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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1963年，區氏夫婦第六個孩子在這座台灣
北部港口城市出生，取名桂芝。

「父母1949年前後離開內地，去了香港。父親受
到港英殖民當局迫害，1958年全家來到台灣。」 區家
先後落腳台北、淡水、基隆，舉目無親，生活 「非常慘
澹」 。

頭幾年，她父親找不到穩定工作，全家在淡水住的
房子是茅草蓋頂。 「孩子一個個出生。那時，很多人家
都食指浩繁，我家孩子8個，更艱難。經朋友介紹，爸
爸到基隆的造船廠當工人，全家不再輾轉流離，但依然
貧困。每到繳學費，母親就要找人借貸。」

「當時有些人家，小孩多養不起就送人或賣掉。」
區桂芝感念地說， 「父親收入微薄，哥哥姐姐早早畢
業，出來賺錢，讓我們能接受完整教育。」

區桂芝父母受教育程度不高，母親本不識字，靠自
學能夠讀書寫信。 「我們從小在家受的是中國傳統教
育。父母告誡我們，做人清清白白是第一要件，不可違
背良心。」

「父母不要求我們學習多好，但強調 『人窮志不可
短』 。」 區桂芝坦言，她走入社會後對工作責任心強，
首先因為家教，也來自當年學校教導要 「誠意正心」 。

台北，1983年，區桂芝考上台灣政治大學中
文系。30歲時，區桂芝也成為中學語文教師。

一晃30年，她堅守教學一線，親歷台灣教育
環境變化。 「孩子越來越受到所謂民主、自由、人
權等西方觀念影響，傳統教育卻不斷弱化。」 她說。

「我始終告訴學生，品德遠比成績重要。沒有
禮義廉恥等道德觀念作基礎，社會就會滋生亂
象。」 她認為，守住文化根源才不會錯亂， 「課堂
上多培養一個君子，將來社會就少一個敗類」 。

原本區桂芝專注三尺講台，認為講好課就是對
學生負責。然而，民進黨當局推出的2019年新課
綱使 「去中國化」 教育亂象加劇，她的憂慮與日俱
增。

「台灣政治因素干擾教育問題嚴重。」 課上，
她講中國傳統文化，有的學生聽到 「中國」 感到刺
耳，表現出牴觸心理。 「 『去中國化』 教育思維
下， 『中國』 被異化為 『他者』 ，造成學生背離傳
統，民族和文化認同就亂了。」

