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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北师大与师生交流时说，不
赞成把古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
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
华民族文化的基因。这一番话引发大陆文化教育界的
深思，使在当代语文教学中弘扬传统文化成为公众关
注的焦点。

海峡两岸共同传承着中华文化，在宝岛台湾，中小
学语文课本里是怎样呈现传统文学经典的？

台北新生小学教务主任廖大炯介绍说，刚入学的
孩子首先需要学习适应群体生活，尽管课本里没有多
少古典文学内容，但传统文化的教育实际上贯穿始
终，班级会不定期开展相对浅显易懂的“读经”活
动，学校与教师对推动传统经典教学是不遗余力的。

台北市民焦钧说，台湾的教材是“一纲多本”，即
教育主管部门定大纲，民间出版社编印，学校自行选
用。他女儿就读的台北实验小学一年级就有专门的古
典诗词补充教材，还有一本“课外选读”，其中收录了
一些中华传统成语故事等。

作为台北历史最悠久的小学之一，位于孔庙附近
的大龙小学以传统经典文化教学独树一帜。这里的孩
子每年都参加祭孔大典的演出，在儒学方面受到特殊

的教育，他们一、二年级要学习《弟子规》，三、四年
级要学习《三字经》，五、六年级要学习《论语》。

台北市教育局主任秘书陈顺和说，经典诗词是人
类文化瑰宝，传承优秀的中华语言文学对培养人文素
养非常重要。对此，台湾家长多数非常认同，不少家
庭让小朋友从幼儿园就开始接触古诗。在台湾，学习
经典诗词可说是蔚然成风。

“重视中华文化，是使命也是责任。”陈顺和说，台北
市教育局在制定中小学教纲时，注重考虑中华文化经典
的内容。学校教材与补充教材在选文上都会作适当安
排，小学阶段在识字基础上循序安排诵读《三字经》、儒
家经典和古诗词，中学阶段则设置了一些必修或选修
的课程、学分。

敦化中学资深语文教师吴忠泰说，台湾中学课程
中都有关于 《论语》、《孟子》、《史记》 以及唐宋诗
词、散文等方面的内容。台湾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
秘书长段心仪则介绍说，台湾中学语文科目包含语文
和国学两个范畴，传承中华文化的教育理念贯穿其中。

在语文教学方面，台湾传承中华经典曾历经波折。
民进党执政8年间，台教育主管部门主导修订中小

学课纲，有关语文教学的方案中把“国语文”、“中
文”改称“华语文”，把包括闽南话、客家话等在内的

“乡土语言”改称“本土语言”。对于这一“去中国
化”伎俩，台湾学者、教育工作者及媒体纷纷提出批
评。著名诗人、“台湾抢救国文联盟”发起人余光中曾
表示，民进党当局的“去中国化”手段终将徒劳无
功，无法战胜中华文化传承，因为“文化传统才是永
久的”。

2008 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面对台湾文化教育界
的强烈呼吁，于 2012年将 《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科目
从选修改为必选。

近年来，两岸教育互动日趋频繁，在语文教学领
域也有了更多的交流、研讨和相互学习借鉴。

对于习近平就语文教学提出的理念，段心仪表
示，这很有现实意义，古典诗词、散文蕴含着丰富的
传统文、史、哲知识，其精华部分是数千年中华民族
生活方式、道德规范、审美情操的集中反映，有着突
出的美育、德育功能，对文化基因的传承、培育具有
重要作用。

（据新华社台北9月15日电）

时至今日，末代港督彭定康还是那么“关
心”香港事务。不久前，他在 《金融时报》 发表
文章呼吁英国政府对香港履行所谓“道德和政
治义务”。彭定康这一观点和当年他在港督任内采
取的措施一样，说明他从未了解中国。他的观点
表明他还生活在过去的记忆中，对今天香港的发
展有害无益。

彭定康发文的背景是中国全国人大决定香港
特别行政区2017年可通过普选产生行政长官，这是
1990年基本法明确规定的，是香港民主发展的历史
性进步。但在彭定康眼里，这一决定却是对民主的
否认，并意味着香港民众“缺乏选择特首的能力”。
他在港督任内就误判形势，如今依然顽疾不改。彭
定康在文章里写到，“北京对香港司法地位的态度
引发人们对香港司法独立的关切。”这是混淆视听、
极不负责任的说法。仅在他发文前一周英国最高法
院院长纽伯格勋爵在《金融时报》表示，“目前我没
有看到任何削弱香港司法独立的迹象。”当然，彭定
康在他的文章中不会提及纽伯格勋爵。

