勢就像具有親戚關係的兩個家庭，一個家庭大而窮，一個家庭

小而富。小家庭的成員也很希望幫助大家庭富裕起來，但是方法上是希望幫助大

家庭的成員「努力賺錢」，而不是將兩個家庭併成一個家庭，畢竟大家分開那麼

久了，想法跟生活習慣都不同，勉強住在一起難免不適應。更何況小家庭的人少，

大家庭的人多，小家庭也很怕大家庭的人「大欺小」。最好的辦法是兩個家庭在

經濟上多合作多創造一些就業機會，在文化、想法上多交流，多寫 e-mail，漸

漸才能夠「日久生情」。當大家的想法、經濟狀況接近了，才來談合併這件事。 

    現在兩岸的政治工作者似乎太急了。都在統、獨上纏繞，有點「無繩自縛」

的味道。兩岸的百姓目前最關心的是「公平」、「自由」、「富裕」等議題，決不是

「統獨」。坦白說，兩岸的內部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相當多，也亟待解決，如

何減少兩岸的敵對，營造雙贏的空間，需要大智慧的政治家來解決。目前不是解

決「統獨」問題的好時機，尤其台灣適逢新執政團隊即將上台，政局處於相當不

確定的狀況下，正需時間來好好處理家務事，對岸如能繼續保持「聽其言、觀其

行」的觀望態度，或者是最明智的抉擇。 

    類似「一個中國」這種說法，其實是一個虛擬的主題。贊成的人與反對的人

一定都會有，問題是，我們似乎還可以選擇不去談這個目前看起來沒有什麼意義

的問題。「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聽起來好像是兩個愛面子的人，或是兩個老年

癡呆症的病患在各說各話，重點在「各自表述」，不是「一個中國」。不僅兩岸對

於「一個中國」問題，各自表述，即使在台灣的民眾，對「一個中國」問題，也

還在「各自表述」的階段。因此現階段，沒有任何人可以決定兩岸問題，誰都不

具有代表性，最多只能算是「夢中說夢」，說說而已。 

    對於兩岸的領導人，我們有兩點寄望： 

1. 寄望於中共領導人，莫忘人性中求自由的基本願望，拋棄兩岸鬥爭的基

本思維。 

2. 寄望於民進黨領導人，莫忘人性中求安定的基本願望，莫貴意識而賤耳

目。 

我們要呼籲中共的領導人，真要講「民族大義」、「血濃於水」，無論如何也

不會導出「以戰爭相要脅」的結論，難道這是「愛你愛到殺死你」的悲情心理嗎？



我們也要呼籲民進黨的領導人「戒急用忍」，面對這麼激情的對手，要虛懷若谷，

多多問取廣大人民的意見，爭取時間，凝聚共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