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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9月3日电（记者冯学
知） 香港特区政府3日举行仪式，纪
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

纪念仪式当日上午在香港大会堂
纪念花园举行，包括升国旗和区旗、
鸣枪致敬先烈、默哀、献花圈、鞠躬
礼等环节。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和梁振
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香
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外交部驻港特
派员公署特派员谢锋、中央驻港维护

国家安全公署署长郑雁雄、解放军驻
港部队司令员陈道祥，以及终审法院
首席法官、特区政府主要官员、立法
会主席、行政会议成员、部分立法会
议员、纪律部队代表、前东江纵队成
员、退伍军人代表等出席纪念仪式。

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2月决定，
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
利纪念日。香港特区政府2014年8月宣
布，自当年起每年的9月3日举行官方
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新华社澳门9月3日电（记者郭
鑫） 3 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展
览”在澳门塔石艺文馆揭幕。

展览由澳门基金会、澳门口述历
史协会合办，澳门中联办宣文部、澳
门特区政府教育暨青年局、文化局支
持。展览展出 70 多幅珍贵历史图
片，辅以简明的历史故事和图片说
明，旨在普及抗战历史，加强爱国主
义教育。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抗
战期间，澳门与祖国休戚与共，众多
澳门人走入抗战救亡的运动中，以不
同形式支援祖国，书写了澳门没有硝
烟的抗战多彩画卷。

展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
介绍中华民族的抗战过程，以及世界

反法西斯战线的建立。“九·一八”事
变后，日本加快侵华行动，从关外迫
近华北，全国人民掀起抗日救亡的高
潮。“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进入全
面抗战阶段。此部分旨在全景展示中
国人民 14 年抗战并最终取得完全胜
利的艰苦历程。

第二部分主要介绍抗战期间，澳
门人共赴国难的抗战故事。在 14 年
抗战期间，澳门涌现了不少英雄人
物，如柿山结义堂的李福伍、澳门镜
湖医院派遣的救护队，以及活跃在广
东前线的“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
团”的众多青年骨干等。从他们的抗
战故事可以了解到当时的澳门人如何
以自身特有的条件和方式守护国土，
为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作出哪些独特
的历史贡献。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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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学生在观看展览。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义 者

“做一个太平盛世的中国人”，
这句话，对王晓波先生来说不是口
号，是从血泪苦难中生长出来的信
念。1953 年他 9 岁时的元宵夜，母
亲张丽曼在台中家里被捕，当年在
台北马场町刑场就义，父亲因“知
匪不报”坐牢，他和两个妹妹从此
成为“匪谍”的孩子饱受困苦欺
凌。1973 年，王晓波因思想见解不
容于当时的国民党当局被逮捕讯
问，后被台大哲学系解除教职。台
湾资深媒体人黄智贤曾说过：“多少
人因为政治受难的经历而荣华富
贵，晓波老师要得到这些太容易
了，但他没把这些看在眼里。”

王晓波看在眼里的是什么？他
1980 年从美国给在大陆的舅舅写家
信说：“我们家庭的悲剧，也是中国
悲剧的一部分，我们不怨天也不尤
人，我们只恨中国不强大，自己不
争气，我们只应抹干眼泪为中国的
明天而奋斗，希望我们的悲剧不要
在我们的子孙身上重演。”

正 是 有 这 样 的 心 胸 气 度 ， 当
1987 年台胞初到大陆，看到的多是
落后之处甚至有嫌弃之意时，王晓
波看到的是：“今天的中国不仅仅是
独立的国家，而且是有保卫自己独

立的能力的国家。”王晓波父母及其
家族近百年来磨难重重，其父亲王
建文离世时，王晓波撰文：“您下辈
子要做一个太平盛世的中国人”。王
晓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两
岸统一才能开启中华民族的太平盛
世。因着这个信念，他一生在台湾
经历“两蒋”“李扁”时期，直至最
后一刻，无论被迫害、打击还是被
嘲笑，立场从未动摇。

东吴大学前任校长刘源俊教授
在纪念会上说：“我们今天纪念的是
一位民族大义士。”

