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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进党当局支持纵容下，岛

内极少数“台独”势力操弄所谓“东

京奥运正名公投”案，24 日未获通

过。一出荒谬绝伦的闹剧，终被民

意挫败，再次充分证明“台独”不得

人心，任何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制造

“台独”分裂的图谋都不可能得逞。

多年来，“公投”一直是民进党

和“台独”势力用以绑架民意、推动

“台独”、挑衅大陆、骗取政治私利的

工具。陈水扁执政时期两次强推

“公投”，均被台湾民意否定。民进

党再次上台后，借在立法机构的席

次优势，修法大幅降低公投门槛在

先，纵容操作所谓“奥运正名公投”

于后。绿营把持的台选务主管机构

秉承“上意”精心“护航”，涉“独”公

投的“新版续集”粉墨登场。

尽管选题变换但本质未改，所

谓“奥运正名公投”论“演技”则更加

低劣不堪。“台独”势力全然不顾台

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国际体育组织

的坚决反对，丝毫不加掩饰地在国

际体育领域推动“一中一台”，挑战

一个中国原则。这种为求政治私利

而不惜扼杀台湾选手运动生命、牺

牲台湾同胞权益的政治诈骗行为，

自然会遭到台湾民意的坚决反对。

一 个 中 国 原 则 是 两 岸 关 系 的

基础，也是国际社会的准则。国际

奥委会等国际体育组织对台湾地

区 参 加 国 际 体 育 赛 事 有 明 确 规

定。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奥运模

式”，是国际体育组织和两岸体育

界人士共同遵循的原则，让两岸运

动健儿可以共同参加各类国际赛

事，两岸同胞可以为中华儿女的优

异表现一同喝彩。

所谓“奥运正名公投”成案后，

台湾主流舆论和社会各界包括体育

界人士纷纷表示强烈谴责，许多运

动员公开站出来发声，发出“我要参

加奥运会”“政治不要介入体育”的

强烈诉求。国际奥委会也多次致函

中华台北奥委会，提出严正警示。

然而，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明

知不可为却仍一意孤行，足见其无

视国际规则、以政党利益凌驾于民

众利益、以民粹手段行政治骗术的

真实面目。

如今，这出政治骗局阴谋被看穿，台湾民意再一次用实际

行动击碎了“台独”迷梦，更向台湾岛内的当权者发出了明确

的告诫。自古以来民心不可违，奉劝民进党诸公切勿一再逆

民意而动、逆潮流而动。倘不思悔改、不吸取教训，在破坏两

岸关系、损害台湾同胞利益的路上一条道跑到黑，定会遭到民

意更为严厉的惩罚，被历史彻底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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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称为“中国硅谷”的北京中关村，简子复带领团队运营

着一款名为“桃桃喜”的互联网产品，提供性格、心理等方面的

几十种趣味小测试。

略显局促的办公环境，并不妨碍这个西进大陆刚三年的新

台商“心怀天下”。“我们的产品如果能在大陆做到一定体量，就

可能成为全球市场规模最大的产品。”简子复不久前在京接受

新华社和台湾旺中媒体集团联访时说，那时我们就可以通过这

种娱乐化方式，把易经、节庆民俗等中华传统文化推向更广阔

的海外。

2015 年，在台湾一项创业大赛中崭露头角的简子复借复试

机会第一次踏足北京，参访了百度、美团、小米等大陆知名互联

网公司，深受震撼。他认为，大陆互联网的腾飞为创业者提供

了很多机会。

“在北京创业就像在大联盟打棒球。”简子复说，要玩就一

定要到最好的赛场里去，而大陆跟台湾没有语言、文化等方面

的障碍，更适合台湾有能力的年轻人来闯一闯。

于是，简子复跟怀有 8 个月身孕的妻子进行了深入沟通。

孩子出生刚满两个月，他就迫不及待携妻儿飞到了北京。

三年间，简子复同今日头条、优酷、阿里巴巴旗下的大鱼号

等大陆互联网企业平台或多或少有过合作，而身为北京大学创

业训练营第五期学员的他，更是在跟大陆大型互联网企业的互

动中受到了思维方式的重塑。

“台湾至今还没有成规模的大型互联网企业，所以台湾创

业者很难想象该如何去做。”简子复说。

简子复十分推崇大陆的创业环境，却并不鼓励台湾年轻人

直接到大陆创业，他的建议是先来就业。

“对于大陆这些年的飞速发展，许多台湾朋友理解得还很

不够。”每年都会回台湾跟年轻人进行两三次分享的简子复举

例说，“在台湾，餐厅坐满人就是生意好。但在大陆，因为外卖

行业的发展，没人坐在里面的餐厅业绩照样很好。”

