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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莊勇

中美博奕新的考驗 民眾的基本和迫切需求
語 云 ： 「 我 們 不 是 不

為 是 不 能 為 」 。 由 於 某 種
的阻礙，會使我們所要做的
事情不能隨心所欲，更不能
暢所欲為，只好做第二步的
選擇，就是要在逆境中求生
存。

二０二四年已經來臨了，中美博奕得到
新的考驗，中美博奕往何去？這是二０二四
年最新的拷問，中美會在激烈的地緣政治摩
擦中，擦槍走火。在台灣和南海雙方的軍事
力量都在摩拳擦掌，似乎躍躍欲試，試探對
方的底線，但在現在軍事較量中，往往會容
易出現失控的現場，讓世人擔憂。

二０二四年是美國大選年，現任總統
拜登的支持率目前已跌到百份之三十七，若
是現在選舉，特朗普必勝無異，在政治重要
的壓力下，拜登是否會鋌而走險，在南海和
台海引爆軍事衝突，加強內部愛國主義的情
緒。要國民團結一致對外，從而贏得一致對
外，這是拜登一向的技倆。但是此路已經是
走不通了。

拜登如今是面對「輸不起」的壓力，一
旦他大選失敗，他的官司就會接踵而來，其
兒子亨特的貪腐官司會延燒到他的身上，因
而要如何在國際關係上著手，挑動一場和中
國關係的衝突，收割政治利益是絕無僅有之
事。

當然另一個可能性，就是拜登要依靠中
國來解除當前陷入僵局的俄烏戰爭和加沙殺
戮，中國是一個重要「中間人」，只要美國
在中國價值問題上，保證不再損害中國的利
益，北京很可能協助美國脫離當前的困境，
不會再陷入這兩場戰爭的苦海。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對於台灣問題，始
終保持謹慎的態度，認為賴清德若當選，就
必須廢除民進黨的台獨黨綱，這是先決的條
件。在電視中，我們可以看到蔡英文元旦在
升旗典禮唱「中華民國」國歌到「吾黨所

宗」就沒有開口了。
美國的一些權威學者，大家都一口同

聲說，呼籲賴清德若當選後，第一件事就是
凍結民進黨「台獨的黨綱」，對綠營來說，
這只是一種權宜之計，只要有美國老大哥關
懷，不再緊張，就可相安無事。

這也是美國二０二四年一月十三「台
灣總統」大選中，可以扮演的角色，讓賴清
德顧及美國的利益，不要表現急躁，不要動
輒就獨派的論述。自我膨脹，而是要顧全大
局，要確保台海不會戰爭，避免使美國再度
陷入俄烏戰和加沙之外的第三場戰爭。

不過，中美博奕並不限於台灣，而是中
美內部的競爭力。

中美關係的最高綱領就是和平共存，
擁抱互惠互利與繁榮，拒絕戰局來確定的未
來。

我們從商業立場來看，中國民間的企業
如今有高度的競爭力，可以在國內外龐大的
市場壓力之下脫穎而出，一枝獨秀，美國企
業很多是和中國市場唇齒相關，須臾不可分
離。

美國首富馬斯克的上海特斯拉工廠還在
擴建，因為他的生產力高於美國及德國的工
廠，美國兩大餐飲店麥當勞及星巴克都在中
國大展鴻圖，在中國擴大投資，瞄準中國中
產階級市場。

中美企業都不要讓險惡的地緣政治算計
影響到中美人民的利益，互惠互利，不要戰
爭，要採取和平共存的雙贏政策。

如今賴清德是要台獨，蔡英文比較溫
和一點是要保持現狀。蔡英文告訴記者說，
他如今不支持九二共識，中國是改為一國兩
制，而中國偉大的國家主席在二０二四年新
年賀詞中提到「祖國統一是歷史的必然」。

我們菲華社會人士願同拜登總統共同努
力，繼續為中美關係把舵領航，我們期待中
美關係明天會更好，我們才可以在菲律濱安
居樂業，希和各位共勉之。

正 值 本 國 的 修 憲 課 題
鬧得滿城風雨之際，OCTA
研究機構進行的一項調查發
現，大多數（99%）菲律濱
人並不認為修憲是一個緊迫
的國家問題。該項民意調查
結果顯示，只有1%的菲律濱

成年人認為修憲是政府必須解決的緊迫問
題，大多數菲律濱人最關心的議題，仍然
是控制通貨膨脹（73%）和健康（71%）。

雖然政府表示，本國通貨膨脹率在去
年12月份連續第三個月放緩，從11月份的
4.1%下降到3.9%，但是實際上，物價卻在不
斷飆升，尤其是包括食品等基本日用品。
受薪階層等升斗小民，無不對物價的高企
不下而叫苦連天。