学 者

朱云鹏教授在纪念会上回忆王
晓波主持微调课纲时说，我们全体
小组成员最佩服的是他的意志力和
勇气，无论有什么人指责我们，他
都说“没问题，我可以和他公开辩
论”。这样的勇气来源于王晓波先生
扎实的学术根底，他著作等身，哲
学史学兼修，被台大解职后还能从
讲师晋升为教授全凭研究实力。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在纪
念会上说：“晓波兄不相信受日本殖
民统治 50 年的台湾人，会反对民族
主义而拥护殖民主义，他只相信哪
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认为台湾
人民绝不是天生的帝国主义殖民统

治顺民，因此开始深入研究台湾
史，对抗日先贤蒋渭水的研究尤为
其中最大成就。他在有限的资源下
全力收集各种蒋渭水的文献资料，
并且遍访台湾抗日耆老，还原了台
湾抗日史，主持出版了 《蒋渭水全
集》。”马英九说，正是因为王晓波
的研究成果，他才“认识”了“台
湾孙中山”蒋渭水。

王晓波对台湾抗日历史的研究，
也列入了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
念馆。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他意识
到台湾没有一部抗日史，那段记载只
有日本殖民统治者的行刑口供，以致
后人将抗日志士林少猫误为“土匪”。
因此，1984年王晓波撰文呼吁：“如果
我们不能即时抢救台胞抗日史的文
献，等这代抗日台胞过去后，台胞
抗日英烈只能以日本人的记述来写
他们的历史，岂不是永世的抱憾？”

王晓波妻子宋元说，为了研究
那段历史，王晓波每天“啃”日据
时代的 《台湾民报》。他遍访当事
人，除了历史，也留下这些可敬的
台湾前辈人生最后的记录。1987
年，王晓波推动成立台湾史研究
会，担任创会理事长，他以数十本台
湾史研究著作证明：“台湾文化在某
种意义上，比其他省更具有河洛成
分”“近代台湾历史的发展，是与近代
中国革命发展息息相关的”。有人在
座谈会上挑战他：“你为什么反‘台
独’？”他回答说，我是知识分子，
不是政客，我研究台湾历史，就要
提出我的意见，这是我的责任。

侠 者

世新大学副校长李功勤在纪念
会上回忆他眼中已不年轻的王晓
波：“牛肉面、高粱酒，骑着脚踏车

王子般进出校园，小馆子里高声议
论家国……”

马英九在纪念会上说在台大四
年级时认识讲师王晓波，相交 49
年，王晓波只求过他两件事，一是
请求帮助政治犯陈明忠保外就医；
二是请求批准在北大任教的陈鼓应
先生的妻子返台探亲。马英九任内
聘请王晓波主持课纲微调和高中历
史课纲修订，王晓波因此成为“台
独”势力的箭靶，马英九说：“晓波
兄从来没有抱怨，最多感叹一句，
我双拳难敌四手啊！”

王晓波先生一路走来，发起校
园“保钓”运动、推动老兵回乡探
亲、创办统派团体、创办 《海峡评
论》、致力历史哲学研究……这些不
被大多数台湾民众了解，最让他

“上版面”出名的还是2009年历史课
纲修订和 2013 年的课纲微调，受邀
与他一起工作的李功勤在纪念会上
说：“在某些报上，比枪击要犯上版
面还多”，所受攻击可想而知。但王
晓波在自传性质的 《故人故事：我
的告白》 中特别记录这一段工作：
我不但校正了经李、扁时期以皇民
化扭曲的台湾历史教科书，并且把
台湾人民抵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历
史和参加祖国革命的历史，列入高
中历史课纲中。

