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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劍客

中菲南海的爭端日趨嚴重 治安敗壞 綁案四起
近 日 ， 我 在 各 華 報 的

首版新聞中，看到一篇頗為
醒目的新聞，即小馬科斯總
統 週 一 （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
強 調 ， 西 菲 律 濱 海 W E S T 
PHILIPPINE SEA，即中國的
南海日益緊張的局勢需要與

美國建立夥伴關係。他又說，上述夥伴關係
將維護這個資源豐富地區的和平。

小馬更加強語氣，強調美國是我們最
古老，最傳統的夥伴，一百多年來一直以各
種形色存在。

馬科斯在井上建亞太安全研究中心的
圓桌會議上說：「我認為，我們應該記住美
國是菲律濱唯一的條約夥伴。」我們看得非
常的清楚，小馬對美是盡忠盡責，一點也不
含糊，我國菲律濱的華人華裔族群，不要再
異想天開，想入非非還沉醉於自我安慰的幻
景，以為中菲的關係還是非常的親密，什麼
是鄰居，是友邦，是親人，都是假的，我們
應該要面對現實，不要再活在醉生夢死的自
我安慰之中。語云：走船愛船走，我們在菲
生活的華裔族群，應該對我們的居住國同樣
地也要重視。

小馬又說：我們所稱的西菲律濱海，
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南中國海」緊張局勢加
劇，要求我們和我們的盟友和世界各地的朋
友合作，達成某種解決方案，維護和平。」
馬科斯堅稱，菲律濱絕不會把一平方英寸領
土給任何外國勢力。他又說：「聯合國海洋

法公約」和二〇一六年南海仲裁的最終和有
約束力的裁決對法律的意義是明確的。

小馬如今要舊調重提，中國對海牙國
際法庭的仲裁根本沒有承認，所以這必定會
重新弔發不必要的風波，据說中國對南海有
興趣的地區已漸漸地靠近菲律濱，最近的地
區只離菲律濱六十海浬，近在咫尺，而中國
解放軍大興土木，填地工程一直進行，建立
完整的軍事基地及飛機場，這樣看，情形堪
慮。

另一方面，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也
不示弱，她發表強硬的談話表示說：「中國
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主張有充分的歷史和法
理依据，中方在自己的領土上開展相關的建
設活動，完全是中國主權範圍之間的事情，
其他國家無權說三道四。」

小馬更進一步公開反對在西菲律濱海
的「持續的，非法的威脅」。包括中國海岸
警衛隊在菲國專屬經濟區的危險演習。

中央社報導仁愛礁近來成為菲中南海
主權爭端熱點之一，菲律濱民間團體於十一
月二十日宣佈，計劃於十二月五日出動四十
艘漁船，將民眾捐贈物資送到駐守仁愛礁擱
淺軍艦。這是首次由民間團體來補給，這種
行動是否會引發中國海警及這些團體的衝
突，這還是未知數，但是好似風雨未來先有
兆之感，我們也只能以不變來應萬變，我們
華族最好在菲要奉公守法，以免有排華仇華
的事件發生在我們的身上，遵守節約，有百
利而無不弊，願與各位共勉之！

年 關 將 至 ， 又 是 群 盜
出沒的季節。這裡指的「群
盜」不只是劫匪扒手，更包
括那些兇悍中國綁匪和不肖
軍警人員。

身 邊 很 多 人 都 遭 遇 過
搶劫，或財物被偷被搶，街

頭流浪漢和無家可歸的孩子又多了起來，
筆者工作的華人區辦公室附近，一到晚上
都躺滿了無家可歸的人，吸膠水的小孩更
是成群結隊晚上到處遊蕩，甚至撿石頭砸
車砸店舖的玻璃鬧事。當地描籠涯幾番驅
趕，無奈他們過幾天又返回，和治安巡邏
員玩起貓捉老鼠遊戲。

此外，綁架案似乎又死灰復燃。在短
短一個月內，連續發生十宗中國人綁中國
人的案件，部分更是支付贖金後被撕票。
這些據說來自緬甸北部地區的中國籍逃犯
手段極其殘忍，被發現的肉票屍體往往都
遭受非人虐待酷刑，有的女性屍體被發現
時赤身裸體，可見她們生前遭受了不少
罪。

翻開華文報紙，幾乎每天都有中國人
犯案的消息，本來和諧安穩的華社，被這
群老鼠屎搞到雞犬不寧，令人憤慨。

這些綁案始於網絡博彩進入我國。由
於部分不肖官員允許非法中國博彩人員入
境，加上政府對博彩行業亂象視而不見，
導致我們華社深受其害。筆者相信絕大
多數奉公守法的華社人士是不歡迎博彩人

