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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父亲一句话，阴差阳错到台湾，一辈子与
台湾结下不解之缘；他不畏权贵，在国民党十三全
会上慷慨陈辞三分钟，被列为非主流派，从此遭到
李登辉打压，最后不得不与国民党分道扬镳；他从
不掩饰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台湾政党领袖中第一个
在公开场合主张两岸必须和平统一的人；他长期以
来奔走于两岸之间，为两岸的交流合作与和平发展
不辞辛劳；他渴望中国统一强大、渴望中华民族振
兴的爱国情怀，赢得了大陆民众的广泛赞誉和充分
尊重。他就是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

!月 "日，“心手相连共筑中华梦”两岸和平文化
论坛在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古城举行，郁慕明应邀出
席。会议期间，本报记者对郁慕明主席作了三个多小
时的独家采访，围绕海峡两岸等话题深入交流。在与
郁慕明的交谈中，记者感受到了一股直冲霄汉的浩然
正气，感受到了两岸和平统一的强大力量。

关于郁家历史：“我是两

岸早年直航的见证人”

徐锦庚：我了解到一个有趣的背景：您 #$%&年

' 月 #$ 日出生于上海一个富有的药商家庭，#$%"

年，您父亲到台湾参加一个博览会，本来是要带二

儿子同行，却因为临出门时儿子的书包还未收拾好，

教子甚严的郁老先生一气之下改带小儿子的您赴台。

结果，蒋介石集团随即败退台湾，你们父子只得在

台湾呆了下来，谁知这一呆就到了现在。为此，您

常常感慨说，您到台湾“真是阴差阳错”。

是这么回事吗？能否介绍一下您的家史？我很

好奇，您其他家人现在的情况怎样？

郁慕明：我家应该不只是药商，包括银行、纺
织、电气等产业的投入都有。祖父和父亲都是单传，
所以长辈们抱孙心切，希望多子多孙，没想到 #(个
姊妹几乎是排队出来，我是最小一个，排行第十七。
目前还有十一位，上下四代超过 #"&位。

抗战胜利，台湾光复，急需生活用品，举办国货博
览会，我父亲决定去台投资，带我祖母坐飞机去，让我
排行第十一的姐姐、第十五的哥哥和公司职员坐船

去。出发前一天，我父亲问哥哥，书包整理好没有？他
说没有，父亲说，那你不用去了，换老幺去。就是这样
一句话，我们全家分隔了 %(年才又相聚。

我要强调的是，从我上面说的亲身经历，证明
两岸之间早年的空中、海上交通就是直航，而且不
用办什么签证，我就可以取代哥哥上船去台湾，因
为这是一国的国内航线！

我们留在台湾后 (&年，我母亲才以侨眷身份经香
港到台北会面。我则是 #$$&年回上海，相隔了 %(年。

徐锦庚：台儿庄历史上，明末清初时曾经有

“郁台花马”四大富户。台儿庄至今还流传着“郁半

街，花半营”之说。您的祖上也是世居台儿庄，清

代时离开台儿庄的吗？自 (&&"年您第一次来台儿庄

拜祭抗日将士、寻根访祖以后，这是第四次来台儿

庄。您 (&## 年来台儿庄时题写的“台儿庄郁家码

头”，已被刻成石碑立在郁家码头上。能否介绍一下

您的家族与台儿庄的渊源关系？

郁慕明：我家的族谱是曾祖父开始修的。听我
的父亲说，我们应该是从山东到上海来谋生发展的。
郁氏家乘有载“吾郁氏系出黎阳”、“以黎阳天行族
人公墓简称黎阳族墓”，从一世天行公到五世光发公
时，开始以“光怀锡元慕……”等二十字为谱名，
所以到我已是第九代。(&&$ 年到台儿庄，当时任枣
庄市长的陈伟特别带我去看郁家码头，及介绍郁家
花园遗址前两棵已经 %&& 年的大树，还说台儿庄有
很多的郁姓人。这使我非常惊讶，这两年也多次与
当地郁氏宗亲沟通交流，知道了更多有关郁氏的信
息，现正进一步在寻根确认中。

