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晓辉：中共为何借拜习会无中生有点名赖清德？

2024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国庆大会盛大登场，图为总统赖清德和夫人、副总统萧美琴、立法院长韩国瑜亲临国庆大会。

（中华民国总统府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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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4年11月19日讯】据中共官媒报导，在11月16日于秘鲁举行的“拜习会”上，习

近平就台湾问题是如此表述的：“台独”分裂行径同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美方想要维护台

海和平，“关键是要认清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本性，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明确反对

台独，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而在去年11月的“拜习会”上，习的说辞是：“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

问题。中方重视美方在巴厘岛会晤中作出的有关积极表态。美方应该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

体现在具体行动上，停止武装台湾，支持中国和平统一。中国终将统一，也必然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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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去年对美“停止武装台湾”的强硬态度和喊口号式的自信，今年习的措辞稍稍有些软化，

没有了口号，只是希望美国处理台湾问题“慎之又慎”。这显然是在向即将上任的川普喊话，

毕竟川普曾放下狠话。

不过，就像拜登曾在去年拒绝习的要求一样，对中共有着清醒认知的川普政府，大概率同样会

拒绝。目前北京找不到有效途径与川普团队建立联系，就是一个明证。

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中共高层过去在国际场合的谈话较少直接点名台湾领导人不同的是，这

次中共官媒居然报导习在“拜习会”中提到赖清德的名字。然而，美方的通报中却并无习提到

赖清德的内容。

此外，台湾官方也指出，相关单位向美方确认，无论公开或私下谈话，习近平都没有提到赖清

德的名字。台湾国家安全局长蔡明彦指出，不排除这是大陆方面媒体宣传的认知作战。

那么，为什么中共官媒要“无中生有”针对赖清德呢？笔者认为，中共此举恰恰证明一件事，

那就是赖清德就任台湾总统后的一切所为，都戳中了中共的肺管子，都让中共通过武力、统战

统一台湾的作法，遭遇更大的阻力。

就拿10月5日赖清德在台北举行的中华民国国庆晚会上致辞中所言引发的巨大影响来说，中共

能不对赖清德恨之入骨？

当时赖清德表示，中共国刚过完75岁生日，再过几天，中华民国就要过113岁生日，“因此，

就年纪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反倒是中华民国可能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75岁以上民众的祖国。”他还提醒道：“如果有人要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日

快乐，特别祝贺词要精准，切勿用祖国两字。”

这是赖清德在就职演说表示“将秉持维持现状”的两岸基调，强调“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

国互不隶属”后的又一次对两岸政权关系的清晰表述。而赖清德是台湾历任总统中首个将中华

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关系公开说明的总统。

对于赖清德的讲话，中共无法也不敢回应，只能将相关视频、包括中国网民对“台独”的谩骂

迅速下架。不过，在海外，还是有不少网民赞扬赖清德之言，“这是简单的事实。”“这话没



毛病，逻辑清晰。”“说得太好了，中共先把谁是爸爸搞清楚。”

而几乎在拜习会举行的同时，赖清德在出席台湾今周刊青年论坛，回答现场学生提问“是否能

带领国家走向和平、不战争”时，如此说道：“台湾不同政党，有三个不同的迈向和平之路：

第一个是签订和平条约，就是西藏模式，不坚持主权；第二个是接受中共的‘九二共识’主

张，一个中国的原则，未来就是港澳模式；第三个是坚持台湾主权，坚持民主自由的宪政体

制，坚持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由2300万人决定。

为达到这个目标，就要强化国防，强化经济韧性，同时跟民主阵营站在一起，靠实力和民主阵

营站在一起，维护我们民主自由生活的体制。”

对于赖清德提出的三个方案，绝大多数学生选择了第三条路的“四大坚持”。在看到学生们做

出这样的选择后，赖清德表示，这也是自己当总统所要走的路，希望未来和同学们一起，团结

坚定往这个方向走，达到和平目标。

无疑，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已经明白，向中共的任何妥协，换来的只能是西藏和港澳的下场。

1951年，中共中央政府与西藏噶厦（协议中称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

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双方同意西藏实行“和平解放”，中央人民政府获得

对西藏的实际统治权力。其后，中共军队入驻西藏。

中共政府最初采取了一系列怀柔政策取得了西藏上层贵族和喇嘛的信任。但在1955年后，受内

地运动影响，驻藏干部和军队以推翻“三大领主”的名义大量摧毁寺院，强迫僧人还俗，从而

引发了藏人的不满。

1959年3月，西藏、青海等地区爆发了藏人与中共军队的武装冲突，藏人遭到了残酷镇压，达

赖喇嘛、西藏政府和大量藏人被迫逃亡往印度并在那里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十世班禅也因为

《七万言书》被囚禁。迄今西藏依旧没有宗教信仰自由。

而邓小平“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尚在耳边，香港、澳门就在回归二十几年后，变成了

“红色”，曾经的言论、游行等自由被剥夺，曾经是亚洲明珠的香港成为了死港，而这一切全

拜中共所赐。



中共在西藏、在香港、在大陆的倒行逆施，让台湾人看在眼中，任何一个不愿失去业已拥有的

自由的台湾人，都会选择坚守台湾的宪制，都会选择抵制中共，因为他们明白，如果妥协，那

今日的西藏、港澳就是台湾的明天。因此，在清醒的赖清德以及所有台湾人面前，中共点名赖

清德、对其实施恐吓的认知战，恐怕是没什么效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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