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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5月21日电（记者任成琦、张盼） 针对民进党已经在
台湾上台执政，国台办与陆委会联系沟通机制是否还能继续运作的
问题，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21日应询表示，只有确认坚持“九二共
识”这一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共同政治基础，两部门联系沟通机制
才能得以延续。

马晓光表示，2014 年 2 月，国台办与陆委会负责人在南京见
面，决定在“九二共识”政治基础上建立两部门常态化联系沟通机
制。两年多来，两部门积极互动，举行 5次负责人工作会面，建立
起两岸热线，保持密切联系沟通，妥善处理了许多复杂敏感问题，
受到两岸各界的普遍认可。两部门联系沟通机制的运作，有利于两
岸双方及时沟通情况、避免误判、管控分歧，也有利于增进了解、
累积互信，让两岸关系中的一些“不可能”成为现实。

台湾当局新领导人蔡英文 5 月 20 日的就职
讲话，尤其是关涉两岸关系的部分，引发了海
峡两岸的高度关注。大陆多位专家学者接受采
访指出，台湾当局新领导人在讲话中虽然有些
新表述，但仍然没有明确接受“九二共识”和
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未来应对此作出进
一步的明确回答。

“一份没有完成的答卷”

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义虎用“有调
整、不满意、观其行”9 个字评价蔡英文就职
讲话内容。他指出，蔡英文讲出体现“一国两
区”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这证明大陆的压
力是有效的。但正如国台办负责人所说，“这是
一份没有完成的答卷”，蔡英文还是没有说出

“九二共识”及其核心意涵，“虽然坐下来答了
题，但是大陆还不满意。”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嘉树特
别指出，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不是台湾单方面
的文件，无论“中华民国宪法”还是“两岸人
民关系条例”，都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理解
蔡英文起到提示性作用，现在还需重构一个两
岸共同的政治基础。

上海 台 湾 研 究 所 常 务 副 所 长 倪 永 杰 认
为，讲话的表态不足以让人相信蔡英文真心
接受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九
二共识”核心意涵。讲话还提出维持两岸现
有沟通机制，但她只有愿景、没有路径，无
法提出维持两岸制度化交往的可行办法。讲
话还建议两岸执政党“放下历史包袱”，但正
是民进党的“台独”党纲、“台湾前途决议
文”以及“正常国家决议文”等“台独”文

件为民共交流制造了重重障碍。目前民进党连
冻结“台独”党纲都做不到，两党对话的可能
性微乎其微。

“球”在台新当局那边

“如果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能否继续
往前推进深层次的交流，能否维持2008年以来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是要打一个问
号的。”南开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所长曹小衡
说，建构于其上的国台办与陆委会联系沟通机
制、两会制度化协商谈判机制都将停摆，两岸
各领域交流合作和人员往来也必将受到影响。

“这样的严重后果只能由改变现状的人承担。”
倪永杰认为，如果“两岸热线”成为空号，责
任当然在民进党执政当局。

倪永杰表示，对台湾当局新领导人的言
行，大陆方面会密切观察、严格检验。对她既
不看扁、看死，也不放低要求、放宽尺度。我
们不但要听她怎么说，还要看她怎么做，看她
的政治选项与政策工具是否指向“台独”。用全
国台湾研究会研究部主任严峻的话说，除了盯
住“九二共识”表态，大陆需要继续观察民进
党如何处理“台独”党纲、“台湾前途决议文”
等历史文件。

倪永杰说，蔡英文多次声称要保持两岸政
策的“一致性、可预测性与可持续性”，承诺

“说到做到”，是真是假，我们拭目以待。如果
她“说一套，做一套”，甚至视承诺为儿戏，在
两岸关系上搞李登辉、陈水扁翻云覆雨那一
套，她的政治信用将完全破产，沦为废话与谎
言。现在，“球”还在台湾当局新领导人手上。
只要回到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两岸关

系仍将波平浪静、良性互动。

高度警惕“台独”回潮

“她在讲话中回避‘九二共识’，却大谈政
治基础，是自说自话。”黄嘉树说，台湾当局新
领导人在两岸关系问题上欲言又止，“犹抱琵琶
半遮面”，说明她仍然受到“台独”的巨大压
力。这证明，两岸关系要稳定和发展，必须坚
决反“台独”。

黄嘉树认为，蔡英文讲话的新意在于“两
岸人民关系条例”，条例比较清楚地体现了“一
国两区”的定位，向大陆释放出了一定善意，
但同时也是借此将“去一中化”软着陆。中国
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王英津认为，
对此要结合未来的配套表述来看，“因为‘一国
两区’并不完全契合一个中国，既可以向一中
方向发展，也可以往‘台独’方向发展。”黄嘉
树表示，“要把民进党执政明确界定为‘台独’
回潮和两岸统‘独’拔河”，要在下一步的交锋
中，用明确的“一中”去应对民进党有包装的

