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021年9月26日（星期日）                                                                                                                                                                                                                               15

一位和刘盛良私
交甚笃的马政府时期
政务官说，“我从江
启臣当新闻局长时就
看他进入政坛。他的
个性温温的，但蓝营
的选民，现在就想要
韩国瑜那种敢冲、敢
讲的政治人物。即便
朱立伦在党内有很多
敌人，站在台上讲话
还是比江启臣更有魄
力。”

现实是残酷的。
这样的对比，也可看
出为何江启臣在朱立
伦参选后，从原本掌
握现任资源的优势，
却最终落败。选战态
势从“一支独秀”变
成第二名，继而又在
张亚中爆红后，民调
滑落第三，终究无法
保住党主席大位，吞
下战败苦果。

其次，在党主席
电视辩论会上，张亚
中火力全开，猛攻朱
立伦和江启臣的两岸

路线不清，让国民党
被民进党压着打。许
多深蓝的党员听了直
呼爽，对国民党领导
阶层在两岸议题上节
节败退的怨气得以发
泄。

张亚中随后在多
项民调的支持率急速
窜 升 ， 网 络 呼 声 扩
大。到了九月中旬，
张亚中的支持率竟赢
过朱立伦。蓝营人士
说，这份本来只是党
内参考的民调，让朱
阵营大为震惊。 一方
面是台湾的政治局势
现在充满“反中”氛
围，由于张亚中的统
派形象，部分蓝营人
士声称，若是张亚中
真的担任党主席，“
国民党就玩完了！”

另一方面，朱立
伦要在短时间内逆转
形势。国民党内传闻
朱阵营把民调资料泄
露给某家网媒，通过
媒体带出“选张亚中

就是帮民进党永久执
政 ” 、 “ 张 亚 中 当
党主席，国民党2022
、2024就不必选了”
的风向，营造党内的
危机意识和强烈的亡
党感。朱立伦才能操
作“弃保效应”，让
江启臣支持者转向，
集中把票投给自己。
再 加 上 他 成 功 整 合
了“中央立委”和地
方蓝营县市长出面支
持，最后才能顺利胜
出。

学者出身的张亚
中，在两岸立场上一
向主张“一中同表”
。2016年洪秀柱代表
国民党参选台湾地区
领导人提出的两岸政
策主张，就是张亚中
背 后 献 策 。 最 后 “
一中同表”成了党内
发 动 “ 换 柱 ” 的 理
由。近几年，张亚中
热衷政治，2019年参
加国民党内的台湾地
区领导人初选、2020
年参加国民党补选，
都是志在参加，不在
胜选。其目的就是要
通过选举辩论会或媒
体关注，宣扬两岸理
念，但只能在深蓝群
体里得到共鸣。在已
被民进党驯化成“天
然 独 ” 的 年 轻 人 眼
中，俨然是异类。

其实，若观察张
亚 中 现 在 的 两 岸 论
调，就会发现和过去
并无不同，甚至是老

调重弹。这次能引起
这么多党内深蓝群体
支持，其中不乏过去
挺韩国瑜的“韩粉”
，把对韩国瑜的欣赏
投射到张亚中身上，
形成“张亚中现象”
。有学者就认为，这
次国民党主席选举真
正的赢家是张亚中，
赚到了一次发声的机
会。

值得注意的是，
张 亚 中 这 次 异 军 突
起 ， 虽 只 是 昙 花 一
现，却也显示党内深
蓝群体对民进党“台
独”走向，以及国民
党和大陆的关系越来

越疏离的严重焦虑。

朱立伦再度执掌
国民党后，首场硬仗
就是明年地方县市长
选举，这也关乎到他
的领导威信。再者国
民党内部有废除“九
二共识”、把党名“
中国国民党”改为“
台 湾 国 民 党 ” 的 声
浪。未来朱立伦能否
抵挡压力，坚持“九
二共识”；能否整合
党内对两岸分歧的论
述，以及凝聚党内团
结，这些都是艰难的
挑战。（完）

台湾日月谈

再次掌舵国民党
朱立伦如何扭转被民进党“压着打”的局面？（二）

朱立伦和妻子高婉倩。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