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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汤德章纪念
公园内重达600多公
斤的孙中山铜像，本
周突然被来自台北、
台中、高雄和台南的

“公投护台湾联盟”
成员用绳索拉倒在
地。此举引起台湾内
外舆论的谴责——

民进党执政 8 年
的“台独”操作，已
可证实无论对内及对
外，“台独”皆无可
能实现。尔今，“台独”不能循民主路径

“正名制宪”，却出以拖倒孙中山铜像的
这一幕，这绝不能显示“台独”的正
大，其实却是违背民主互重共容的政治
丑行。

——《联合报》 发表社论 《孙中
山：南京能容 台南不容》

孙中山铜像遭破坏，不仅伤害文化
资产保存，也对历史无法交代，在朝野
应合作拼经济时放任“统独”意识撕裂
民众情感，“国民党党团”严正谴责。

——国民党“立院”党团书记长王
廷升

因为意识形态作祟，仇恨蒙蔽了理
智，蔡丁贵等“独派”应该冷静下来思
考一下，如此对待孙中山是对是错，答
案不言自明。更奇怪的是，对这样的行
为，台湾竞然如此冷漠以对，是麻木
了？还是已经什么都无所谓？虽然被拉
倒的只是一个没有生命的铜像，将心比
心，如此待之，民进党未来之星赖清德
如何处理，外界正在看。这样的市长就
算连任了，连铜像都不放过的人，平心
而论也做不了什么大事，也成不了大
局，只会徒增不同想法者的仇恨和对立
而已。

——东森新闻网东森论坛发表署名刘性仁的文章《何苦
如此对待孙中山》

如何真正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始终是孙中山苦苦思考
和探索的重要问题。1922 年 8 月他在 《统一宣言》 中指出：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
识中，正是这种意识使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尽
管它过去遇到了许多破坏的力量。”孙中山关于中国和平统一
的思想，是其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其文章、谈话、
文告、著作中，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孙中山寻觅
祖国统一之道，与“台独”分子的主张可谓南辕北辙。“独
派”把对孙中山思想的仇恨发泄到孙中山铜像身上，足显其

“异类必诛”的可怕思维和粗暴手段。
——《大公报》发表社论指出

“台独”人士将中华民族主义视为洪水猛兽，仿佛唯有将
中华民族主义除之而后快，这样他们才能在民主的保护伞下
拓展“台独”意识空间，据以繁衍台湾意识因子……

中山先生是良医医国典范，1900年、1913年两度赴台筹
谋国事，其感性与理性兼具、抛头颅洒热血的大无畏勇气足
可让台湾人民感念与深思。“台独”不可行，忘却历史的

“独”派人士已成无根的孑遗，悲夫！
——台湾《中华日报》社论谴责“台独”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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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制的双刃作用几年来在台湾连袂显现，先
是调降营业税和遗产税留住了富人，带动了资金
回流，创造了股市与房市的荣景；然后贫富差距
加大，薪水不涨房价狂飙，即使经济数字亮眼老
百姓也“无感”。本周，台湾公布税制改革方案，
对大企业主、金融业、股票投资人等年收入千万
元 （新台币，下同） 以上的富人加税。主管官员
用“取之少数、用之多数”、“社会回馈税”等词
句解释此方案，显示以税收实现公平正义的用
意。对此，有人认为富人多缴税天经地义，也有
企业主抱怨政府缺钱就“拣软的吃”，还有人做选
举买票的“阴谋论”联想……看来，关于新税制
还得吵上一段时间。

有加有减

台湾财政部门首长张盛和强调加税不是和谁
有仇，而是要“以富济贫”，此方案若实行，新增
税收的800亿元中，将用120亿元为工薪阶层和残
障者减税，会有700万人受益，因此这个方案的目
的是让多数人受惠。新增的税收也可用来支持各
项福利政策的持续实行。

对于“富人税”，身为富人的台基电董事长张
忠谋和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表态支持。按照新
方案，富人每100万元要多缴5万元税，那张忠谋
今年光是股利所得就高达3.8亿元，他要多缴1900
万元的税。但张忠谋早前就表示过：“希望高所得
者增税、降穷人的税”。张忠谋近日又通过台积电
发言人表示，台湾税制有许多不符合公平正义的
漏洞，很多有钱人通过很多途径避税，但工薪阶
层一毛钱也不能少缴，导致所缴的税金与所得不
成比例，应该建立公平正义的税制环境，这样才
能消除贫富悬殊。

