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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美国弗吉利亚州立大学牙科学院临床研究员
●原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住院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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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fied Provider）
* Zoom!冷光美白
* 最新数码X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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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舆论：民进党当局操作驻美“代表处”改名是“台独”色彩的豪赌
近日有外媒报道称，民进党

当局派员赴美商谈将驻美“台北
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为“台湾代
表处”一事。消息传出，台湾舆论
和有关专家纷纷发出警示：台湾
问题在中美关系中高度敏感、重
要，一个中国原则是大陆不可退
让的红线，民进党操作这一改名
议题，染有“台独”色彩，是以两岸
和平、台湾安全及人民福祉为筹
码的豪赌。

《中国时报》发表社论指出，
台湾问题仍是中美关系中最敏
感、最重要的议题。在任何层次
对话中，大陆绝对坚持对台湾问
题的坚定立场，一个中国原则是

不可退让的红线，台驻美机构如
更名为“台湾代表处”，将严重冲
击中美关系，拜登政府应会审慎
评估其可行性、政治风险及是否
符合美国利益。

文章说，民进党当局主动要
求更名，是以两岸和平、台湾安全
及人民福祉为筹码的豪赌，如成
功，台海将风云变色，加剧紧张局
势，如失败，等同确定拜登政府无
意挑战一中底线。中美战略关系
进入重新设定阶段，民进党当局
对外关系政策完全依附美国，制
造了自己的安全风险。

淡江大学荣誉教授陈一新投
书《联合报》指出，民进党操作驻

美机构改名“台湾代表处”，染有
“台独”色彩，民进党当局领导人
还计划连同“邻国论”与民进党在
台立法机构提出“‘台独’擦边球
的修宪案”，来挑拨中美关系、
操弄台湾选举。大多数专家学
者认为，虽然拜登高举“反中”
大旗，但告一段落后，必然会寻
求与中方改善关系，以在贸易、
气候变迁、防疫等议题上进行
合作。在关键时刻，美方不可
能不顾自身利益拿台“代表处”
更名案向中方“叫板”，除非想彻
底撕破脸。

台湾“风传媒”登载的一篇分
析文章认为，此事势必给中美关

系增添不稳定因素，拜登政府的
决定势必影响中美关系发展，因
为台湾议题的敏感性在中美纷争
中名列前茅。对拜登政府来说，
如何“妥善”处理此事，将成为近
期一大挑战。美国与中国不但有
竞争，也有许多议题需要共同合
作，若双方再度因台湾议题影响
两国合作的进展，对彼此和全世
界都不是好事。

文章还指出，从另一个角度
看，这一更名议题或许也成了“筹
码”，拜登政府可在中美谈判中续
打“台湾牌”，谋求美国利益最大
化。不过，拜登政府应该清楚，台
湾议题对中方的重要性，若过度

“躁进”或“操作”，恐怕只会得不
偿失，除恶化中美关系外，更可能
加剧原本就相当紧张的台海僵
局。文章认为，台湾应更谨慎思
考此事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更名
会否涉及“改变现状”，让局势更
加复杂。

台湾自由撰稿人沈迺训投
书媒体提出，美方是否只是依
旧本着国家利益，抛出“台湾代
表处”的风向球，试图在从阿富
汗垂头丧气离开后，继续利用
台湾问题施压中国，顺便挽回
一点霸主颜面罢了？文章认
为，将台湾推向中美冲突边缘
的动作很危险。

拜登政府考虑改称“台湾代表处”？台前外事官员泼冷水：吴钊燮连华盛顿都进不了
英国《金融时报》10 日报道

称，美国资深官员 10日与民进党
当局“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和台
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在距华
盛顿特区不远的马里兰州首府安
纳波利斯举行特殊管道对话。此
次会谈，触及的议题包括台当局
驻处更名一事。

中时新闻网援引《金融时报》
报道，拜登政府考虑朝向将驻美
国华盛顿“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名字，改为“台湾代表处”。民进
党发言人谢佩芬则声称，支持“政
府”持续以务实态度，秉持互信、
互惠及互利的原则，与美方保持

密切沟通。
介文汲11日接受台媒采访时

回应称，民进党“政府”很高兴，但
这些些微的更动其实没有什么大
的实质意义，吴钊燮千里迢迢飞
到美国，又跑到华盛顿以外的地
方，代表“进不了华盛顿”这一点
都还无法突破，要改名是非常困
难的。

国民党团 11日晚也表示，过
去一年来，“蔡政府”片面开放美
国莱猪进口，实际上，台美双边实
质外交关系原地不动，未见FTA、
BTA的影子。国民党团表示，“政
府”天天喊台美关系有史以来最

