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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现在有些年轻人都不知道陈映真是谁了。”在为台湾知名
左翼爱国作家陈映真举办的台北纪念会上，记者听见身边一位老先
生发出感慨。陈映真生前的文化界好友，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
会、《夏潮》 杂志、劳动党、保钓运动、台湾少数民族、统派社团
等各界代表，与陈映真夫人陈丽娜等家属共约500人日前在台北相
聚，追忆逝者，遥致敬意。

一生为民众发声

陈映真是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台湾同胞的杰出代表，知名文学
家，台湾爱国统一阵营的杰出领袖和理论家。他于 2016年 11月 22
日在北京病逝，享年 79岁。台北纪念会上，首先播放 15分钟的短
片，重现陈映真在台湾劳动党、中国统一联盟、白色恐怖平反运动
与反军购运动等实践场上的演说片段，勾勒陈映真一生的奋斗历
程。

台湾各界代表共十余人随后依次发言。与会者认为，陈映真毕
生为台湾民众发声，为两岸和平统一努力，为社会的平等呼喊。他
的逝世是台湾爱国统一力量、两岸文学界的重大损失，但他的精神
及其奋斗的事业，不会被遗忘，反而会被愈加发扬。

台湾白色恐怖受害者代表、知名“统左”人士陈明忠说，陈映真是
台湾相当重要的统左理论家，台湾的思想斗争不能没有陈映真这面
旗帜。台湾作家黄春明认为，陈映真对其写作“有路标、启示的作用”。

“映真告诉我，写作不是无病呻吟，而要有内容”。他说起曾与陈映真
分享阅读经验，提到《共产党宣言》里站在穷人立场的一段话，陈映真
眼眶泛红，两人相拥在一起。

被称作“台湾鲁迅”

陈映真 1937年 11月生于台湾省苗栗县，大学时期开始文学创
作，曾因反抗台湾当局独裁专制被监禁。获释后，长期坚守台湾文
化阵地，创办《人间》杂志等进步刊物，颂扬台湾同胞的爱国爱乡
传统，批判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揭露“台独”的荒谬与危害，
感召许多台湾同胞走上追求祖国统一的道路。1988年参与创建台湾
中国统一联盟并出任主席。2006年定居祖国大陆，受聘为中国作家
协会第七届、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

台湾学者王德威把陈映真比作“台湾的鲁迅”。陈映真曾说，
鲁迅给了他一个祖国。“从鲁迅的作品中，读到他对中国深切的关
怀和热爱，让我从小就认定中国是自己的祖国。”1968年，陈映真

因“组织聚读马列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被捕入狱7年，由此结
识上世纪50年代台湾政治犯，“让我知道曾经有一代人抱着高洁的
灵魂，为了理想志业而家破人亡的故事”，从此化茧为蝶，“由一个
市镇小知识分子走向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的知识分子”，左翼倾
向和浓厚人文关怀贯穿其创作生涯。

年轻人为何读不懂

台湾左翼作家蓝博洲对记者说，陈映真生在日据末期的台湾，
看到过两岸对立所造成的悲剧、台湾底层人民的痛苦，有跟其他作
家不一样的关怀，留下了非常丰厚的思想和文学遗产，他关于二战
后台湾历史的理论思考对台湾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蓝博洲说，台湾现在有些年轻人读不懂陈映真作品，是因为
其对社会的基础知识不够，对历史不够了解，需要由师长和媒体
带动去阅读陈映真，从而更好地认知台湾历史和两岸关系。作为
比陈映真晚一代的人，自己是在读到陈映真之后才真正了解台湾
社会。陈映真和鲁迅一样，经典就摆在那里，不读是年轻人自己
的损失。

台湾人间出版社发行人吕正惠称，《陈映真全集》 正在筹备
中，预计2017年11月推出，作为陈映真逝世一周年的纪念。

（本报台北1月2日电）

“不读他作品是年轻人的损失”
——陈映真台北纪念会侧记

本报记者 张 盼文/图

日本负责对台湾交流事务的民间机构
“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 1月1日起更
名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
会”。岛内有人将之引申为自圣多美和普
林西比与台湾“断交”后，日本对台湾的

