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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办发言人强调

搞“台独”分裂必将自食恶果
本报记者 王 平

国台办发言人强调

搞“台独”分裂必将自食恶果
本报记者 王 平

针对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近日的“台独”言
论，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9月 27日在例行记者
会上表示，大陆方面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
独”言行，决不允许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
演，搞“台独”分裂必将自食恶果。马晓光还
就大陆对台政策、两岸交流等回答了记者提问。

两岸关系红线很清晰

有记者问，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赖清德近日
称，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两岸是互不隶
属的关系。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马晓光回
答，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不是
国与国关系，也不是“一中一台”。台湾作为中
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就不是一个国
家，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马晓光还表
示，两岸关系要有良好的改善发展，首先要明
确回答两岸关系的性质问题。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日前称，情绪式的仇
恨或者一味地讨好都无法正视大陆的崛起和发
展。马晓光就此评论说，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
开放近 40 年来，大陆的发展进步取得举世瞩目
的成就，也得到越来越多台湾同胞的认同。“台
独”势力靠抹黑大陆、制造对抗和仇恨混日子的
时代越来越难以为继。从根本上说，决定两岸关
系走向的关键因素是祖国大陆的发展进步。

“形势比人强，大陆的发展进步吸引了越来
越多台湾同胞的目光。在这个趋势下，两岸同
胞的相互了解只能是越来越充分，和平发展所
积累的良性因素也会越来越多。”马晓光说。

有记者问，蔡英文日前提出“宪改”议
题，有评论认为这是为“法理台独”做准备，
发言人怎么看？马晓光表示，我们将密切关注
有关动向。“我再次重申，两岸关系的红线是十
分清晰的，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
心是坚定不移的。”

交流合作是共同愿望

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新歌声》在台举办活

动遭冲击一事成为热点问题。发言人马晓光就
此表示：“是谁挑起冲突？是谁幕后指使？是谁
企图让一场正常的音乐交流活动泛政治化？大
家心中都有答案。”

马晓光说，两岸观众喜爱的品牌音乐节目
《中国新歌声》今年第3次应邀赴台举办音乐交
流活动，受到台湾青年欢迎与期待。我们乐见
两岸青年以音乐的名义相约，共享音乐梦想带
来的欢乐。但几天前活动在台举办时遭到携带

“台独”旗帜和标语的人有组织地冲击，引起各
界关注，也受到岛内舆论的批评和质疑。

“这就是一场两岸青年人喜爱的单纯、正常
的音乐交流活动，而且在台已举办三届。”马晓光
说，“把这场活动泛政治化的人可能是缺乏自信，
可能是出于特定意识形态偏见。把这场活动说成

‘文化统战’是毫无根据、昧于事实的。”
被问及此事件对两岸交流的影响时，马晓

光指出，今年是两岸开启交流30年。30年两岸
关系发展历程充分说明，虽然有种种曲折和波
澜，但要交流、要合作是包括绝大多数台湾同
胞在内两岸民众的共同愿望，是阻挡不了的历
史趋势。我们支持和鼓励两岸民间特别是青年
学生加强交流的政策措施不会改变，也相信两
岸交流合作的民意和趋势不会改变。

有记者问及台高中课本文言文比例调降，

马晓光指出，“台独”势力处心积虑在课纲教材
上做手脚，遭到大多数有良知的台湾教育界、
文化界以及舆论的质疑和反对。台教育主管部
门的做法只会使台湾的教育沦为政治操作的牺
牲品。

大陆一贯维护台胞权益

针对大陆驻墨西哥使馆对地震受难台胞提
供援助一事，马晓光说，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
内的海外中国人的权益，是我们驻外使领馆一
贯的宗旨和政策。他对日前在墨西哥地震中遇
难的台胞表示深切哀悼，对遇难者家属表达诚
挚慰问。

马晓光介绍说，这次墨西哥发生强烈地震
后，中国使馆接到求助电话，在得知 5 名台胞
受困及下落不明后，积极要求墨方有关部门全
力施救。在黄金救援72小时内，使馆密切跟进
救援情况，并多次看望被困台胞亲属。9 月 22
日，经墨西哥有关部门及台胞亲属确认，被困
的5名台胞均不幸遇难。“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
肉兄弟。我们的驻外使馆包括驻墨西哥使馆愿
意进一步向有关台胞亲属提供协助，妥善处理
有关善后事宜。”

马晓光介绍了福建湄洲祖庙妈祖神像在台
巡游活动。为满足台湾广大妈祖信众的强烈愿
望，应台湾鸿海集团、新北市板桥慈惠宫、台
湾妈祖联谊会的邀请，湄洲祖庙妈祖神像 9 月
23日至10月9日在台湾开展为期17天的巡游活
动，涉及台北、新北、基隆、桃园、新竹、苗
栗、嘉义、云林、彰化、台中等10个县市，涵
盖台湾 89 个宫庙，是历届巡游宫庙最多的一
次，是两岸民间交流的一大盛事。

