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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光复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胜利成果
之一，我们必须要对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给予高度的
评价。”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义虎说，当下民进
党当局大力推行“去中国化”，甚至歌颂日本侵略者，
主张回归“皇民化”，试图扭曲台湾人民，特别是台湾
青少年对抗日历史的认知，这是对历史和人民的背
叛，两岸有识之士必须肩负起澄清历史的重要使命，
对这些主张和言论给予强力的批判和谴责。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台湾光复 75周
年，“纪念台湾光复75周年线上展览开通仪式暨学术
座谈会”于10月25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
行。李义虎在会上做出这番发言。

建构两岸共同历史记忆

台湾同胞在长达50年的抗日历程中，先后有数十
万人为国捐躯，以慷慨赴死的英雄气概谱写了气壮山
河的民族史诗。散落在全台各地及祖国大陆东南沿海
地区的大量与台湾同胞抗日相关的遗址、遗迹，既是
台湾同胞抗日历史的重要载体和见证，也是日本对台
湾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罪行的铁证，为今人及后代了
解那段历史提供了最直观、最感性的实物资料。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康介绍说，
近年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有关单位先后
数次派出专人奔赴台湾，踏访台北、台中、花莲、
澎湖等22个县市，总行程1.6万多公里，寻访抗日遗
迹，拜访了众多台湾知名人士和抗日志士亲属，共
拍得各类史迹416余处，采集照片资料6万余张。

他们同时组织专人在浙江杭州、金华以及福建
福州、武夷山、永安、龙岩、漳州、泉州、厦门等地拍摄
反映台湾同胞在大陆抗战的遗址遗迹，总行程2000多
公里，共拍得各类遗址遗迹29处，采集照片资料2000
余张。这是首次对两岸涉及台湾同胞抗战遗址遗迹
比较完整地拍摄、收集、整理，意义深远。

还原历史真相义不容辞

在台湾光复 75周年之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
念馆经过精心挑选，分类编排，在中国抗战胜利网
推出“绿水青山待我还——台湾同胞抗日遗址遗迹
摄影展”，以线上展览的形式纪念台湾同胞英勇抗日
的爱国精神和为中华民族所建立的不朽功勋。该线
上展览共分为六个部分，首批展出照片205张，今后
将逐步上线更多照片。

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戚嘉林告诉记者，台湾光复
日如今在岛内只庆祝不放假，然而早在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这个日子比较重要，当局也积极组织纪念
活动。随着民进党当局上台，他们刻意取消和淡
化，纪念氛围于是淡化了很多，历史被淡忘，假日
被取消，纪念的责任主要落在了民间社团。

戚嘉林说，祖国给予台湾抗日志士很高的待
遇，台湾民众却不了解，有必要思考如何通过新闻
报道和研究，让更多人知道相关情况。今天我们纪
念台湾光复，有责任还原历史真相，让台湾同胞知
道台湾人曾在祖国大陆推动台湾光复运动，重新建
构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促进两岸心灵契合。

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副
主任程朝云说，能够回到历史现场是非常难得的经
验，会让我们对历史本身有非常不一样的、更具体
更真实的感受。这些来自台湾同胞抗日遗址遗迹的
照片会让历史和现实有机地连结起来，使观众更能
切身感受到当年一代代台湾同胞为反抗日本侵略、
重回祖国怀抱所作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今天这些摄
影作品又借助网络，以线上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
让更多人有机会看到这些图片，接触到这段历史，
其重要意义不言自明。

“台湾光复日是值得每个中国人纪念的日子。”
全国台联副会长杨毅周说，今年是台湾光复 75 周
年，两岸举办了许多纪念活动。我们呼吁，在新的
历史时期，两岸同胞要共同努力，还原历史真相，
让后人永世铭记。

“我们衷心期望以这一展览上线为契机，增进两
岸同胞对于抗日战争历史的共同认知，消除隔阂和
误解，拉近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大力弘扬伟大的
抗战精神，牢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
未来，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祖国和平统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同奋斗。”罗
存康说。