本國目前所採納的憲法，是於1987年
生效，迄今已經實施了37年。隨著歷史的
演進和時代的變遷，這部實施了將近40個
春秋的憲法，固然很多條文經已過時，不
再適用，惟修憲並不急於一時，應該從長
計議，當務之急還是著手應對民生問題來
得實際。

我們知道，想要老百姓過上好日子，
需要一部完善的憲法，並由精英人士去推
行；不過，目前國家和社會所面對的一系
列問題，是不能等到修憲完畢之後再去處
理，而是要盡快去解決，所以政府應該著
手處理民眾最關心的問題。目前而言，通

貨膨脹的確是最值得關心且應迫切應對的
問題。

無論GDP的數據如何靚麗和令人稱心
如意，倘若老百姓的生活質量差劣，那麼
一切只不過是紙上談兵而已，根本就無濟
於事。目前令到生活水平質量下降的主要
原因，就是通貨膨脹問題。

儘管我們的國家確實吸引了不少外
資，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可是工人的薪
資卻遠遠追不上物價，那麼他們所獲得的
就業機會，根本就對改善他們的生活起不
了作用。但是工人的薪酬入不敷出的問
題，又不能通過調升工資來解決，因為這
樣將會導致大量微小中型企業倒閉，從而
造成大量員工失業。所以，根本的解決辦
法是抑制通脹和控制物價，政府必須制定
良策來穩定物價。

民眾另一個最關心的問題，則是保
持健康和避免疾病。這一方面，政府應該
經常向民眾提供有關保健的信息，讓大家
懂得如何照顧好自己的身子。另外，民眾
迫切關心保持健康和避免疾病，乃是害怕
一旦生病，將難以承擔龐大昂貴的醫療費
用，因此政府應該制定一套健全的保健方
案，讓人人都能獲得醫療保障，生病時有
能力承擔醫藥費用。這些都是平民百姓最
基本且是最迫切的需求，政府必需盡量滿
足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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瑙魯與台「斷交」
誰是下一張多米諾骨牌？

2 1 日 ， 還 未 從 瑙 魯
「突襲式斷交」中緩過神
來、驚魂未定的民進黨當
局，又迎來一個晴天霹靂。
島內媒體援引《澳大利亞人
報》的報道指出，太平洋島
國圖瓦盧「駐台代表」受訪

時表示，該國1月26日大選後，可能會效仿
瑙魯與台灣「斷交」。

瑙魯是2016年以來與民進黨當局「分
手」的第十個所謂「邦交國」。島內前外
事官員指出，「瑙魯可能是（台灣地區兩
項選舉後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

種種跡象顯示，瑙魯「斷交」可能首
先在同為太平洋島國的圖瓦盧引發骨牌效
應。

中國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員劉匡宇向
譚主分析稱，圖瓦盧是瑙魯鄰國，與瑙魯
類似，受氣候變遷和海平面上升等因素影
響較大，需要更多與中國在氣候領域推動
多邊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9年的選舉中，
圖瓦盧「親台派」前任總理埃內萊索波阿
加落敗，被視為會和台灣當局「斷交」的
候選人、現任總理納塔諾勝選，就已是風
向轉變的開始。

在圖瓦盧之後，又一張骨牌還可能是
中美洲國家危地馬拉。

就在幾天前，危地馬拉12年來第一位
左翼總統阿雷瓦洛正式宣誓就職。去年競
選期間，阿雷瓦洛就公開發表「當選後將
會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同中國建交」的言
論。

被外界視為危地馬拉可能與台「斷
交」的「明示」。

更能說明問題的是該國民意的期待。
危地馬拉記協主席拜倫•巴雷拉此前在接
受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專訪時表示，危地馬
拉社會各界對同中國建交抱有很大興趣。

這些「徵兆」和表態令民進黨當局如
坐針氈，卻束手無策。

長期研究台灣對外關係的島內學者
告訴譚主，面對搖搖欲倒的多米諾骨牌，
不承認一個中國原則的民進黨當局只能靠
「金援外交」飲鴆止渴。

譚主搜索發現，英國《衛報》曾引述
維基解密的信息指出，台灣之前每月向瑙
魯政府的部長及議員們各支付數千美元的
「津貼」，以換取「邦交國」的維持。香
港星島環球網還爆料，民進黨當局2018年
曾以多個項目的形式向「邦交國」巴拉圭
援助3.5億美元，但巴拉圭一家電視台調查
發現，5年過去，最引人注目的項目「台巴
科技大學」還是荒地一片。

