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語言力是社會競爭力的
重要組成部分。沒有深厚的文
化底蘊，就不可能有競爭
力。」 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
教授吳昆財說，風靡大眾的中
國風歌曲、歷史影視劇等文創
作品都是源於傳統文化，而傳
統文化正是後世取之不盡的文
創寶庫。但是，島內青少年語
文教育和學習的狀況已發出沉
重信號，令人憂心。

他呼籲，為了下一代擁有
競爭力，必須振衰起敝，努力促進語文教育發展，這是這一代人應盡
的責任。

「文化與文字是好東西，但在台灣有人卻強迫我們把這麼好的東
西丟掉。這是非常殘忍的事。」 台灣知名作家、陽明大學（現陽
明交通大學）退休教授張曉風說，語文是重要軟實力，不應受政
治意識形態干擾。民進黨當局把語文學習同政治掛鈎，割裂了語
文與文化的傳承，必然會隔斷對歷史的認知。

張曉風說，作為詮釋者的語文教師自身要能體會到古文的
美，才能很好地帶領學生沉浸在古文的韻味中。然而，詮釋者
已出現了文化斷層現象，未來包括古文教育在內的語文教育會
走向何方令人擔憂。

台灣師範大學退休教授林保淳表示，文言文不是 「死
文字」 ，因為已經有很多內容融入白話文中。文言文可以
提高學習者的語文能力和文化素養，是了解傳統歷史、文
化、思想的重要路徑。

台北第一女子高中退休教師段心儀長期從事教學工
作，對當下島內學生無法深入學習文言文的狀況表示惋
惜。

高中古文由60篇減至15篇
「過去高中階段學習文言文達60篇，如今縮減到只有15

篇。原本他們有能力在初中前將白話文根基打好，到高中便可
以深入學習中華文化，積累文學和文化底蘊。」 她說，文言文
學習空間被極大壓縮，讓學生無法完整認識中華文化。

談及古典文學的重要性，段心儀說，文言文承載了5000
年中華文化的厚度和文學素養。 「如果學生高中時期未打好基
礎，就會失去生命中一種核心能力，不但不能講述中華民族的
動人故事，甚至無法演繹出自身動人的生命。」

台灣師範大學退休教授潘朝陽說，包括中華文化基本教
材在內的古文教育以中華文化的經典為基礎，是中華民族的
「常道之教化」 ，而文化道統不可以斷裂。 「必須立即恢復語
文教育的常規，讓下一代能夠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的精神。」

「歷史教育新三自運動」 由島內有識之士於2018年發
起，核心內涵是 「自己救、自己寫、自己教」 ，旨在喚起更多
民眾覺醒，反對教育 「去中國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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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台灣 「歷史教育新三自運動協會」
日前在台北舉行記者會，批評民進黨當局為達成不可能實現的 「去中
國化」 政治目的，進行不負責任的 「去古文化」 教育，犧牲學子們人
生中最重要的語文養成教育，對下一代的成長發展貽害無窮。與會教
育界人士表示，近年來，民進黨當局通過修改課綱，大幅減少文言文
在語文教學中的比例，且邊緣化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將語文教育目標
淺化為純粹的語文工具，忽視了文學、文化、思想的多元面向。在多
種綜合因素作用下，中文在島內越來越淪為弱勢學科。近日，台灣世
新大學中文系或於後年起停招的消息，就引發島內各界議論和擔憂。

台教育界搶救古文 反擊民進黨去中
中華文化學科遭邊緣化 學者：對下一代貽害無窮

責任編輯：朱瑞宜 美術編輯：麥兆聰



根據國家海關總
署最近公布的最新數
據顯示，今年1月至10

月，大陸與台灣進出口貿易額同比下降
18.4%。其中，大陸從台灣進口
1636.14億美元，同比下降18.2%；大
陸向台灣出口562.97億美元，同比下降
19%。這些數據對於台灣經濟顯然不是
一個好的徵兆。尤其台灣出口大陸的金
額呈下滑趨勢，而大陸是台灣第一大出
口地，這對於以出口為經濟支柱的台灣
而言衝擊相當大。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估，台灣地區
今年GDP增長率將不足1%。但 「逢中

