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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華依賴，這是那個國掰出的笑話！ 

是因為不懂經濟呢？ 

還是不了解做生意？ 

 

2005年，兩三歲的小東歌，依賴了啥？ 

小東歌依賴了普洱茶嗎？ 

還是依賴父母？ 

可以用依賴來解讀小東歌嗎？ 

小東歌的存在叫做自然。 

老子說，我自然。 

 

生命的存在，是以命運共同體自然的呈現著。一代接著一代，

代代相傳，展現著人類的生命力… 

如果扭曲說誰依賴了誰，那父母兄弟姊妹們，又如何叫做一家

人？那住在地球的人類，彼此之間叫做什麼？叫做中國豬呢？

還是支那豬？爾等正在跟什麼豬吵架？ 

幼稚無聊打屁還瞎扯淡，絕版到不可理喻了，還是不死心。制

裁繼續搞，戰爭繼續打，全球通膨了繼續鬥。沒完沒了，沒有

出路了，還是不死心。 

天下的高人，請問人類得了啥病？ 

我的老天爺，請問有什麼藥能解？ 

老天爺應了，說不用解！ 

再問為什麼？ 

答：解鈴人還是繫鈴人。 

 

 

【2】 



 

對中國依賴的語言陷阱 
評論人︰金子，金門之子，2023年 

 
中國改革開放之前，整個國家的經濟體，只是小小香港的幾分

之一吧！這麼大的中國是這麼窮，雖沒再餓死人，但集體是營

養不良。當時的中國，依賴了誰？誰依賴了中國？ 

貧窮，只能靠自己不斷的努力，不斷的累積，不斷的改良。 

中國人民省吃儉用，刻苦耐勞，積少成多。是一輩子加一輩子

的時間，是代代辛苦才有的。不要以為中國人民是坐享其成而

來的，或說是搶來的。中國不是土匪，不是海盜王國，也不是

鬼子們。中國是以智慧的改革開放，以聰明的生意人，和世界

各國打交道。中國是以和為貴，以中華文化交朋友，幾十年來 

不斷的改革開放，創造了今日的中國。 

中國依賴了誰？誰依賴了中國？ 

 

不要老把天下人當傻瓜，人類都知道誰也依賴不了誰，每個國

家或民族都必須靠自己的奮鬥。 

做生意，就是要互通有無。 

做生意，誰也別想要賴誰。 

如果硬要說對中國依賴，這是政治的話語術，也證明了是人心

術不正。明明是生意，硬說是依賴，沒錢沒貨的怎麼賴？ 

不要老把天下人當傻瓜，今日的中國是怎麼來的？ 

米是一粒一粒種出來的。 

衣是一針一線縫出來的。 

屋是一磚一瓦蓋出來的。 

別胡說中國人民是做土匪搶來的，中國是因為努力的奮鬥，所

以才獲得世界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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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們做生意，察其所需，供其所求。 

這是商業經濟學上最基本的概念，別說只有企業家懂，就連那

搞路邊攤的都懂。 

偏偏就那搞政治的不懂，是真的不懂呢？還是心術不正？ 

再重複一次，沒錢沒貨的怎麼賴？ 

古今中外所有做買賣的，或搞交易的，都知道要有錢有貨，才

有成交的契機。 

互通有無，是大家的共同利益。 

互相制裁，最後是大家都輸了。 

這麼簡單的道理，菜市場的都懂。那個裝不懂的，只懂得要如

何混水摸魚，如何把利益五鬼搬運到另外一方，以達到合法利

益輸送之目的。 

為一己之私，不惜破壞共同利益，叫做殺雞取卵。這一票壞政

客，把天下人都當傻瓜，以為大家不懂買賣。 

夠了！嘆無可奈何。任爾無恥的繼續偷，繼續惡搞下去。就是

不相信壞政客會贏，只相信天下的人民，最後一定贏。 

 

今日的中國，是以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以國家利益的

基本原則，兼顧著人民的私有利益，發展起來的。這是治國理

政的最難處，也是政治藝術的微妙點。 

今日的中國，是以集體智慧的領導，是以步步為營摸著石頭過

河的。中國的進步，中國的開展，是整體中國人民奮發圖強，

抱著中國夢辛苦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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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的交易，是在大家有錢有貨的自然買賣中成交。 

自然的交易，不會以強買強賣的壞手段而實現利益。 

 

凡是硬拗說對華依賴的，要嘛存心不良、要嘛居心叵測。找了

一堆借口，或為政治破壞，或為利益破壞，或為暗算中國。 

這種粗躁的陰謀伎倆能贏嗎？ 

 

中國是堂堂正正的，規規矩矩的，光明正大的。這麼穩重的中

國，爾等雕蟲小技，焉能壞我中華？ 

中國依然堅守著，做人要講道理，做事要有規矩。相信路遙知

馬力，日久見人心。今日的中國，非爾等邪術所能破壞的。 

 

中國會堅定的走自己的路，會以命運共同體盡己所能，會以敦

親睦鄰來友好天下，會以一帶一路讓大家都贏。 

中國知道誰好誰壞，知道天下的大事不容易。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中國人相信，交道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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