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主办，
北京和平教育基金会、北京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
会协办。

纪念台湾光复 75 周年的话题，应该
可以从国耻、从125年前《马关条约》的
签订谈起。

我有一个痛苦的发现：《马关条约》
签订的那天是“妈祖生”，是在台湾最受
敬奉、被认为对台湾民生庇护最多的神
明妈祖的“庆诞日”。1895年农历三月二
十三，腐败无能的清廷被迫同日本政府
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马关条约》，将“台
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
岛”列入“划界以内”，“永远让与日
本”。斯时也，中国积贫积弱至于极矣。
清廷在军事上、外交上屡战屡败，帝国
主义列强则在中国土地上予取予夺。每
一次交战、每一回交涉，清廷总是被迫
签订不平等条约，总是将中国的权益拱
手让给列强，《马关条约》 甚至在中华民
族高度敏感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
上，割我台湾土地，严重损害我核心利
益。割让台湾，台胞最受其害；国家弱
乱，台胞遭殃，纵使有神明如妈祖也是
爱莫能助、徒唤奈何！其理至明，不言
而喻。我的曾祖父汪春源进士出身于台
南草根，他的父亲汪翁牛一生业农，如
牛负重。1895 年春天，汪春源以举人身
份在京参加会试，当 《马关条约》 签订
的噩耗传来，汪春源同另外两位台湾举
人黄宗鼎和罗秀惠，取得在京同乡、台
湾进士李清琦、叶题雁的“印结”和参

与，联名向都察院上书，吁请朝廷万勿割
地弃民，希望皇上勿批准条约。康有为表
示：“台湾举人垂涕而请命”的情形令路人

“莫不哀之”，也令他有了发起“公车上书”
的强烈冲动。然而，从台湾举人“垂涕而请
命”，到十八省举人的“公车上书”，乃至

“普天忠愤”以抵制《马关条约》的种种抗
争，一一归于无效。

我也曾痛苦地发问：偌大个中国从
何时开始地分两岸？《马关条约》 之“划
界”，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固有土地上用
刀比划、用刀切割，清廷被迫“让与”
的则是中国的固有土地。从 1895 年起，
自 《马关条约》 始，中国地分两岸。然
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不曾改
变、也不会改变。当年日本侵略者用的
是大砍刀，但“两岸同胞是打断骨头连
着筋的同胞兄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
人”。《马关条约》 使得中国地分两岸，
却又使得两岸人民紧密相连、成为“两
岸命运共同体”。一方面，正如台湾统派
领袖王晓波教授生前所言，在抗日救国
的旗帜下和队伍里，“台湾同胞从来不曾
缺席”。日据台湾时期，台湾同胞的抗日
斗争是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全
国抗战爆发后，有众多台胞高喊“要救
台湾，先救祖国”的口号，积极参加和
支援祖国大陆人民抗战，为抗战胜利、
台湾光复付出了至深至重的代价。另一

方面，台湾同胞为坚守中华文化进行了
不屈不挠的努力。日本侵略者视台湾为
其“新领地”，从据台之初开始在台湾实
施“内地化”、“日本化”、“皇民化”即

“ 去 中 国 化 ” 教 育 ， 并 且 不 断 加 大 力
道。但是，日本侵略者最终不得不承
认：“ （台湾） 改隶已经过了40余年，但
现在仍保存着以往风俗、习惯、信仰，
这种汉民族意识不易摆脱。盖其故乡福
建、广东两省，仅一水之隔。在台湾人
的观念里，这些华南地方，平素视为父
祖坟茔之地，思慕不已。”台湾社会始终
延续着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即使在日
本侵占的 50 年间，这个基本情况也没有
改变，台湾同胞从来就是中国人，始终
不是日本侵略者的“新领地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945年抗战胜
利，台湾光复，才洗刷了半个世纪的民
族耻辱。透过历史风云变幻，可以深切
体会到，两岸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
体。”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是两岸同胞
共同的胜利。台湾同胞为回归祖国、回归
中华民族大家庭而欢欣鼓舞。即使去台湾
大山深处，也是这番情景。1945年 10月 18
日，《台湾新报》载文报道：居住在“新竹州
下竹东、大洲及兰阳方面山界”的少数民
族，“听到日本降伏之喜讯，也同我们兄弟
一样，高兴得手舞足跳，他们极喜欢，切实
要变中华民族”。须知，“中华民族”是梁启