“雪中送炭”，并感激涕零地评价说，这种
“正名”是台湾一次“外交”大突破，开始了
摆脱“一中原则”的首部曲云云。事实果真
如此？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明确表
示，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一中一台”或者“两
个中国”的企图，大陆对日方的“消极举措”
表示强烈不满，敦促日本不要向台湾当局
和国际社会发出错误信号。

自我麻醉

对于日方的做法，台湾“外交部”随
即表示欢迎。有亲绿媒体称，“交流协
会”改名的理由是“时代变了”。

台湾与日本 1972 年 9 月“断交”，同
年 12 月日本成立“财团法人交流协会”，
台方成立“亚东关系协会”（“亚协”），
作为双方事务沟通与互动的平台，继续维
持经贸、文化交流及技术合作等非政府间
实务关系。当时日本政府希望的名称是

“日本交流协会”，但蒋介石要求用“日华
交流协会”，日本不同意，最后只以“交
流协会”为名。

如今，搞了一个小动作的日本驻台机
构表示，今后将扮演彼此间的桥梁，尽心
竭力使日台关系更上一层楼云云。民进党

“立委”姚文智得寸进尺地引申和想象
说，国际间如果能逐渐“正名”，凸显台
湾的识别，“百分之百欢迎”。

民进党等待类似的机会已经很久了。
重夺政权后，蔡英文在对日关系的人事布
局上费尽心思：谢长廷出任“驻日代
表”；邱义仁当选“亚协”会长；苏嘉全
担任“立法院台日交流联谊会会长”。谢
长廷曾任民进党主席、“行政院长”，早年
留学日本，而邱义仁也是党内亲日派，至
于苏嘉全则是现任“立法院长”，不难发
现这是向日方释出强烈的政治讯号。

但欢欣鼓舞之余，也有人头脑非常清
醒。台湾联合新闻网的评论说，“外交”
一向讲求互惠互利，日本虽将其驻台单位
加上“台湾”二字，但台驻日机构的名称
仍然未动，依旧是“台北经济文化代表
处”。有熟悉台日关系的岛内专家分析
称，实质上能否转化为具体的“外交关
系”上的提升，尤其未来台日高层能否互
访，是重要观察指标。有“立委”提醒
说，不希望因此触动对岸敏感神经。

眉来眼去

时间永是向前，似乎真的“时代变

了”，台日间政治上的眉来眼去越来越
多。李登辉的媚日奴骨众所周知。谢长廷
还未赴日就职就公开宣称，期许未来台日
关系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甚至是

“命运共同体”。面对日媒“台湾人为什么
对日本殖民政府好”的问题，谢长廷竟然
没有否认。

民进党上台不久，“立法院长”苏嘉
全即率领 20 多名“立委”赴日活动。被
媒体评为在日尽显“奴才相”的苏嘉全
称，此行“希望促进台日国会及台日双边
的友好关系”，言下之意，即希望在目前
的民间关系上能有“突破性进展”。

一个巴掌拍不响。日本政坛一直活跃
着一股亲台的政治势力。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是成员之一，安倍外祖父、已故日本前
首相岸信介，岸信介弟弟、已故前首相佐
藤荣作都是“知台派”的鼻祖。“5·20”
蔡英文的就职典礼，日本破天荒派出了
252人的庞大代表团。

蔡英文内心里希望傍上美日同盟的大
腿，在“联美友日”的路线中，找到“抗
中”的机会，尽量借助“外援”，拖延直

面“九二共识”必答题的时间。
看到台湾当局可资利用，日本不断施

以口惠，比如，日本前自卫队将领公开鼓
吹，要“强化日台军事交流与合作”；亲
台日本议员不断放话，要推动所谓日版

“与台湾关系法”云云。可惜有贼心没贼
胆，口惠而实不至。如今，终于来点实际
行动啦。虽然动作幅度不大，但对需要在

“国际空间”问题上抱团取暖的台当局来
讲，足可拔高到自圣普与台“断交”后，
日本对台湾的“雪中送炭”高度。

自欺欺人

有人担心，如果台湾一厢情愿地把这件
改名称的事，当成日本赐给台湾当局的恩
典，蔡政权是否又该想出点子来报答恩公？

因为“冲之鸟”的争议，台日早在去
年7月底就决定在台“亚协”与“日本交
流协会”的架构下，就海洋事务合作展开
对话。根据媒体透露出来的讯息，尽管蔡
当局对“冲之鸟”是岛是礁的认定不吭
声，但这种让步，并没有换来岛内民众最

