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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10月 15日电 （记者
陈然）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15日表示，针对近期社会上不断升
级的暴乱行径，她呼吁全港市民与
暴徒划清界线，与特区政府一同努
力维护香港法治，恢复社会秩序。

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
传媒时说，连日来，蒙面暴徒明显
针对警务人员施袭，暴力程度不断
升级，行为极为危险。有暴徒以利
器割伤警员颈部，在警车附近引爆
遥控土制炸弹，又试图夺取警员的
长枪，更向警车、警署投掷汽油
弹，这些均是足以致命的袭击。

林郑月娥指出，暴徒恶意袭击
建 制 派 议 员 办 事 处 、 中 资 机 构 、
以 及 曾 公 开 批 评 暴 力 行 为 的 企
业、商铺、食肆等，甚至向传媒
机构纵火，威胁记者安全。此等
暴行明显是不容持不同意见人士
继续发声，连同网上“起底”、欺
凌等行为，根本是漠视其他市民
的言论自由、安全和权利。

林郑月娥强调，香港警队是高
度专业、文明的队伍，警方会继续

全力追究违法行为，务求将暴徒绳
之于法。社会治安有赖于人民守
法，特区政府尊重和平示威人士，
但广大市民必须与使用极端暴力的
暴徒划清界线，支持警队严正执
法，让香港尽快恢复平静与安宁。

林郑月娥又指出，面对香港的
动乱情况，某些外国政客仍然认为
这是争取人权、自由的和平示威，
无视暴力行为，其言论乃是罔顾事
实、不负责任，她对此感到极度遗
憾。她反问，如果此类事件发生在
某些外国政客所属的国家，当警员
面对致命袭击、汽油弹时，他们的
警队会如何处理？

谈到即将于10月16日发表的任
内第三份《施政报告》，林郑月娥表
示有决心、会尽最大努力进入立法
会发表《施政报告》，这既是履行行
政长官与立法会互动的宪制功能，
亦是尊重立法会多年来建立的议事
规则。她说，这份 《施政报告》 是
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编制，其封面
选用天蓝色，希望香港困局能够很
快雨过天青，令社会重新出发。

中国国民党前“立委”蔡正元近日在社交媒体上
发文表示，买了初中一年级和高中一年级新版课纲的
历史教科书，趁台风天仔细地读。终于搞懂了，这些
历史教科书写的不是“历史”，是“台独”编的“政治
教材”，应该正名为“‘台独’政治基本教材”，内容用
四个字形容很恰当——“胡说八道”。

随着新学期开学，按照新课纲编写的台湾历史教
科书正式投入使用。“台湾地位未定论”等违反史实的
荒谬内容，堂而皇之出现在多个版本的课本中；给岛
内带来极深伤害的“慰安妇”内容未写入；日本军国
主义强征台湾民众的史实，也被轻轻带过。台湾各界
纷纷表达愤慨和忧虑，痛斥“去中国化”和“文化台
独”贻害无穷。有识之士还呼吁第一线历史教师秉持
良心，团结起来拒绝这种教科书。

“去中”谬论频出

2018 年，民进党当局教育主管部门通过新历史课

纲，将“中国史”纳入“东亚史”框架，并大幅压缩
“中国史”课程内容，此举遭到岛内舆论持续批评。但
新课纲还是在新学期“强行上路”。根据新课纲安排，
高一历史课讲授“台湾史”。市面上的“台湾史”课本
虽有多个版本，但面目大同小异，书中出现“去中国
化”内容早已屡见不鲜。

台湾嘉义大学教授吴昆财表示，新课纲下的历史
教科书有三大问题：一是以所谓“南岛语系”取代中
华民族，甚至以血源 DNA 否定台湾人与大陆的关系；
二是直接否认台湾归还中国的《开罗宣言》；三是以所
谓“多元文化的台湾”取代台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的
事实，文化上“去中国中心论”。

“中华文化是台湾的核心价值、重中之重。去掉中
华文化、中国历史，就是把台湾文化、历史、价值体
系连根拔起。”吴昆财说。世新大学教授程玉凤认为，

“从节庆、饮食到宗教，台湾文化可能与中华文化切割
吗？中华文化可能从台湾文化中剔除吗？”

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尽管蚍蜉撼树，“去中”的逆

流却已存在多年。李登辉、陈水扁“执政”时期，不
断推行“去中国化”，最直接的就是在中小学推行“台
独”课纲，他们跟蔡英文当局一样，“作妖”教科书，
试图为台湾未来埋下“心灵地雷”。

