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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台办发言人杨毅13日在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陈
水扁当局推动举办以台湾名
义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公投，
是以公投方式谋求改变大陆
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现

状、走向“台湾法理独立”的
重要步骤，也是一种变相的

“统独公投”。大陆方面严重
关注事态的发展，绝不允许
“台独” 分裂势力以任何名
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
分裂出去。

杨毅说，陈水扁当局不顾

台湾舆论的谴责和国际社会
的反对，正在加紧推动举办以

台湾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的
公投，两岸关系面临严峻挑
战，台海和平面临严重威胁。

他表示，陈水扁当局在台
湾地区即将举行选举之际制
造这一事端，并扬言要“公投

绑选举”，其目的就是要挑起
两岸冲突，欺骗台湾民众，裹

胁台湾民意，以骗取选票，实
现“台独”分裂图谋。这一事
态如果发展下去，必将严重
冲击两岸关系，严重损害两
岸同胞的根本利益，严重危
及台海地区乃至亚太地区的

和平稳定。
杨毅表示，促进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是我们对台湾同胞
的庄严承诺，维护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是我们坚定不移
的决心。我们有发展两岸关
系的最大诚意，也有坚决制
止一切“台独”冒险活动的

必要准备。我们希望广大台
湾同胞和国际社会认清陈水

扁当局推动举办这一公投的
险恶用心和必将造成的严重
危害。我们严重关注事态的
发展，绝不允许“台独”分裂
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
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轰动台湾全岛的 “二陈
对决”，再次以陈水扁的失败

而告终！5月25日，随着法官
的一声槌音，台北市法院宣判
陈水扁状告台湾著名电视节
目主持人陈文茜“妨害名誉”
案一审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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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桩案子的起因是2006

年席卷全岛的 “红衫军”风
暴。当原民进党主席施明德振
臂一呼，准备率领百万“红衫
军”声讨陈水扁之时，陈水扁
使出“金蝉脱壳”之计，借口
出访以逃避群众的“围攻”。
消息传出后，陈文茜在她主持

的《文茜小妹大》电视节目中
指出，陈水扁可能借机带着细
软出走。陈水扁闻讯恼羞成
怒，指控陈文茜“妨害名誉”。
泼辣的陈文茜则委托律师，在
法庭上反诉陈水扁“诬告”。
当时，有岛内媒体说：从昔日

的同党到今天的死对头，陈文
茜和陈水扁之间展开的是一
场“生死对决”。

陈文茜1958年3月25日
生于宜兰，1976年，陈文茜考

入台湾大学法律系。刚刚走进
大学校门，她就开始参加政治
运动，加入了民进党。

大学毕业后，陈文茜去美
国留学。1995年，戴着博士帽
的陈文茜回到台北，出任民进
党文宣部主任。当时，媒体对

她的描述是：10个指甲涂着
10种颜色，染一头长长柔柔
的红发，穿着大胆出位，思路
清晰、口才敏捷，一出场就抓
住众人的眼球……她的出现，
在岛内政坛刮起了一阵旋风，
甚 至 促 生 了 一 个 新 的 词

语———“陈文茜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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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陈文茜在民进党内

名气很大，陈水扁见了她也要
满脸堆笑，因为她和党内的高
层人士，包括前后几任党主席
的关系都很亲密。但也就是在
这个时候，陈文茜和陈水扁之
间的裂痕越来越大。

早期的民进党内也有

“统独”之争，许多人的目标
是追逐“民主”，而不是谋求

“台独”；但另一部分人则将
“台独”理念奉为圭臬。“对

中国历史和文化有深厚感
情”的陈文茜，十分反感这种
无知和蛮横，痛斥这帮人“是
一群疯子”。

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民
进党内的“台独基本教义派”
暴跳如雷，谩骂和诬蔑劈头盖

脸地砸向陈文茜。其中，在民
进党内羽翼渐丰的陈水扁骂
声最大。在1998年3月25日40
岁生日那天，陈文茜写下辞职
信，宣布退出民进党。陈水扁
上台后，陈文茜推出了政论节
目《文茜小妹大》，尖锐地抨

击陈水扁当局。由于对民进党
了解得很透彻，她的讽刺往往
一针见血。如此一来，陈水扁
对她更加恨之入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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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内媒体公认陈文茜是