郭台铭表示“缴税是君子”，他两年前就提出
过“富人税”构想，他说的“富人”指财富排名
前300名者，按所得高低比例征税，税种为“分配
正义税”，但有“落日条款”，如经济好转就停征。

市场观望

据台湾主管部门透露，台湾每年的财政缺口
接近 3000亿元，征收“富人税”自然对脱此困境
有所助益，也因此有企业主大骂政府没钱了就

“拣软的吃”，是在逼资本出走。也有人担心外资
企业相对来说税收较低，会有企业主申请外国国
籍，新税制的后果是人财两空。

台湾舆论分析，目前的财政缺口这么大是 10
多年来降税所致，但降税对促进投资没达成预想
的效果，反而增加了社会所得的不公平，此时推

出新税制意味管理部门对减税政策的失望。
也意味着当局认识到中小企业才是台湾的
根，600多万工薪阶层是带动消费的动力。

当经济不景、财政缺口变大时，向富人
开刀是常规做法。目前，台湾大多数人对新
税制仍在观望之中，但普遍认为天下没有免
费的午餐，税是多收了，市场一定会受到影
响。也有工商业者表示，加税可以，用在哪
里要向大众说清楚，要让税收发挥最大的效
益，上市公司办理现金增资都要说明资金用
途。如果当局加税是用来建设，那当然可
以；但如果乱花钱，乱编预算，钱入库了却
没有经济价值，这样的税便缴得心有不甘。

阴谋论说

选票主宰一切的台湾，也将一切与选票
挂钩，本周拿出新税制方案，马上有一套阴
谋论的解读：今年是选举年，马英九团队此
时瞄准有钱阶层增税，是为了化解民怨，无
异于政策买票。

因方案要通过“立法院”才能生效执行，蓝
绿两大政治势力又展开了角力。民进党“立院
党团总召”柯建铭炮轰这是在“找钱”，是马英
九过去6年来不断减税的恶果，将“严格监督”。
台湾媒体感慨：又有的吵了！

国民党籍“立委”纷纷表态支持。费鸿
泰表示，金融危机时调降金融营业税，此时
调回是业者在合理范围内回馈。调升所得税
影响9000多人，约占全体纳税人的0.17%，兼
顾了公平性，把冲击降到了最小。面临财政
困难，希望企业能共体时艰。廖正井说，目
前台湾高所得者税很低，所以希望他们多缴
一点税。

江宜桦断然否定税制改革与选举有关。
他解释说，此方案一是设法控制债务规模，
不要让举债上限破表才保永续经营；二是限
制不合理支出，避免浪费；三是让多赚钱的
人多缴一点税，回馈社会，帮助一般上班族
和身心障碍者，符合公平正义基本原则。

近几日媒体不断传出支持新税制的声音。
有人投书报纸表示，如果只因多缴5%的税富人
就跳脚，实在太没道理，也实在是太没社会责
任观念了。长久以来，政策对企业的扶植与照
顾可说是不遗余力，各项条例都给企业相当的
缴税优惠，这些优惠皆来自全民所缴的税
款。如今要征“回馈税”，正是企业回报社会
最好的方式。如果企业主对此反弹，多数人
都不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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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梳士巴利花园艺术
广场近日落成启用，首项展
览展出 3 位本地艺术家甘志
强、李展辉及李慧娴的大型
雕塑作品——《大苹果》、

《水滴》及《心满意足》，演
绎人与天地之间的和谐关
系。

图为游客与雕塑快乐留
影。

.洪少葵摄

天·地·人

台湾“二二八”事件距今已有 67 年了。
当年在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区分公司工
作的崔德彰先生亲身经历了此事件。 笔者珍
藏了他在 1947 年 3、4、5、8 月给老家西安父
母处所写的多封家书，这些家书记录了他在

“二二八”事件中的所见所闻所思。
“二二八”事件自 1947年 2月 28日从台北

开始，很快波及全台湾。崔德彰先生所处的台
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区分公司在台南县新
营镇，公司自 3月 3日夜间开始混乱，崔先生
在3月17日的家书中写道：

“本公司方面于三日夜间开始混乱，四日
晨，外省人员即不准上班。各处遍贴标语，表
面为打倒贪官污吏，实际则排外行动。公司内
一班台湾青年均主张‘打’，但老年台湾人则
不主张积极行动，因当时两方意见分歧，故男
等得免于灾难，但零星之恐吓及谣言亦受惊不
浅矣！