台湾中学历史教师曹若梅从教 30多年。对于“去
中国化”将给台湾青少年带来的影响，她用了“震
撼”这个词。因为“逢中必反”，现在的课本把过去常
说的近代中法战争改成“清法战争”。台湾最早的孔庙
是“全台首学”，现在被放到后面跟城隍庙在一起，叫
作“民间信仰”。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明确表示，民进党当局
上台以来，不断推进形形色色的“台独”活动，这次
推出充斥“去中国化”内容的新课纲，不仅荼毒台湾
年轻一代，更进一步破坏两岸关系，加剧两岸对抗。

宣“独”污染校园

多位台湾学者与历史教师批评，新版教科书扭曲
事实、篡改历史，其根本目的是构建所谓的“台独史
观”，并有意刻画两岸对立。除了“去中国”“去中华
文化”内容充斥其中，“台湾地位未定论”“一边一
国”的鼓吹和暗示极为露骨。

为了借此推动“法理台独”“文化台独”，新版教
科书还有几大“特色”。一是无视事实和学术规范，只
捡自己喜欢的说。把有争议的写成没争议的，像是

“南岛语系”本有三大来源的说法，课本却只说其中一
个；把没有争议的变成有争议的，像 《开罗宣言》 史
学界都认为没有争议，但课本就认为有争议。

二是跟反中不遗余力形成强烈对比，处处充满媚日
情结。典型的如课本没有台湾二战史，删除“慰安妇”内
容；把“日据”改为“日治”，避谈殖民者对台湾的压迫等等。

三是借机夹藏私货，将政治黑手伸入校园。过去民
进党“在野”时，一再呼吁党政军退出校园，执政后却马上
变脸。蔡英文当局这次公然将政治主张写进新课纲中，历
史课本充满民进党的政治语言，最大的私货就是对中学
生进行强行灌输，以形塑妄想中的“台湾国”历史。

此举不可小觑。近日，岛内某小学一年级新生在
校园巡礼时，参观孔子铜像。导览老师问孩子，这是谁？
小朋友们异口同声说：“土地公！”在场老师和家长都哭

笑不得。有网友留言说“孔子死不瞑目”，尊师重道的中
华文化和传统教育，竟被政客们荼毒如是阉割至斯！

正因为有了这么多年的“台独”教育侵蚀，才最
终导致 2014年的所谓“太阳花”闹剧。2015年马英九
想“拨乱反正”对高中课纲进行微调，在民进党的煽
动下，部分学生夜袭教育部门负责人办公室，爆发了
震惊岛内的“反课纲微调”抗议活动。

教科书沦为洗脑工具，台莘莘学子被套路，“课纲
微调”召集人王晓波终于忍不住悲愤高呼：“求求蔡英
文，饶了孩子，饶了我们台湾吧”！

伤害台湾未来

《中国时报》发表社论指出，根据新课纲编写过审
的教科书刻意将台湾历史限缩为 500 年，并把“台湾
史”和“中国史”切割，这种做法严重扭曲历史。民
进党当局为塑造所谓“天然独”，不问史实、罔顾是非、硬
干到底，企图毒化下一代，是滥权到极点的恶劣作为。

试想，1本教科书约有10年版权，1年有20万学生
使用，10年就是200万，加上外溢效果，估计将有400
万人接受这种“去中国化”的历史教育。

对此曹若梅忧心忡忡地表示，这些孩子现在面临
这样的教材，三五年后，当他们拥有投票权的时候，
很难做到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甚至“我是中国人”
的民族认同。民进党当局这一次修改课本的目标，不
只是要抢选票，而是要进一步落实“台独”理念。这
种做法根本是把教育当作洗脑工具，遂行化整为零的

“台独建国工程”。其用心险恶昭然若揭。
民进党为掌权毒害下一代，既不道德，也不负责

任。当局教育部门也只能拿所谓“尊重多元观点”来
进行回护，但暗度陈仓的伎俩早就昭然若揭。对此有
识之士纷纷表示，必须共同拨乱反正，捍卫民族大义。

《中国时报》文章呼吁，全民应该鸣鼓而攻之，在教育第
一线承担教学责任的老师更应抗拒，并且准备另类优质
教材，切莫成为民进党当局践踏教育与学子的帮凶。

吴昆财认为，唯有坚定支持长期以来台湾人民赖
以生存的核心价值——中华文化与历史，才是这块土
地永续发展的根本。台湾师范大学东亚系退休教授潘
朝阳说，新课纲下的历史教科书，以多元文化取代中
华文化，必然导致台湾文化失去中心和灵魂，“台湾人
将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

台湾某智库机构研究人员李正修投书媒体说，教
育应是培养年轻学子对历史有正确认识的基础过程，
绝不是为了服务偏激的政治目的，更不容许以历史教
育荼毒莘莘学子。民进党当局的做法贻害下一代，要
赶快让其“下架”。说到底，民进党当局一系列“去
中”、宣“独”政策，除了干扰两岸正常交流，最终只
会伤害台湾的未来。 （本报台北10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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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书画艺术品
（国际） 协会、澳门
书法教育研究会 10
月 13 日举办大规模
书 法 活 动 ， 近 2700
名参加者同时在红纸
上写上“寿”字，成
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
录“最大规模的挥毫
课”称号。

