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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 《告台湾同胞书》 发
表 40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台湾同胞积极
响应。洪秀柱、郁慕明等率领的台湾各界人士代表
团近来接连参访大陆。两岸各界人士围绕两岸关系
与民族复兴等开展对话协商，深入交换意见。第十
一届海峡论坛也在福建举行，汇集起广泛的民间力
量，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如何认识当前的反“独”促统形势？两岸对话
协商和互动前景如何？近日由海外网与人民日报海
外版港澳台部联合举办的金台沙龙活动，邀请到5位
专家学者与会，共同探讨当前局势，展望两岸关系
前景，为两岸交流交往献智献策。

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

中国社科院台研所所长助理、研究员彭维学表
示，两岸民主协商回应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新格局、
新需要和新期待。两岸关系的格局和国家统一的战
略环境与 40年前相比，发生了重大深刻的变化。大
陆对两岸关系的主导力、塑造力和影响力是空前提
高的。

在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仇开明看来，两
岸综合实力发生剧变是对台影响的一个基础，而台
湾民众对大陆的看法也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即对大
陆正向认知逐步增加。

仇开明表示，我们主张的民族复兴发展目标与
融合发展的惠台政策以及增进台湾民众福祉的作
为，这三者是高度统一的，总体上契合台湾社会对
两岸关系的期待。

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王英津表
示，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在岛内恶意歪曲大陆的一
些政策，将“九二共识”等同于“一国两制”，刻
意挑拨台湾民众，试图升高两岸敌意。希望岛内民
意的正向变化能扩大开来，为两岸深入交流提供正
能量。

全国台湾研究会副秘书长严峻则认为，当前两
岸交流，反“独”和促统必须齐头并进。人民日报
海外版港澳台部主任吴亚明也认同这一看法。他
说，大陆发展蒸蒸日上，国际社会的一中格局逐渐
巩固，使得域外势力阻挠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成本
越来越大，台湾挟洋自重的筹码越来越小。当前机
遇和挑战并存，要做好机会管理和风险管控。

助推两岸社会融合发展

两岸的协商应该怎么因势利导？严峻表示，
关键还是要找准共同点，当下两岸的共同点在经
济联结。

吴亚明认为，今天台湾人到大陆来创业创新已
变成新常态，很多人觉得人生舞台就在大陆，是什
么发生了转变？就是利益格局。

彭维学建议，要扩大民主协商，加强政策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提出5点主张，其中事
关台青台生就业、创业的工作要做好。更进一步
讲，除了加强经济融合发展，还要深化价值认同，
包括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提高两岸民
众的心灵契合。

仇开明表示，从大陆方面来讲，今天的对话与
协商，其立意和初衷就是要让台湾社会和民众认识
到大势，了解大陆的善意，把握发展的机遇。因为
台湾的多种力量以及一些域外势力是在误导和左右
台湾民众的认知和判断。

彭维学说，民主协商除了结合惠台政策，也欢
迎主张统一的人士到大陆来。如今蔡当局的焦虑感
明显上升，因为“台独”势力和政治人物一心搞对
抗，失道寡助，其声音已经减弱。而广泛的民主协
商，可以为台湾民众提供更顺畅表达意见的渠道。
通过这种渠道，大陆让台湾民众认识到“一国两
制”的好处，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为未来两岸制度
谈判提供强大的民意基础。

交流和统一不可阻挡

严峻表示，两岸交流协商，肯定是以“九二共
识”作为对话基础。彭维学认为，台湾民众从民主
协商、两岸合作中看到了希望，得到了获得感，也
会更加支持“九二共识”。

仇开明认为，民进党和“台独”势力一直处心积虑
地炒作所谓大陆“威胁”，力图用所谓的“安全”主轴取
代发展主轴，以稀释和压制台湾民众强烈的经济和民
生需求。民进党和“台独”势力为此需要不断制造冲
突，通过抗争的手法取得和巩固政治权力，成为台湾
对立的始作俑者和主要根源。持续的政治对立和冲突
加剧了内耗，荒废了很多政治社会议题的解决，导致
台湾经济发展的长期停滞和中下层人民生活水准的
下降。

仇开明表示，现在台湾民众已经认识到这个问
题，这就相对抑制了民进党和“台独”势力的操作
空间。

彭维学认为，未来肯定还会有很多岛内团体和
有识之士，包括智库、学者、媒体参加两岸的协商
交流。两岸交流内涵越来越深，参与的群众越来越
广，影响越来越大，这是蔡英文当局阻挡不了的。
王英津也认为，从两岸力量的实、势和时来看，任
何势力想阻挡中国统一的步伐都是不可能的。

当然，国家的统一，包括两岸民主协商也是一
个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兼具的过程。彭维学认
为，这几年台湾民众对“台独”害台、美国误台、
大陆壮台的认知明显提升。如何把这种提升转化成
对国家统一的认知和推动，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吴亚明最后表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
一是我们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必然要求。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统一思想，做好新时代的对台工作，加快祖国和
平统一的进程。