超1902年创用的政治学术语，指的是国族，
是在中国、在共同疆域上共同生存、共同进
步的各民族的总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台湾被侵占
的 50 年间，台湾同胞保持着强烈的中华
民族意识和牢固的中华文化情感，打心
眼里认同自己属中华民族。这是与生俱
来、浑然天成的，是不可磨灭的。”诚哉
斯言也！

回顾历史，两岸同胞共同抗日，共
享抗战胜利的喜悦。面对现实，展望未
来，两岸同胞肩负反对“台独”、推进祖
国统一进程的共同任务，也必将共同实
现祖国统一大业之最后胜利，共同欢庆
中华民族的盛大节日。

作为居住在大陆的台湾同胞，我亲
眼见证祖国有很好的发展成就、有更好
的发展前景，亲眼见证发展中的祖国从
胜利走向胜利。国家弱乱，台胞遭殃的
历史和台湾同胞特殊的历史遭遇，一去
不复返也。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
展机遇、增进台湾同胞福祉则是习近平
总书记念兹在兹的政策理念。国家统
一、强盛，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
国民的幸福。

值此纪念台湾光复 75 周年之际，让
我们高声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吧！

（作者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
授、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记者刘欢）
“金瓯无缺——纪念台湾光复七十五周年
主题展”10 月 25 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
幕。中共中央台办主任刘结一、全国政协
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朱小丹、全国台联会
长黄志贤、台盟中央副主席杨健、新党荣
誉主席郁慕明等两岸各界人士 100 多人出
席开幕式。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表示，举
办这个主题展，旨在纪念台湾光复这一重
大历史事件，回顾台湾同胞反抗日本入侵
和殖民统治、两岸同胞共御外侮夺取伟大
胜利的英勇斗争，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
彰显大陆和台湾是休戚与共、不可分割的
命运共同体，激励两岸同胞铭记历史，缅
怀先烈，共同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
共担民族大义，共促祖国统一，共圆民族
复兴伟大梦想。

据介绍，本次展览分为宝岛台湾、九
州同悲、抗倭守土、长歌当剑、挥戈复
疆、两岸圆梦六个部分，共计展出中国国
家博物馆馆藏文物160余件套，清代以来重
要文献档案复制件 50余件套。这些历史文
献和珍贵文物系统再现了台湾同胞英勇反
抗日本殖民统治、全体中华儿女浴血奋
战、台湾光复回归祖国的历程，反映了台
湾同胞坚守民族气节、誓不臣倭的爱国主
义光荣传统和两岸关系向前发展不可阻挡
的时代潮流，有力证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揭示民族复兴、国
家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

本次展览将打造网上展馆，在为期两
个月的实体展览闭幕后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官方网站上线，让更多的两岸民众尤其是
台湾同胞能够观看展览，认识历史，思考
未来。

纪念台湾光复七十五周年主题展由中
国国家博物馆主办，台盟中央和全国台联
协办。中共中央台办交流局、文化和旅游
部港澳台办和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办
公室为展览指导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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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台湾光复75周年活动在京举行——

让 历 史 告 诉 未 来
本报记者 张 盼

台湾光复 75 周年感言
汪毅夫

“张灯结彩喜洋洋，胜利歌儿大家唱，
唱遍城市和村庄，台湾光复不能忘……”