事實證明，靠金錢阻止不了多米諾骨
牌的接連倒下。

島內學者告訴譚主，私利相交形成的
紐帶非常脆弱，利盡則散。

因為這些錢流入的是少數政客的腰
包。

除了助長有關國家官員腐敗、搞亂有
關國家，並沒有真正惠及其國家的發展和
人民的福祉。

而「撒錢不均」也易造成相互攀比、

心理不平、一拍兩散。更重要的是，世界
上有些東西是金錢買不到的。真正為民著
想的政府和政客就不可能被民進黨當局收
買。

島內輿論進一步分析指出，瑙魯此時
選擇與台「斷交」，顯示「邦交國」對賴
清德上台後，民進黨在「台獨」邪路上越
走越遠感到擔憂。

這些所謂「邦交國」心知肚明，若與
這位「台獨工作者」同流合污，雖能分到
點蠅頭小利，但在中國大陸堅決打擊「台
獨」、美國不支持「台獨」的大勢下，前
路只會越走越窄、甚至惹火上身，不如早
早割席。

瑙魯是民進黨當局上台後第十個與台
「斷交」的國家。骨牌接連倒下一次次證
明，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與中國攜手發
展、造福人民，已經是民心所向、大勢所
趨。

譚主看到，瑙魯政府宣佈其決定後，
該國社會各界充滿了對美好未來的期待。
瑙魯外交及貿易部部長萊昂內爾‧安吉米
亞接受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記者獨家專訪時
表示，「我們瞭解自身的發展需求，中國
的發展將可以持續帶動瑙魯的發展」。 

瑙魯人民的期待源於他們看到了其他
國家同中國之間的合作共贏。

同為太平洋島國，多個鄰國的重大工
業生產項目、基礎設施和民生工程建設得
到中國的支持和幫助。近年來，中國通過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同斐濟、瓦努阿圖
等國展開合作，為太平洋島國樹立了很好
的樣板，為島國落實《藍色太平洋2050戰
略》帶來重大機遇。

在中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建交
後，巴拿馬與中國在貿易、投資、民航、
基建等領域合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薩爾
瓦多多個中國承建的項目落地、建設、竣
工，帶動當地就業和經濟增長；洪都拉斯
與中國的自由貿易協議談判已經啟動，在
第六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上，多家洪都
拉斯企業斬獲頗豐……

具體到瑙魯自身的發展需求，劉匡宇
作了如下分析。瑙魯國家體量較小，經濟
結構單一，對資源環境高度敏感，對國際
合作需求度高。

中瑙建交，可以提供瑙魯人民需要的
長遠發展機遇和戰略空間。中瑙雙方可以
在港口基建、深海採礦、太陽能光電等領
域深度合作，幫助瑙魯更好應對發展和轉
型挑戰。

中瑙建交後，可以在國際社會攜手應
對氣候變化及海洋環境等問題。作為太平
洋島國，瑙魯政府及人民高度關切氣候、
海洋等可持續發展議題，反對日本向太平
洋濫排核污水。

毫無疑問，中方是瑙方應對這些關切
的堅定支持力量。

譚主想說，台灣不惜花費巨額金援
和資源勉強維持的所謂「邦交」體系正在
崩塌。瑙魯無預警與台「斷交」，顯示多
米諾骨牌倒下的速度正在加快。如果民進
黨當局不知悔改、一意孤行，所謂「邦交
國」離歸零不遠了！

本論壇投稿郵箱：siongpoforum@gmail.com

付玉成

一隻母雞的命運
老 家 的 侄 兒 來 電 話 哭

哭啼啼的，說是養了兩年多
的老母雞被他媽殺了，準備
做成臘雞，今年過年時招待
我。孩子一肚子委屈，怨我
是禍根，可憐了他的雞。這
隻雞既是他的玩伴，又是他

營養雞蛋的來源。得知原委，我深表歉意，
安慰他說今年開春一定給他送一窩小雞，讓
他時時有伴玩，天天吃雞蛋。

老家過年是很講究的，大年三十的正
餐十二大碗是標配，其中臘雞紅棗燉粉條是
家鄉一道必備的美味，可今年我卻不想再吃
這道菜了，或許是因為侄兒的傷心而感染了
自己，腦中回放的總是那只下蛋的母雞，去
年回家時還見它和侄兒一起玩耍，它那憨態
可掬的神態及生蛋前的輕快的歌聲，都曾給
我留下深深的印象。它不僅無怨無悔地下了
一年多的蛋，還陪伴著鄉下的留守侄兒度過
一個又一個孤獨的時光，到最後連自己的身
體都要貢獻出來，吃過它雞蛋的人如何下得
了口去啖它的肉呢！不想則已，一想還真有
些惺惺相惜。雞是這樣的命運，人又何嘗不
是如此！面對剛剛完成的《我的國際工程30
年》，自己不知在暗處抹過多少次眼淚，當
船到碼頭車到站時，自己還不是狡兔死走狗
烹的一般棄於市井，那個時候，自己的身體
還不知是別人的盤中餐與口中食，還是作為
眾人踩在腳下的台階，或將棄於市井成為樂
色。