“去一中化”，高度警惕蔡英文背后涌动的“台
独”浪花。

倪永杰表示，事实上，民进党上下目前正
热衷于推动政治“反中”、法理“拆中”、文化

“去中”、经济“离中”、战略“制中”。蔡英文
对两岸议题说得高来高去，让人看得云里雾
里。言辞光鲜，但内容空洞，实际举动更少。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推动“新南向政
策”、加入TPP、发展军火工业、远离大陆方面
她做得轰轰烈烈，可谓敲锣打鼓，其实质是为
了增加对抗大陆的筹码。两相对照，她的“诚
意”究竟何在？

台 湾 当 局 新 领 导 人 20 日 发 表 “ 就 职 演
说”，在两岸同胞最为关注的维护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政治基础问题上，依然采取模糊的态度、
回避的做法。她虽然提到尊重1992年两岸两会
会谈达成若干的共同认知与谅解这个历史事
实，但并没有讲清楚“共同认知”的具体内
容，并没有明确接受“九二共识”及其两岸同
属一个中国的核心意涵。这份没有完成的答
卷，并不能为大陆方面和国际社会所信服，需
要她作出进一步明确回答。

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虽然尚未统一，但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法理和现实从未改
变。“九二共识”作为两岸协商谈判与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体现了两岸同属一个中
国的核心意涵，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根本性
质。1992年11月，两岸双方就事务性商谈中如何
表述一个中国原则进行讨论，达成各自以口头方
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
后称为“九二共识”。正是因为有了“九二共识”，

才有了 1993 年的“汪辜会谈”，才有了 2008 年两
会恢复中断近 10 年的商谈，才有了 2014 年国台
办与台湾陆委会建立常态化联系沟通机制，更进
一步才有了2015年举世瞩目的两岸领导人历史
性会面。两岸关系实践证明，“九二共识”是两岸
能够建立政治互信、保持良性互动的共同政治基
础，是 20 多年来双方交流协商能够累积成果的
共同政治基础，是8年来两岸关系能够开创和平
发展新局面的共同政治基础，更是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现状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谁在台湾上台执
政，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明确接受体现一中原则的共同政治基础都是一
道绕不过去的“必答题”，也是考验台湾当局新领
导人善意和诚意的试金石。

需要指出的是，台湾当局新领导人在讲话
中提到要依据台湾地区现行规定处理两岸事
务，但只是重申了台湾方面现行规定的立场，
依然回避前述规定中明确界定的两岸关系性
质。如果要确保两岸现有制度化交往机制和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就必须与大陆方面确认
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共同政治基础。继中共中
央台办、国务院台办负责人发表谈话后，海协
会负责人和国台办发言人进一步表明态度，强
调指出，只有确认坚持“九二共识”这一体现
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基础，国台办与台湾陆委
会的联系沟通机制、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的受
权协商和联系机制才能得以延续。

我们要求台湾当局新领导人对两岸关系共
同政治基础再确认，还因为她所属的民进党至
今拒不放弃“一边一国”的“台独”立场，更
有过陈水扁在任时言行不一、背弃承诺的不良记
录。台湾当局新领导人只有真正放下“台独”的历
史包袱，放弃“打太极”“兜圈子”的做法，确实回
到认同两岸同属一中的政治基础上来，两岸双
方才可能保持良性互动，并继续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更多造福两岸同胞。

何去何从？现在，“球”依然在台湾当局新
领导人手上。 （据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本报北京5月21日电（记者任成琦、张盼） 海协会负责人21日
就今后两会受权协商和联系机制应询表示，我们在“九二共识”基
础上推动两岸协商谈判的主张和诚意不会改变。只要海基会得到授
权，向海协会确认坚持“九二共识”这一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
基础，两会受权协商和联系机制就能得以维系。

海协会负责人表示，两会协商和联系机制是建立在“九二共
识”共同政治基础上的，是得到两岸双方正式授权的。2008 年 5
月，两会通过函电确认“九二共识”这一基础后，两会联系往来与
协商谈判才得以恢复。8年来，两会先后举行11次会谈、签署23项
协议，巩固了共同政治基础，增进了民众利益福祉。

大陆专家学者评析蔡英文讲话——

回避“九二共识”何来诚意和善意？
本报记者 任成琦

台当局新领导人必须确认体现
一个中国原则的共同政治基础

新华社记者

台当局新领导人必须确认体现
一个中国原则的共同政治基础

新华社记者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

只有确认坚持“九二共识”共同政治基础，
国台办与陆委会联系沟通机制才能延续

海协会负责人表示

只要海基会获授权确认坚持“九二共识”，
两会受权协商和联系机制就能得以维系

据新华社台北 5月 22日
电 （记者章利新、陈键兴）

“2016 中华情两岸美术书法交
流展”22 日在台北举办开幕
式，展出近500件两岸和港澳
艺术家的书画精品。此次交流
展突出“永远的乡愁”的主旋
律，展现艺术家爱乡爱土、热
爱中华文化的情怀。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参展
的包括台湾书法作品 163 件、
画作约120件；大陆和港澳书
法作品128件、画作80件。参
展书画家总计近500人，是近
年来台湾难得一见的盛大书画
艺术展。