不久前在台北參加一場記者會，與教育界人士
共同聲討當局 「去中國化」 教育政策，區桂芝請求
讓她多講些時間。前一天晚上，她準備講稿到凌晨

2點多，擱筆後久久不能入眠。
社會的講台上，區桂芝慷慨陳詞，視頻在網上

迅速流傳，她始料未及地站上輿論場風口浪尖。
時值台灣地區兩項選舉前夕，有人質疑她 「借

機炒作」 。 「我們的教育歪了，我呼籲大家正視危
機。說我 『炒作』 ，我就 『炒作』 了。」 她說，
「現在看，正面回響遠大於負面，讓我對未來抱有
希望。」

「該說的就要說，該做的就要做。」 面對綠營
政客、媒體、網軍攻擊，她針鋒相對，持續發聲。

常對學生說希望彼此關係是 「一日為師終身為
友」 ，區桂芝得到來自校園的溫暖。

「這副對聯是學生送我的禮物。」 學生書寫的
遒勁行草與老師創作的激揚文字相得益彰：對文化
逆流無懼迎頭而上，聯道統傳人有心捨我其誰。

「我拉着學生的手說，你就是我講的道統傳
人。她沒有搖頭，臉上是少年純真的笑容。」 區桂
芝說。

學校收到過攻擊區桂芝的信函，她感到抱歉，
但同事都說沒關係。 「大家的表達含蓄但暖心，還
有人主動幫我擋掉惡意的來電。」

【大公報訊】 「 『去中國化』 幽
靈下，台灣淪陷在黑暗的教育深
淵！」 「現行課綱缺德、無恥！」
「台灣的教育政策無知無情自斷文化
經脈，讓孩子失去深入學習自己文化
的機會。」 ……去年12月以來，台北
第一女子高中語文教師區桂芝屢屢發
出沉痛而憤慨的呼告，與教育界人士
聲討痛批民進黨當局 「去中國化」 教
育政策，引發兩岸社會強烈共鳴。她
認為，守住文化根源才不會錯亂，
「課堂上多培養一個君子，將來社會
就少一個敗類」 。她因何能迸發振聾
發聵的聲量？2月2日，新華社發表題
為《知其難為而為之─訪痛批 「去
中國化」 課綱的台灣教師區桂芝》的
專訪文章進行了介紹。

台灣教師：守住文化根源才不會錯亂
知其難為而為之 痛批去中國化課綱荼毒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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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桂芝，1963年生於台灣基
隆，畢業於台北市立大學、台灣
政治大學。現為台北市第一女子
高級中學（北一女）語文老師，
在北一女教書14年，從教30年。

2019年10月24日，台灣 「歷
史教育新三自運動協會」 在台北
舉行反對 「去中國化」 歷史教科
書記者會。區桂芝在會上批評，
出版商為了利益取向必須選擇某
種 「政治正確」 的編寫方式，所
以就用所謂 「多元文化」 挖空歷

史核心，以扭曲詮釋覆蓋歷史
真實。

2023年12月4日，
區桂芝記者會上嚴厲
批評民進黨當局刪去
顧炎武《廉恥》等
經典古文的 「108課
綱」 （2019年版課

綱 ） 是 「 無 恥 課
綱」 ，引發兩岸關注，包

括馬英九在內的各方人士紛
紛對區桂芝表示致敬，但也因此
一度遭受綠營政客、 「網軍」 持

續攻擊。區桂芝表示：我心坦
蕩，無所畏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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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台當
局財政事務主管部門日前公布的台灣
2023年稅收統計數據顯示，去年台灣稅
收實際徵收3.4319萬億元（新台幣，下
同），較預算超徵（即實際徵收數額大
於預估數額）3617億元。對此，台財政
專家建議，超徵部分應優先用於還債，
提防 「寅吃卯糧」 。

台媒報道稱，台灣已連續3年稅收
超徵。2022年，台灣稅收大幅超出預算
數，超徵近5000億元。超徵部分除補貼
台灣電力公司與勞保基金，更是直接向
民眾普發6000元現金，也引發 「還稅於
民」 是否可取的爭議。

台灣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教授陳國梁

認為，超徵的稅收應優先用於償還債務
或減少舉債，謹防債留子孫。 「口袋有
錢就拚命花掉，是一種代際掠奪」 。

台當局累計債務超5.8萬億元
截至去年底，台當局累計債務超過

5.8萬億元，島內民眾平均每人負擔債
務約25萬元。台北商業大學財稅系教授
黃耀輝說，連年超徵且快速增長的稅
收，沒有用於幫助青年與弱勢群體，還
繼續高築債台，這是 「當局緊吃，民眾
吃緊」 。黃耀輝提醒當局，除了嚴格節
制 「特別預算」 ，更應將人口因素納入
財政規劃，重視財政 「可持續性」 ，有
「晴天存糧」 的心理準備。

寅吃卯糧 台灣稅收連年超徵
【大公報訊】綜合台媒報道：台灣

糖業公司（簡稱 「台糖」 ）的安心豚梅
花肉片產品2日在台中市被檢出含有
0.002ppm的瘦肉精 「西布特羅 」
（Cimbuterol）。當晚，高雄市衞生部
門在轄內16間全聯超市查獲20包同批
號商品，並緊急下架。台南市也要求業
者回收下架相關產品。

