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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在
此前后，台湾民众纷纷通过不同方式，深情缅怀中山
先生丰功伟绩，表达他们对中山先生的景仰和追思之
情。他们细数中山先生与台湾的深厚渊源，感念中山
先生当年对台胞的深厚感情，并冀望以中山先生为媒，
深化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与台湾渊源深厚：至少来过三次

“中山先生与台湾有着深厚渊源，对当年遭受日
本殖民压迫的台湾同胞怀有深厚感情。”台北“国父
纪念馆”前副馆长曾一士说，“早在1897年，中山先
生就让陈少白来台，推动爱国志士建立兴中会台湾分
会，激励台湾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中山先生自己
至少 3次到过台湾。他的各类论述有几十次提到台
湾，临终前仍念念不忘台湾光复大业。”

中山先生第一次到台湾，曾经在台北西门町附近
住了44天。1900年9月28日，中山先生由日本神户搭
船抵达基隆，之后住在今天长沙街近汉中街口的一处
洋宅。中山先生此行是为了惠州起义，寻求日本总督
的支持。他在这里成立起义指挥所，策划指挥前方的
起义行动。由于日本总督食言，军械接济之事落空，
惠州起义宣告失败。11月10日，中山先生乘船赴日。

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遭到
通缉。当年8月5日，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孙中山
乘船从福州马尾抵达基隆，8月9日转赴日本。在台北

期间，孙中山下榻在一家叫梅屋敷的旅馆。据梅屋敷
主人大和宗吉的弟弟藤井悟一郎回忆，中山先生着黑
色西服，不多言语，随行除有日本人保护外，台湾总
督府也派宪兵在门口警戒，似是礼貌接待，也不无监
视意味。尽管如此，中山先生还是会见了兴中会老同
志杨心如、当年割台时台湾北部抗日军首领陈秋菊等
人。这是中山先生的第二次台湾之行。

中山先生第三次到台湾，是在1918年6月初。中
山先生由广东汕头取道台北赴日本，本想和台湾同胞
见面，发表意见、宣传主义，唤起民众的意识，但因
日本殖民政府的阻挠而未能实现。这次来台，中山先
生只在台北住了一夜，次日即离开台湾。

1925年3月12日，中山先生于北京病逝，虽然日
本殖民者百般压制，台湾民众还是通过各种方式举行
悼念活动。在北京，一群就读于北京大学的台籍爱国
学生以北大台湾同学名义，致送了一副挽联，上联
是：三百万台湾刚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领导；下联
是：四十年祖国未竟事业，舍我辈其谁分担。词意悲
切激扬，豪情干云万丈，表达了台胞对中山先生的爱
戴，也说明了台湾与大陆荣辱与共，休戚相关。

从塑像到纪念馆：中山先生就在身边

“你知道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吗？
对了，中山博物院。”曾一士解释说，“因为它是在
1965年 11月 12日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那天落成的。”

出于对中山先生的崇敬，台湾很多地方有中山先生的
塑像，几乎每个乡镇都有中山路，很多城市都有中山公
园，有几十个以中山命名的大学、中学和小学，还有不
少以中山命名的楼堂馆所。可以说，在台湾民众的生活
中，中山先生无处不在。中山先生在台湾的纪念场馆，
最著名的当算“国父纪念馆”和“国父史迹纪念馆”。
“国父纪念馆”之于台北，是一处重要的地标，

是许多台北人心灵的家园，近年也成为大陆民众最爱
光临的场所之一。1965年 11月 12日，“国父纪念馆”
奠基，1972年5月16日落成。开馆之初，“国父纪念馆”
主要作为陈列中山先生的革命史迹之用，并有部分展
演活动。现在，“国父纪念馆”则是岛内知名的社教文化
中心，有大会堂、孙逸仙博士图书馆、中山画廊，还有展
览室、励学室、演讲室及联合服务中心，很多全岛性的
音乐、舞蹈、戏剧等活动都在这里举行。
“国父史迹纪念馆”，就是中山先生二次到台湾时

下榻的梅屋敷，虽然因为市政建设之需北移了50米，
但梅屋敷基本保持了原貌及原有陈设。房间内悬挂着
中山先生当年为旅舍主人大和宗吉书写的“博爱”两
个大字，下方则依照中山先生当年使用样貌，摆设着
方桌、坐垫、屏风，还有1910年孙中山先生在美国旧
金山《少年中国晨报》办公时曾使用过的桌椅。

