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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抗战”77周年前夕，台湾
多种民间力量近日透过举办图片特
展、音乐剧以及向老兵致敬等活动，
回顾艰苦卓绝的中国抗战史，捡拾起
那段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历史记忆。

更有学者直接指出，日本蠢蠢欲
动解禁集体自卫权，要警惕其军国主
义死灰复燃。

纪念——
“国弱之耻不敢忘记”

6日晚间，一部以《烽火岁月——
向抗战勇士们致敬》的音乐剧在台北
孙中山纪念馆登场，中华民族团结协
会理事长、退役上将夏瀛洲担任策划
者。他介绍，该剧从“九一八”事件揭开
序幕，既刻画卢沟桥事变等历史事件，
也描述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逃难
等个体故事，结合音乐、戏剧、舞蹈等
多元方式缅怀历史；而大陆多位音乐
家受邀演唱抗战歌曲，《义勇军进行
曲》也将在剧中得到演绎。

台湾民间企业出资举办的“中美
同盟抗战岁月”特展6日开幕。该特
展在“蒋夫人访台”、“飞虎队”、“中
缅印边界的战火”等主题下，展出
60 幅整理自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经典
历史照片。台湾退役上将王文燮表
示，不止是中美同盟，希望中国抗日
战争历史中的各个方面都得到纪念。
他强调，对日抗战取得胜利，中国民
众以及中国军队付出了极大牺牲，是
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最重要力量。

台湾中国统一联盟5日在台北举
行演讲会，纪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77 周年。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主席王
津平表示，举行纪念抗战演讲会，是
因为“国弱之耻不敢忘记，国强之梦
从未放弃”。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
湾涌现了无数爱国志士，他们英勇抗
日的历史不应被忘记。今天大家齐聚
一堂，既要省思历史，也要梦圆中
国。最后演讲的“中华统一促进党”
总裁张安乐表示，唯有两岸统一，才
能无愧于先贤先烈的奋勇牺牲。

日前，台湾天下文化集团策划新
书“我们生命里的七七”，邀佛光山
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台“行政院前院
长”郝柏村、“中研院院士”许倬云
及张玉法、作家齐邦媛、王鼎钧等
12 位大时代的见证者，诠释“七七
事变”对个人与时代的意义。远流出
版公司则出版已逝史家唐德刚的“民
国史抗战篇：烽火八年”，以史家、
见证者的角度梳理抗战历史。

担忧——
日本或打开“潘多拉盒子”

对投入 10 年时间精心编撰并补
充修订抗战史，王文燮认为，中国抗
战历史在西方以欧洲战场为主的二战
史叙述中被忽略，当前我们亟需研究
抗战历史，并让后代牢记它；而台湾
至今没有一座抗战纪念博物馆，“实
在是对不起先烈”。

台湾“国史馆”馆长吕芳上也表

示，台湾应加强对抗战史的研究，希
望今年的纪念活动可为明年抗战胜利
70 周年暖身。他透露，2015 年，该
馆将出版“抗战史新编”、“蒋中正先
生年谱”两套大书以及陈诚、胡宗
南、吉星文3位抗日将军的日记，对
历史资料做更好的整理、留存、公
开，帮助民众理解这段艰辛的历史。

特展策展人、知名历史影像收藏者
徐宗懋全心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他表
示，抗战期间全国军民团结一致抵御强
敌，他投入很深的感情奔波海内外，广
为收藏图片与文物。针对当局迟迟不愿
启动抗战纪念馆的设置，徐宗懋说，他
不愿再等待，将结合个人收藏以及各种
社会资源、研究者，争取明年成立台湾
第一座民间性质的抗战纪念馆，“我先
做起来，感动更多人，再继续往前走”。

台湾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召集人、劳
动党主席吴荣元表示，近代史上日本屡
次侵华，给两岸同胞留下了血泪记忆。
日前，安倍晋三政府通过修改宪法解
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案，此
举破坏日本和平宪法，完成了军国主义
合法化，两岸爱好和平的人们绝不能忘
记当年日本侵略殖民的惨痛教训，更要
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5日下午，由台湾方面国际关系
学会举办的“日本集体自卫权解禁与
东亚安全”论坛上，该学会会长杨永
明也担忧地指出，安倍政府集体自卫
权解禁之举，让日本可能以集体自卫
名称在南海等区域做军事介入，打开
了东亚军事竞赛的潘多拉盒子。

7 月 3 日，香港各界共同成立“保普选反占中大
联盟”，并将在整个香港发起签名行动。目前，参与
联合署名反占中大联盟的团体已经有 38 个，涵盖香
港政界、商界、学界等多个社会团体。

4日，又有20多个社会团体在香港主流媒体上刊
登公告，反对“占中”、反对暴力，声援警方严正执
法，表明要依法推进政改，维护香港法治。

香港激进反对派近来一系列的表现，愈发引起香
港社会的担忧。香港市民和团体接受媒体采访时强
调，反对派鼓吹“占中”、意图搞乱香港，一直沉默
的他们要站出来发声，维护香港得来不易的繁荣稳
定。

