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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随着“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的一
纸令文落地，第一批探亲台胞途经香港回到大陆，两岸
长达38年的隔绝状态被打破，交流的大门由此打开。

30年过去，两岸交流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间
接到直接，从单向到双向，经济、文化、社会联系达
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两岸暨港澳各界人士日前齐聚一
堂，纪念两岸交流30周年，分享对两岸关系发展变化
的感受和对未来的展望。

台湾的未来在大陆

“30 年来，两岸交流的浪潮浩浩荡荡。从最初的
台胞赴大陆探亲寻根，到旅游、经商、求学，实行全
面‘三通’，各项交流从无到有，实现全方位多领域的
两岸交流格局。”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在纪念大会上
细数两岸交流30年来的成就，他说，两岸人员密切往
来，不但拉近了彼此的心灵距离，也增进了双方的了
解和互信，增强了作为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两岸交流
合作、融合发展，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祖国统一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董建华的此番发言引起与会嘉宾的广泛回应。台湾
新党主席郁慕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讲述两岸关系
从对峙到交流、两岸人民从分隔到融合的发展历程，“和
平发展、终极统一，永远是两岸关系的主轴线；振兴中
华、光宗耀祖，永远是两岸关系的主愿景。”

一组组数据是最有力的明证。截至2016年底，两
岸人员往来累计近1.17亿人次，两岸同胞通婚近38万
对；商务部历年来批准台商投资项目近10万个，实际
使用台资近700亿美元……现在平均每天有近3万人次
来往两岸，近百万台胞在大陆工作、学习和生活。

“以前老一辈回乡看到家人，是痛哭流涕的。如今
台湾的年轻人到大陆来发展，是充满希望的。”郁慕明
认为两岸应共同为下一代规划，不断增进交流，让台

湾年轻人更了解大陆，了解中国的崛起。
董建华则直言“台湾的未来在大陆”。中国经济发

展的成就举世瞩目，今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将超过 30%，其提出的“一带一路”等倡议为两岸
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巨大契机，“世界潮流，顺之者昌。
加强两岸的交流，搭上大陆发展的顺风车，是台湾人
民的不二之选。”

“台独”分裂没有出路

半个甲子过去，两岸交流成果丰硕。来之不易的
成果凝聚着无数人的心血和付出，值得倍加珍惜。遗
憾的是，去年 5月以来，台湾民进党当局一直拒不承
认“九二共识”，不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破坏了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受
到严重冲击。

“‘台独’分裂是没有出路的。”国台办主任张志
军在纪念大会上强调，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
同属中华民族，这一历史事实和法理基础是改变不了
的。是否承认“九二共识”是回避不了的必答题。
“‘台独’势力妄图削弱、切割台湾同大陆的政治、
经济和历史文化联系，磨灭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意
识，已经激起两岸同胞的强烈愤慨，也更坚定了继续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

国民党前副秘书长兼大陆事务部主任张荣恭点名
批评民进党当局毁掉过去 30年的努力成果，他指出：

“台湾岛内‘去中国化’运动要立即停止，否则两岸关
系只会恶化。”民进党创党人之一、前“立委”朱高正则呼
吁，台湾负责任的政治人物应化解及消融“台独”流毒，
让台湾同胞回到祖国怀抱，共享一国的尊严。

“在两岸应共同纪念两岸交流 30 周年之际，台湾
当局采取各种方式阻挠两岸合作交流，煽动两岸民意
对立，违背时代潮流。”董建华在发言中一再强调坚持

“九二共识”对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性，呼吁民进党当
局不要做损害两岸人民感情和中华民族大业的事，停
止“台独”分裂活动，重回正轨。

香港的角色很关键

本次纪念大会的主办方全国台联、两岸和平发展
联合总会和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将会议举办地点
选在香港湾仔会议展览中心，其实有着深层次的考
量，因为香港在两岸关系发展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香港中旅集团证件部总经理兰海涛在现场举起
1987时最早由他们集团发出的一张台胞证，这张纸片
便是香港推动两岸交流的见证。