以中山先生为媒：推进两岸交流合作

“在两岸交流中，中山先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

色，因为他是两岸同胞都景仰的伟人，所以减少了很
多禁忌。”曾一士说，“两岸的许多往来第一次都是因
为研讨中山思想而顺利成行。”

1997年，“国父纪念馆”的同仁前往北京，与大
陆同行在老舍茶馆聚首，面议3天，取得共识，此后
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的准备，邀请包括北京中山
堂、广州中山纪念堂、南京中山陵园管理局在内的
多家大陆单位前往台北，开启了两岸“中山交流”
的先河。

随着两岸关系的演进，近年来，两岸围绕中山思
想的学术交流活动十分活跃，这对共同继承中山精
神，增进两岸同胞的沟通和感情，促进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其中由广东省和国台办主
办、已经连续举办多届的“中山论坛”，已然成为中
山思想研究的新平台。

实现国家的统一，是中山先生毕生的信念和追
求。中山先生说，“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
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
“国家一天不统一，就不能说革命成功”。中山先生以
自己的不懈奋斗，实现了“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
挫愈奋，再接再厉”的誓言。中山先生的遗训，“革
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包含着对振兴中华的
深切期盼，也包含着对后来人的庄重托付。

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说得好，衷心希望两岸同胞和
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努力，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共同实现中山先生的伟大理想，共谋民族兴，共
圆中国梦。

香港有句俗语：生不入官门，死不入地狱，官门就是指警
署。因为以往，在警署过夜的都是囚犯。不过现在，将警署、文
物和酒店三重“身份”集于一身的香港旧大澳警署，却变身为当
地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游人纷至沓来。

旧大澳警署是新界区内一所最早期的警署建筑，位于香港西
端的大澳渔村，于1902年落成。以往，它主要负责保障大澳的治
安，并以舢舨在区内巡逻，确保所有进出大澳的货物已向海关申
报。上世纪50年代初，驻守旧大澳警署的警察有14名。至1996
年，由于小渔村治安良好，大澳警署改为巡逻警岗，大部分警员被
调配到龙田村报案中心，而旧大澳警署也最终在1996年12月关闭。

几年前，由香港发展局主导，斥资6600多万港元，将见证百
余年历史变迁的旧大澳警署改造成怀旧、浪漫的大澳文物酒店。
为了保留警署特色，酒店不仅保留了原有的铁窗、原木地板、囚
室铁门、火炉、水池、炮台等设备，还妥善保留了大炮、搜索射
灯、守护塔、储物室及泥封已久的地堡等特色，整体展现着19世
纪晚期的古典建筑色彩。

为抵御海盗，旧警署外共有3个旧炮台和一支探射灯。昔日海盗肆
虐时，警署关起铁窗抵挡子弹，如今部分铁窗上仍有旧时枪弹痕迹。

进入前台的房间，便置身于报案室，抬眼可见左右两间有铁
门的拘留室。酒店的9间可入住房间由警署办公室和宿舍改建，
“海狮”是前警局局长睡房，“海虎”则是酒店景观最佳的房间，
透过窗户可将大澳自然海景尽收眼底。餐厅平台一隅本是旧警署
的看守塔，现在成为情侣用餐的好地方。

香港历史文物保育建设有限公司大澳文物项目负责人黄宝儿
称，改建旧警署的目的是向社会推广文物历史建筑的保育与欣赏
价值，协助带动大澳经济及旅游的持续发展，并为大澳创造就业
机会，鼓励回流就业。

有“东方威尼斯”之称的香港渔村大澳，水面上立着一排排
古老的棚屋，烘托出独特的渔乡风情。但近年来，大澳渔业日渐
式微，村民单靠捕鱼难以维持生计，转而从事海产加工，大多数
人成年后都离开大澳工作或求学。

2012年开业以来，大澳文物酒店以非牟利社会企业形式经
营，所有盈余均投放在文物保育、维修及支持大澳社区经济与旅游
发展上。黄宝儿称，今后还将搜集大澳区内长者的亲身经历和回忆，
然后把所得的口述历史写成剧本，“活化”历史，打出名声。

香港是中西文化交汇之地，自上世纪起就吸引
了不少内地的学术大家，新亚书院的创办者之一唐
君毅即是其中一位。

唐君毅出身书香门第，幼承庭训，一生致力人
文精神的重建与发展。1949年 4月，唐君毅远赴香
港，与钱穆、张丕介等创办新亚书院，并兼任教务
长、哲学系主任等职。作为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
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
在新亚书院的作用无可替代。