台湾中国书法学会理事长
沈荣槐对记者表示，文化艺术
交流是心灵对心灵的交流，是
深藏海底的洋流，能打破很多
虚假隔阂。这样的书画交流展
能让两岸的交流更加深入、让
两岸的情感更加浓厚，这也是
两岸艺术家共同努力的方向。

“中华情两岸美术书法交流
展”源于2013年在厦门举办的

“中华情·中国梦”中秋展演活
动，此后每年集结两岸书画艺术
家精品在厦门展出，今年是该活
动首次在台湾举办。此次展览
由台湾“中国书法学会”“中华
画学会”与中国书协香港分会、
澳门书法家协会、闽台书画院联
合举办，将持续到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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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位于福建省泉州市的中国闽台缘博物馆，正当面的巨幅壁画让10岁
的小学生黄伟楠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这幅高 18 米、宽 9 米的巨幅壁画不是“画”出来的，而是“炸”出来
的，画作用火药在麻纸上爆破炙烧绘成一棵大榕树，同时运用现代灯光和电
脑控制技术，将海峡两岸百家姓显示在壁画上。

近日，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大陆唯一展示海峡两岸历史渊源关系的国
家一级博物馆也迎来了“开馆10周年”系列活动。同黄伟楠一样，来自泉州
市的近千名小学生走进博物馆，欣赏这幅名为 《同文、同种、同根生》 的巨
型壁画，听老师讲解大陆与台湾的血脉相亲、风俗相通。

闽台缘博物馆全面展示海峡两岸在地域、血缘、文化、建制沿革、商贸
往来、宗教信仰和民俗风情等方面的历史关系。元宵赏花灯、端午赛龙舟、
中秋节博饼……看着《乡土闽台》专题展中关于台湾民俗风貌的展示，黄伟楠和
身边的同学分享着自己新发现的“秘密”——“台湾人和我们泉州人的生活好像
啊！”闽台两地岁时节庆、礼俗的相似，让他惊喜不已。

在隔壁的展厅里，来自福建永春的七旬老人郑培昆正在细细地观看 《闽
台姓氏与谱牒文化》展览展品。“姓氏文化是一种凝结的情缘，这座博物馆里
也有我的一些‘贡献’。”郑培昆说。

3年前，郑培昆和族人一起，把自家延续百余年的族谱捐赠给了闽台缘博物
馆。从光绪年间的42册石板印刷族谱到民国年间的25册油墨印刷族谱，再到2011
年新修的17册电子印刷族谱，郑氏家族的族谱修撰传统一直没有断绝。

两岸民间交流恢复以来，老人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寻访散落在台湾的郑
氏族人。“从1949年开始，两岸的族人基本隔绝联系，现在则不同了。我们联
系到许多在台湾的族人，并把他们的姓名、生辰等信息增加到新修的族谱
里。”郑培昆说。

目前，闽台缘博物馆馆藏族谱已达 2191 种 5486 册，涵盖两岸 115 个姓
氏，并建立了族谱信息资料，开放两岸谱牒查询对接平台，以期为海峡两岸
民众寻根认祖提供服务。“族谱背后是人伦、是文化，它本身就是一种两岸宗
亲之间的凝聚力。”郑培昆说。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自 2006年 5月开馆至今，已接待观众近千万人次，其
中台胞近 70万人次，渐成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两岸合作交流的新平台。
10年间，博物馆文物藏品新增 3146件 （套），其中从台湾岛内征集和接受台
湾同胞捐赠文物1038件 （套）。

博物馆外的广场上，一对高达19米的九龙柱静静矗立，象征着海峡两岸
都是龙的传人。

“香火长传妈祖庙，风波不阻闽台缘。”10年间，闽台缘博物馆牵动着两岸民
众的情愫，未来会有无数个10年，这里也将会有无尽的故事。“‘两岸一家亲’永
远是故事的主题。”闽台缘博物馆馆长林建春说。 （据新华社福州电）

“风波不阻闽台缘”
尚 昊

近日，“四川周”暨
大熊猫世界艺术巡回展在
香港举行传媒发布会。会
上宣布，由四川省林业厅
与香港海洋公园合办的

“四川周”将于 5 月 20 日
至 29 日在香港海洋公园
举行。首度在香港举行的

《熊猫亦艺术》 大熊猫世
界艺术巡回展，将展出 5
位艺术家的 20 多件以大
熊猫为主题的艺术作品。

图为一名嘉宾在香港
海洋公园怡庆坊展出的展
品前走过。

伍永健摄 （新华社发）

港蜀合办“四川周”
熊猫艺术成主角

台湾玄奘大学影剧艺术系与原住民学士专班，近日推出2016新戏《齐天
大圣西游记》，剧中将融入4D效果，让观众深入其境，颠覆对 《西游记》 的
既定印象。 钟 扬摄 （中新社发）

玄奘学生演玄奘 推出4D西游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