徐锦庚：我很冒昧地问一个私人问题，我看连

战先生、宋楚瑜先生来大陆时都带着夫人来，怎么

没看到您带夫人来？

郁慕明：“民族之旅”新党规划 )&位，人数不
多，所以都不带家眷。另外还是因为我太太不能太
劳累，较少出外活动。这么多年来，她难得几次跟
我到大陆参观访问。

关于台儿庄：“建议在台
儿庄举办国共论坛”

徐锦庚：台儿庄大战的历史评价很高。它是鸦片

战争以来，中国军队在抵御外侮的正面战场上取得的

第一场胜仗，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此，台儿庄

被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同时，它也是日本军

队自明治维新以来，在正面战场上的第一次败仗。

李宗仁曾回忆说：“台儿庄捷报传出后，举国

若狂。京、沪沦陷后，笼罩全国的悲观空气，至此

一扫而空……经此一战之后，几成民族复兴的新象

征。”周恩来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次战役，虽然在

一个地方，但它的意义却在影响战斗全局、影响全

国、影响敌人、影响世界！”请问，在台湾，包括您

本人，是如何评价台儿庄大战的？

郁慕明：台儿庄一役确实杀了日本军人的锐气，
让中国人产生了自信，日本没那么可怕，打败它也
是可能的。拼着这股民心士气，粉碎了日本“三月
亡华”的美梦，八年坚苦奋战，牵制住日本军力，

消耗掉日本国力，最后只得无条件投降。日本好战
派喜欢说，日本不是被中国打败的，是被美国打败
的，但要不是中国付出惨痛代价，挺住最坏的局势，
使日本不仅无法得逞，反而疲态显现。美国袖手旁
观多少年，珍珠港事件波及到自身，不得不参战，
用两颗原子弹结束战争，多少是享受现成。

(* 年前，台湾把过去的抗战史列入学校课本，
李登辉上台后去中国化，接着陈水扁 " 年，牺牲千
万军民同胞光复台湾的“台湾光复节”不见了，还
用台湾只有 %&&年历史的意识形态教育下一代，自我
矮化，莫此为甚；另一方面，“故宫博物院”展示 #$%$

年时期自大陆转运过来的国宝，都是中华民族极具价
值的历史文物，一直被当作是台湾的骄傲，也是外宾、
陆客来台最红火的景点。李扁的史观自相矛盾，可笑
至极。二战后，所有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都有抗日战
争纪念馆，只有台湾没有。现在终于有学者建议，要把
“总统府”改成抗日纪念馆，忠烈祠也要搬家，因为这
些都是日本人留下的日式建筑，面向东的设计，其意

是面向日本，向日膜拜。新党强烈支持这个建议，我们
必须具有坚定的民族意识。

徐锦庚：台儿庄大战后，国民党及其政府曾决

定“在台儿庄重建新城”。然而，国民党及其政府却

始终未能圆这个梦。台儿庄区政府于 #$$)年建成台

儿庄大战纪念馆，所花的 )&&&万元人民币经费，相

当于半年的财政收入。现在，共产党的政府圆了国

民党未圆之梦。您对此有何评价？

郁慕明：非常好！两岸之间因为战争把很多的
梦给破坏掉了，还付出了极惨痛的代价，我们要记
住教训，彼此都要放开心胸，共同为大局着想。像
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中国梦”。要圆“中国
梦”，不是只有大陆的“中国梦”，还包括台湾的
“中国梦”、全世界的中国人都要共同去圆这个梦。

我过去在美国演讲，曾说“华人”应是外国人
称的，我们称自己应该是中国人才对。中国现在崛

起，领导者的心胸也很开阔，希望把过去的历史更
真实的一面呈现出来。台儿庄一战牺牲了很多的国
军将士，但不管是国军还是共军，诚如一位台湾退
役将领在北京说的，“今后不要再分什么‘国军’、
共军，我们都是中国军队。”

