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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青年專題 (二 )

以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贏得台灣青年認同
王 永

近20年，兩岸關係的疏密，竟是與大陸的富強進步呈反比。許多朋友為此大為

不解，為什麼大陸國際地位越提昇，台灣人心卻漸行漸遠？大陸當局越是經濟讓

利，台灣新生世代越是感到疑慮與恐懼？

 其實這問題不難理解。我在本刊9月號《正視台灣自發的紅色新生力量》一文

中指出，「新一代的台灣青年，……誕生在資本壟斷形成、社會階層固化的時

代，面對既有的政治社會體制，很容易產生相對被剝奪的無助感。權貴、黑金、

特權是剝奪他們的天敵，平等、公平、正義是他們渴望獲得的社會環境，於是，

代表這些價值的社會主義，在同儕的口耳相傳中，成為多數人朦朧的憧憬。」。

只可惜，他們所看到的諸多兩岸交流現象，卻正好與他們的主觀願望背道而馳。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大陸的港台工作有個共同點，就是太著眼於上層社

會關係，2008年之後的台灣尤甚。於是在一片喧騰熱絡的交流聲中，基層尚未蒙

利，不利的謠言卻已衍生而來，充斥於市井網路。說什麼在兩岸龐大資本聯手

的操控下，薪資將砍半、房價會狂飆，青年將永遠淪為「中國老闆」的廉價勞

工……。無人出面澄清的流言蜚語越演越烈，終於在2014年的春天，當一群激進

青年，在有心人士的接應下意外闖進立法院的時候，青年們激動的情緒有如炸開

的燜鍋，一呼百應，大學裡成班成系的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都奔向了街頭，這就

是大家記憶猶新的「太陽花事件」。事件一出，兩岸關係再也停滯難行。

所幸2016年以來，大陸對台工作有所調整，繞過綠藍政黨直接訴諸台灣人民，

逐步給予等同於大陸人民的待遇，正因方向正對的，在台灣社會已經引起一股暗

潮，這將是量變到質變的開端。我們必須認清，台灣無論綠藍兩黨都是統一的阻

礙力量，對待他們要嚴防、觀察、考核，必要時還得敲打兩下。但是對人民要寬

待、柔和，有慈悲心，畢竟那是不可分割的同胞，雖然現在多數台灣人對大陸抱

有蔑視、疑慮，甚至敵意，但這是受到綠藍政客長期迷惑欺騙，在信息不對等的

情況下所造成的。我們籲請祖國要有信心、耐心，直接給予好的政策去感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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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促使他們儘早覺醒。

大陸經過30餘年的改革開放，雖說與國際接軌、對資本主義的手段搞得風生水

起、駕輕就熟，但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沒變，一旦有了條件，就「不忘初心」。

在政治上，有能力不受資本家的制約，不搞西方式少數人的民主，而是堅定「協

商民主」的發展；在社會上，推出一項又一項照顧廣大群眾的政策，例如目前在

50個城市逐年落實的公租房政策，以及研議中、具有社會主義創新思維的「共同

產權房」，都已經引起部份台灣青年的關注。其實這都是「共享單車」、「共享

汽車」一系列「共享」思維下產生的創新發明，將來人們就會通過「共享」的道

德提昇，慢慢進化接受「共產」的觀念。

我們已然預見，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將是解決台灣新生一代困境的良方，也

必將受到台灣青年的歡迎與推崇。

本期我們繼續刊出兩位社會主義青年的文章，期待在盟內朋友們的支持下，我

們社會主義青年團隊早日形成，並且茁壯成長。

紅色青年之一：

兩岸融合才是台灣的明智選擇
王子苓

簡介：王子苓，青年商界專業人士，台灣新北市人，目前任職於香港萬兆豐控股

集團資深副總裁。

馬克思一直以來都是我的偶像，原因不外

乎就是他分析並研究出一套馬克思主義，並

從中發展了涵蓋多面向的哲學、歷史、經濟

等學說。在過去的百年中，馬克思被人們不

斷的誤解和抹黑，甚至有著殘暴的形象。馬

克思身處的年代是英國工業革命和新經濟自

由主義興起之際，有錢人掌握大多數的財富，

而底層階級的人民，民不聊生，加上還有各

種疾病的肆虐，人民早已苦不堪言，這時馬

克思主義的興起，激發起人民的聲音，世界

各地開始進行社會解放運動，底層的人民為

了讓自己的生活更好，想要扭轉社會階級，

達到無產階級解放。

毛澤東主席是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者，在社

會主義剛興起之時宣佈進入共產主義，實現

馬克思主義，但有和馬克思主義有些背道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