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英九生日許願：民眾有健康台灣有希望

作者是 Alan K Chow

看最新體檢結果：變胖變矮變憔悴
  馬英九生日許願：民眾有健康台灣有希望
  

  

(圖) 馬英九歷年變化《聯合晚報》

  (台灣網消息) 據台灣中央社報導，馬英九生日在
(facebook)貼文表示，他要跟大家分享今年生日許願，民眾有健康，臺灣有希望，也呼籲民眾要減肥；他
也表示，重視減重是基於民眾健康的原因，因為過重或
肥胖已影響4成以上的台灣民眾，台灣10大死因當中，有7項跟肥胖有關（如中風、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
腎臟病、癌症等），這是很大的警訊，台灣成
人過重與肥胖盛行，這絕不是福氣，很可能是一生病痛之源，大家千萬不能忽視。
  

馬英九指出，當局政府很早就開始注意肥胖防治，像去年臺當局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推動的健康減重計劃吸引72萬人參與，約達臺灣地區人口3％，累計減重更高達1104
噸，今年還會續辦。

  據《聯合晚報》報導，馬英九13日到桃園長庚醫院進行年度健康檢查，部分健檢報告中午出爐；與去年相較，馬英九略微變矮長胖，他的外表略
比往年健檢時來得憔悴。
  自曝兒時夢想是當火車司機的馬英九，步入政壇之初，常被許多媒體報導為「年輕俊秀的政治明星」，此公眾形象因而形成，而馬英九本人亦以長
期持續的晨跑及積極參與運動來建立健康活力的正面公眾形象，在一些針對台灣女性與同性戀的票選活動中，馬英九曾被選為政治人物類的「夢中情
人」，媒體慣以「小馬哥」暱稱之。
  有些調查認為馬英九出色的外在條件是他在台灣政壇崛起的最大因素，在性格上，馬英九被塑造為具有「正直自律、儉樸清廉、依法行事」的形象
，並且極力避免涉入任何有可能惹人非議的應酬與聚會，因而有「政治不沾鍋」、「政治潔癖」等可正可反的評價，認同這種行事作風的人會認為馬
英九比較溫和理性，反對者則會批評馬英九虛偽或缺乏勇於帶頭領眾的魄力。
  

在馬總統生日，抽記其點點滴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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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的名字是源自於馬家族譜，之前的馬英九說法是：「英」為「上尊大人，英才繼起」，「九」則是希望能以「九思立身」並且「體健九如」；2010年，馬英九又提
到當時長輩取名時的另一個腹案：「我的名字裏這個『英』。

  

  

原來是『拳拳服膺』的『膺』，『膺』有胸懷的意思，九則是九州的意思，也就是陸游的詩，『但悲不見九州同』，因為我出生的時候，大陸已經淪陷了。」不過另外有一個
說法，「英九」是紀念他出生於英屬香港的九龍。

  1974年，馬英九考取中國國民黨中山獎學金赴美國攻讀法律，1976年在紐約大學政治系的教授，同時也是父親馬鶴凌的老友熊玠教授的指
導之下，獲得紐約大學法學碩士（LL.M.）學位，同年與紐約大學同學周美青結婚，之後前往哈佛大學，在孔傑榮教授(Jerome Alan
Cohen)的指導之下攻讀博士，於1981年獲得法學博士（S.J.D.）學位。
  

1991年，馬英九和陳水扁接受台大學生會邀請進行「憲改辯論」，面對國內外民主化浪潮，馬堅持必須保留國民大會，並且不認為國大有疊床架屋的缺點；此外，馬
認為總統應由國大選出，堅決反對總統直選。

  

1992年，總統選舉制度改革，在國民黨黨內，「總統直接選舉派」與「總統委任選舉派」紛爭不休，馬英九作為副召集人，主張總統委任選舉，反對總統直選；而
後來李登輝急轉彎支持總統直選，馬英九在記者提問下，表示「以後我說的說話，你們還會信嗎?

  

1993年連戰出任行政院院長，馬英九受邀出任法務部部長，當時認為自己與司法界沒有任何淵源，連戰表示這就是起用馬英九的理由，馬宣稱將嚴辦地方黑金勢力而受到
矚目，結果馬英九的確大力查辦國民黨地方政治人物賄選問題。

  

李登輝批評馬英九為建立個人聲望，「中國國民黨差點被馬搞垮」，連戰續任行政院長後，由於高層壓力下，把馬英九轉任為不管部會的政務委員。

  

1997年，連戰內閣飽受白曉燕命案等政治風雨，馬英九提出「辭官退隱」聲明，不參選1998年台北市市長選舉，在程序爭議下（在截止日期後月餘提出申請），
取得政治大學法律系的專任教職，並表示以後專心教育，不再涉足政事，不參與台北市市長選舉。

  

「台灣」是國家：馬英九於2011年12月3日所舉辦的第一場2012總統大選電視辯論及會後記者會時，首度明確表明「台灣」是為「中華民國」的國家簡
稱與國際通稱，兩者皆是國家，並舉例「英國」為「聯合王國」或「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的簡稱與通稱，也是馬英九第一次在公開場合中提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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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的國家」。總統參選人蔡英文和民主進步黨於會後表示「歡迎跟進，既然如此還需要主張不統、不獨、不武（三不政策）？」。

  

中國大陸民主化：1989年春夏之交，中國大陸發生六四事件，此後每年6月4日，馬英九都會參加相關的紀念追悼會，他堅持：「六四不翻案，統一不能談」；
2007年，他以前國民黨主席的身份發表《自由民主兩岸對話基礎》的文章；開頭為：「今天(6月4日)是六四事件18周年，中共政權以武力血腥鎮壓了學生的民
主運動，讓它多年來試圖建立的改革開放形象毀於 一旦」；同時批評中共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讓代表台灣民意的機構處處受挫，是中共政權反民主本質的鮮明表現。

  

2008年4月14日，他在記者會上明確表示，5月上任後，他會繼續參加悼念「六四天安門事件」活動，但形式會有所變化，他對平反「六四」的立場不會改變，
是至今未變的堅持，他還相信中共遲早會改變對「六四」的態度。

  

但在2009年6月4日，即六四事件二十週年時在總統府網站發表的「六四事件二十週年感言」當中提及六四之後二十年，中國經改成功，人民生活大幅改善，並認為
最近十年「中國當局比過去更為注意人權議題」，且從2008年年起即未再參加六四紀念活動，引起輿論廣泛批評其「立場倒退」，已喪失原則的聲浪。

  

2010年6月2日，馬英九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專訪，在被問到六四問題時說，他一直關心六四，這是歷史上重大的人權事件，中國當局必須面對，採取措施療傷止痛，處
理死者家屬面對的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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