的，無論他們是來自中國大陸、台灣、越
南、馬來西亞或其他國家和地區。

我們華社號稱擁有兩三千個社團，無
奈很多整天只知道吃吃喝喝，登報風神，
面對治安敗壞，綁風盛行確個個噤若寒
蟬，不敢吭聲。

中國大使館可能因人手不足或其他原
因，面對一宗接一宗的綁架案也是愛莫能
助。之前緬北傳出中緬兩國聯合搜捕網絡
博彩和電詐人士，抓了三萬多人回國，大
快人心。華社有部分人更說，希望在菲律
濱也有這樣的行動，由菲中聯合執法，將
所有博彩人士驅逐出境，無論是合法還是
非法的。

但就目前菲中兩國關係欠佳，聯合
執法並不容易實現，年關將至，華社只能
自求多福，希望來年能平平安安，遠離是
非。

但最近傳出的好消息是移民局將開始
調查利用虛假公司拿到工作簽證的外僑，
據說涉及一百家旅行社，如果查出是用空
殼公司取得簽證的，將全部吊銷並驅逐出
境。希望移民局能說到做到，而不是紙上
談兵。假如真的行動起來，這勢必是一場
大地震，牽涉人士眾多，也要提防一些不
肖探員趁機撈錢放人。這種大規模行動最
好成立一個由社會各界或各國使館代表組
成的監督小組，配合移民局行動，確保不
會抓錯好人，也不會放走一個壞人。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日月譚天

台灣經濟離不開大陸！民進黨「脫鈎」鬼話騙不下去了
前 不 久 ， 譚 主 前 往 江

蘇南京參加了2023兩岸企業
家峰會10週年年會。會上公
佈，10年來，兩岸貿易總額
接近翻倍，由2012年的1689
億美元增長到2022年的3196
億美元，令與會嘉賓深受鼓

舞，紛紛表示要進一步促進兩岸經貿往來，
實現互利共贏。

峰會上，許多島內人士對譚主說，在
民進黨多年操弄「抗中保台」害慘台灣經
濟、台灣面臨繁榮與衰退關鍵抉擇的當下，
大陸方面擴大舉辦兩岸企業家峰會年會，展
現對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的戰略定力，極大緩
解了他們的憂心，也提振了對未來的信心。

島內企業和工商界為何有如此感觸？
帶著疑問，譚主在網上進行了一番搜索。據
台灣「中央社」報道，民進黨當局經濟部門
幾天前公佈的10月外銷訂單數據顯示，島內
外銷已連續14個月萎縮，今年前10個月對大
陸的衰退超過兩成。

譚主注意到，與外銷數據趨勢相對應
的是，今年以來，民進黨當局對島內全年經
濟表現的「信心」一路下滑，從年初預測的
近3%，到近日「弱弱地」表示「1%以上應
該是樂觀的」。與此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10月發佈的最新經濟展望報告中，台灣地
區今年經濟增長率預測已被下調至0.8%。

台灣海峽兩岸經貿文化交流協會秘書
長鄧岱賢刊文分析稱，外銷訂單是出口的領
先指針，外銷訂單衰退意味著出口也有極大
可能呈現負增長，進而影響整體經濟增長。
他認為，台灣外銷訂單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在於兩岸經貿關係惡化。

台灣《旺報》文章指出，令人心寒的
是，民進黨當局無所作為，甚至漠視、誤導
民意，聲稱正好可以趁機降低對大陸經貿依
賴，提升台灣經濟自主性，還誇言兩岸經貿
衰退對台灣經濟衝擊不大，不需要太過擔

心。對此，該報直接向民進黨發出「靈魂拷
問」：對大陸貿易順差是台灣經濟的重要養
分，兩岸貿易持續衰退代表養分減少，如此
簡單的道理還想騙？

兩岸經貿對台灣經濟有多重要？
《旺報》直言，歷史軌跡清楚說明，

隨著兩岸經貿高度融合，台灣與大陸早已形
成一個緊密的經濟聯合體。

譚主就兩岸經濟融合的問題請教了清
華大學台灣研究院副教授李保明和北京聯合
大學台灣研究院副教授周小柯，他們通過更
詳實的數據分析，得出了兩岸經濟融合的一
個重要特徵。

兩位專家指出，受民進黨的干預以及
兩岸經濟結構的影響，兩岸經貿數字歷來呈
現巨大的不平衡性。兩岸貿易方面，台灣持
續從大陸獲得巨額貿易順差，前兩年連續超
過千億美元；兩岸相互投資上，台商投資大
陸金額遠遠超過陸商投資台灣金額，累計差
額超過2000億美元。考慮到大陸和台灣經濟
總量上的差距，實際呈現出的是台灣產品、
資金單向融入大陸的情況，印證了大陸經濟
對台灣的強大吸引力。