在他的文章中，彭定康还竭力为他当年在香港
所做的那些错事进行辩护。他应该不会忘记，正是
他当年在香港的所作所为造成了中英双方在香港
问题上的激烈对抗，导致两国关系一落千丈。正是
他破坏了中英双方在香港问题上的合作，给香港政
权顺利交接制造了困难和障碍。他的所作所为在香
港留下了深深的不信任和对立隔阂，事实上阻碍了
香港民主的发展，其“余毒”影响至今。

香港的民主并非彭先生鼓吹的那样源自英国
的施舍和赐予，我们都知道在香港回归之前，150
年里英国为香港的民主建设毫无建树。彭定康批
评中国没有给香港带来民主岂非咄咄怪事。香港
的民主说到底是香港社会自身发展进步的产物。
如果说有什么宪制基础，那就是中国全国人大制
定的基本法，而非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明确设
定了普选特区行政长官的目标，而联合声明只承
诺行政长官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

然而，当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政改做
出决定，再次确认普选产生特区行政长官之时，
彭定康又来搅局了，要求中方“遵守承诺”。中国
政府的确对香港负有承诺，即循序渐进发展民
主、依法落实特首普选。这是中央政府对全国人
民，包括香港人民做出的承诺，不需要其他国家
监督，更不接受任何外国人说三道四，指手画脚。

当前，香港政改正处于关键时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是本着对
国家、对香港高度负责的精神，对香港民主制度发展作出的合法、合
理、合情的决定，为普选特区行政长官的具体办法确定了原则。中央对
香港拥有主权和管治权，这一决定就是主权和管治权的体现，不容任何
人和任何势力挑战。

我相信，只要在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的框架下，香港
特区和社会各界继续理性务实探讨，不断凝聚共识，就能顺利推进香港
政改，实现普选目标，就能促进香港的民主发展。

今天的香港已不是1997年之前的香港，今天的中英关系也不是1997
年之前的中英关系。当前中英两国正致力于建设“共同增长、包容发
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互利务实合作给双方人民带来了切切实
实的利益。上周中国副总理马凯和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刚刚举行第六次
中英经济财金对话，取得了丰硕的合作成果。香港问题不应再成为影响
中英关系发展的消极因素。中英双方应共同努力，维护香港的繁荣稳
定。这符合香港民众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中英双方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
益。彭定康先生关于香港的错误言论对中英关系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

（本文发表于英国《每日电讯报》）

在香港政改的问题上，有些声音听起来总
让人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有部分香港人试图绕过基本法，总是千方
百计寻找“政改外援”。先有香港反对派赴英表
达了其一贯的荒谬主张：作为 《中英联合声
明》 签署国的英国有责任监督“一国两制”的
落实情况，并指责北京干涉香港事务。

也有部分英国人，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30
年后的今天，还总觉得英国对香港这个前殖民地
仍有“未尽的义务”。就在香港反对派拼命造势，
试图颠覆全国人大公布的有关香港政改的决定
时，英国议会却称要对“香港紧张局势”进行“调
查”。远在千里之外的末代港督彭定康近来更是
喊出“英国对香港负有道义和政治责任”！

香港政改中的确还有不同声音，民主的进
程仍需要凝聚共识来持续推动。但是，政改是
香港民众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更是中国的内
政。内政问题上，角色只有中央和香港。近
日，英国 《每日电讯报》 刊登驻英国大使刘晓
明的署名文章。文章称，彭定康的观点表明他
还生活在过去的回忆中，这对今天香港的发展

有害无益。（全文见本版）

“今天的香港已经不是1997年
之前的香港”

彭定康离开香港的这些年，时不时靠着
“为香港争民主”博得版面。

2004 年，在雅加达出席研讨会时声称“七
一”游行是中央否决普选，“激怒”港人上街；
2006 年，在香港公开宣扬香港“有自由但没民
主”；2013年，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威胁
说“若中央侵害本港自主性，必定受到关注”；
今年3月，他以“自由”之名力挺“占中”核心
人物钟庭耀；7 月，他又高调“指点”“一国两
制”白皮书削弱香港司法独立……

当彭定康又在英国 《金融时报》 上发文声
称英国政府对香港负有“道德和政治义务”
时，香港各界的反映是“肥彭荒谬”。香港特首
办发言人呛声“港督均非市民选出”，而且中英
联合声明完全没有提及普选，按照香港基本法