推測生產線交叉污染所致
據報道，台中市食品安全管理人員

1月15日前往台當局防務部門福利事業
管理處所屬的台中福利站，抽驗台糖自
產的安心豚梅花肉片。檢驗結果2月2日
公布，發現含有台灣食安規定中禁用的

瘦肉精 「西布特羅」 。
台中市衞生管理部門已通知該批肉

品的售賣商立即下架停售，並移請源頭

製造商及產品責任商所處的屏東縣與台
南市衞生管理部門查處，對涉事福利站
依台灣 「食安法」 有關規定處以新台幣
6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款。台糖2日
晚發表聲明，稱公司未採購或使用瘦肉
精。並推測此次事件或因屠宰委託商的
生產線交叉污染所致。

台灣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表示，民眾
對台糖信任度高，未料在產品中檢出瘦
肉精，建議重罰涉事企業及人員。台
「食藥署」 稱，這是近10年來首次在台
灣市面上抽檢到瘦肉精，目前已溯源、
採樣並送驗，原因尚待進一步釐清。台
北市、嘉義縣等地也相繼展開抽檢調
查。

台豬肉檢出瘦肉精 多地回收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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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

• 「台灣史」獨立成冊。新
「台灣史課綱」凸顯美化日本
殖民統治。清朝對台灣二百多
年統治史實消失。

2006年

•當局施行新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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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5月

•蔡英文上台，隨即廢除馬英
九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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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出新課綱，不再明確區分
「台灣史」、 「中國史」、世
界史，將 「中國史」併入東亞
史， 「中國史」消失。

2017年9月

•要求高中語文文言文比例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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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版高一台灣史課本甚至公然
叫囂 「台灣主權未定論」。

2021年

•有台灣學者揭露，60年前台
灣地區的初中歷史課本中共有
6000字敘述辛亥革命，現在
只剩下360字。

2022年4月

•民進黨當局公告，強制中小
學生從8月份開始，學習所謂
的台灣的 「本土語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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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20世紀90年代，區桂芝的母親回到
故鄉。區桂芝父親過世後，母親每年都回老家過
年。今年春節，區桂芝和弟弟照例會回去陪年逾
九旬的老人。

「兩岸隔絕年代，爸媽無法知曉他們父母何
時去世。這是歷史造成的人倫悲劇。」 她說，
「母親因沒能盡孝深感愧疚，回去後用重建老屋

的方式自我救贖。長輩承受如此不幸，我們和下
一代必須思考，要不要延續這樣的民族苦難！」

1992年，區桂芝第一次回大陸，去寧波、
紹興旅行。那次，區桂芝參觀了不少名人故居。

「王羲之、徐渭、秋瑾、魯迅……都是耳熟能詳
的人物，走進歷史現場，特別親切。」 她回憶
說， 「長江、黃河曾只在課本裏，《龍的傳人》
曾是最熱門歌曲。我沒下飛機，心就怦怦跳得厲
害，胸中澎湃的是民族感情。」

「現在年輕人可能難以理解，因為傳統文化
在教育和生活裏流失，他們受到的滋養微薄了。
這是今天的困境。」 她眉頭緊鎖。

教育界有識之士揭露的問題，橫亙在台灣社
會面前。

「選舉前，有人說我是4年一次的臨時演

員。現在，我要把臨時演員演成主角。」 區桂芝
語氣堅定，雙手握拳， 「民進黨繼續當政，課綱
恐原封不動。我們要聯結更多人來救教育、救孩
子。這是長期抗爭的道路，要有知其難為而為之
的勇氣。」

區桂芝希望兩岸年輕人多接觸，相互促進。
「兩岸應在共同的傳統文化基礎上，結合創新能
力，共創華夏新文明。大勢所趨，同路人會越來
越多，共同的夢想定會成真。」 她說， 「這個夢
以文化為根，不是虛幻的。我們不能停下腳
步！」

長期抗爭 矢志救教育救孩子

教導學生
品德遠比成績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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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依 「108課綱」 編寫的台
灣歷史課本正式上路，其中 「中國
史」 被消失，語文則大幅刪減文言文
比例，島內教育界痛批此舉自斷文化
經脈。

▶▶20232023年年1212月月44日日，，
區桂芝在區桂芝在 「「歷史教育歷史教育
新三自運動協會新三自運動協會」」記記
者會上發言者會上發言。。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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