重建台儿庄的梦想成真，由小看大，只要两岸
一条心，精诚团结，一定能圆中国梦，唯其如此，
世界才能有真正的和平！

徐锦庚：(&&$年 #(月，台儿庄成为大陆第一个

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您如何评价这个交流基地的作

用？您认为就它目前的发展，在两岸未来迈向和平

统一的过程中，是不是有机会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郁慕明：台儿庄这个首座两岸交流基地还没有
很好地发挥它的作用，在台湾好像没有太多报道，
应该要扩大宣扬，如何让这个交流基地能够广为周
知，扩大影响。我提个建议：下一次两岸论坛不如
选在台儿庄开，更有意义。

徐锦庚：您对台儿庄古城重建有什么好的建议？

郁慕明：重建在硬件上面是恢复过去的面貌，另
一方面这一段历史又要让人们不能忘记，必然保留原
有的一部分战争的遗迹，这些遗迹要有一个完善的规
划。对某些特定游客，尤其是年轻人，来这里不只是看
看台儿庄重建以后的面貌，应该针对当年战争留下来
的遗迹，作一系列感人的旅游路线的解说。听说今年
已经拍完《台儿庄》%&集的影视剧，这么长的影视剧，
一定有很多演员，有一些实景。拍完以后，应该保留部
份实景，陈列演员的道具、服装，将电视剧里扮演将军
士兵的演员照片与真人真事的照片对照展出，这就是
有血有肉有感情的记录和展示，可以直接打动人心。

日本广岛遭遇过原子弹的袭击，日本绝对不会
让年轻人忘记这段历史，而且凭这段历史还把自己
说成是受害者，到世界各地去广做宣传。我们却很
欠缺这方面的宣传力，应该让全世界都知道台儿庄
古城是二战史上的重要战场，打过一场关键战役。

关于两岸关系：“维持现
状是对下一代不负责任”

徐锦庚：在大陆，我们都知道，国民党、亲民

党、新党统称为“泛蓝”，而新党又是其中的“深

蓝”。新党 #$$) 年成立的时候，气势如虹，表现出

强劲的生命力，鼎盛时期自己号称“精神党员”达

到 ! 万。记得您曾说过，“新党虽然是小党，但对

于两岸之间追求和平、追求未来和平统一的部分也

是义不容辞。”您还说过，“新党党员敢于说出自己

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新党的存在，是要致力于光

‘中’耀‘族’重燃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之光芒。”

但是，新党后来逐步走向泡沫化，据说目前党员总

数仅有千余人。请问，作为一个泡沫化的政党，新党在致

力两岸未来和平统一方面还能够发挥哪些作用？随着两

岸关系的进一步深化，新党是否还有机会东山再起？

郁慕明：新党不仅是“深蓝”，更是“正蓝”，
因为我们保持中国国民党的正统理念、民族意识。
现在的国民党变了。不像两蒋时代的中国国民党重
视血统、道统和法统。李登辉当家后，中国国民党
成了台湾国民党。马英九上台，多少党员期待他拨
乱反正，依据“国统纲领”，实现国家统一大业。他
却欲振乏力、失去方向，搞个“不统、不独、不武”
的三不政策。既不合宪，又违党章，只图个维持现
状，八年任满交差了事，责任感、使命感何在？

新党不能接受马英九的不统主张，我们明确提
出“和平是基础，发展是过程，统一是目标”的三
是立场，两岸就是“要和要统”，才是向历史负责、
向人民负责的作为！所以我们是“正蓝”。

#$$)年新党成立宗旨，并非要搞垮国民党，而
是牵制李登辉的国民党，令其无法为所欲为，所以
在策略上并不要求大家入党，而是继续留在国民党
内，否则一旦入新党而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岂非两
败俱伤。到选举时候，新党提出的政见、理念，选
民认同支持，投票时投给新党，给李登辉一些压力，
施政方向就不会偏离太远。那时党员两三万，投给
新党的票高达 #%&万票左右，在“立法院”当选 (#

