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僑生舊夢 之   見證民國中興                 黃金德

“不怕風和雨, 不怕浪如山, 同舟共濟, 衝破黑暗, 信心要堅強. 你把舵, 我搖槳, 萬眾一
心有力量, 乘風破浪. 看雨過天晴, 光明在望”. 這首歌”風雨生信心”, 生動概括描述了七零年
代初到八零年代尾, 中華民國在台灣之奮鬥與輝煌. 

其實, 這首歌曾間接改正初入國門時我的台灣印象. 記得 1973年, 我初抵台, 就直覺
城市比我緬甸仰光甘馬育郊區還差. 當年的台北, 在我僑眼裡, 亦確實有點”克難”. 但很快的,
 這感覺就變成”台北環境雖差, 人卻可愛”. 

想當年, 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風雨飄搖. 所幸軍民同舟共濟, 力行節約, 莊敬自強, 高
喊”自己國家自己救”, 而走在路上, 我見到的是, 朝氣蓬勃, 樂觀奮鬥, ㄧ副團結景象. 

如果說, 古寧頭大捷和八二三炮戰勝利, 以及台海上空我空軍零比參的威武戰績, 保
障了台灣數十年的和平安定, 則退出聯合國的恥辱, 換來了國人更加地奮發圖強的精神, 創
造出台灣經濟奇蹟, (一度躍上亞洲四小龍之首, 從此進入發達國家之林. 依據牛津大學公佈:
 2008年中國大陸國民人均年收入為 6000美元, 台灣則是 22921美元. (Please refer to P.6 
World Statistic Countries, Oxford Atlas of The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6th edition). 

( 題外話: 軍事方面, 我空軍在台海上空, 不但有零比三傲人的空戰實績, 更有雷虎小
組精湛的戰鬥飛行演練, 揚威國際. 還有默默工作的黑貓偵查中隊, 曾無數次成功飛越中國
大陸, 如入無人之境. 再者, 國軍亦深獲國際友邦信賴, 代訓友邦戰士. “星光部隊”來台接受
野戰訓練的新加坡友邦野戰部隊. 由新加坡友邦委託中華民國在台代訓.) 

退出聯合國, 連帶外交上的節節失利, 迫使中華民國認真反省, 覺悟到外交是內政的
延伸, 搞好內政才有本錢突破外交. 於是國家決定推出十大基礎建設, 同時積極引進外企產
業, 扶助本地工商業, 特別成立國際貿易局, 世貿中心, 幫助中小企業拓展外銷. 

當年外企在台灣, 較俱規模的, 計有: 美國無線電 RCA, 德州儀器 Texas Instrument, 艾
德蒙 Admiral, 增你智 Zenith, 精密電子 TRW, 安培 Ampex, 及荷蘭 Philips 等等. 這些外企, 帶
動了台灣中小型產業的發展, 也培養了許多優秀企管人才及工程師. 對日後台灣經濟起飛, 起
了一定的作用. 

例一: 台灣之光鴻海富士康郭台銘, 宏碁電腦創辦人施振榮. 他們當年皆是桃園 RCA的
協力廠商, 鴻海主要產品是”富士康接頭 Foxconn connectors”. 鴻海總員工只有數百人. 宏碁
原名 Sertek, 發達後才改名Acer. 而桃園 RCA最盛時有員工 12,000人. 

例二: 台灣光寶電子有限公司主要產品是 LED, 該公司幾位始創合夥人皆出身德州
儀器 Texas Instrument Taiwan LTD. 他們先在德州儀器打工, 再相約出來創業, 結果非常成功,
且青出於藍勝於藍. 成功打造 LED王國. 

值得一提的是, 外企之中, 桃園 RCA固態電子 IC廠更曾協助我政府設立新竹科學園
區及積體電路研發中心. IC名人張忠謀曾是該中心的工程師. 筆者當年是桃園 RCA Solid 
State IC 廠的物料企劃主任 (Superintendent of Material Planning and Support), 負責該新竹 IC
研發中心的物料支援 (Logistic Support). 今喜見 IC產業在台開花結果, 張忠謀已是台積電
老董. 真是與有榮焉. 

台灣經濟起飛後, 國家外匯迅速累積, 百姓錢淹腳目, 帶動了旅遊休閒, 餐飲等各種服
務業的興旺. 那年, 港式飲茶在台灣開始流行. 

進入八O年代, 成功的台灣經驗, 已是各國, 尤其未開發國家, 競相學習的對象. 甚至
同屬四小龍的韓國, 也常派人來台取經. 然而, 隨著經濟發達薪資成本也水漲船高. 許多勞力



密集夕陽產業爭相轉型為技術密集產業. 台灣勞工開始短缺, 不得不引進外勞, 以降成本. 而
對於外籍勞工, 在台做一個月, 足夠回老家吃半年甚至一年, 非常合算. 導致泰國, 越南, 菲律
賓, 甚至澳門的勞工都爭相湧入台灣勞工市場. 

加上台灣解除戒嚴, 逐步放寬出國限制, 開放國人出國經商, 旅遊, 探親. 台灣是越來
越國際化, 國人美夢逐步成真. 

今樂見對岸告別毛澤東時代一窮二白, 經常餓孚遍野的悲慘歲月, 擺脫”毛主席”的陰
影, 堅持改革開放, 快步走向繁榮富強. 更樂見中國大陸少談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 史達林. 不
再批孔揚秦. 不再公開散佈什麼紅五類, 黑五類的共產封建思想. 不再搞階級鬥爭. 開始恢復
尊孔夫子, 敬孫中山, 提倡和諧社會, 提倡以人為本, 以法治國的儒家思想. 雖然仍有某些頭
頭, 死鴨硬嘴巴, 硬把大陸現況說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說白了, 它只不過是, 三
十幾年前台灣經濟奇蹟的翻版而已. 經濟學台灣, 思想向孫中山靠攏就對了. 今天行走中國
大陸, 很多事物都令你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充滿台灣經驗的影子. 比如說: 外銷外企的稅務
優惠, 設立工業特區, 科學園區研發中心等等. 甚至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 都活像早
期台灣的翻版. 

是故, 隨著改革開放, 隨著兩岸距離的拉近, 兩岸關係的日漸緩和, 見到民國的中興是
必然的. 因為, “萬物生長靠太陽”, 再閃亮的星星也要靠”青天白日”才能發出光芒, 不是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