譚 主 就 此 問 題 與 島 內 學 者 進 行 了 討
論，他給譚主提供了一組數據：2021年台
灣經濟增長率曾達6.53%，以出口貿易對經
濟增長貢獻最高，出口增長率達29.3%，其
中對大陸出口占總出口的42.3%；2022年，
對大陸出口衰退1.6%，受此影響，台灣出
口增長率掉到7.4%，衝擊經濟增長驟降至
2.35%。學者指出，這些事實足以說明兩岸
經貿衰退對台灣經濟的傷害不容小覷。他警
告說，民進黨當局企圖用政治力「抵消」大
陸經濟磁吸力，只會讓自己付出代價。

民進黨「脫鈎斷鏈」騙不下去了
台灣《聯合報》文章指出，民進黨當

局堅持「抗中保台」政策，「力促」降低
對大陸市場依賴，「冀望」兩岸產業「脫
鉤」，欲完全切斷兩岸經濟關係。諷刺的

是，正是在蔡英文任內，台灣對大陸的貿易
依存度達到創紀錄的43.9%。

說到與大陸「脫鉤」，就不得不提民
進黨強行推動的所謂「新南向政策」。這個
違背經濟規律的政治操弄「成績單」實在
太難看，連民進黨當局自己人都出來「打
臉」。根據台審計部門報告，台灣與「新南
向」國家近五年來貿易額雖增加，但貿易順
差卻由2018年的194億余美元，縮減至去年
的134億余美元，大幅下滑約三成。對此，
台行政部門負責人陳建仁日前不得不公開承
認，短時間內大陸市場沒有辦法取代。島內
各界痛批，民進黨花費數百億元新台幣的
「新南向政策」從根本上講是徹底失敗的。

針對民進黨政客宣稱就算沒有大陸市
場，還有美國市場可以補足，島內輿論也毫
不留情地予以揭穿：台灣對大陸出口有相當
一部分是以電子零件為主的中間產品，而非
終端消費產品。換言之，台灣出口大陸主要
是為了加工製造再出口，看重的是大陸作為
世界工廠的實力；出口美國則多是為了消費
使用，著眼的是美國龐大的消費市場。南
轅北轍的出口品項足以證
明，用美國替代大陸根本
是無稽之談，更遑論對兩
者出口的規模差距甚大。

大 陸 長 期 研 究 兩 岸
經貿問題的朱磊教授在接
受譚主採訪時也說，大陸
經濟對於台灣經濟的市場
規模、發展潛力、地理距
離、勞力素質、文化相
通、語言相同、政策優
惠等優勢，都是美國經濟
所無法取代的。美國市場
完全無法補足大陸市場的
缺失，單是每年近千億美
元的貿易順差美國就補不
起。

朱磊進一步指出，兩岸經濟關係發展
是市場力量的要求，是兩岸企業界與消費市
場的共同要求，違背規律和民意的「脫鉤」
政策阻擋不了兩岸經濟關係向前發展。這一
點，與譚主在兩岸企業家峰會年會上看見的
景象相一致：當時，會場內外，峰會雙方理
事會成員、會員，兩岸企業家、相關專家學
者相談甚歡，就如何把握新發展格局，推動
台企融入大陸內需市場，深化兩岸產業鏈供
應鏈融合發展進行了熱烈討論，達成了進一
步推動兩岸產業鏈供應鏈合作，實現互利雙
贏的廣泛共識。

譚 主 想 說 ， 大 陸 對 台 灣 經 濟 有 多 重
要、是走「脫鉤斷鏈」的邪路還是兩岸融合
發展的新路，這些問題島內企業家和工商業
者最有發言權，他們已經用實際行動作出了
鏗鏘有力的回答。

真金白銀的數字代表著發展大勢，民
進黨蒙騙不了也阻擋不了。正如專家研究所
昭示的那樣：隨著大陸經濟進一步發展，台
灣經濟必將進一步融入大陸，兩岸經貿合作
的成果必將更多造福兩岸同胞。

陳淳淳

僑批紙短，家國情長
僑批，是海外華僑通過

海內外民間金融郵訊機構匯
寄到國內的匯款暨家書，是
一種銀信合一的特殊金融郵
件。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
金，僑批就是華僑的家書，
僑批是華僑與家國密切聯繫

的紐帶，在那個交通不發達的時代，在清
末民初的戰亂時期，一封僑批從海外寄到
家鄉的時間很長，有時需要三五個月，僑
批是僑眷的主要生活經濟的來源和情感寄
托，百年僑批真實記錄著老一輩華僑海外
創業的艱難歷程和濃厚的家國情懷，一紙
僑批的背後承載了多少華僑隔海相望的拳
拳真情和沉甸甸的家國記憶。讓筆者帶你
走進泉州僑批館，看看那一封封發黃的僑
批隱藏了多少扣人心弦的故事。