《台湾光复纪念歌》犹在，但 10 月 25 日台
湾光复节，台湾当局无声无息；“不能忘，
常思量……”台湾抗日亲属协进会、《海峡
评论》杂志社、两岸和平发展论坛等民间
组织 25 日接力举办纪念会、图文展、大游
行，唱响《台湾光复纪念歌》。

“唤起台湾人的中华民族忠魂”

台湾抗日亲属协进会、《海峡评论》
杂志社、“历史教育新三自运动协会”、

“钓鱼台教育协会”25日举办“台湾光复
75周年庆祝大会”。

“历史教育新三自运动协会”理事长
吴昆财表示，全体中国人民的惨痛牺牲
换来了 1945 年 10 月 25 日的台湾光复。然
而，如今在岛内“去中国化”逆流中，光复
节也被欲去之而后快。他说，“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我们要致力于传播历史真相，
让更多人了解台湾的这段历史。

父母双亲从台湾到大陆参加抗日斗
争的台湾抗日亲属协进会理事长萧开平
发表演讲说，父亲曾说在大陆抗战6年几
乎没有睡过床。我们从前辈身上能学习

的就是勇敢地继续前进，要在台湾唤起
被民进党蛊惑欺骗的台湾人心底的中华
民族的忠魂良知。台湾和大陆统一不是
选择题，是历史的趋势。我们要唤醒台
湾人民在反对殖民统治时所追求的国家
统一、民族复兴的精神。两岸统一是中
华民族复兴的关键。

台湾抗日英雄罗福星的孙女罗秋昭
在于25日举行开幕仪式的“反殖民与台湾
光复”图文展上说，我的祖父罗福星是生
在印尼的华侨，但他得知中国受到侵略，
变卖家产投身台湾的抗日运动，可见中华
民族的凝聚力和爱国心。很可惜现在的台
湾课本里已经不写这样爱民族爱国家的
故事，却回到“皇民时代”的那种史观。

“年轻人不能被迫学习残缺历史”

由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劳动党、统
一联盟党、夏潮联合会等 10 多个党派团
体发起的台湾光复节游行 25 日举行。在
台北市中山堂的“抗日战争胜利暨台湾
光复纪念碑”前献花后，200多位参与者
手提红灯走上街头。主办者致辞时表
示，在光复节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如
果没有这场游行，台湾街头静悄悄，好

像没有这段历史。我们举办游行就是要
让人看到多年来被淹没的、不被台湾人
看到的历史。

从游行队伍中赶到图文展的抗日
志士李苍降先生之女、李苍降教育基
金会董事长李素慧医师说，长期以来
台 湾 的 历 史 教 育 扭 曲 了 真 实 的 历 史 ，
年轻一代被剥夺了学习真实历史的机
会，我们的先辈在日据时期受不平等
的奴化教育，难道现在台湾年轻人还
要被迫学习残缺的历史吗？纪念台湾
光复，就是要将台湾民众为了抵抗殖
民统治、为了民族统一而斗争的历史
完整地传给后世子孙。

“人间悲剧莫过子孙不识乃祖”

图文展展览资料显示，为实现抗日
战争的胜利和台湾光复，先后有5万多名
台湾青年返回大陆参加战斗，与大陆同
胞并肩作战。他们有人虽然出生在日据
时代，但心中的中华民族气节不变。展
览中两张女子照片并列，一张身着日式
校服，一张身着八路军军服，她们是同
一人，叫杨美华，照片上有她的心声：

“我是中国人，连中国话都不会说，祖国

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只要能踏上祖国
的土地，为祖国母亲尽微薄之力，就是
死了也心甘情愿。”

图文展主办单位表示，台湾光复是
两岸中国人共有的历史记忆，也是两岸
中国人民共同抵抗法西斯侵略、反殖民
胜利的重要历史，但是民进党当局不敢
纪念这个日子，甚至要在各方面消灭、
扭曲这个属于两岸人民的历史记忆，因
此我们要用展览和民众一同纪念这个光
荣的历史，同时告诉年轻族群，自己的
历史要靠自己找回来。