打击陈水扁的专家。陈文茜大
学时期就认识陈水扁，那时就
知道他“在楼上说一段话，在
楼下就变脸了。所以我觉得这
个人，核心是个骗子”。多年
后，她对此人的认识更加深刻。

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

选举。当年3月19日，在民众投
票的最后时刻，突然出现了
“陈水扁被两颗子弹击中”的
事件，陈水扁借此扭转了异常
不利的局面，得以连任。5月19
日晚，陈文茜召开记者会，针
对“枪击事件”提出许多疑

点，公开称这是民进党精心策
划的一场骗局……不久，民进
党内就传出消息，说陈水扁骂
陈文茜是“最可怕的女人”。

2006年，当陈水扁家族
的贪腐弊案被揭开后，“最可
怕的女人”又向他发出了最

严厉的警告：法律和民众不
会放过这个贪婪的 “权力纸
老虎”。

而今，对岛内政治“极度
失望”的陈文茜已宣布退出政
坛。但一见到陈水扁，她仍会
“准准地一针扎过去”。不久

前的一天，陈文茜在接受采访
时笑着说：“对付陈水扁？我只
用一个脚指头就够了，其他的
手啊、脚啊，我要做更有意义
的事。” H!IJKL"MN

6月1日，台湾失去了它
的第25个“邦交国”哥斯达

黎加。想当初，陈水扁企图四
处点燃 “外交烽火”；到头
来，台“邦交国”数目不升反
降，已有7个国家在陈水扁任
内与台湾“断交”。以金元支
撑的这种“凯子外交”注定
将随着陈水扁退出历史舞

台，沦为历史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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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首批进驻哥斯达黎

加的中国外交官之一，李墅
那天显得有些激动。“一下飞
机就看到这么热情的华侨欢
迎队伍，太感动了！”当地时
间6月7日晚（)*+,!-.

/），第一批共4名中国外交
部赴哥建馆小组成员抵达哥

首都圣何塞。此前一天，中国
和哥斯达黎加正式宣布两国
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当地时间6月6日下午2
时，哥斯达黎加外长斯塔诺
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
使级外交关系一事向台湾驻

哥“大使”吴子丹正式发出
照会，通知其自中哥建交之
日起，哥斯达黎加与台所谓
“外交关系”即告中止。“现
在是该作决定的时候了，哥

斯达黎加再也不能忽视与中
国这个在世界上越来越重要
的经济体的关系了。”阿里亚

斯总统6日下午在总统府举
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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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7年6月1日以前的

台湾25个所谓“邦交国”中，
哥斯达黎加应该算是台湾的
“外交重镇”了。而台湾为了
维持与哥斯达黎加“外交关
系”，更是不惜花上血本。据
哥斯达黎加媒体披露，仅最
近一年以来，台湾当局向哥

斯达黎加的捐款就达到2000
多万美元。

近年来，台湾以其惯用的
政治献金收买哥斯达黎加政
府高层，其“慷慨”程度几乎
令哥政府都感到尴尬。哥斯达
黎加最大的报纸曾披露，台湾

通过其支持下的“哥斯达黎
加外交政策发展协会”，每月
支付哥斯达黎加外交部数十
名职员的额外薪水。

另一方面，台湾在哥斯达
黎加援建的工程也成了闹剧。
2004年底，因哥斯达黎加交

通部质疑台方更改图纸设计
可能导致安全问题，拒绝接收
台湾出资2700万美元援助修
建的滕比斯科大桥。2006年9
月，哥斯达黎加交通部长冈萨
雷斯指责台湾提供3500万美
元低息贷款，另外赠送1500

万美元援建的圣卡洛斯—纳
兰霍公路是一条 “三流公
路”，且弯路过多，易发生交
通事故，要求台当局修正设计
疏失，同时负担因此造成的
3000万美元工程追加款。

在记者和哥斯达黎加老

百姓聊天时，经常听他们开
玩笑地说：“政府没钱修建某

某工程，去找台湾就行了。”
台湾种种贿赂腐败政府

官员、坑害总统、修建烂尾工
程的行为渐渐引发哥斯达黎
加无论是政界还是民间对台
当局的反感和厌恶。2007年6
月1日，富有政治家远见和胆
识的阿里亚斯总统从哥斯达
黎加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
发，作出了与台“断交”，同