各界发起签名反暴力

近日，香港反对派发起所谓“电子公投”，网络
投票作弊空间要多大有多大，虽然全世界都没有用网
络投票来做重大政治决定的，反对派还是对这一“发
明创造”沾沾自喜。掩耳盗铃更加大声地鼓噪所谓

“政改”、“民主”，意图让香港特区政府接受不符合
《基本法》的“公民提名”。

反占中大联盟 3 日举行记者会，发言人周融表
示，这段时期以来香港部分激进派鼓噪“占领中
环”，让听的人以为香港只有这么一种声音，这是绑
架了香港的民意。“香港是我家”，“我”不是特指某
种人。无论男女老幼、种族籍贯，只要身在香港、是
香港的一分子，都有权出声保护自己的利益、生活和
家人不被激进者伤害。

退休公务员杨先生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表示，大
部分市民过去即使没有出声，但追求繁荣稳定始终是
广大市民的根本心声。今年参加庆回归活动的民众都
希望能表达一份心声，希望香港有真正的稳定，不会
因为不必要的政治纷争妨碍发展。

反对占中大联盟表示，激进反对派漠视香港社会
依法实现普选的主流民意，沉默的大多数要站出来发
声、表达自己的愿望。反占中大联盟的签名行动将分
为网上提交和现场签名两种方法，网上提交从7月28
日开始，现场签名从 8 月 2 日开始，两者都将在 8 月
17日晚结束。联盟希望借签名行动，让所有关注香港
的人，特别是中央政府、特区政府以及各政治团体、
立法会议员，知道香港大多数人的意愿——要普选、
要和平；反对“占中”、反对暴力。

反对派的大杂烩游行

香港700多万人，绝大多数都希望2017年能够落
实普选，希望香港继续保持繁荣稳定，但少数人却想
让香港无法实现普选。香港激进反对派发起的“电子
公投”与 《基本法》 背道而驰，预演“占中”，更是
意欲将香港带入“暴民政治”的深渊。

庆祝香港回归 17 周年，香港各界举行多场庆祝
活动，市民成为欢庆的主角。反对派则发动游行，号
称掀起了一场香港回归以来“最强烈的政治飓风”。
事后，香港媒体纷纷表示，参与游行的人五花八门，
诉求众多：既有争取 15 年免费教育的家长，也有举
着彩虹旗的同性恋团体，游行实为大杂烩。

激进反对派游行后发起“占中”预演，彻夜占领
中环部分道路。中环的一些商家被迫暂停营业。中华
厂商会会长施荣怀指出，工商界十分不愿看到占领中
环的发生。商家担心生意受损，来自香港最大劳工团
体的吴秋北同时指出，雇员也担心自己的饭碗被打
烂。

“占中”引发旅游界、商家等普通业者担心。近
日，香港的士团体组成反“占中”联盟，担心“占
中”引发交通瘫痪，影响司机生计。中环是香港商务
活动的心脏地带。“占中”可能对香港法治、社会秩
序以及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受到各方关注。日前，四
大会计师事务所在香港媒体上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反
对“占领中环行动”。

“占中”破坏核心价值

近日，香港激进反对派组织“公投”、游行、“占
中”等活动，漠视香港社会依法实现普选的主流民
意，破坏香港的法治精神与核心价值，引发各界质疑
与批评。

预演“占中”是公然违法，香港反对派已经把自
己推到了法治的对立面。港区人大代表、新界社团联
会秘书长陈勇表示，香港赖以成功的基石就是依法办
事，这也是香港的核心价值，任何阶层、持任何政见
人士，都必须依法办事。

“暴民政治破坏核心价值”，香港《大公报》近日
以此为题称，香港长期以来给人的印象，一是“繁荣
稳定”，二是“太平盛世”。反对派中出现的激进分
子，如果在香港形成“暴民政治”风气，摧毁太平盛
世，“真是香港和港人的不幸”。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雷鼎鸣表示，香港是
一个民主多元的社会，各界也可以对政制发展有不同
声音，但是以“占中”要挟是不被接受的。香港大多
数市民希望以和平理性而不是激进的方式来推进政制
发展，“沉默的大多数”能够更积极勇敢地发声，可
以协助收窄社会上的政见，共同推进香港政制的发
展。

7月3日，2014台湾烘焙美食展台北凤梨酥文化
节展前记者会在台北举行。台北凤梨酥文化节将于7
月11日至13日在台北举办，届时，除了凤梨酥争霸
赛外，还将首度举办牛轧糖竞赛。图为展前会上记
者在展台前拍摄。 新华社记者 何俊昌摄