新营邻近之二市台南及嘉义寄居之外省人
遭打伤者甚多，并有台湾学生军与少数国军冲
突，于四日下午最为激烈。本省因交通便利，
故三、四日后事变遍及全省，五日晨本公司台
省职员即各持枪刀棍棒按户搜查外省人住宅，
其态度强横毫无礼貌，见之实气愤以极，但不
敢发作。平日为下属者今亦昂首而入，说话凶
狠，但莫奈之何。以后形势更为紧张，命令外
省职员不论经理、处长、课长均集中一处，并
加警卫看守成为俘虏，自后与外间消息完全隔
绝。至十二日，大批国军开到，情形逐渐缓
和，本省人态度亦一反以前强硬作风，见之特
别客气，打躬作揖，言语间均吐露请求原谅之
意。

现大局虽已稍定，但社会秩序仍极混乱，
有人因国军追捕甚急，被迫成为流寇，在无军之
处抢劫财物。此间国军尚未到达，十三日下午岸
内糖厂（离此九公里）被抢现款十余万元（台
币），枪支十五支。十四日晨，本公司又被劫卡车
一辆、汽油两桶，男等自集中营放出以后又受惊
恐。现时国军虽已到达新营仅一连，并无常驻之
意，系暂时性质，以后不知如何也！

男极愿离此，但据云一律不准辞职。现时

情形尚未稳定，未悉究系如何？男等均安，请
释垂念……”。

4月份的家书对此事变所造成物价飞涨表
示不满，其中写道：“台湾‘二二八事变’已
终了，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此次‘二二八’
事变米价又飞涨，现每斗 （十一斤半） 台币五
百元合法币一万七千五百元，其他物品亦随
涨。男二百四十元月薪，总数每月可领一万三
千元合法币四十五万元左右，相较之下此间生
活比内地更刻苦也。物价较上海尤高，较不同
者因有房屋、水电等供给，故勉强可维持生活
也。”

虽然崔德彰对“二二八”的观察与评价有
其局限性，但他毕竟是亲历者，他的这些家书
对研究“二二八”有史料价值。隔着 60 多年
的历史烟云，“二二八”被现实政治涂抹了太
多的色彩，此时，静下心来读一读亲历者的记
录也许更接近于那段历史。

身为台湾
大学校友的陈

文茜本周在台大
公 共 论 坛 发 表 演

讲，希望台大学生
不 要 民 粹 化 。 她 表

示 ， 台 大 号 称 第 一 学
府，学生都是精英分子，

对社会的贡献不少，但破坏
力也不小。如果台大生只用自

己的聪明扮演民粹领导者，声援
几件“不是那么合理的抗争”，对社会

的破坏程度，比土石流还可怕。
针对台大学生声援城市改造中“钉子户”的

行动，陈文茜说，台湾是个美丽的岛屿，但人口密度太
高，土地随时会遗弃我们。虽然每每希望通过政策来改善
现状，比如在土质脆弱区进行防灾型都更 （城建改造），但
涉及到个人财产、情感，都有抗争，最后都会退缩回去。假
如规模较大的地震一来，这些地方倒塌，造成死伤，媒体是
否又去谴责“怎么都更的速度这么缓慢？到底在干什么？”

陈文茜强调，她从不支持贸然把脆弱的土地拿出来推动
都更，但也不赞同当老旧公寓需要都更时，台大学生就绑着
锁链去抗争，媒体于是大幅报道居民哭天抢地的画面，于是
都更脚步就延缓，政策窒碍难行。她说，台大学生不要成为
人云亦云的人，要有自己的角度与判断。

对此，台大的学生并不照单全收，台大政研所学生林飞
帆反批评陈文茜的言论“反智”——只看到台大学生绑铁
链、阻挡警察拆屋，却没深入去认识问题。常参加社会运动
的台大学生是想让问题被看见，并不是要阻碍都市发展。
林飞帆说，现在关心公共议题的大学生越来越多，不只是
台大，陈文茜的逻辑似是而非，是侮辱全台湾的大学生。

台大社会系大三学生郭冠均认为，根本不该把民粹
二字挂在弱势者身上。他说，陈文茜所指的民粹，其实
是一群团结起来、受到压迫的社会弱势者，只因他们
站在财团的对立面，站在防灾、都市美化的对立面，
就被认为是负面的，但需要选票时，民粹就变成
“民意”。

台大工会秘书长、社会研究所博士生林凯衡
表示，年轻人对于炒地皮的开发已非常不

满，这时应了解问题，而非指责学生。

陈
文
茜
呛
大
学
生

陈
文
茜
呛
大
学
生

虹

文

崔
德
彰
先
生
六
十
七
年
前
的
家
书

﹃
富
人
稅
﹄

本
报
记
者

陈
晓
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