必反」 的民進黨當局卻 「沾沾自喜」 ，
聲稱 「降低對大陸經貿依賴，可提升台
灣經濟 『獨立自主性』 」 。這番話着實
讓台灣業界心中滴血。台島市場狹小，
屬於淺碟型經濟，必須依賴出口，而大
陸市場既是 「世界工廠」 ，又是全球最
大消費市場，而且兩岸本是一家人，只
有一海之隔，大陸自然成為台商台企投
資的優先選擇，兩岸經貿密切乃是經濟
規律使然，絕非民進黨當局以意識形態
所能切割和斷鈎。

大陸改革開放40多年來，兩岸貿易
往來日益密切，雙邊貿易總額持續增
加。1979年兩岸貿易總值只有0.8億美

元，2022年已經達到3196.78億美元。
這巨大的變化使得台灣方面從兩岸經貿
往來獲得了巨額貿易順差。除了1979
年大陸對台灣地區貿易順差約0.4億美
元，其後多是台灣方面從兩岸貿易中獲
得順差，且隨着兩岸貿易規模的不斷擴
大，台灣方面獲得的貿易順差也日益擴
大。1993年台灣對大陸貿易的順差突
破100億美元達113.8億美元，2004年
突破500億美元大關，2013年更是突破
了千億美元，創下1160億美元的歷史
高點，之後台灣對大陸貿易順差均保持
在1000億美元左右水平。2022年台灣
對大陸貿易享有高達約1565億美元貿

易順差。
兩岸貿易往來密切，給台灣經濟帶

來巨大利益。一方面，大陸市場廣闊，
給台商台企帶來豐富機遇，而且兩岸同
根同源、同聲同氣，台商在大陸發展可
謂如魚得水；另一方面，大陸多年來出
台了不少惠台措施，尤其在ECFA早收
清單中，大陸給予台灣的免稅項目遠比
台灣給予大陸的免稅項目多得多，也使
得台灣方面在兩岸經貿中佔有優勢。相
較於台灣在兩岸經貿中獲得逾千億美元
的巨額順差，台灣在對美國貿易中獲得
約400億美元貿易順差，但在對日本貿
易中多年來卻是約400億美元左右的貿

易逆差，對歐洲則是20多億美元貿易逆
差，對澳洲則是約60億美元貿易逆差。
由此可見，在台灣的主要貿易夥伴中，
大陸是台灣第一大貿易夥伴，也是台灣
最大的出口地，台灣在兩岸貿易中獲得
的利益遠比在其他貿易夥伴中獲得的
多。

然而，民進黨當局出於意識形態，
奉行 「台獨」 路線， 「逢中必反」 、
「仇中反中」 ，破壞兩岸關係，阻撓兩
岸經貿，搞所謂 「脫鈎斷鏈」 、 「新南
向」 ，導致兩岸經貿往來大受影響，台
灣出口大陸金額持續下降，影響台灣疫
後經濟復甦。

民進黨脫鈎斷鏈台業界滴血
隔海觀瀾
朱穗怡

▲在民進黨教育部門的主導下，島
內中學課本的文言文被大幅減少。

台英簽經貿協議學者：違反一中原則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地區

與英國於8日簽署「提升貿易夥伴關係協議」，
台當局形容此為雙方經貿關係 「里程碑」 。
有學者表示，該協議簽署屬官方性質，違反
一個中國原則。協議內容更多為意向性，對
提振台灣經貿作用不大，也無助台灣加入
CPTPP。台當局刻意拔高是為政治宣傳。

台 「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 11月8日宣
稱，台英雙方當天由台灣 「駐英代表」 與英
國 「駐台代表」 經由視訊，正式簽署 「提升
貿易夥伴關係協議（ETP）」 ，為台英長期經
貿策略夥伴關係奠定重要基礎架構。雙方同
意盡快就數位貿易、投資、再生能源與淨零
碳排等三項議題展開談判，未來再擴充到其
他議題。

對此，中國駐英國使館發言人同日回應
指，中方一貫堅決反對建交國與中國台灣地
區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觸。

中方敦促英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停止
以貿易合作為藉口與台灣進行官方交往或提
升實質關係。

閩江學院海峽兩岸產業融合發展研究院
院長陳克明表示，大陸並不反對台灣地區與
一些國家簽署貿易協議，但前提是遵循一個
中國原則，台英此次簽署屬官方性質，違反
一個中國原則，在政治上已構成嚴重事件。
以往不少國家會通過準官方機構或民間組織
代表與台簽訂此類協議，但隨着國際環境變
化，一些國家已不顧及中方感受。