本报北京7月6日电（黄绮欣）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
联谊会2014年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开营，6日，全国台
联会长汪毅夫和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德铭在北京国
际会议中心向台胞青年开设经济、文化讲座。

陈德铭以闽南语问候在场的台湾青年，他结合自己
在商务部和海协会的工作经历，向在座的1100余名台胞
青年讲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深化两岸经济
合作交流。陈德铭认为两岸合作发展的前景十分光明，
合作空间广阔，期许两岸青年加强交流，增进友谊，共
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汪毅夫则以“历史的证言和证物”为题，讲述了
120 年前的“甲午 （1894）·乙未 （1895） ”若干史实。
汪毅夫还在答问时表示，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极其无理
和无耻，在这样一个时刻，两岸青年更应不忘国耻、团
结奋进。

来自明新科技大学的团员林婉珍和岭东科技大学的
团员林婉晴本身是台湾原住民阿美族人，她们会后穿着
阿美族传统服装向两位讲者献花。二人表示讲座令她们
对大陆的经济发展了解更多了，未来有意到大陆发展。
她们还觉得这两天在北京的旅程十分充实，已经游览了
长城、国家博物馆等多个景点。

2014年夏令营早前已在 4日举行了开幕礼，汪毅夫
宣布北京总营开营，主题为“龙脉相传·青春中华”。重
庆分营团员、来自台湾体育大学的陈甫第二次参加这项
活动，他觉得大陆发展迅速，了解大陆是大势所趋，台
湾年轻人要多主动争取机会了解。

这次重庆团团长、台湾夏潮基金会副秘书长林声洲
认为两岸虽然是同根同源，但隔阂久了，台湾学生对大陆
经济状况、社会文化状况等方面还是有不了解的地方，因
此他希望透过交流，增进两岸了解，拉近两岸距离。

本报北京7月 5日电 （李云） 5
日上午，台盟北京市委在京召开座谈
会，纪念北京台盟组织成立 65 周年。
盟员嘉宾齐集，透过讲话、交流发言及
小型纪录片，一同回顾过去65年光辉
历程。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
林文漪出席大会。

过 去 65 年 ， 台 盟 立 足 沟 通 两
岸，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优势。祖籍台
湾，生于北京，现从事金融行业的吴
丽雯接受采访时表示，其外公自台湾

到大陆，长居北京。自己作为第三代
台盟成员，不只从外公口中了解到台
湾历史，加入台盟两年，对台湾更
有广阔和全面的认识。“台盟定期
举办与台胞之间的交流活动，我在
上学时就以盟友身份和不少台湾学
生相处对话，了解岛内社会各方面
的真正想法，而不再像以往一样仅
透过媒体，如报章上的文字和电视
上的影像了解台湾。”她说，无论
在读书时或现在出来社会工作，身

边 都 有 不 少 台 湾 同 胞 ， 两 岸 一 家
亲，彼此相处融洽。

台盟中央副主席黄志贤讲话说，
北京台盟组织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
革事业中，秉承老一辈盟员爱国爱乡
的优良传统，教育和鼓舞着全市盟员
辛勤耕耘、无私奉献，并赋予了台盟
优良传统以新的时代内涵。希望台盟
北京市委在今后继续做好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
捍卫者，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以 65 周年为起点，继续弘扬台
盟优良传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和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继续书写
北京台盟事业新的篇章。

7月6日是台北市动物园的大熊猫宝宝“圆仔”的一岁
生日，动物园为它举办了“抓周”仪式和庆生活动。“圆仔”
的一周岁生日蛋糕用苹果、菠萝、竹子、窝头和红萝卜特制
而成，还用甜菜根汁染上了颜色。此前为“圆仔”进行的健
康检查各项指针都显示它是个健康熊猫宝宝。

吴景腾摄 （新华社发）

“圆仔”一岁了！““圆仔圆仔””一岁了一岁了！！

““抓周抓周””

品蛋糕品蛋糕品蛋糕

□港澳在线

激进反对派绑架民意 各界成立联盟保普选

香港民众发声反暴力反“占中”
木 曰

□台湾在线

“七七抗战”
抹不掉的历史记忆

王大可

北京台盟纪念成立65周年

台胞夏令营“名人”开讲
讨论两岸经济文化

“乡土·伤痕·西南魂”美术作品展于7月5日至8
月 24日期间在台北历史博物馆举行，展出四川美术
学院罗中立、何多苓、程丛林、周春芽、张晓刚、
叶永青等29名油画创作者的92件 （组） 作品。图为
7 月 5 日参观者在观看画家罗中立的作品“过河”

（左一）。 吴景腾摄 （新华社发）

“乡土·伤痕·西南魂”开展“乡土·伤痕·西南魂”开展

凤梨酥争霸赛要来了

□台北影像

香港市民近日游行对“占中”说“不”。
（图片来源：香港媒体）

香港市民近日游行对“占中”说“不”。
（图片来源：香港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