专家学者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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羲皇故里，古乐悠悠。中华儿
女，共祭始祖。

6月22日，甘肃省天水市伏羲庙广
场旗幡招展，庄严肃穆。上午9时50分，
2019（己亥）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
大典正式开始。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正
伟，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陈镇湘，甘肃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铎等两
岸各界代表出席公祭大典。

鼓声威武，钟磬悠扬。34 通震天
鼓声象征着全国 31个省、自治区、市
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中华儿女共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的崇
敬之情，9响钟鸣代表了中华民族传统
的最高礼数，表达全体中华儿女对人
文始祖伏羲创世功绩的崇高敬仰和无
限尊崇。在场者全体肃穆伫立，共同
感悟伟大祖先一画开天、肇启文明的
创造精神。

随后，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唐
仁健恭读祭文，追思太昊伏羲“肇启
文明，泽被八方”的大德伟业，赞美
伟大祖国各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讲
述陇原大地“富民兴陇”的新气象新
面貌，号召中华儿女“再接再厉”，祈
佑“神州梦圆，龙脉永昌”。

“曦开迎圣”“盛世颂祖”“厥功大
德”“万代敬仰”“福佑中华”……在鼓、

号、钟、磬的和鸣声中，乐舞告祭的各乐
章依次呈现。在恢弘的礼乐声中，舞者
们聚合穿插、次第组合，演绎出伏羲“画
八卦、结网罟、制嫁娶、造琴瑟”的丰功
伟绩，手捧寿糕、点心、鲜果、花束、高香
等贡品的乐舞人员，向中华人文始祖伏
羲圣像敬献供品。乐舞告祭后，各界代
表缓步来到伏羲庙，敬献花篮，行鞠躬
礼，瞻仰伏羲圣像。

同一时间，在台湾台北，2019 两岸
共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典礼在圆山大
饭店举行。台湾各界人士与甘肃天水伏
羲文化交流团成员数百人共襄盛举。中
国国民党副主席曾永权担任主祭官。

典礼由鼓艺阵开场。在司仪主持
下，鼓乐共鸣、献花、迎圣像等祭祀
仪程依次进行。在主祭官带领下，各
界人士代表向伏羲圣像敬献鲜花并鞠
躬行礼，祈求海峡两岸和平繁荣发
展。过程中，中国国民党主席吴敦义
来到现场，向伏羲圣像鞠躬行礼。

“此次两岸共祭活动的主题是‘同
根同祖，中华共祭’。”参加共祭典礼
的甘肃天水伏羲文化交流团代表王振
宇说，活动的隆重举办有助于弘扬伏
羲文化，对进一步增进两岸同胞血浓
于水的民族感情和加强两岸经贸文化
交流有积极推动作用。

台湾新北市三重先啬宫董事长李
乾龙表示，伏羲是两岸民众共同敬仰
的人文始祖，每年举办祭祀活动对于
促进两岸交流和加深同胞感情意义重
大。现在每年都有众多台湾民众到大
陆参加祭祀伏羲、黄帝、炎帝等活
动，印证两岸同根同源。

台湾中华伏羲协会理事长张馥堂
指出，伏羲氏是中华各民族共同敬仰
的人文始祖，是同根同祖的价值信
仰，守护伏羲信仰是所有中华民族成
员的共同责任。

伏羲被称为“中华人文始祖”，位

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相传伏
羲诞生于天水，创制了历法、八卦，
教人渔猎驯养，倡导男聘女嫁，发明
乐器歌谣。天水祭祀伏羲已有 2000
多年历史。1988 年天水市人民政府
恢复了历史上的公祭伏羲典礼，此后
一年一度的伏羲文化旅游节，成为天
水市乃至甘肃对外交流的重要文化品
牌。2006 年，太昊伏羲祭典荣列国
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2014 年，两岸首次实现共祭，今
年是两岸连续第六年同步祭祀伏羲。

陇台共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
本报记者 柴逸扉 王锦涛

香港大学生游学团走进吉林
新华社香港6月22日电（记者丁梓懿）“薪火相传 弘

扬中华文明——2019香港大学生游学团”启动礼22日在香
港举行。45 名香港优秀学生将于 7 月到访吉林省，探访历
史古迹，感受当地风土民情，了解国家发展历程。

游学团将于 7 月 15 日至 25 日到访吉林多个特色景点，
包括长影博物馆、长白山天池和大峡谷、延边朝鲜族地下
森林以及靖宇陵园、长春第一汽车厂等，并将与当地高等
院校的大学生进行交流和座谈。

吉林省海外联谊会秘书长曲渊春在启动礼上致辞表
示，青年是国家未来发展建设的主力军，只有对国家有更
深入的了解才能从心底产生认同。游学团就是香港青年学
生加深对内地客观了解的重要桥梁。他鼓励同学们珍惜此
次到内地交流的机会，认识国家发展，开阔视野和眼光，
为未来发展做好准备。