朱云鹏在纪念会上说，很可惜
微调课纲后来被推翻了。在 2016 年
选举狂潮之后，台湾已进入另一个
阶段，民主被民粹遮掩，和平快要
被仇恨淹没。

“历史教育新三自运动协会”理
事长、嘉义大学应用历史学系教授
吴昆财说，我们会延续晓波先生的
终生志愿，让中华文化千秋万世于
两岸中国人的土地之上。

（本报台北9月3日电）

台立法机构近日通过所谓提案，要求提高
“护照”上“台湾”“TAIWAN”辨识度。随后
台行政主管部门公布了新版样式，强调这是所
谓“台湾的护照”。无独有偶，台交通主管部
门要求岛内华航公司进行研究，如何把机身上
斗大的“CHINA”字样换掉，由“足以代表
台湾的识别”取代。

民进党当局近期小动作不断，其居心不言
而喻。蔡英文上台执政以来，民进党当局到处
搞“去中国化”，见到“中国”字样就想改成

“台湾”，见到“一中”意涵的历史、机构和符
号就想抹去，妄图以此否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的事实，割裂两岸之间的血脉联系，行暗度陈
仓之计。旅行证件和中华航空都成了“标
的”，也就不奇怪了。

改“护照”花公帑当然要“师出有名”，
民进党当局给出的理由就是要强化“台湾元
素”，“让国际人士更清楚看见台湾”。蔡英文
毫不隐晦地表示“我们就是台湾人，就这个意
思”，“独”心昭然若揭。有深绿人士明确表
示，这是渐进迈向所谓正常“国家”的一步，
可谓不打自招。

台湾是地名。可有人就是深中“台独”的
毒，从眼里到心里非把祖国宝岛的土地幻想成
一个“国家”。殷鉴不远，此前就有“台独”
分子入境亚、欧、美多个国家时，出示贴有

“台湾国”贴纸的“护照”，结果发现后被禁止
入境并遣返。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马晓光曾对此
明确表示，国际社会普遍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并以此来处理涉台事务。

踢到铁板上的民进党当局对此心知肚明。
所以口气虽大，但在具体做法上首鼠两端。
2003 年陈水扁执政时期，曾推动护照加注

“TAIWAN”字样，当时台涉外部门提出“四
不一没有”“护照”改版，即中文“国号”不
变、英文“国名”不变、“国徽”不变、护照
内页格式不变，“一没有”则是整本“护照”
形式未改变。如今近20年过去了，民进党当局
想了各种歪点子，耍了各种小心机，但万变不
离其宗，基本元素还是不敢“妄动”。

岛内有识之士早就把其嘴脸看穿。有人发
文讽刺，“台湾国”不存在，民进党不能改成

“台湾护照”，“台独”独不了，就夸大语气搞
小动作，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或许是错会
洋大人的撑腰给了“台独”模糊空间，此前不
久绿营还打起了给华航改名的馊主意，最后发
现是异想天开，只能不了了之，所以心有不
甘，继续拿飞机涂装说事。针对“台湾驻外代
表处”名片格式，台涉外部门负责人公然表示，
能使用像台湾的名词，将“乐观其成”。民进党这
种操弄政治、煽动民粹的做法，必将继续恶化两
岸关系，也必然激起两岸民众强烈反对。

说到“争取国际能见度”，其实两岸民众
更关心的是，蔡英文当局上台后，台“邦交
国”持续“断交”、之前能参与的世卫大会等
也被拒之门外。谁为为之，孰令致之？民进党
当局始终欠大家一个交代。对此大陆有关方面
讲得非常清楚，2016年台民进党执政以来，顽
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两岸同属
一个中国，导致中国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

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同时也深刻说明，一个中
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不容任何挑战。

对此民进党当局不思悔改，反而对外挟洋
自重、“以疫谋独”，对内继续把目光盯在“护
照”的“国号”、华航的名称和图标等具体目
标上。这种自以为得计的小聪明，最终害人害
己。有业界人士表示，代表民进党当局“争取
国际能见度”，是华航的不可承受之重。华航
如果听从当局号令，贸然变更涂装，恐怕会触
犯国际航运有关规定而失去航权，“到时候连
欧洲都不用去了”。这种苦口婆心的劝谏，一
生气就打自家孩子的民进党当局，是会放心上
还是当风过耳？

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
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国
家。大陆方面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言
行，决不允许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搞