今年 2 月，大陆方面推出“惠台 31 条措施”，其中 19 条涉及

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

同等待遇。简子复说，“同等待遇很好”，令在大陆的台商更加

安居乐业。

简子复正在读幼儿园的儿子几乎就是个“北京娃”了。他

说，除了说话时不自觉用到“儿化音”，儿子早餐一定要喝粥，而

在台湾，早饭是要吃蛋饼的。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9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以

来，大陆台胞申领踊跃。“有了居住证，对经常出差的我来说，很

多方面都大大方便了。”

前段时间，简子复去了 1500 公里外的四川成都，与朋友在

当地合作开一间咖啡馆。这个台湾青年的事业和生活都越来

越融入大陆，他希望更好地联通两岸。

联通两岸，其实也是简子复在团队管理中的重要工作。在

他 22人的公司里，管理层的 20%、普通员工的 80%来自大陆。

“大陆员工和台湾员工对速度感的理解就很不同。”简子复

举例说，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太快了，年轻的大陆员工很容

易理解“做事情为什么要快”，但台湾情况不同，来自岛内的员

工对“快做”的理解就不如对“做好”来得深刻，二者需要更好地

结合起来。

“桃桃喜”的员工和用户群都很年轻，这让简子复有更多和

大陆年轻世代接触的机会。他认为，“00 后”是全新一代，也是

大陆进一步发展的关键一代，他们成长于物质富裕的环境，会

在精神层面和自我追求上有更高更新的要求。

“成年后的‘00 后’们会推动大陆迈向更有活力的发展阶

段。”简子复很期待大陆的明天。

“登陆”弄潮互联网的新台商简子复：

“ 要 玩 就 到 最 好 的 赛 场 去 ”
□刘 斐 石龙洪

武侠小说大家金庸辞世，华人

世界同声哀悼。在台湾，金庸小说

曾长期被禁，后来虽获解禁，仍被广

大家长视为洪水猛兽，不许孩子阅

读。而今，金庸小说却已进入台湾

教科书、试卷中。起落之间，见证经

典会穿越时空。

“隐姓埋名”为哪般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的代表作，

但在台湾“戒严时期”，岛内民众接触

它的时候，它叫做《大漠英雄传》。

1959 年底，台当局“戒严时期”

最大的情治机构“警备总司令部”

（简 称“ 警 总 ”）下 令 执 行“ 暴 雨 专

案”，专门查禁禁书，金庸作品也在

名单中。由于作品被禁，金庸小说

只能在岛内偷偷流行，出版商也改

头换面进行盗印，不仅作品改名，甚

至书中主角都要改名。

据说，《射雕英雄传》被改名与

“只识弯弓射大雕”诗句有关。而《天

龙八部》被禁据说原因是一句对白

——“王语嫣见两个人在打架，就随

口说：这是江南蒋家的名招过往云烟

啊！”因此被台当局认为是“指桑骂

槐”。另一种说法是指《天龙八部》的

慕容复影射了当时的一位政要。

此外，《倚天屠龙记》当时在台

湾叫《至尊刀》，《笑傲江湖》改名《独

孤九剑》，《书剑恩仇录》改为《剑客

书生》，《鹿鼎记》变成《小白龙》，不

一而足。

入选课本和试卷

金庸小说魅力实在太大，在台

湾 各 界 积 极 争 取 下 ，金 庸 作 品 于

1979 年在台解禁。不过，台湾的家

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也反感上学的

孩子看“闲书”，其中就包括金庸小

说。近年来，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

日益获得肯定，台湾一些教科书和考试开始将金庸小说内容

纳入其中。

除了台湾当局推行的教科书外，台湾教科书版本众多。

其中，翰林版台湾初三上学期语文教科书就选录《射雕英雄

传》中黄蓉智斗书生情节；翰林版高三下学期语文也选录《天

龙八部》中雁门关外萧峰舍命退辽兵的情节。

同时，台湾大考语文命题走向生活化，多元取材，武侠小

说也逐渐入题，统计台湾历年学测、指考语文考题，仅金庸的

《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就入题 3 次；古龙、梁羽生的武侠小

说及王度庐小说《卧虎藏龙》也都被考过。此外，台湾明星高

中也曾先后把《笑傲江湖》等金庸小说列入书单。

经典流传影响深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广告系主任段心仪认为，从唐代传奇

起，小说在每个年代都扮演不同角色，进入白话文时代，小说

更是文学潮流中重要一支，而金庸武侠小说堪称“文白融合”

