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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是於二次大戰後訂出來，保衛世

界和平，不幸戰爭後共匪作亂，我們就退

出了。以前中國重文輕武的關係，導致國

防和民族信心一落千丈，造成外國入侵。

幸好台灣趕出所有敵人，成為進步的民主

國家，把中國的威脅堅強反抗，讓他們束

手無策。  

 我們本來是被霸佔的海島，持續的時間

很長，最後終於闖出一片天，靠著政府和

人民團結，還有合理的政策，才有各國稱

讚的台灣奇蹟，直到現在成為康樂富強的

國家。不過也遇到許多困難，畢竟國土面

積不大，發生的問題要和別人解決，事情

多很忙碌。就向外國人打交道，才能維持

國家的一切。民國六十年時台灣退出聯合

國，因為共匪的迫害，我們不想跟他們合

作。人民長久的堅強抵抗，然後得到很多

國家的合作，所以建設項目都良好，贏中

國很多地方，大家一定更有保障，國家就

有成功的果實。  

 依照兩岸局勢，雙方確實緩和不少，也

有歸於聯合國的幫助，時間是可以改變任

何情形，因為時間一拉長，中國就知難而

退，改成和平的談判，台灣必須考量自己

的利益，來決定雙方都公平的條件。雖然

如此，中國覺得台灣還是他的，為了更加

緩和，開始參與聯合國。我們要用什麼辦

法跟和平更接近？戰爭是不好的一種，時

代的潮流應該加強妥協問題，防止事情的

惡化，那對雙方都好，是我們須達成的目

標。  

 大部分人都希望在法律能平等和合理分

享國家財富前提下，獲得公平的治理；然

而，這些希望得根據政府的治理方式而

定。台灣是民主的政治，我們有不少的政

黨去治理，這個政黨對人民謀取好福利，

大家才會支持他們。古代受到專制治理

著，人民要得更多自由和自主，摩擦出革

命來解決。到至今的時代，全世界幾乎都

民主化，平息戰爭重獲和平。  

 加入聯合國，應該會受許多保護，而且

還有金門跟馬祖的防禦屏障，大家也擁有

愛國心，每天都享有文明科技的進步。所

以中國對我們和平相待，無論以後出現怎

樣的衝突，都不用文攻武嚇，決定兩岸未

來發展。台灣由先賢老祖宗的苦心奮鬥，

我們才有富裕的舒適生活。老祖宗貧乏生

活是難以體會的，而付出的努力應該珍

惜，以免辜負他們的期望，喪失這先進的

文明國家，大家要為自由打拚，決不屈服

於任何國家。大家得到如此成就，全是先

賢留下的心血，我們要永續經營，遭致多

大的挫敗，檢討後全部會迎面消除。  

 為了讓人民有更美滿的生活，政治家是

很忙碌的，而越高的職位，他的工作既艱

難又擔憂社會大眾，不管他們做得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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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他們已盡其所能來化解。在法治的社

會，每個人要對自己的行為負完全的責

任，因為法律支配了個人的行動。儘管這

些政治家在公共場合裡唇槍舌戰，爭得面

紅耳赤，但全要解決國家的問題，社會大

眾有和諧的氣氛，就可讓國家進一步成

果。  

 發生兩次世界大戰，而要以後不再出

現，聯合國比如法律般重要。這個組織由

五大強國維護正義，讓各國發生衝突時，

出面緩和雙方衝突，了解實際的情況，就

可以消除難題。我們台灣要加入了，必然

可以緩和中國的情緒，並不是每天專拿武

器對立著，兩岸問題須互相商量，共創兩

岸均衡發展。大家都有相同的平等權後，

幾乎沒動用武力，遇見不合理的事情，人

民只用公平的抗議，國家用法律來平息，

所以人民都安分守己，才能當個好國民。  

 現在我們正面臨著二十一世紀的曙光，

兩次世界大戰後，奠下台灣科學技術的基

礎，使國家文明突飛猛進。雖然二十世紀

處在動亂的時代，接著迎向和平的懷抱，

再擴散到世界每一端。變化多端的多元潮

流裡，充滿無限的疑題，以後的事多麼困

難，靠著勇氣與頭腦，相信可以層層過

關，復興全國的景氣。  

 戰爭與和平間，考驗過後的聯合國效率

會更好，台灣加入的選擇是正確的，未來

肯定能跟中國和平共處。我們彼此應互相

給予機會，才有進一步的交流，是兩岸的

唯一通路，其餘的方法都行不通。希望現

代或未來主人翁，能盡早化險為夷，也是

和平發展的第一步。聯合國平息無數的世

界動亂，聽了就知道兩岸和平離不遠，我

們這次只可成不准失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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