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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值此兩岸關係緊張之際，習馬二人面對面的溝通

所達成的共識，必能產生無形的感召力，一定程度影

響兩岸互動之道。

 再進一步言，“九二共識、反對台獨”，是這次

“習馬二會”的政治基礎，相較2015年11月在新加坡

舉行的第一次“習馬會”，這次並沒有官方對官方的

隱晦形式。然而，“習馬二會”延續了談判協商中“模

糊”的藝術，也再次證明，兩岸政治和解不一定要從

官方對官方開始，此處的“政治模糊”，就是“九二

共識”。而兩次的“習馬會”以及台海曾有的8年和平

繁榮，顯示了兩岸在關鍵議題上要採取暫時性“創造

性的模糊”才能展開對話或協商。為什麼要對話？不

僅是為了兩岸和平穩定與繁榮，也是為了要開展有意

義的政治和解。此處的和解，是在磨擦或衝突後，對

於防止衝突再升高所展現的和平、和諧、友善的互動

關係。它不一定局限於官方對官方，例如在兩岸關係

中，當前國共之間的和解也可適用。換言之，若無類似

“習馬會”這般高度的政治和解，兩岸的和解進程將

遙遙無期，而且將更難讓兩岸共同去探索未來的種種

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此次在會晤馬英九時的

談話，標誌大陸的對台政策回歸“求同存異”的務實

路線。求同，除了重申“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外，習

近平還增加了許多訴諸民族歷史文化、同胞情感的樸

實語言，包括：只要認同中華民族、認同兩岸都是中

國人，任何問題都可以有商有量、務實討論。存異，習

近平也提到兩岸“制度不同”，意味着大陸對台有所

尊重。“習馬二會”固然不是兩岸談判，但這場高規格

的會晤，最重要的價值在於，大陸願本着求同存異的

精神，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務實與台灣各界商討，但前

提還是要承認自己是中華民族。可見和平統一論述，

是建立在“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但台灣人是中國人”的

邏輯之上，而馬英九恰恰是站在中華民族的高度，呼

籲和平、反對戰爭、促進兩岸交流。言下之意，只要認

同中華民族，認同兩岸都是中國人、一家人，大陸都

願意和台灣各界對話，這也體現在此次訪陸的“大九

學堂”青年學生在“習馬二會”上發言的安排。此次習

近平邀請台青面對面對談，以共同血緣、情感和歷史

記憶與台灣青年學生溝通。習近平對台灣青年學生的

意見是非常認真的聽取，也對青年學生的問題與想法

有正面的回應，堪稱是對恢復兩岸交流、緩和緊張關

係，最有意義的收穫。

尤有進者，仔細解讀習近平此次見馬英九時蘊

含着恢復兩岸大交流的訊號，頗值民進黨當局重視。

首先，就延宕多時的兩岸雙向旅遊議題，習近平表示

“我們熱誠邀請廣大台灣同胞多來大陸走一走，也樂

見大陸民眾多去祖國寶島看一看”，這句話讓島內旅

遊業者頓時重新振奮起來。今年1月台灣選後，蔡當局

突然對島內旅行社赴大陸旅遊下達“禁團令”，乃因

蔡當局多次表達出大陸遲未表態開放陸客來台的不

認同，並訴求兩岸交流要雙向、對等、互惠。如今，習

近平已經率先表示，樂見大陸民眾到到台灣看看，能

否轉化為兩岸盡快恢復雙向旅遊的具體政策鬆綁？其

次，以民族情感為基礎，樂見民間雙向往來，鼓勵兩

岸青年交流，這是“習馬二會”上，大陸釋出的訊息。

若轉換成政治語言就是，520後的賴清德新當局若能

正視兩岸同文同種的歷史事實，對兩岸關係持務實立

場，則恢復陸客、陸生來台的大交流願景，應該指日可

待。

總之，習近平在會見馬英九時提出了“三個沒

有”：“兩岸同胞都是中國人，沒有什麼心結不能化

解，沒有什麼問題不能商量，沒有什麼勢力能把我們

分開。”此話無疑仍為兩岸人民的和平交流與溝通保

留了一扇窗。若賴清德能充分尊重台灣多數民意，並

汲取近來各方人士對兩岸關係的積極建議，並藉由

520上台講話與新當局的兩岸政策予以表達，即可把

“習馬二會”轉化為突破兩岸僵局、開創兩岸和平新

路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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