1987年起，香港以其独特的优势成为台湾民众进
入大陆探亲、旅游、经商和投资的主要渠道，成为两
岸间的交流平台、沟通视窗以及合作桥梁。香港特
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将香港形容为两岸交流
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她说，过去 30 年，香港在推动
两岸交流合作及重大事务性商谈、促进两岸关系缓
和与发展等方面一直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香港回
归祖国 20 年来，港台两地交流合作日益紧密。香港
与台湾去年分别是对方的第四大及第三大贸易伙
伴，近 400 家台企在香港设有办事处，台湾是香港第
二大旅客来源地，仅次于内地，去年台湾居民访港人
次超过 200 万，两地文教、科技、学术等领域的交流
也热络发展。“两岸关系与港台关系能和平稳定发展，
是广大民众的共同期盼。”

“香港回归祖国 20 年的实践证明，‘一国两制’
取得巨大成功，香港保持资本主义特色，社会繁荣稳
定，经济发展平稳。”董建华认为，香港的成功经验
将为未来两岸和平统一提供直接的、正面的启发。他
相信，未来香港还将在两岸关系发展中发挥独特积极
的作用。

两岸交流三十周年 和平发展民心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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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笛横吹，黄酒小菜又几碟；夕阳
余晖，如你的羞怯似醉……”这首周杰
伦演唱、方文山作词的 《兰亭序》 颇具

“中国风”，深受众多歌迷的喜爱。不
过，这歌词将来年轻人能不能看得懂，
已经成为台湾文学大家、中文系教授与
高中语文老师的一种忧虑了。台当局教
育部门近日举行的课程审议会上，一大
波去文言文的“议案”赫然出炉，引发
岛内社会深深忧虑。

坦白说，此前学生代表们所谓的
“学古文很无聊”“唐宋八大家不过是
‘造神’造出来的”这些荒唐的理由不过
是为降低文言文比重寻找的借口，某些
组织团体为了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无
非是要进一步实现“文化台独”，戕害台
湾的年轻一代。

这一点从“网络投票”入选的文章
中就可见端倪：比如这其中许多都是迎
合“台湾主体意识”的作品，也有日本
人中村樱溪所作的 《七星墩山蹈雪记》。
可以说，为了实现意识形态上的“去中
国化”，民进党当局不惜自毁下一代的语
言根本，这已经到了荒腔走板的地步。

针对课审会小组的建议，中文教授
和专家们也都无法沉默。前不久，多位

“院士”、大学教授在脸谱上联合发表声
明，截至目前，已有万余人参与联署，
抗议新课纲。而白先勇、余光中等也先
后发声，直言语文课纲审议要尊重专
业，不能沦为实现台当局“去中国化”
的工具。

事实上，自民进党上台以来，虽然
虚与委蛇地说着“维持两岸现状”，但事
实上又搞出很多“去中国化”、伤害两岸
同胞感情的小动作。取消祭黄帝陵、去
孔、去孙、废除课纲微调、不再在高中
单独教授中国史、推行“国语”多元
化，如今则向课本中的文言文开刀，可
见民进党开足了马力，要把中华文化的
根在台湾彻底斩断，让台湾的下一代不
再记得自己是炎黄子孙，只晓得“古今
台外”。

从情感上来说，大砍文言文、搞
“文化台独”的举措会扩大两岸同胞之间

的情感裂痕，减少台湾青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而从理性功
利的角度来说，这些做法则会影响台湾青年未来的竞争力。

随着中国大陆在全球影响力的日渐增强，世界各地对中
华文化的关注越来越多。“汉学”“中国学”在许多国家都成
为“显学”，学习汉语的人更是不计其数。而台湾地区在过去
几十年来保留、传承中华文化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不论
是德高望重的文化大家，还是普通人背诵引用经典古语的能
力，或是以“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命名的道路，
都曾让许多人感叹，台湾是有着浓郁中国味的地方。

