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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先贤不应忘却 日本殖民岂能美化

专家：台湾光复历史不容扭曲
本报记者 王 平

“中国抗战的胜利和台湾光复，是大陆人民与台湾
同胞共同浴血奋战的结果，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史
诗，洗刷了中国甲午战败和割台的耻辱。”10 月 25 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在广州举行的台湾光复 70
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致辞时说。

纪念台湾光复是对“台独”的郑重警告

1945年 10月 25日，中国政府宣布台湾重回中国版
图。台湾光复 70 周年纪念日当天，由中国社会科学
院、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
联谊会、中山大学联合主办的台湾光复 70 周年学术研
讨会在广州举行。来自大陆、台湾、香港及加拿大、日
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130余位专家学者及新闻出版
界人士参会。

在今天的台湾岛内，有关抗日、光复、殖民的史观
在“台独”和媚日言论双重误导下，出现了扭曲和模糊
之势。长期以来，部分绿营人士通过美化日本殖民和抹
杀台湾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史实，来削弱和否定台湾光
复的意义，进而为“台独”寻找说辞。当此之时，两岸
一起还原历史真相、陈述历史意义，显得尤为必要。

王伟光说，50年的殖民统治是日本对台湾人民进行
奴役和掠夺的 50 年，但台湾人民从未屈服，宁愿人人
战死，也不愿拱手让台。中国抗战的胜利和台湾光复，
是大陆人民与台湾同胞共同浴血奋战的结果，谱写了可
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洗刷了中国甲午战败和割台的耻
辱。台盟中央副主席陈蔚文在会上表示，今天纪念台湾
光复，是对 70 年前台湾回归祖国这一重大历史史实的
重申与肯定，也是对企图否认台湾自古属于中国的“台
独”分子的郑重警告。

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指出，台湾本来是中国的土
地，被日本窃取后重新回到中国，谓之光复。这个光复
不是和平得来，是靠亿万中国人流血流汗奋斗得来，是
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否定。他还表示，台湾从来不是一个

国家，这是从台湾历史演变中得出的基本结论。所谓
“两国论”“一边一国论”都是“台独”谬论，与历史、
与中国人民感情和中国国家利益相违背。无论在历史上
或法理上，台湾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台湾先烈抗日史实不容抹杀

与会专家表示，日本殖民台湾 50 年，台湾人民反
抗 50 年。对历史的研究决不能背离史实，台湾先烈的
抗日史实不容抹杀。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陈小冲表示，台湾民众早
在“九一八事变”近 40 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长达 20
年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武装斗争，其抗争之英勇、牺牲之
惨烈，可歌可泣。“从1895年到1915年，台湾爆发了大
小 12 次反殖民武装暴动。其中西来庵起义参加民众数
万人，被判死刑的抗日者更是多达 866 人。”他说，这
充分展现了日本殖民者的残暴本质，同时也揭示了台湾
民众抗日斗争的坚强决心。

陈小冲指出，在武装斗争失败后，从 1915 年到
1936年，台湾民众开展了持续的政治斗争和文化启蒙运
动。反抗殖民同化政策、维护台湾中华文化根基，成为
核心内容。就连日本殖民警察也不得不承认，台湾反抗
民众“民族意识很强烈”“中国将雄飞于世界，必定能
够收复台湾”。

台湾学者赖泽涵表示，日据时期，台湾民众普遍对
日本人感到厌恶。即使 1937 年后日本开始大力推行皇
民化运动，鼓励台湾民众讲日语、改日本名字，但改名
的台湾人也不到总人口的2%。“可以看出，当时绝大部
分台湾人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这是台湾民意的主
流。”赖泽涵说，日本皇民化运动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
在台湾民众中征兵，将其送上前线，为“南进”侵略政
策充当炮灰。

“李登辉和陈水扁执政的 20 年，纵容指使‘台独’
势力兴风作浪，千方百计引导台湾青年‘去中国化’，

同时令‘亲日’情结弥漫到整个社会。”北京联合大学
台湾研究院教授徐博东说，日本侵台是包括台湾同胞在
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苦难，我们应从中吸取历史教训，
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但日本右翼势力没能勇敢
地承认历史错误，还想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
这值得两岸同胞高度警惕。

认清日本殖民台湾的本质

针对当前台湾岛内少数人主张的所谓“日本是台湾
现代化功臣”“日据时期开启台湾现代化进程”的错误
观点，海内外专家学者用历史事实给予了有力驳斥。

“我从小接受的就是日本皇民化教育。日本当局鼓
吹、灌输给我们的，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是日本人’‘台
湾人是三等人’‘要为天皇牺牲生命’这样的观念。这不是
殖民化，又是什么？”年届 80 的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所
长、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兼任教授许介鳞说。