在意的“冲之鸟”附近的捕鱼权。反而是
双方在对话时，就台湾进口日本福岛核灾
食品事宜，不断讨价还价。如果不是岛内
民意反弹太大，估计蔡英文当局早就乐得
顺水推舟了。

即使这样全身心“友日”，就在苏嘉
全赴日活动的第二天，日本驻香港首席领
事井川原贤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日本对
台政策没有变化，也不打算做出“突破
性”行动。为何？因为日本通晓“一中原
则”的分量，同时吃定了台湾。如台湾观
察家所言，两岸关系的战略缺陷在蔡英文
主政下清晰可见。如今民进党不承认“九
二共识”，挑起大陆明确将“一中原则”
应用于国际场域，进一步压缩“维持现
状”的模糊空间。大国竞争下，日本略施
小惠，就让急需“外援”的台湾身陷安倍
外交战略布局中。联合新闻网评论说，此
举只是日本应台湾社会的“内需”做给台
湾人看的政治举动。日本对台关系仍然不
脱“一中”架构，“不能把日本的一点

‘菜尾’当成外交大餐”。否则，可能换来
更大的代价。

日驻台机构改名要搞什么鬼
本报记者 任成琦

新华社香港电 国务
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对媒
体表示，在“一国两制”
下绝对没有“港独”的任
何空间，全国人大常委会
针 对 “ 港 独 ” 进 行 了 释
法，是以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 方 式 表 明 中 央 政 府 在

“港独”问题上的严肃立
场：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
的部分，任何情况下都决
不允许“港独”，这是“一
国 两 制 ” 不 可 碰 触 的 底
线，是香港最重要的宪制
和法律原则。

2017年 1月 1日出版的
《紫荆》杂志刊发对王光亚
的专访。王光亚在专访中表
示，“港独”不仅危害了香港
社会的繁荣稳定，还严重冲
击了“一国两制”的原则底
线，这已不单是特区的事
务，更是中央管理的事务。
相信香港绝大多数市民是
爱国的，不认同“港独”言行
的，“港独”没有发展的市场
和空间。

王 光 亚 说 ， 总 体 来
看，香港过去一年经济平
稳发展，春节期间发生的
旺角暴乱事件很快得到依
法处置，香港市民感受到
了法治、和平与秩序的重
要，社会大局继续保持稳
定。几场选举依法公平、
公正、有序地进行，其中
涉及的“港独”问题也依
法得到有效处理。全国人
大常委会关于基本法第一
百零四条的解释，立下了
规矩，划定了红线。

他表示，全国人大常
委会释法不会损害香港的
司法独立，香港司法独立
不能限制全国人大常委会
释 法 。 需 要 特 别 指 出 的
是，司法独立是香港法治
的重要原则，中央从来都
珍视并维护香港的司法独立。全国人大常委会
通过释法解决基本法实施中的问题，同样是法
治原则的体现。

他指出，香港高等法院原讼庭和上诉庭在
对有关案件作出判决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全
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的地位、作用和效力。在具
有终审权、司法体系独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法院有时不得不承担起重大的宪制性责任，通
过司法程序处理重大的政治问题。案件判决结
果说明，香港的法官是有承担的，是对香港的
承担，也是对国家的承担。

王光亚还表示，“一国两制”是一个全新的
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一
些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是很正常的，不能
期望一帆风顺。中央对香港是有信心、有耐心
的。只要“一国”的原则不被破坏，“两制”的
差异是完全可以得到包容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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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8月15日，台湾民间团体都会来到位于台北市庆城街的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前抗议。图为台湾保钓团体举行集会，要求日
本政府为当年侵略暴行谢罪道歉。 本报记者 吴亚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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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接新年，继跨
年夜推出烟火灯光秀后，
台北 101 大楼从元旦起至 1
月12日，晚间7时至9时30
分，每隔半小时有灯光秀
展演，共有9种不同的灯光
模式。1 月 2 日是元旦 3 天
假期末尾，台湾民众纷纷
把握最后的闲暇出游，不
少人登顶台北象山与炫目
的台北101大楼合影。

本报记者 张 盼摄

▲1 月 1 日，香港举行
2017年龙狮节，庆祝元旦。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摄

辞旧岁 庆新年辞旧岁 庆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