图片来源：《澳
门日报》

澳
门
同
胞
挥
毫
写
﹃
寿
﹄

澳
门
同
胞
挥
毫
写
﹃
寿
﹄

“身为一名中国人、一名香港人，繁荣昌盛
的祖国让我无比自豪。”“我们要发挥专长，促
进祖国发展，让自己也进步。”……近日，部分
在京香港青年参加主题活动，分享自己的“国
庆印象”，激动与自豪溢于言表。

当天，在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秘书处、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
北京联络部指导下，北京市青年联合会、北
京高校香港学生联合会组织近百名在京学习
的香港学生，以及部分青联委员等人士，围绕

“我的国庆印象”开展主题分享会，交流在内地
求学、工作和生活经历，
并共同观看影片《我和我
的祖国》。

国庆假期刚过，不少
在京香港学生还沉浸在庆
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
热烈气氛中。在北京语言
大学读大四的香港学生刘
诗朗是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一国两
制”方阵的一员。她说，能在大学毕业前参加
国庆游行，是毕生难忘的喜事，也是极大的荣
誉，激动之情难以言喻。

“在方阵里，我和小伙伴们都激动落泪。那一
刻，我深深感到自己和祖国紧紧联系在一起，那
种真实的喜悦加深了我对祖国的热爱。”她说。

在香港一家公营中医诊所工作的黄楚峰正
在北京望京医院参加为期一年的培训。他在北
京深切感受到国庆节热烈的气氛和民众高涨的
情绪。“祖国越来越繁荣，民众生活越来越好，
身为中国人，我感到非常骄傲。”他说。

全国青联委员、北京电视台主持人徐春妮

分享了自己全家与国庆的不解之缘，并邀请香
港青年朋友到北京电视台做客。

为帮助香港新生尽快融入北京的学习生
活，主办方邀请了历史文化学者、有内地学习
经验的香港学生及北京高校的内地学子等，分
享经验和体会。

全国青联委员、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
广人张鹏鼓励香港学子多探寻北京这座城市的
魅力。他说，北京拥有数量众多、藏品丰富的
博物馆，能让大家寻找到更多古人的智慧，以
及流淌在血脉里的共同记忆。

听着张鹏生动的介绍，香港新生表情专
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很想尽快去北京的
博物馆看一看，到胡同里走一走。

黄楚峰曾在天津中医药大学读本科，他对
近期有机会再来内地深造感慨颇多。“非常感谢
祖国和母校对我的栽培，让我可以实现理想，
成为一名中医师，为社会服务。”他说。

他向在场学生讲述了学习和就职经历，鼓
励大家多与内地同学交流，积极参加学生工
作，主动融入学校这个大家庭。

“我在天津学习期间，发起创办了天津高校香
港学生联合会，帮助在天津的香港同学加深对祖
国的认识，加强与内地同学的交流。”黄楚峰说。

从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香港青年梁文贤在
北京从事少儿体操培训工作。在内地的学习生
活期间，他看到身边有许多创业机会，决定留
在北京发展。

“同学们在这里可以找到很多与自己兴趣、
爱好相符的发展机遇，希望大家在校期间多开
阔眼界、多尝试创新。”梁文贤说。

清华大学机电系大三学生贾宏阳热情地向
香港新生介绍在北京学习生活情况。“我们敞开
怀抱欢迎香港同学，祖国内地是一片广阔天
地，除了学习专业知识，还能体验特色文化。”

他说，相信同学们经过几
年的学习，会爱上北京，
爱上内地生活，欢迎大家
毕业后留在内地，共同发
展进步。

听完分享，不少香港
新生表示对未来的学习生
活更加充满期待。

从香港来北京一个多月的甘朗然是中国政
法大学法学专业新生，分享会让他收获颇多。

“内地有很多东西值得我去探索、学习。”他
说，以前从书本上了解故宫，认识到祖国悠久
的历史文化，如今身在北京，想亲自去看一
看，感受祖国璀璨的文明。

24 岁的香港青年廖君健是中国人民大学
2018级法律硕士研究生。“通过学长的分享，我
更觉得来内地发展是一个明智选择。”他说，从
内地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发展看，未来潜力无
穷。廖君健毕业后想回到粤港澳大湾区，从事
法务相关工作，“那里有很多发展机遇，我相信
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

港青分享内地“追梦”故事
于 嘉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呼吁全港市民与暴徒划清界线

近日，在中国安徽名优农产品暨农业产业化交易会台湾展厅内，来自
台湾的特色农产品精品荟萃，吸引当地市民选购。 陈 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