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
使级外交关系的决定，从而
最终结束了台湾在哥斯达黎
加失败的“外交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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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水扁上台7年来，“外

交”上的“跛脚”成为一大败
绩，而仔细盘点，台当局这些
年的所谓“外交”根本就是
一笔“糊涂账”。在这7年里，
台湾丢了“面积最大的邦交
国”乍得（2006年），而传统
“友邦”———有着数十载“邦

谊” 的哥斯达黎加最终也
“离台而去”。

陈水扁曾大幅增加高层
出访的频率，大搞“烽火外
交”，按扁当局的设计，就是
要在国际上打起“游击战”，
四处点燃“外交烽火”，让祖

国大陆“首尾难顾”。为此陈
水扁曾多次赴拉丁美洲、非
洲“邦交国”活动，结果“烽
火外交”不仅没有拓展“邦
交国”，反而“火烧自己的屁
股”，先后丢掉马其顿（2001
年）、利比里亚（"##$0）、多米

尼克（"##%0）、格林纳达（"##&
0）、塞内加尔（"##&0）等，可
以称得上失败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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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邦交国”为数

不多，面积狭小，大多是太平
洋岛国或中南美洲国家。“金
援外交”向来是台当局最常
使用的伎俩，在李登辉时期，
就大肆推行，到了陈水扁时
期也不例外。2005年，扁当局
还推出“荣邦专案”，即每年

斥资2.5亿美元，协助中美洲
“友邦”“发展经济，推动基

础建设”。结果这大把大把往
外送银子的招数并未挡住

“邦交国”与台“断交”的势
头，扁当局的这一举措被岛
内反对派批为“凯子外交”，
就是花了一大把冤枉钱达不
到目的，拿银子自欺欺人地
打了水漂。

其实个中原因也不难理

解，“金援外交” 难免会在
“邦交国”中形成一种“比价
效应”，一旦给了其中一国较
多的银子，其他“邦交国”将
会向台湾要求同样的金钱援
助，而台湾近年经济衰退、财
政窘迫，不可能应付所有这

些国家的需求。因此台湾对
外“金援”越来越多，然而
“外交”不仅没有“蒸蒸日
上”，反而却“江河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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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水扁还常用的一种方

式是所谓“过境外交”，比如
在出访“邦交国”的途中寻求
“过境美国”，地点一般为纽
约、洛杉矶或西雅图等大城
市。陈水扁可趁过夜之机，在
当地搞一些“独派”分子组织
的欢迎仪式，或发表讲话，以

扩大影响。然而，台方的如意
算盘常常未能打响，美方迟迟
不作回应，或虽同意过境，但
地点与台希望有“距离”，有
时甚至一下支到阿拉斯加，而
且是只准飞机加油，不准过
夜。这种闹得灰头土脸的“外

交”方式被台“立委”形容为
“丢脸外交”。

纵观这些“外交策略”纷
纷失效的现象，究其根源，还
是中国大陆综合实力增强，国
际影响提高，台湾经济衰退，
国际影响无法与大陆相提并

论的结果。近年中美洲、非洲
国家与大陆的经贸关系愈发
密切，受台湾海峡两岸实力对
比和国际大背景的影响，不少
在换届选举中走马上任的非
洲及中美洲新领导人意识到，
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

有利于国家的发展，有利于国
家的长远利益。这是大势所

趋，陈水扁再挖空心思“拼外
交”，到头来，只能还是留下一

笔“糊涂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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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哥斯达黎加建交

后，岛内蓝绿派系间的争斗
和媒体相关的“问责”之声
不绝于耳，台 “外交部”及
“驻外大使”显然首当其冲。
面对此情此景，纵使这些“大
使”们有多少抱怨和感叹，也
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有

苦说不出。
但显然，台当局多年来

借所谓“外交”搞“两个中
国”、“一中一台”的图谋正
越来越没有市场。这种大势
所趋的潮流，已非单单一个
“大使”所能挽回。

此外，台湾与所谓“邦交
国”维持“外交关系”的手
段，几乎都离不开“金援”二
字。这种以传统的“政治献
金”收买政客的任务，多数都
落在了“驻外大使”身上。而
近年来，多个“邦交国”领导

人丑闻频发，也令“驻外大
使”们信用扫地，灰头土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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