马晓光还介绍了15日设立的海峡两岸产业
合作区的有关情况。为帮助台商台企在大陆拓
展新的发展空间，国台办会同国家发改委、商
务部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授牌设立了海峡两岸产
业合作区。该合作区是“一区三园”，包括防城
港产业园、崇左产业园和钦州产业园，将为台
资企业在大陆发展提供更大商机。

“我们来自世界屋脊西藏……”9月26日晚，台湾新竹，交通
大学大礼堂。随着大幕开启，舞台背景上的湛蓝天空下的布达拉
宫呈现在观众面前，八大藏戏片段《扎西德勒》在钹鼓声中开场。

这是“雪域彩虹连宝岛——西藏文化台湾校园行”系列文化
活动之一。由中华文化联谊会、西藏自治区文化厅和台湾大学院
校艺文中心协会共同主办的“雪域彩虹连宝岛”活动，首次大规
模在台湾校园介绍西藏文化。

9月22日，“唐卡精品艺术展”在台湾正修科技大学开幕，包
括勉唐画派、勉萨派、嘎玛嘎赤画派、钦则画派等西藏唐卡绘画
4大派别 50余幅优秀作品亮相高雄。为了让台湾师生更深入地了
解西藏唐卡艺术，主办方特别在两所学校安排了两场西藏唐卡艺
术讲座。同时，《扎西德勒》分别于9月22日、9月24日在正修科
技大学、台湾艺术大学上演，交通大学是第三站。

被誉为“藏文化百科全书”的唐卡绚丽精美，正修科技大学
的展览吸引不少师生。西藏文化厅厅长岗青介绍，唐卡是藏族文
化中独具特色的卷轴绘画艺术形式，有以藏传佛教为主的宗教
画，也有传记画、历史画以及反映生活习俗的风俗画，还有反映
天文历算和藏医藏药的科学画。唐卡展不仅可以让参观者欣赏到
西藏绘画艺术，还可以借此了解西藏的人文历史、民俗风情。

已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藏戏，第一次登上
台湾的舞台。担纲演出的西藏藏剧团团长班典旺久介绍，最初想
演场大戏，但道具布景运到台湾存在困难，于是挑选了八大藏戏
最精彩片段，从传统藏戏 《温巴顿》 开场，到 《文成公主》《婚
礼》片段结束，汇编成一个多小时的节目。

藏戏是集戏剧、音乐、文学、舞蹈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尽管
整场演出均以藏语唱白，演员们高亢雄厚的唱腔、或优美或刚劲
的舞姿，以及斑斓华丽的服饰，赢得观众们热烈的掌声。退休教
师谢琼珍是交通大学的校友。她说，虽听不懂藏语，但借助舞台
两侧的中文介绍，自己可以大致了解内容，“觉得蛮新鲜的”。

交通大学硕士二年级应用艺术专业的李同学说，很少能在台湾看
到与西藏相关的表演，觉得演出很有趣，“有些乐器、舞步都是我们在台
湾没有看过的。”同样硕士二年级音乐专业的张同学则较关注藏戏使用
的乐器。他觉得，藏戏中使用的打击乐器钹和鼓，有点类似台湾的舞龙
舞狮，“音色是一样的，只是节奏不同”。他还觉得藏戏中一些动作与歌
仔戏有点像，“比如看他们骑马的动作，就知道他们大致在做什么事。”

81岁的范光棣先生自美国退休后回台湾居住，他说自己不常
出门，但“昨天听说是场藏戏，我就说我要来。”他认为，演出很
精彩，让他回忆起40多年前去西藏时的情景。

班典旺久坦承，对于台湾观众能不能接受藏戏，最初是有些
担心。但一路演下来，他越来越有信心。“在台湾艺术大学演出
时，压轴戏《文成公主》片段《婚礼》，观众都站起来鼓掌。”

台湾大学院校艺术中心协会理事长龚瑞璋则表示，相信这个
两岸文化交流活动，会让师生们对西藏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本报台北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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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9月 27日电 （记者陈
然） 首届苏港融合发展峰会 27 日在
香港隆重举行。江苏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李强出席峰会并发表主
旨演讲，冀将“国家所需、香港所
长、江苏所有”紧密结合，共同抢抓

“一带一路”建设机遇。李强为两地
拓展合作空间提出4点倡议，包括开拓

“一带一路”广阔市场、叠加双方特色优

势、加强两地交流互鉴及优化创业营商
环境等。

截至今年6月，香港企业在江苏
投资项目近4万个，投资额占江苏省
实际利用外资的一半。香港是江苏对
外投资的第一大目的地、第七大贸易
伙伴。现时江苏省在港投资项目累计
超过 1300 个，也有超过 70 家江苏企
业在香港成功上市。