雾峰林家第九代后人、台湾抗日志
士亲属协进会创会会长林光辉先生在

“图文展”上朗读抗日志士丘逢甲的《春
愁》一诗：“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
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
湾。”他说，从春愁到“张灯结彩喜洋洋，
光复歌儿大家唱”，台湾牺牲了几十万
人，这是台湾人反殖民、回归祖国的历
史。这段真实历史长期遭到台湾政客扭
曲。“皇民化”让说日语的孙子不懂爷爷，

“人间悲剧莫过于子孙不识乃祖，我们不
希望这样的憾事重演，这也是台湾光复、
民族复归统一的重要意义”。

（本报台北10月25日电）

台湾各界纪念光复75周年——

统一不是选择题，是历史的趋势
本报记者 陈晓星

（上接第一版）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具有深刻内涵和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
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
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
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
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
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
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
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抗
美援朝精神。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具有深刻内涵和现实意
义。学习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要着眼任务使命，练
就打赢本领，确保部队随时能战、战则必胜。”从
战区党委机关到基层部队，从三秦大地到渤海之
滨，从营区到野外驻训场，中部战区广大官兵认真
收看大会实况。刚参加完演训任务的战区机关干部
杨丹谱难掩激动心情：“习主席的重要讲话让我们
深受鼓舞。作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链条的一环，我
们要把伟大抗美援朝精神传承好、发扬好，从中汲
取精神营养，砥砺血性胆气，凝聚起强军兴军的磅
礴力量。”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
富。”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委副书记、区长彭波说。
作为沂蒙革命老区的工业重地，罗庄区将深入学习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以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激
发干事创业的热情和干劲，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新
时代新征程彰显沂蒙革命老区的担当作为。

空军航空兵某旅“李世英中队”在抗美援朝战
场上取得零伤亡击落敌机 14架的辉煌战绩。该中队
飞行员方国语表示：“志愿军将士以‘钢少气多’力
克‘钢多气少’，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赢得
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现在我们‘钢’多了，

‘气’更要足。作为军人，传承和发扬伟大的抗美援
朝精神，就要做好练兵备战工作，这样才能在面对
侵略者的时候，做到以战止战、以武止戈，用胜利
赢得和平、赢得尊重。”

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激发奋进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铭记抗美援朝战争
的艰辛历程和伟大胜利，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雄赳赳、气昂昂，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
续奋勇前进。

10 月 23 日，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 91 岁的抗美
援朝老兵吕连葵早早换上已经泛白的军装，腰杆挺
直地坐在电视机前。“70 年啦！我要用最好的精神
状态看大会直播！”他动情地说，“总书记的讲话令
人振奋。作为一名志愿军老兵，我要老有所为，把
这段历史讲给年轻人听，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代
代相传。”

“对先烈最好的致敬，就是赓续他们的精神。”
陆军装备部某航空军代局政委陈永表示，我们要学
习伟大抗美援朝精神，争当英雄传人，始终做新时
代长征路上的奋斗者，锐意进取、攻坚克难、狠抓
落实，更好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

周红亮是陕西宝鸡秦岭输电运维班工作人员。
25 年来，周红亮奔走于秦岭深山无人区，行程 7 万
公里，发现处理线路缺陷上万处。周红亮说：“在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的激励下，我会更加努力地在本
职工作中发挥自己的光和热，保障线路稳定运行，
确保电力可靠传输。”

承担维和任务的第6批赴南苏丹 （朱巴） 维和步
兵营官兵，通过手机及时开展学习。营长韩涛说：

“我们作为维和官兵，一定要铭记先辈功绩，传承英
雄精神，继续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倪光辉、金歆、龚仕建、付文、郝
迎灿、刘晓宇、张艺开、黄庆畅、马跃峰、朱虹、
潘俊强、张丹华、刘新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