泉州僑批館位於中山中路345號，這是
一棟紅磚建築富有南洋風格的三層洋樓，
是旅菲華僑陳光純的故居。僑批館展區由
一個序廳、四個主展廳和一個互動室組
成，一百多塊展板，展出僑批及相關圖片

三百多張，僑批實物近百件。
僑批館陳列了來自菲律賓、馬來西

亞、緬甸、泰國、新加坡、印尼、越南、
文萊、美國、南非等十幾個國家寄到泉州
地區的近百封僑批原件，展現了泉州海上
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經濟往來。一封僑
批，幾許銀錢，穿過塵封的歲月，走進僑
批的歷史記憶，每一封的僑批都跳動著一
顆華僑發光的赤子之心，為了謀生他們漂
洋過海下南洋，為了衣錦還鄉他們在南洋
努力拚搏，為了家國富強他們在海外歷盡
滄桑，每一封僑批都牽繫著家國，一封封
的僑批承載著華僑對家國的眷念之情；一
封僑批一屢鄉愁，一封僑批一份期盼，一
封僑批一世情牽。

這是一封1909年兩兄弟從菲律賓寄給
家鄉母親的僑批，批中簡短的文字提及兄
弟寄銀為家裡還清債務；這是一封1921年
從馬來西亞兒子寄給母親的僑批，信中敘
述生意難做，知道母親染病，心酸不能服
侍，寄銀並吩咐分給四位叔叔，桑梓情深
躍然紙上；那是一封丈夫從菲律賓寄給妻

子的僑批，寄銀二十元，丈夫稱妻子賢內
助，信中提及抗戰期間海關入口手續異常
難辦，吩咐妻子如政府派捐抗戰救國款可
多出一些，跟妻子說咱也是國民一份子，
當在抗戰中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一腔愛國
情懷讓人肅然起敬；這是一封1940年丈夫
從菲律賓托回國的友人帶給晉江妻子的僑
批，批中丈夫寄國幣五十元給妻子，還寄
給孩子吃的價值二百元的正珠、衫衣、二
支自來水筆、一盒鉛筆，交代妻子這個時
期若被人說壞話，仍不要與人計較，不要
短人工錢，彰顯華僑豁達的胸襟，以和為
貴的處事態度，體現了華僑的家風家訓；
這是一封1946年小叔子寄給大嫂的僑批，
寄國幣五萬元，僑批信紙上印有「勝利」
「奮鬥」，批中吩咐大嫂將錢分給四家親
眷，並清楚寫明每家分一萬元；這是一封
信紙印有「還我山河」的僑批，寄大銀
一百五十元，批中寥寥數語，敘述太平洋
戰爭爆發後，南洋膠價起落不定，膠園生
存困難；這是一封1947年叔叔從菲律賓寄到
石獅蚶江給內侄的僑批，寄匯票一千萬元
和外銀一萬元，吩咐內侄此款要用於投資
生意。

這是一封1949年從菲律賓寄到晉江金
井鎮的僑批，批中談及菲島商業不景氣，
生意難做，匯款困難，匯費貴；這是一封
1951年從緬甸寄來家鄉的僑批，批中詳細交

代房屋建築的設計、結構、備料的各個環
節；那是一封1954年從香港寄到晉江的僑
批，批中將托帶的戒指、錢包、嘩磯庫、
糖、打火機、紅玉、針、羊毛衫、小孩學
習文具等物品根據用處分給不同的親友，
體現了華僑維護家庭與親友和諧關係的公
平之心；這是一封1987年從菲律賓寄給家鄉
親屬的僑批，寄人民幣一千元以資創業。

百年僑批跨越山海，輾轉回鄉，每
一封僑批都蘊含著海外遊子的文化符號和
情感密碼，僑批的內容涵蓋了華僑在僑居
國與母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
的時代信息，具有鮮明的海洋金融文化印
記。

僑批體現出海外華僑在海外謀生創業
中，磨煉出敢闖敢拚的精神、吃苦耐勞的
品格和善於謀劃的智慧。波瀾壯闊的僑批
文化貫穿整個華僑的歷史，僑批構成華僑
移民的集體記憶，是反映僑鄉歷史的文化
遺存，僑批是為僑鄉經濟社會發展作出貢
獻的真實見證。傳播僑批文化，厚植華僑
家國情懷，喚醒新生代華人華僑的根脈情
結。

百年僑批雖然已經退出歷史舞台，僑
批文化已成為世界人類共同的記憶遺產，
但這一封封的僑批隔著百年時光，依然留
存著華僑那份深沉厚重家國情懷的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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