從目前公布的協議內容來看，陳克明認

為，更多是一種意向性的協議，還未涉及實
質性項目，還需觀察雙方後續談判的具體議
題。

「協議」對提振台經貿作用不大
從台英的需求上來看，陳克明指出，英

國脫歐後，經濟面臨諸多問題，原來通過歐
盟締結的貿易關係需重新簽訂，因此站在英
國的角度，此次與台簽協定無特別意義，只
是脫歐後在貿易關係方面的日常事務性工
作。而台當局硬要拔高為 「里程碑」 ，純粹
是出於政治目的，滿足其內宣、外宣需要。
實際上，去年台英貿易總額僅100餘億美元，
佔台灣對外貿易很小比例，協議對提振台灣
經貿作用不大。

JPEX詐騙案 在台合夥人涉非法招攬被拘押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虛擬資產

交易平台JPEX在香港涉詐騙，正由香港警方
調查中，而在台灣也有投資人受害。JPEX台
灣地區合夥人涉嫌在台非法招攬，台北地檢
署8日約談涉案人士到案後，9日凌晨聲請羈
押禁見。

台媒報道，JPEX在台灣設有辦公室，但

未辦理分公司登記。日前有投資人檢舉，
JPEX台灣地區合夥人涉嫌招攬民眾投資虛擬
貨幣等金融商品，並以不相當的報酬收受款
項。台北地檢署8日搜索9處相關處所，並約
談4人到案。檢察官複訊後，認定JPEX在台
合夥人張姓男子與一名講師涉違反銀行法、
洗錢防制法，罪嫌重大，向法院聲押禁見，

另外2人請回。
此外，擔任JPEX台灣地區代言人的歌手

陳零九同受波及。檢方日前以證人身份約談
陳零九後無保請回。

據了解，JPEX涉嫌串謀詐騙一案，香港
警方已接獲超過2000人報案，涉案金額超過
15億港元。目前案件調查仍在進行中。

花語訴情 ▲第11屆「雲台會」系列活動 「花為媒 情相
牽」 活動最近在雲南省昆明市啟幕。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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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處心積慮搞台獨教育

1997年

在李登輝政府的主導
下，台灣教育部門出版
《認識台灣》。此教科書
否定了台灣與大陸自古
以來的聯繫。

2000年

民進黨陳水扁上台，加速推動
「去中國化」，把公民、歷史、
地理三科合併為「社會科」，獨立
的歷史科在中小學課程中消失。

2003年9月

台「教育部」將中國史中的明代中
期以後、清史、「民國史」全部
放入「世界史」。外界批評這
是「一邊一國」的史觀。

2004年

「台灣史」獨立成冊。新的 「台
灣史課綱」更凸顯美化日本殖
民統治。清朝對台灣長達二百
多年的統治完全消失。

2006年

陳水扁政府施行新課綱，「台
灣史」與「中國史」完全分開，
1945年以前的「中華民國史」
列為中國史，1945年之後的
內容列入「台灣史」。

2014年

國民黨馬英九當局檢討陳水扁
政府的高中課課綱，並
作出修改，如「慰安婦」詞
條加上「被強迫」三個字；
在「東亞戰爭」前加上了「侵

略」，但遭民進黨反對。

2016年5月

民進黨蔡英文政府一上
台即廢除馬政府通過的
高中社會及語文課微調

課綱，繼續使用陳水扁時
期編製的「台獨媚日」教科
書。

2017年6月

民進黨當局新課綱將不再
明確區分 「台灣史 」 、
「中國史」 、世界史，而
是將 「中國史」 併入東亞
史， 「中國史」 消失了。

2017年9月

民進黨當局透過 「教育部
課審委員會」 ，要求高中
語文的文言文比例從原先
的45%至55%降至35%至
45%，將20篇文言文減到
10篇。

2018年

民進黨當局通過新課綱，
台灣歷史課本再無 「中國
史」。新版的高一台灣史課本
竟宣稱「台灣主權未定論」。

2021年

台灣學者表示，60年前台灣
地區的初中歷史課本中有多
達6000字敘述辛亥革命的內
容，現在只剩下360字，比
一則新聞簡訊還短。

2022年

民進黨當局4月發出公告，
強制中小學生從8月份開
始，學習所謂的台灣的「本土
語課」。大陸方面指出，這是
民進黨當局處心積慮 「去中
國化」 。

大公報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