老团员李梦月讲述了自己的难忘经历。她说，教育基
金会给予她一个难得的交流机会，得以以人之优长，启发
自我。

这次活动由香港井冈山教育基金主办，香港特区政府
民政事务局、香港青年发展委员会资助。香港井冈山教育
基金已成立近20年，今年是连续第十年主办游学活动。10
年间，香港学生北上黑龙江、西至宁夏、云南，足迹遍布
山东、江苏、福建、广东等多个省份。

新华社厦门6月23日电（邓倩倩、付
敏） 以“融合与共赢”为主题的第六届两
岸学子论坛 22日在厦门大学开幕，来自新
加坡国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
学、台湾大学、北京大学等海内外 50余所
知名高校的 200余位专家及青年学生与会，
共同为两岸青年学生更好地融合发展汇聚
正能量。

就读于台湾大学的陆生潘玥岑与来自
东海大学的台生蔡宜庭因微视频结缘，共
同拍摄了一支关于一家咖啡馆在两岸间经
营的故事。

第二次参加学子论坛的蔡宜庭即将于
今年9月入读中国人民大学。提起到大陆求
学的初衷，她说：“我觉得在大陆学的东西
很多元，希望能够接触更多的人和事。”

队友潘玥岑则是出于对台湾文学的热
爱，考取了台湾高校的本科和硕士。她认
为，两岸同学日常交流很顺畅，相互之间
很热情坦诚。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执
行主任刘国深表示，对两岸同学来说，
彼岸都是彼此的机会，青年学生们借此
吸收来自彼岸同学的正能量，可以走得
更远。

海峡两岸青少年文化交流基金会会长
姚志胜说，两岸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基础
在民间、动力在民众、希望在青年。两岸
学子论坛汇聚两岸学子，倾听彼此的声音
与诉求，增进彼此的认知与理解，共同感
悟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潮流。

本次论坛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
创新中心、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
海峡交流文化中心主办，内容包含纪念
陈映真征文活动启动仪式、学子论坛研
讨、微视频展播与学术汇报、“追梦、筑
梦与圆梦”——和知名企业家面对面圆
桌论坛等。

台 湾 长 荣 航 空 员 工 罢 工
已影响4万多名旅客

新华社台北6月23日电（记者石龙洪、何自力） 台湾
长荣航空空服员罢工进入第 4 天。长荣航空公告，23 日至
28日，将取消640多个航班，预计影响10万多名旅客。

因劳资纠纷未达成共识，长荣航空空服员20日下午发
起罢工。截至22日，长荣航空已取消200多个航班，影响4
万多名旅客。

长荣航空公告，23日取消113个航班，预计影响2.46万
人；24日至28日，每天取消100多个航班，5天共取消532
个航班，预计将影响10万多名旅客。

长荣航空已暂停29日前新的订位，并启动24小时轮班
制，动员所有员工安排受影响旅客的行程。长荣航空表
示，会尽最大努力协助旅客安排机位或签转至其他航空公
司，将影响程度降到最低。

由于航班取消数量多，且事发突然，造成旅客不便，
引起旅客和旅游业者的不满。有旅行业协会表示，罢工是
长荣航空劳资争议引起，旅客和旅行业都直接受害，他们
将到罢工现场表达抗议。

目前，劳资双方仍处对峙中，罢工仍在持续。有台湾
媒体认为，此次罢工或陷入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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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研讨“一带一路”茶文化
新华社澳门6月22日电 （记者郭鑫） 由亚洲 （澳门）

人文与自然研究会主办的“2019 中国茶文化在‘一带一
路’的作用”研讨会22日在澳门举行。来自海内外多位专
家学者围绕中国茶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传播和发挥
的作用等话题展开研讨交流。

亚洲 （澳门） 人文与自然研究会理事会会长曾一士在
致辞时说，研究会是由一群跨越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
组成的跨界合作研究团队，近年来分别从“通古今之变”

“究天人之际”“生活物质艺术化”和“艺术品金融化”等
四大主题出发展开研究和交流，希望对澳门本地人文与自
然的均衡和深化发展有所贡献。

研讨会上，澳门中华茶道会会长罗庆江作了题为
《“一带一路”与当代茶文化》 的主题演讲。他表示，文
化修养与艺术意涵是决定中华茶文化软实力强弱的关键，
当代茶文化能够有效宣扬中华传统文化与价值。作为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重镇的澳门，也将为“一带一路”沿线的文
化交流搭建与众不同的友谊之桥。

据介绍，除了茶文化研究外，亚洲 （澳门） 人文与自
然研究会近年来还在饮食文化、养老产业等方面开展多项
研究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声 辉 粤 剧 推 广 协 会 成 立 于
2003 年，是香港重要粤剧艺术团
体之一，致力于向青少年推广粤
剧。协会目前有两个初班，3个中
班，一个青少年班。粤剧又称

“广东大戏”，表演技艺包括“唱
做念打”，即唱功、身段、台词、
武打，主要流行于广东、广西和
香港、澳门等地区。2009 年，粤
剧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今
年正逢十周年。

图为少年学员近日表演折子
戏《艳曲醉周郎》。

新华社记者 吴晓初摄

小小少年
“梨园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