典范，作品内容以其丰沛情感、民族大义、新颖形式、独特文学

价值风靡华人圈，影响了很多普通民众，它被选入台湾教材吸

引了更多学生热爱阅读经典文学和喜爱中国历史。

金庸小说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及于方方面面。台大校长当

选人管中闵遭民进党刁难，曾以《倚天屠龙记》中的“他强由他

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抒怀，而台“行政院

长”赖清德也引用同一本书中的“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口

真气足”来回应。金庸仙去，岛内掀起一股以金庸小说人物比

拟政客之风，政客往自己脸上贴金，自比书中形象良好的正面

人物，而网友辛辣妙喻往往打中要害，入木三分。小说角色能

照见现实众生相，也足见金庸塑造人物功力之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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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意 才 是 真 正 的 风 向 标
——2018 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的启示

□本报记者 黄昌盛

不同意！
11 月 24 日，台湾地区举行“九合一”选举，而所谓“东京奥运正名公投”也在此次投票议题之

中。在 21 日，台湾数十位顶尖运动员及教练员集体出席奥运人协会举办的记者会，呼吁民众一同

反对所谓“东京奥运正名公投”。图为近来在青年奥运赛事中夺得银牌的跆拳道小将李孟恩向民众

呼吁，在“东奥正名公投”中投下反对票。

刘舒凌 摄影报道

两 岸 故 事
纪念改革开放 40年

热点关注关注关注
Focus of attention

本报北京讯 （记者 黄昌盛） 台湾地区“九合一”选

举 11 月 24 日举行，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简称“全

国台联”）对此表示关注，并表示将继续为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发挥好台胞之家的作用。

全国台联表示，我们注意到这一选举结果，它反映

了广大台湾乡亲希望提振经济发展、保障改善经济民生

的强烈愿望，反映了台湾同胞希望继续分享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红利”、持续互利双赢的最新民意。

全国台联透露，将继续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

“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秉持“两岸一家亲”重要理念，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结合两岸广大民意，推