推动的政制发展属于中国的内部事务，应由中
央及香港市民决定。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回
应“彭言论不值得回答”。

外交部发言人也再次重申，自从 1997 年香
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
自治的方针在香港得到了成功实践，今天的香
港已经不是 1997 年之前的香港，任何对香港事
务的指手画脚、说三道四都是徒劳的。

对中国内政说三道四的假道义

然而，在彭定康发表此番言论不久前，英
国最高法院院长纽伯格勋爵同样在 《金融时
报》上发文表示：“目前我没有看到任何削弱香
港司法独立的迹象。”

“普选”成为那些特别“关心”香港的英国人
眼中的焦点，但颇为讽刺的是，该议题在香港155
年殖民历史中，对末代港督及他前任27位总督而
言，压根儿就不是问题。彭定康及反对派今天装
模作样，也掩盖不了千真万确的事实：到了要撤
离香港前，英国才突然对民主感兴趣。

港英统治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民间提出
的政改建议，全数遭否决。由港督杨慕琦提出
的“杨慕琦计划”也在喧闹了6年之后最终胎死
腹中。当时英国各殖民地反抗运动风起云涌，
港督希望借此挽回民心，但是，英国政府最终
驳回了这一计划，理由是“香港目前不宜有较
深远的政制改革”，“那是太危险的做法”。

香港立法会议员吴亮星称，英国殖民统治
香港一百多年，一直拒绝给港人民主，时到今
日却对中国说三道四，彭定康的言论完全是假
道义。

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罗思义
在接受香港文汇报专访时表示，英国在殖民统
治期间，从未允许香港人选举香港总督，中国
的决定显然比英国更为民主。可是，在港英时
期，香港反对派从未站出来就自由选举问题发
动大规模的运动。现在，当中国有一个比英国
更民主的制度，他们却说“这是一个大丑闻”，
这意味着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民主派，“他们只是
想给中国制造麻烦”。

“我想大多香港人和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
希望得到正常的生活。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反对
派是‘纸老虎’。大多数人对这一切没有特别感兴
趣。他们大多希望和平与安宁。”罗思义说。

本报台中 9月 16日电 （陈伟健）
海峡两岸9家媒体今天走进台中雾峰林
家，在这里启动“两岸媒体寻根河
洛”联合采访活动，他们将从台湾出
发，沿着闽南先民入台足迹一路回
溯，经闽南到河南，携手探寻中华传
统文化流播传衍的渊源脉络。

河 （黄河） 洛 （洛水） 地区古称
“天下之中”，是中华文明最古老的发
祥地。历史上，从中原南迁的河洛文
化，在福建、台湾深化融合，形成了
海峡两岸共有的闽南文化圈，绵延不
绝、生生不息。台湾的汉族同胞，其
祖先大多从河洛南迁闽粤，然后渡海
赴台，至今许多台湾人还自称“河洛
郎”。此次采访活动将历时16天，以河
洛文化“开枝散叶”的台湾岛为起
点，以闽南文化的形成地——厦门、
漳州、泉州为中点，以河洛文化发祥
地——河南为终点，探访闽南文化之
根源。此次活动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主办。

本报电（陈原） 当代新儒家学者以12幅版画的形式共聚
一堂。由香港儒艺青年文化协会主办的“当代新儒家谱系”
艺术展 9月 13日在香港理工大学举办。展览由在港学习的内
地青年艺术家曹璇创作完成，艺术地再现了熊十力、马一
浮、钱穆、梁漱溟、冯友兰、杜维明、余英时等海内外儒学
大家的风采。

展览还将于11月中旬在香港理工大学包玉刚图书馆进行
为期一个月的延续展览。

读经 祭孔 学诗词

在台湾，中华文化基因这样传承
杜 斌 陈键兴

政改是内政，角色只有中央和香港
木 曰

依法实现普选是香港的主流民意。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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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澳在线■ 港澳在线

■ 台湾在线

9 月 28 日是孔子诞辰纪念
日，也是台湾的教师节，每年台北
孔庙依循古礼举行祭孔仪式。图
为祭孔仪式上，佾生表演八佾舞。

新华社记者 鲁 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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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湾精品、缤纷生活”为主题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台湾精品馆9月16日在广西南宁国际会展中
心11号馆开展，来自74家台湾知名企业的140件产品集中亮相。图为观众在国际会展中心台湾精品展台
驻足。 新华社记者 周 华摄

香港办新儒家谱系版画展

揭
幕
仪
式
。

郭

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