本报香港 9月 26 日电 （连天）
为促进内地与香港文化交流，由香
港集古斋主办，香港泉南文化研究
会、泉州历史文化中心、泉州市美
术家协会联合协办的“林剑仆国画
展”，9 月 25 日起一连 5 天在香港集
古斋举行。

全国政协常委林树哲、中国书法
家协会香港分会主席施子清、香港福
建社团联会主席吴良好、香港天地图
书总编辑孙立川等为画展开幕式主礼。

第二次在香港举办个人展览的林
剑仆介绍，这次展出的 60 多幅国

画，大部分以家乡为主题，希望可以
引起居港闽南乡亲的共鸣。

国家一级美术师林剑仆没有受过
严格的专业训练，他不袭师承，自主
学习，自成面貌，知名国画家黄永玉
称赞林剑仆“书画双绝”。在他的画
作中，可以充分领略到温情、圆融自
在及自得其乐。他的多件书画作品参
加全国性及国际性重大展览并获奖，
曾在福州举办“林剑仆书画展”及学
术研讨会，由荣宝斋出版 《当代画
史·经典作品》 喻继高、林剑仆、刘
文西三人集。

本报澳门9月 27日电 （记者苏
宁） 澳门特区政府公报今天刊登行政
命令，行政长官崔世安根据《澳门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五十条，并根据

《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选举制度》，
委任澳门特区第六届立法会7名委任
议员。获行政长官委任的 7 名议员分
别是：马志成、庞川、胡祖杰、柳智毅、
冯家超、邱庭彪、陈华强。至此，澳门第
六届立法会33名议员全部产生。

在这一届官委议员中，除了马志
成是上届留任外，其余新任 6 名官委
议员都是学者或专业人士。其中有 4
名来自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高
校，有两名分别是律师和土木工程师，
平均年龄45岁，有5名拥有博士学位。

获委任的澳大博彩研究所所长冯

家超表示，感谢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
信任，进入议会首要任务是协助政府
科学施政。本届官委议员背景和新一
届立法会的组合更加平衡，官、产、
学、文都有不同议员代表。立法会有
相对平衡的议事背景，有利于将来重
大议题得到更大共识。自己过往 10
多年来参与多项研究计划，涉及博
彩、民生、旅游等领域。希望能将研
究成果和服务社会的构思想法带到立
法会，与同事们一起理性探讨。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澳门特区第
六届立法会由 33 人组成，其中直接
选举议员 14 人、间接选举议员 12
人、委任议员7人。行政长官在收到
立法会选举总核算纪录后 15 日内，
以行政命令委任上述7名议员。

本报北京9月27日电 （记者聂传清）
27日，庆国庆海外联谊系列活动“华诞中
国·亲情北京——2017年海外侨胞故乡行”
启动仪式在京举行。该活动由中国侨联和
北京市侨联联合举办。

北京市侨联主席荣洋在启动仪式上致
辞。他说，海外侨胞是北京经济社会发展
的一支重要力量，北京的发展变化和成
就，离不开海外侨胞的支持。“故乡山水
远，两情总相依。”我们真诚地欢迎海外侨

胞能常回北京这个老家看看，积极投身北
京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建设，积极主动
宣传中国、介绍北京，传播中国声音，讲
好北京故事，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海外侨胞故乡行”活动旨在让海外侨
胞感受祖国和首都北京的蓬勃发展，感受
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的关心惦念，感受侨
联组织“家”的温暖；旨在进一步凝聚侨
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为北京的各项

建设事业发挥优势、贡献力量。
今年共邀请了 100 位侨胞参加活动，

分别来自五大洲 25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
大多数是中国侨联和北京市侨联的北京
籍 海 外 顾 问 、 海 外 委 员 和 海 外 青 年 委
员，也邀请了一些非北京籍的海外侨胞
参加。

这个系列活动为期 4 天，包括参观北
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宋庄画展、北京市规
划展览馆、老舍茶馆、北京文化创意产业
展示中心、中关村智造大街、前门东区规
划改造项目等；听取北京市市长报告会；
参加北京市政府国庆招待会以及北京市侨
联庆国庆侨胞联谊会等。

澳门第六届立法会议员全部产生
7名官委议员新鲜出炉

苏港融发峰会聚焦“一带一路”机遇

闽籍艺术家林剑仆国画展在港举办

“海外侨胞故乡行”在京启动

9月 27日，澳门旅游局举办传统托
盘比赛庆祝世界旅游日。参与者从大三
巴牌坊出发，托着啤酒穿越澳门历史城
区的街道，跑到议事亭前地的终点。

上图：参与者从澳门大三巴牌坊前
出发。

左图：参赛者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澳门托盘比赛 庆祝世界旅游日澳门托盘比赛 庆祝世界旅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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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7 日，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发布会
上邀请记者提问。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9 月 27 日，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发布会
上邀请记者提问。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