动两岸民间交流合作，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并

在对两岸关系性质、两岸城市交流性质有正确认知的基

础上，提升两岸城市交流合作的深度与广度。

全国台联还表示，作为台胞乡亲在祖国大陆的家，

将继续做好沟通、联谊、服务、团结台湾乡亲的工作，推

动“31 条措施”全面落实，为台胞享有同等的待遇、分享

大陆发展机遇尽心努力，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发挥

好台胞之家的作用。

全国台联谈“九合一”选举

反映台胞最新民意

“绿地变蓝天”“蓝绿大反转”“国民党卷土

重来，民进党溃不成军”……上周末，台湾地区

“九合一”选举结果揭晓后，岛内舆论纷纷用这

样的词汇形容这场席卷台湾的“政治海啸”。

全岛 22 个县市中，县市长席位仅剩 6 席，就连

被视为“绿营大本营”的高雄也“换了颜色”。

从 4 年前“九合一”选举中大胜国民党，到

两年前赢得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再到今年

“九合一选举”的惨败。民进党用两年时间实

现了“完全执政”，又用两年时间走向了几乎

“全面溃败”。“政治海啸”的背后正是“民意汪

洋”，台湾人民用选票告诉民进党当局，不发展

台湾经济、不关注民生福祉、不维护两岸关系

的“选举政党”是没有出路的。

天翻地覆天翻地覆

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即台湾 22 个县市

的县市长、议员以及乡镇长、村里长等所有九

类公职在一天之内选出。“九合一”向来是台湾

政治的风向标，关系到哪个政党在岛内的话语

权更大、影响力更广的问题，更关系到其政治

主张在台湾的实现。

四年之前，台湾地区首次进行“九合一”选

举。开票结果一出，正执掌台湾地区政权的国

民党大败亏输，22 县市中仅余 6 席，一时间“蓝

天变绿地”，民进党地方执政势力更是首次跨

越浊水溪。

然而，四年之后的这场选举，剧情彻底反

转，对民进党当局来说更不啻为天翻地覆。据

台湾当局选务主管机关的票数统计，在 22 个县

市长中，国民党从四年前的 6 席增至 15 席，民

进党则由四年前的 12 席减少到 6 席，另有 1 席

为无党籍。

在最受外界瞩目的“六都”市长方面，国民

党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打破绿营在此 20 年

的垄断，战胜民进党对手陈其迈，国民党台中

市候选人卢秀燕和新北市候选人侯友宜也都

胜选。在台北市长选举中，无党籍候选人柯文

哲以 3200 余票的微弱优势险胜国民党籍候选

人丁守中，后者已于 25 日凌晨向法院提出“选

举无效诉讼”。民进党则只剩下台南和桃园市

两个执政据点。

除了“六都”之外，国民党嘉义市候选人黄

敏惠、新竹县候选人杨文科、苗栗县长候选人

徐耀昌、南投县长候选人林明溱、云林县长候

选人张丽善、彰化县候选人王惠美、依兰县长

候选人林姿妙、花莲县长候选人徐榛蔚、台东

县长候选人饶庆铃、澎湖县候选人赖峰伟、“连

江县长”候选人刘增应和金门县长候选人杨镇

浯等 11名国民党人也全部取胜。

针对民进党此次“兵败如山倒”的选情，台

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已宣布辞去民进党主席

职务，而台当局行政部门负责人赖清德和蔡英

文办公室秘书长陈菊也已向蔡英文口头请辞。

自作自受自作自受

民进党此次在选举中大败亏输，可以说既

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说意料之外，是

因为谁也没想到民进党当局只用了两年就收

获了全台范围的“厌倦”和“抵制”；说情理之

中，是因为这个惯会操弄选举的政党除了选举

几乎一无是处，台湾人民当然不会买账。

民众厌倦的第一点是，民进党选前承诺选

后毁诺，任性施政点燃民怨烽火。自 2016 年年

“5·20”上台以来，民进党当局高呼改革口号，

实则挟带政治私欲，以所谓“转型正义”之名推

动司法改革、年金改革、“一例一休”改革等，伤

害民众利益。民众抗议施政乱象的局面被岛

内媒体形容为“烽火连天”。这不是对无能施

政无感，而是对任性施政的反感。

民众厌倦的第二点是，民进党鼓吹拼经

济，却屡屡交出白卷。台湾地区是一个外向型

经济体，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全球经济尤其是大

陆经济。然而，民进党却为其政治目的，屡屡

重伤两岸正常经贸往来，置台湾经济发展和台

湾民众利益于不顾。“新南向”政策沦为“新难

向”，八年 8800 亿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变成既

得利益分配，民众当然不乐意。

民众厌倦的第三点是，民进党为对抗大

陆，挟洋自重、一味对美日势力讨好，却漠视台

湾民众利益。面对日本在海权和渔权上的挑

衅和无理举动时，民进党竟然一再让民众克制

退让；在关乎民众食品健康的日本核辐射地区

食品进口、美国瘦肉精猪肉进口等问题是又给

美日大开方便之门。这能让民众放心？

此外，民进党执掌政权后，大有“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之势，大本营高雄、台南的市长陈菊、

赖清德纷纷北上执掌大权，却把当选市长时对

当地选民的承诺抛诸脑后，难怪高雄变了颜色，

台南也不复以前年年民进党大胜的局面。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也难怪台湾民众

要用选票教训“乱作为、反作为”的民进党。“绿

地变蓝天”，不过是台湾当局自作自受。

民意主流民意主流

四年前，在台湾地区首次“九合一”选举和

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取胜后，民进党和

部分“台独”人士曾妄言民意，还抛出“天然独”的

谬论。如今，选举的失败是最直接的打脸。

台湾青年大佑（化名）向记者表示，台湾青

年所谓的“天然独”并不存在，大多数人的选

择，还是比较务实。在民进党执政不利、民生

凋敝的环境下，包括青年在内的台湾民众，自

然会趋向于选择能给两岸关系带来改善的候

选人。

这番话正和这轮选举结果一样，透出着台

湾真正的主流民意——广大台湾民众希望提

振经济发展、保障改善经济民生的愿望非常强

烈，台湾同胞继续分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红

利”、持续互利双赢的民意从未改变。

自 2014 年赢得“九合一”选举胜利以来，尤

其是 2016 年上台执政以来，民进党拒不承认

“九二共识”及其核心一个中国原则，在两岸关

系议题上频频炮制谣言、挑起事端、制造隔阂、

升高对立，企图裹挟台湾人民，实现其“台独”

的最终目的。

在此背景下，两岸正常人员往来和交流活

动被不断限缩，两岸经贸往来所受冲击自不待

言。高雄的农渔民卖不出农产品，香蕉火龙果

只能留着喂台湾猕猴；阿里山的观光客少之又

少，日月潭的民宿业者很多也只能歇业。台湾

民众在这两年的痛苦体验中，应已充分感受到

了原来两岸和平发展的局面是好的，民进党的

“虚假善意、实则对立”政策是无益的。

此次在高雄胜选的韩国瑜曾说过一句话，

“‘台独’比梅毒还可怕”。这样一个直斥“台

独”的人可以在高雄大胜，说明包括传统绿营

支持者在内的台湾民众开始看清一个朴素的

真相——两岸关系好，台湾才会好。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九合一”选举后

明确表示，我们将继续坚持“九二共识”，坚决

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团结广大台湾

同胞，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在对两岸

关系性质、两岸城市交流性质有正确认知的基

础上，我们欢迎台湾更多县市参与两岸城市交

流合作。

相信在台湾民众认清民进党的真实面目

之后，认清谁在为台湾人民利益着想、谁在干

扰台湾人民福祉之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前

景会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