我也是在雞的陪伴下長大的，在那偏
遠的湘鄂西農村，生活是十分單調的，小時
候雞狗為伴是生活的大部分，長大進城，也
少不了雞的傳說，這些年我發表過數百篇關
於國際工程管理的文章，其中部分還被編纂
成了一套《國際工程縱橫談》，不少讀者覺
得從文字中找到了知己，共鳴之餘感到與文
字交流並不滿足，還想通過各種渠道認識作
者本人。其實我是一個不善言辭的沉默人，
歲月的沖刷更讓自己熱衷於獨處，面對善意
的要求，我也經常借用錢鍾書先生的話予以
回復：「假如你吃了一個雞蛋，覺得不錯，
何必要認識那只下蛋的母雞呢？」 

這兩天有朋自遠方來，說要小聚，我
要做東他不許，因為他知道我現在是孤家寡
人，如果我來安排，其實連個訂餐的人都沒
有，更不用說車輛接送。

尚存的幾個好友也都是曾經在一起奮
鬥過的，所不同的是，自己兩次創業，從零
到一，下的蛋都被撿走了，創業過程中出過
力的兄弟們下的蛋存在窩裡還被孵出了小
雞，這可能就是命，要不怎麼年至花甲還來
了個第三次創業呢？而且每一次創業都在公
司掛著同樣的訓言：莫怨長年鞭加身，此身
本是拓荒牛！

侄兒的電話，讓我沉默了一整天，在
顧影自憐中平白地生出些許悲傷，回想母雞
的命運更是唏噓不已，此母雞或將彼母雞，
不知獻身的時候是否也有人扼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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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小梅

偶遊溜石塔公園
遊 玩 溜 石 塔 公 園 ， 純

屬偶然，算是一次意外的收
穫。

公 園 位 於 晉 江 市 區 北
側，與泉州市區隔江相望，
小小的山上，密樹濃蔭，
青翠欲滴，最高峰上的溜石

塔，又名江上塔，據晉江史書記載，塔始建
於明萬曆年間，石構，平面八角，塔尖高
擎，高約20米，共13層。這是一座見證晉江
出海口的歷史文物，該塔是為引導古代過往
船隻而建的，是晉江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公園處於堤壩之中，設計人員巧妙地
採用過街天橋、集散廣場、特色人文景牆、
上堤坡道等處理方式，使生硬的防洪堤煥發
出一片生機勃勃。漫步公園的沿江小道，望
著波光粼粼的晉江水，停泊著的幾艘小船，
腦際不禁想像著古時候泉州千帆掠影的繁榮
景象。

我曾到泉州北濱江公園浦西園遊玩過
幾次，然而，並沒有注意到與它隔江相望的
溜石塔公園，作為古代的引航塔，此時已掩
映於山林之中，兩岸的高樓大廈，更是把它
攬於懷中，失去昔日高擎的風光。

我跟著文友，來到文史記載中的古渡
口，或許是江水滿潮，這裡已沒有渡口的跡
象，幾隻小木船落寞地挨在水草中，隨著江
水的波瀾悠悠地搖晃著，刺桐大橋在它的右
方雄跨兩岸，車水馬龍。沿著古渡口往西，
繞過溜石塔小山，眼前豁然開朗，茫茫江
水，在陽光下白光閃爍，一座紅色的燈塔，
在江水中更有一份溫暖的視覺，前方的幾座
大橋漸次模糊，攜著兩岸的高樓與蔚藍的天
際洇染於朦朦的灰色中。

溜石塔公園，我曾多次路過，自己並
未注意到路邊那塊石頭上鐫刻的紅色大字
「溜石塔公園」，因了這次偶遊，我便與友
人們聊起了山上的古塔，多數友人也不知道
它的存在，也都是在對岸的浦西園遊玩，聽
我說起後，也有了一探究竟的慾望。

我想，公園之所以不被廣而告之，應
該有地理位置的局限性，還有，石塔已被高
大的樹木所掩映，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況
且，小城的公園越來越多，各種小橋流水，
亭台樓榭等等，環境優美，更是人們閒暇時
的好去處。

不管怎樣，這次偶遊，我還是滿心歡
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