许介鳞说，“有人说日本殖民期间台湾稻米产量大
幅上涨，但当时台湾产米的 50%被强征充作日本军粮。
产米的宝岛吃不到大米，我小时候吃的主食就是番薯
干。这到底是现代化还是剥削，不是很清楚吗？”

“日本在台湾的确进行了一些经济建设活动，但这些
‘成果’和‘成就’只是表象，背后隐藏的是日本企图将台
湾变成掠夺资源的宝库这一真实目的。”陈小冲举例说，
有人说没有阿里山小火车就没有现在的旅游业，但日本
殖民者当初开建铁路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掠夺阿里山中
宝贵的林木资源，运回日本建设神社、投入战争。

辽宁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所副研究员孟月明
说，在军事占领条件下，日本对中国台湾和东北地区都
实行了大规模的移民侵略活动。在台湾全岛 370.7万甲

（一甲约为 0.97公顷） 土地中，被日本台湾总督府强行
霸占的就有 264.3万甲，被日本财阀和日本移民强行低
价收买的多达18.1万甲，两者合计占了台湾土地总面积
的68.5%。日本的掠夺罪行，罄竹难书。

“十三五”规划正在成为港澳媒体关
注的新热点。古语有“鉴往知今”，回首
行将收尾的“十二五”规划，港澳搭乘
中央的政策快车，收到的红利可谓是盆
满钵满。“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首次加入
港澳专章，详细阐述港澳 5 年发展大
计，为港澳发展准确定位。支持港澳巩
固提升竞争优势、培育新兴产业以及深
化内地与港澳经济合作，成为国家发展
战略的重要部分。

港澳“拳头产品”愈来愈强

“十二五”规划对香港的定位非常清
晰，其独特定位体现在国家继续支持香
港发展金融、航运、物流、旅游、专业
服务、资讯以及其他高增值服务业，支
持香港发展成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和
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巩固和提升香港国
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并增
强金融中心的全球影响力。

因此，近 5 年来香港正抓住机遇，

继续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善用国
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契机，努力将香
港建成人民币离岸中心。同时，香港以
金融体系为龙头，发展珠三角金融合作
区域，将金融业做大做强，进一步增强
在全球的影响力。

香港资深投资银行家温天纳指出，
“十二五”期间，香港金融市场与内地进
行了多方面融合，沪港通的落实及推
出、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等举措，不仅
深化了内地与香港的金融合作，而且为
国际资金投资内地资本市场进一步开启
了大门。

中央政府将澳门纳入国家“十二
五”规划，也给澳门特区提供了更大的
发展空间。澳门回归以后，社会稳定，
经济繁荣，博彩业等依旧发展顺利，人
均 GDP 增至 4 万美元。鉴于澳门的产业
结构相对单一，“十二五”规划强调把澳
门建设成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加快建设
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经
济适度多元化，已经并将继续对澳门未

来的发展起到巨大拉动作用。
在“十二五”规划中，中央除要求

港澳“巩固”既有地位和优势外，更加
上“提升”一词，这为港澳的进一步发
展指明了方向。借助“十二五”规划东
风，港澳“拳头产品”愈来愈强。

互融互利与内地走得更近

“十二五”规划有一大亮点，就是以
“前所未有”的篇幅谈论粤港澳合作。在
当今港澳经济须臾不可离开内地的环境
下，如何对接内地、融入珠三角，攸关
两地未来的经济命脉。

“十二五”规划表明国家支持广东对
港澳服务业开放先行先试、共建粤港澳
优质生活圈、完善珠三角与港澳的交通
运输等；更列出三地在交通、基建及区
域合作等 7 项合作项目，以深化粤港澳
经济合作，实现互惠共赢。

“在国家深化改革之际，要让港商们
知道内地现在的发展。无论搞内销、做

品牌还是房地产、饮食业和零售业方面
的商机，内地市场已大得超乎想象。”
2012年至 2014年间担任香港中华厂商联
合会会长的施荣怀表示。借助“十二
五”规划东风，厂商会已在上海、成都
等近 10个城市举办过工展会，帮助港商
打通内地销售渠道，同时为香港与内地
厂商建立了沟通的平台。