而这种浓郁的中华文化氛围其实就是台湾软实力的体
现。但是，如今民进党当局却要“自毁长城”，淡化中华文化
在台湾的氛围，削弱台湾年轻人掌握传统语言文化的能力，
这种做法无异于“文化自杀”。

如果任由事态发展下去，想象不远的将来，当外国人能
脱口而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
也”，但台湾人却表示听不懂时；当台
湾年轻人们准备踏入职场，却因为中文
能力测试不过关而被心仪的公司拒之门
外时，不知那时他们将多悔恨当初没有
好好学古文。

中华文化这笔老祖宗留下的财富，
台湾要是丢掉了，只会后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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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农历七月，一年一度的盂兰节如约而至。作
为香港本土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香港潮人盂兰
胜会”不仅代表着宗教及风俗符号，更蕴含了丰富的
历史、文化和社会意义，承载着几代香港人的集体回
忆及身份认同。

百余年来，神秘又有趣的盂兰胜会已逐渐融入社
区，成为香港本土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孝亲精神

9 月 1 日下午，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球场人头攒
动，台风临港前的酷热并未阻挡人们兴奋的脚步，只
见三三两两的老人围聚在场内各处，不时传来几句夹
杂潮汕乡音的问候和笑语。

随着一声清脆的锣鼓，由香港潮属社团总会主办
的“2017 盂兰文化节”在维园球场中央正式揭开序
幕。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张晓明、副
主任何靖、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及香港潮
属社团总会主席陈幼南等一众嘉宾身着大红色棉布唐
装，以“抢孤 （将祭祀的贡品提供给民众抢夺） ”形
式共同主持开幕典礼。

张建宗在典礼上致辞时说，很多人都以为盂兰节
只是与鬼神有关，但其实盂兰文化最重要的精神在于
慎终追远、孝亲报恩、行善济贫、博爱互助，这也正
是中国人弥足珍贵的人文文化。

据统计，目前香港的潮籍人士约有 120 余万，占
香港总人口的 1/6。这些“潮人”从内地移居到港，并带
来传统的盂兰文化，至今已有 100 多年历史。每逢农
历七月，他们便会举办独特的盂兰胜会，活动包括祭
祀、烧纸钱、派平安米、福品竞投、酬神潮剧等。

祈福香港

香港潮人盂兰胜会于2011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张建宗形容“难能可贵”。陈幼南则表
示，香港潮属社团总会是潮人盂兰胜会的保育单位，
一直重视这一传统节日的传承推广，旨在将内涵丰富
的潮汕文化习俗融入本地社区，把慈善和孝亲的美德
传递给大众。

随后，陈幼南与孙子共同表演亲子盆供堆叠，两
人齐心合力，将代表不同寓意的供品及米包有技巧地
层层叠起。按照盂兰习俗，盆供堆叠得越高，寓意父
母将收获越多福报。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本届盂兰文化节特
别增设了“祈福香港”活动，为全港市民祈福。深井
潮侨街坊盂兰胜会副会长郑文光向记者介绍
说，会场内的许愿区设计思路源自盂兰文化
的天地父母概念，以天圆地方配合五行色相

（青、红、白、黑、黄），分别代表东、南、西、北、
中央5个方位，象征天地宇宙的组成。

刚刚步出许愿区的张德桂婆婆在许愿卡
上写下“要平安、更要民安，愿香港有福
报”的词句，又将卡片与平安米包一同挂
起。她告诉记者，只要虔诚许愿，就可获得
天地庇荫，以至心愿传达。