席“立法委员”，也因此，国民党、民进党两党联手
在“立法院”修法，立个“单一选区两票制”的选
举法规，挤压当时第三大党的新党。目前新党虽小，
但我对新党还是充满信心的，只要我们立场不变，
目标不变，还是会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有识之士，一
起呼群保义，振兴中华。

徐锦庚：*月 *日，您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社

会科学院“台湾政党的两岸观”系列讲座演讲时说，新

党的两岸观就是“要和要统”，希望建设台湾为非战之

区和平之岛；两岸文明程度有差异，但透过教育，这种

差异是可以弥平的；新党不急统，主张“和平是基础，

发展是过程，统一是目标。”必须有耐心，不必再去反

共。您还说，有人说大陆不民主，但大陆十年后的政治

接班人，现在就在接受各方检验，长达 (&年才能上

台；民主不是临时抱佛脚，没经过历练就接掌大位拿

到权力，只会让民主质量愈来愈糟。

应该说，您的这些观点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得

到了大陆多数网民的认可，但也遭到了一些网民的

激烈攻击。对此，您是怎么想的？

郁慕明：那次演讲，我讲了一个小时，听众问
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台湾 《旺报》 那篇文章登了一
部分内容，问题出在大陆媒体转载的标题上。《旺报》
的标题是 《中国只有一个 两岸有耐心差异可弥
平》，我说的两岸的文明有差异，是非常中性的，差
异是你有你好的一面，我有我好的一面，彼此有差
异，有些外在的表象也会差很多，所以，大家要有
耐心，差异会弥平的。新党的两岸关系就是“要和
要统”，非常清楚。而大陆有媒体转载时却变成了
《两岸不能急统 因双方文明程度差太多》，结果，
这个“差太多”引起了一些大陆网民的强烈不满，
有的骂得非常难听。当然，我这次演讲也遭到台湾
一些网民攻击，因为他们认为我是急统派。

我在演讲中也说，台湾不要自我标榜民主，过去
民主的成就今天已变成可怕的民粹，我说大陆下一个
#&年接班梯队已在那边锻炼，而这些未来接班人在前
#&年早已在省、巿就位，他们是历经 (& 年的磨炼，成
为党政领导人。台湾呢？今天下一任的领导人在哪里？
都是“急就章”选举造就的媒体宠儿，能经过什么样的
磨炼？“急就章”出来的领导人，欠缺长期多面向的磨
炼，也就谈不上拥有自己的团队。只有选举班底，哪来
各种领域的班底！这就是民主选举的“急就章症候
群”，选前高民意支持度，选后立刻超低支持率。

过去“台独”的理论基础是大陆太穷，故台湾绝不
能和大陆统一。现在大陆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
个问题不再存在。他们就转而强调“大陆不民主”，可
是台湾的民主也没多踏实，每况愈下，再民粹下去，自
顾不暇，丢人现眼。再下一步，迟早会说大陆不够文
明，还不如由我先下这个棋，两岸提早面对，相互影
响，彼此要有耐心，差异自可弥平！

我的话讲得这么透彻，一些网民不了解具体内
容，只看个标题，或是跟着楼上就开骂，这是浅碟
文化和快餐文化带来的困扰。解决之道，在于谅解、
包容，不要管一些人的说三道四，只求多数人为民
族大义，正面、积极把教育办好，尤其要从家庭教
育做起。只要有耐心，两岸的文明差异可以弥平，
这才是我的意思。 （待续）

，

(&#(年 %月 %日，在陕西

举行的壬辰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

典礼上，郁慕明向黄帝像行三

鞠躬礼。张 远摄

郁慕明（右） 在两岸

和平文化论坛上与本报记者

徐锦庚合影。

高启民摄

(&## 年 * 月 #* 日，郁慕

明出席“第二届海峡两岸经典文

化推广会演”时现场手书“和谐

中华”。 李 欣摄

———对话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上）
本报记者 徐锦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