香港工商专业联会主席黄友嘉也认
为，5 年来金融方面香港配合内地的发
展，相对来讲做得最成功。此外，香港
在发展成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和国际
资产管理中心上的进展也颇有成效。在
温天纳看来，“内地业务在‘十二五‘期
间已成为香港金融市场的重中之重，香
港市场必须充分运用内地经济崛起的优
势，加快发展。”

而这 5 年，澳门也进一步加强了与
粤港的紧密合作，继续深化“远交近
融”战略，提升区域合作的层次和水
平，并通过区域产业的优势互补和协同
发展，促进澳门产业的多元发展。

近年来，追求“小确幸”成为
台湾年轻人的流行风潮。“小确
幸”来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作
品，意思是讲求追寻“微小而确
定的幸福”。这种生活态度让岛
内青年们获得共鸣。不过可惜的
是，这种本来正常的生活态度，
却被台湾媒体与政客扭曲。

在台湾政治场合中，就经
常出现所谓年轻人“小确幸”
被人为剥夺了等政治语言。到
了 现 在 ， 这 种 社 会 现 象 更 严
重，尤其是当“太阳花学运”
时，由于岛内经济不景气和蓝
绿恶斗等因素，“小确幸”俨然
变成一种对抗阶级剥夺的象征。

许多政客更为了青年选票
不得罪“小确幸”，不断给年轻
人开出不劳而获的福利支票，
造成“小确幸”与不努力和阶
级冲突画成等号。在不少长辈
的眼中，“小确幸”也被当成年
轻人“啃老”与没有大志向的
代名词。

但事实上，“小确幸”与不
劳而获不是一回事。“小确幸”
仅是一种及时得到确定微小幸
福的心理感受而已，而非待在
家 “ 啃 老 ” 无 追 求 。 换 而 言
之，是人都有“小确幸”的需
要 ， 哪 怕 你 是 充 满 大 志 的 伟
人，都会有追求心灵幸福满足
的那一刻。因此，我们在看待“小确幸”的现象
时，万不可用政治上的扭曲视角和错误眼光，错会
正常的人性需求。

再说“小确幸”型的创业，也不是什么胸无大志的
创业，而是一种新型服务型产业。“小确幸”型的企业，
就是配合大企业的发展，锁定在当代人工作压力大、
需要释放的市场需求而进行的创业，如文创咖啡馆
等。并且这种产业由于成本少、工作惬意，吸引很多年
轻人进入其中，也容易得到发展和创业先机。

总而言之，我们应对任何靠自己劳力享受微小
而确定幸福的两岸青年人与创业方式，给予鼓励与
肯定，因为他们的“小确幸”凸显的是两岸年轻人
的正能量。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台生）

联合火力打击、立体兵力
投送、红蓝实兵对抗、特战渗
透破袭……驻香港部队 10 月
下 旬 举 行 “ 香 江 卫 士 －
2015D”联合实兵演习。通过
演习，驻军陆海空部队各兵种
间的联合性、融合性、实战性
增强，机动作战、立体攻防能
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大图：步兵使用重机枪打
击“敌”目标。

小图：直升机搭载特战队
员突破火力防线。

易 定摄 （新华社发）

驻港部队举行联合实兵演习驻港部队举行联合实兵演习

“十二五”红利让港澳受益匪浅
王大可

港 澳
在 线

本报北京10月26日电（记者张盼） 10 月 26 日
上午，京台两地200余名中小学校长代表相聚北京，参
加由北京市教委、市台办、西城区政府主办的首届京
台基础教育校长峰会，共同探讨京台基础教育未来发
展前景等。峰会向与会校长发出倡议，成立京台基础
教育校长联谊会，定期召开会议，促进校际沟通与协
作。与会专家表示，京台两地基础教育资源各有优势，
此次峰会致力于集中两地优质资源，强化教育互动交
流，弥补交流与合作形式化、表面化的不足。

京台中小学校际交流合作已有多年。据介绍，目
前西城区已有30余所中小学与台湾学校有过交流。

★港台速递★港台速递

京台校长共话基础教育发展

“亲情中华·欢聚台湾”台北登场

“亲情中华·欢聚台湾”大型文艺晚会10月26日
晚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活动由中国侨联、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和台湾中国青年大陆研究文教基
金会等共同主办。这是中国侨联“亲情中华”艺术
团第三次走进台湾。 本报记者 王连伟摄

大熊猫艺术雕塑在港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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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台絮语看台絮语

10 月 26 日，“Heart Panda 大熊猫公共艺术世界
巡回展”在香港展出，逾 60只不同姿态的大熊猫造
型在香港旅游文化地标“1881”与香港市民见面。

中新社记者 谭达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