多方推广

在正对文化节入口处的会场侧，精彩纷
呈的盂兰文化展示区也吸引了不少来往观众
驻足。咀嚼春草的红神马、高大威猛的大士

爷、色彩斑斓的神袍以及布置精细的请神仪式场景
……盂兰胜会中最重要的元素经立体呈现后，神采飞
扬、栩栩如生。

另一边厢，几名小朋友正在水墨画师的指导下一
笔一画地勾勒着图案，稚嫩的笔尖描绘出盂兰胜会内
各种吉祥景象。不远处的文化摊位前，家长们也踊跃
参与吹糖、扎作和剪纸等互动游戏，玩得不亦乐乎。
第一次来到盂兰文化节的刘女士给记者展示她亲手绘
制的大士爷脸谱，笑说自己并非潮州人，但通过寓教
于乐的活动，已感受到潮汕文化的魅力。

除此之外，香港潮属社团总会还在场内设置3D主
题拍摄区、文化讲座、非遗工作坊及美食摊位等与公
众互动，同时培训一批本地大学生任导赏员，带市民
深入认识盂兰文化。

“盂兰文化节”为香港祈福
本报记者 陈 然

盂兰文化展示区吸引不少香港市民驻足。 陈 然摄

据新华社香港9月9日电（记者丁梓懿） 据香港特区
政府新闻处9日消息，香港与东南亚国家联盟 （东盟） 9
日宣布完成自由贸易协定和相关投资协定的谈判。

双方是在第二届中国香港—东盟经贸部长会议上作
出上述公布的。会议于菲律宾帕赛市举行，由香港特区
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和菲律宾贸易和工业
部部长拉蒙·洛佩斯共同主持，其他与会者包括来自东盟
成员国的部长或其代表。

邱腾华说，东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2016
年，东盟位列香港第二大货物贸易伙伴，也是香港 2015
年的第四大服务贸易伙伴。香港与东盟将于11月签署自
贸协定和投资协定。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范围全面，当
中包含的承诺具有价值，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
投资、经济和技术合作以及争端解决机制。自贸协定将
于完成必要程序后生效。

香港与东盟的自贸协定谈判于 2014 年 7 月展开。香
港与东盟的货物贸易总额在2016年达8330亿港元，服务
贸易总额在2015年达1210亿港元。投资方面，截至2015
年底，东盟为香港的第六大向外直接投资目的地和来源
地，有关投资存量分别为2180亿港元及5550亿港元。

香港与东盟完成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9 月 9 日，在安徽省合
肥市蜀山区井岗镇十里店
辖区的江南茗茶城，来自
台湾的员工陈瑞英，拿到
了工会会员证，正式加入
大陆工会，这在安徽还属
首例。

发展台籍员工加入工
会，目的是通过两岸员工
共同参加企业工会组织，
增进他们对民族的认同感
和对大陆工会的认识。

葛宜年摄 （人民视觉）

台湾员工加入台湾员工加入
大陆工会大陆工会

本报台北9月10日电（记者孙立极、陈晓星）“根与
魂——多彩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演出”昨天在高雄佛光
山首演，为“守望精神家园——第四届两岸非物质文化
遗产月”拉开帷幕。“守望精神家园”系列活动今年以

“多彩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题，由中华文化联谊会、
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台湾沈春池文教基金
会共同举办。

据主办单位介绍，贵州不仅自然风光秀丽多姿，“十
里不同天，一山不同俗”，民族文化也丰富多样。此次活
动分为“根与魂——多彩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演出”和

“霓裳华冠——多彩贵州苗族服饰展览”两部分。演出部
分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的侗族大歌，还有苗族飞歌、反排木鼓舞、侗族
琵琶歌、锦鸡舞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精彩纷
呈。展出部分不仅展出苗族各支系盛装服饰、多套巧夺
天工的珍贵银饰，还邀请“苗族刺绣”传承人欧东花、

“银饰锻制”传承人杨光宾等7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传承人，现场展示精湛技艺，同时开设了苗族泥哨、剪
纸工作坊与参观者互动，让台湾民众亲身体验贵州民俗
工艺的魅力。

“多彩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亮相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