有人说，作为培养中国文化承续发扬之人才的
学校，新亚书院是靠钱穆的名望、唐君毅的理想、
张丕介的实践和徐复观的勇敢共同支撑起来的。其
中，唐君毅被誉为新亚书院的“亚圣”，几乎每届学

生入学和毕业，他都有讲话。比如，他曾经当众讲
解新亚校训“诚明”二字，“诚即是真实，明即明
白”，借以阐释和传播新亚书院的文化教育理想。

类似的讲话，都收录在1991年台湾学生书局版
《唐君毅全集》。日前，由九州出版社编辑出版的
《唐君毅全集》新编本出版发行。从中，可以更全面
地窥见唐先生后半生的香港岁月和不竭情缘。

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唐君毅受聘为该
校首任文学院院长和哲学讲座教授，1967年任新亚
研究所所长。1974年，以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讲座
教授荣休，继续任新亚研究所所长。4年后，唐先生
病逝于香港，享年70岁。

在现代新儒家的阵营中，唐君毅是被称为典型
的仁者型新儒家。他在香江的岁月，通过身体力
行、撰述育人带动了传统文化的复兴，似一颗划破
夜空的流星。其人虽去，却让后来者久久注目不已。

香港个别候任议员公然辱国“播
独”，香港各界无不义愤填膺，并开始
深层次反思事件原因。不少人认为，目
前香港出现如此“反智”的候任议员，
与历史教育的缺失关系密切。他们呼吁
特区政府及香港社会予以正视，只有让
青年一代正确认识中国历史及香港定
位，才最符合香港长远、整体利益。反
之，挑战国家主权统一，散播狭义的排
外思想，只会令香港走上绝途。香港
《文汇报》也就此发表评论文章，指出
辱国事件警示“中国历史科目不可废

弛”。文章摘发如下：
在香港回归前，那时的香港学生尚

且知道中国人的根源、优点，知道中国

四大发明，不会忘记祖父母辈做“弱国

人”时的悲惨，不会忘记旧中国被列强

虎视鹰瞵、豆剖瓜分的危局，更不会忘

记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那场罪恶的侵略

战争强加给包括港人在内的全中国人民

的深重苦难。然而，回归后从2000年起

取消了回归前中国历史作为必修科的地

位，到2009年课程改革大幅削减选修科

目后，中史科竟然无人问津，导致新一

代因不知历史而对国家产生误解甚至抗

拒。更严重的是，这使“港独”思潮在

青年人中有了市场，一些排斥国家民族

的行动和谬论，竟然在青年学生中谬种

流传。

从2014年两名香港大学生配合英国

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作

证”，妄称英国应该迫使中国“履行”

联合声明并作出谴责，甚至重启《南京

条约》及《天津条约》云云，到今次曾

就读岭南大学中文系的游蕙祯和城市大

学的梁颂恒辱国辱族，更加说明中史科

不可废弛。

清朝文学家龚自珍说：“灭人之

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

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才，湮塞人之

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

其史。”著名历史学家钱穆也说：“忘记

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忽视历

史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社会。”可见历

史教育的重要性。辱国事件警示中史科

不可废弛，全面于中学恢复“中国历

史”独立成科，作为必修的国史科，已

经势在必行。

亚洲第一个“弯”掉的地区？

台湾同性婚姻有望合法化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立法院”11月8日一读通过攸

关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民法》亲属编条文修正草案，交付
“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跨出婚姻平权第一步。如果接下
来的过程顺利，台湾极可能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恋婚姻合法
化的地区。

台湾有着巨大的同性恋群体，也拥有在亚洲最开放的同
性恋观念。法律没有禁止同性之间的性行为，在工作场合与
教育环境中也禁止性向歧视，而且每年都会举办全亚洲最盛
大的同性恋游行。

不过，草案也引发部分群体的反对，其中“台湾性别人
权维护促进协会”当天上午号召近百名妈妈带着幼儿到“立
法院”外抗议，他们高举“同婚毁家废婚”的标语，认为法
案对家庭造成伤害，所以妈妈们要为儿女权益站出来。

台湾民众情系中山先生
本报记者 吴亚明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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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必须学习中国历史

唐君毅的香港情缘
本报记者 任成琦

中山楼

中山先生塑像 中山先生史迹展一角

▲ 大澳文物酒店外景

▲ 酒店内的天台餐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