“台独”分裂必将自食恶果。不管民进党当局
搞什么小动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
事实不会改变。从台当局的“断交”风潮到参
与世卫大会、国际民航大会美梦成空，国际一
中的大框架是打破不了的。不承认“九二共
识”和两岸一中，争取所谓“国际空间”和提
升“国际能见度”就是个伪命题。“台独”分
裂是死路一条。所以，玩小动作“搞大”“台
湾”二字，就能实质改变什么吗？做梦！

日 月 谈

旅行证件做手脚 民进党“独心”不死
任成琦

旅行证件做手脚 民进党“独心”不死
任成琦

岛内各界人士追思王晓波

“做一个太平盛世的中国人”
本报记者 陈晓星 孙立极

7月30日，“台湾同胞的杰出代表、台胞爱国统一阵营的杰出
领袖和理论家、社会活动家”王晓波先生病逝于台北。

8月8日，王晓波先生骨灰撒于台湾海峡。
9月3日，在“王晓波教授纪念会”会场，曾陪同老兵返乡的

杨祖珺演唱的《美丽岛》和女生合唱《我的祖国》、《黄河协奏
曲》旋律依次回响，展出王晓波先生在海峡两岸为“做一个太平
盛世的中国人”而奋斗的精彩一生。

随着货检通道闸口
打开，深港两地货车缓
缓通过闸口，深港间第七
座陆路口岸——莲塘/香
园 围 口 岸 近 日 正 式 开
通，粤港澳大湾区再添
一条新物流大通道。

图为莲塘/香园围口
岸。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大湾区再添
新通道

2020 郑成功文化节开幕式暨郑成功颂典祀宴礼近日在福建厦门举
行。两岸信众共同祭奠民族英雄郑成功。本届文化节由厦门市思明区政
府主办。 厦门市思明区政府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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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京电（记者刘巍巍）
记者 9月 2日从江苏省昆山市金融办
获悉，经国务院同意，人民银行、国
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银保监
会、证监会、外汇局等近日联合印发

《江苏省昆山市建设金融支持深化两
岸产业合作改革创新试验区总体方
案》，标志着昆山获批全国金融改革
试验区，并成为首家具有两岸特色的
金融改革试验区。

昆山金融改革试验区将以两岸金
融创新合作为主线，突出昆山对台合
作和开放型经济发展优势，扩大对台
金融业开放，加强两岸金融人才交

流，提升昆山在两岸金融改革创新中
的影响力。

昆山金融改革试验区力争通过 5
年左右的努力，在两岸金融创新合作
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基本建成主体多
元、业态丰富、功能完备、运行高效
的现代金融体系，建立起与地方开放
型经济相适应、特色鲜明、功能齐备
的具有两岸特色的重要金融合作区
域。在推动台资企业转型升级、培育
发展新动能、提高产业竞争力和企业
抗风险能力等领域构建新机制、探索
新模式，为全局性金融改革提供经验
借鉴。

昆山打造两岸特色金改试验区昆山打造两岸特色金改试验区

据新华社澳门9月3日电（记者
郭鑫、王晨曦） 澳门特区政府土地工
务运输局和澳门轻轨股份有限公司3
日举行发布会，公布 《轻轨东线方
案》，该方案将于9月4日至11月2日
进行公开咨询。

根据方案，澳门轻轨东线初拟全
长约7.65公里，计划设6个车站，车
站及轨道均在地下。北面前两个车站
设于关闸和马场北大马路对面海床，
再向南延伸至新城A区，沿A区中央

绿廊设3个地下车站，经海底隧道连
接新城A区及E区。列车到新城E区
后将爬升至地面，与轻轨氹仔线高架
桥相连，乘客可无缝换乘氹仔线。

预计轻轨东线落成后，由澳门关
闸口岸到氹仔码头只需 15 分钟，将
有效缩短民众往来澳门半岛和氹仔间
的交通时间。此外，轻轨东线主要以
海底隧道形式兴建，施工期间基本上
不会占用现有路面，建成后具备在恶
劣天气下运营条件。

澳门拟兴建轻轨东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