好，结果两岸经贸依存度5年来履
创新高。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认为，对
台湾人民来说，目前疫苗能到货
最重要，他呼吁驻美代表萧美琴
与其做些“务虚、不务实”的事情，
更应该积极争取台湾已采购的莫
德纳疫苗快点到货，毕竟很多人
都等不到第二剂。

值得一提的是，近一段时间，
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反复交涉、
晓以利害，宣布允许台湾当局以

“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中国
外交部发言人 8月 10日说，此举
公然违背中立两国建交公报精

神，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
整。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
对，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
使，并要求立政府召回驻中国
大使。

发言人说，中方正告立方，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
唯一合法政府。一个中国原则
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
社会普遍共识，是中国同其他
国家发展双边关系的政治基
础。中国政府和人民实现祖国
统一的决心不可动摇，维护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红线不容

触碰。“我们敦促立方立即纠正错
误决定，采取切实措施，消除恶劣
影响，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
越远。我们也正告台湾当局，‘台
独’是死路一条，图谋在国际上搞
分裂活动绝对不会得逞。”

时下台湾疫情未歇，德尔塔毒
株群聚感染的威胁虎视眈眈，大众
忧心忡忡。此境之下，岛内掌权
者却在为拼政治而“奔走劳碌”，
近来动作频频，意图带出新一波
风向，事实恐是造出新一轮风
暴。

台媒报道，台当局涉外事务、
安全事务部门负责人 13日晚由美
返台。关于其赴美目的，几天前有
外媒披露，是为商谈将驻美“台北
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为“台湾代
表处”。而一周前，民进党“立委”
提出涉外部门应尽速成立工作小
组，掌握“正名”时机，将驻外机构
统一更名“台湾”。

所谓“台湾正名”的政治谋算，
早不是秘密，是“台独”在国际上操
作“去中国化”的重要一环，毫无疑
问将严重冲击台海局势稳定。民
进党最新一波动作，尤其涉美部
分，连日来持续引发台湾舆论批
评，主要观点认为，民进党是以两

岸和平、台湾安全及人民福祉为筹
码，进行一场豪赌，操作此类“改
名”恐只会让台湾“未享其利、先受
其害”。

玩文字把戏，还有这一桩：民
进党当局 8日公布“双十”活动图
片，标注中出现“TAIWAN”字样。
岛内人士痛批，这一动作显然也是
要为台湾“正名”，宣示“台独”意味
更浓，问题是“自嗨一番后台湾就
独立了吗”？有台媒评论说，多数
台湾民众不认同以这样的投机方
式谋“独”，这种对外搞灰色地带作
战、对内搞认知作战的“英文台独”
会踩踏两岸红线，让台海更难平
静。

除“语文作业”外，还有“历史
功课”。近日，民进党当局“促进转
型正义委员会”公布方案，提出将

“中正纪念堂园区”改为“反省威权
历史公园”，包括移除蒋介石铜
像。此举遭到质疑，有岛内人士公
开致信当局揶揄：现在当局领导人

办公地是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
台湾最威权的所在地，为落实“转
型正义”应尽速拆除，改建为“抗日
战争3000万死难同胞（包括台湾同
胞）历史纪念公园”。

对具体人物的评断，历史自有
公论，虽个人可有好恶，问题是公
权力是否以全貌看待历史。台媒
评论一语中的：民进党以片面定义
的“转型正义”为名，背后的意识形
态是要抹去历史记忆，切断两岸联
结。

台湾是承载中国近现代历史
“密度”最高的地区，事实如铁，历
历在目，然如今岛内却史观混乱
——民进党当局称之为“多元”。

近期，民进党当局投资拍摄的“史
诗剧”《斯卡罗》正在播出，引发争
议不断。

这部剧以 1867 年“罗妹号事
件”后美军进攻台湾南部少数民族
部落为背景展开。台湾少数民族

“立委”高金素梅认为，它美化美国
侵略，是罔顾史实所编造的民进党
史观。台湾作家杨渡考据出，电影
人物的原型李仙得曾任美驻厦门
领事，先后替美、日政府卖命，曾协
助日本攻台屠杀，史称“牡丹社事
件”，此人在剧中却被刻画成英
雄。

对质疑之声，民进党当局回应
称“尊重对历史的不同诠释”。但

有台媒评论说，这出“政治大戏”是
民进党利用执政优势，建构自己的

“台湾史观”，这种截取甚至编造史
实的做法早已有之，如电影《返
校》。从中可见民进党如何在教
育、艺术、戏剧等领域掏空历史记
忆，再填补符合自身利益的内涵。
但历史是抹除不掉的，《斯卡罗》是
民进党形塑“台独”意识的一步棋，
是利用文化“带风向”，对台湾人民
进行的“认知战”。

如果关掉电视，不看报纸和
网络新闻，台湾社会看来平静。
但走在街头，接触百姓，感触最
深的是疫情此起彼伏带来的焦
虑。

政治“拼很大”，民生“杀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