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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崇尚
读书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对个
人、社会、国家和民族而言，“第一件
好事还是读书”。阅读不仅是修身养
性、立德明志之本，也是文化传承、促
进社会公平进步之基。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全民阅读。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及读书
之道，分享读书感悟，提倡和鼓励大家
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知识就是力量！中共中央把建设马
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执政党重大
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执政党要学习，参
政党也要与时俱进，同步学习。作为中
国八个参政党之一的台盟，于2020年
7月启动开展“阅·思源”读书学习活
动，作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对民主党派提出“四新”“三
好”要求的实际行动之一，并把这次学
习活动当做全盟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筑
牢共同奋斗思想基础的重要抓手。

日前，第一季读书活动圆满结束。
8个月的时间中，“阅·思源”读书学
习活动在摸索中前行、在实践中成长，
参与面越来越广，影响带动力越来越
大，全盟呈现出爱读书、勤读书、善读
书的热烈气氛。

■■■ 初 心

阅读，是一个民族精神发育和文化
传承的基本途径，也是一个民族凝聚力
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人民
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台湾的发展与祖国
大陆密切相关。所以，台湾史是中国史
不可或缺的部分，一旦割断二者的联
系，必将使前者遭到扭曲而变得难以理
解。”2020年7月20日，台盟中央机关
东区多功能会议室，一场《台湾历史纲
要》辅导讲座正在这里举行。这是台盟
中央机关“阅·思源”读书学习活动的
第一期活动安排之一。

“历史是国家和民族的生命历程记
忆，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历史纲要》以翔实的史料凸显出
两岸人民自古以来割不断的血肉联系，

生动刻画出反侵略斗争中两岸人民同仇
敌忾捍卫领土完整和祖国尊严的意志与
决心，昭示了中国人民不屈的民族精神
和台湾人民对祖国的强烈认同意识。”
台盟中央副主席吴国华表示，台盟读书
学习活动命名“阅·思源”，有三重含
义，即通过阅读，一则探求事物本源，
二则始终不忘根本，三则寓溯本追源的
思乡之意。“台盟中央机关率先启动第
一期活动安排，发挥带动引领示范作
用，第一期计划用3个月时间集中学习
陈孔立教授主编的 《台湾历史纲要》。
读好此书对了解台湾历史和台湾社会发
展规律很有帮助。”

据了解，“阅·思源”读书学习活
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注重结合台盟特色，第一季
主要阅读书目包括 《台湾历史纲要》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
《习近平七年知青岁月》等。台盟各地
方组织根据盟员的爱好和专长，除了阅
读主要书目，同时也将阅读范围扩展到
社会科学、心理学、文学、史学等各领
域的好书，对盟员、盟务工作者拓宽知
识面、提高个人综合素质大有裨益。

“一个参政党的精神品位，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党派成员、机关干部的阅
读氛围和阅读水平。”在全国政协副主
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看来，谁在看书、
看什么书，反映了参政党的文化内涵，体
现了参政党的综合实力与参政能力。她
表示，全盟要充分认识读书学习的重要
意义，将其作为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提高
参政履职能力的重要途径，通过读书学
习，更好地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各民
主党派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政治执行力的新要求。

■■■ 思 悟

书读薄了，见识厚实了；书读旧
了，思维更新了。不同于一般的书友
会，读书之于台盟事业，无论是盟员还
是盟务工作者，都不是独善个人之事，
而是兼济政治之责，是关乎台盟事业发
展的大事。因此，除了独到深刻的读书
体会，盟员和盟务工作者们既议理又议

政，科学建言、理性资政。
“ 《台湾历史纲要》 一书脉络清

晰、内容丰富，作者通过纵横交织、点
面结合的阐述，将台湾历史的来龙去脉
及大致轮廓精心勾画出来。”在北京盟
员陈湛看来，《台湾历史纲要》把台湾
史放到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
既强调了祖国大陆与台湾历史发展的共
性，也突出了台湾地方史的个性，一旦
割断二者的联系，必将变得难以理解。

“读书活动不是为读而读，而是栽下读
书的‘种子’，收获履职的‘硕果’。”

再一次细细品读 《台湾历史纲
要》，台盟天津市委会盟务工作者王希
缜深切体会到“中国，一点儿都不能
少”的历史内涵。“从地理角度上，台
湾始终牢牢依托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大陆
架上；从居民溯源上，两岸人民不仅是
一家亲更是一家人；从历史维度上，台
湾史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他
表示，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
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

“学习、探讨台湾历史，以历史的
思维方法、全新的视野分析当前两岸关
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
方法，对于当下我们做好对台工作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台盟重庆市委会主
委王昱表示，要充分发挥台盟在联系台
胞上的优势作用，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的纽带和桥梁，在做深做实做细的点滴

工作中加深相互理解，让更多的台湾同
胞了解祖国大陆，通过亲情乡情拉近彼
此距离，解开心结，携手并进，共享改
革发展的机遇和成果。

作为定居大陆的台籍同胞，台盟安
徽总支芜湖支部委员、芜湖市政协委员
陈安深读《台湾历史纲要》之后感慨万
千，“这分明是份沉甸甸的‘故乡家国
史’。”陈安表示，读书带来的收获是沉
甸甸的，在“开卷有益”的过程中，大
家逐渐凝聚起共识，能够更精细地做好
涉台工作，汇聚两岸同胞团结之力，共
圆统一梦。

■■■ 传 承

书是人类思想迭代升级的阶梯，是
人类认知传承的纽带。把读书作为日
常，是一个人生命中最好的习惯。长期
坚持读书的人，一定会不断的修正自己
的思维模式，升华自己的内在，从而提
升自己处事能力，渐渐地提升自己的人
生层次。然而，养成和坚持这个习惯却
不是易事。

“自去年7月台盟中央倡导组织开
展读书学习活动以来，我有一种特别强
烈的感受，这就是‘三个明显变多了’。”
在台盟重庆市委会秘书长曾建刚看来，

“阅·思源”读书活动开展以来，盟内重视
读书学习的变多了，由读书学习引发的
思考和探索变多了，全盟上下的书香气
变多了。“虽然现在我已经年过半百，再
过几年就要退休了，但我愿做到——努
力学习的热情不丢，积极向上的朝气不
减，踏实工作的干劲不松，做到‘活到
老、学到老、干到老’。”

“阅读是一项艰辛的劳动。打动人
的，是坚持不懈的精神。”作为台盟中
央机关“阅·思源”读书学习活动联络
员，台盟中央盟务工作者陈雅琼表示，
要通过设计新颖独到的活动来激发年轻
一代的主观能动性，把“要我读”变为

“我要读”，让更多有潜能的人被“点
燃”，继而像涟漪一样一圈圈发散，影
响到更多的人、所联系的台胞等。

“读书学习活动是一项驰而不息的
工作，要在坚持中完善、在发展中创
新。”苏辉表示，台盟盟员和盟务工作
者要将读书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
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读好思想之书，
读好业务之书，读好生活之书，以书为
伴，让自己生活得更充实更精彩。台盟
各地方组织要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实际的
读书活动组织模式，以读书活动的成效
为参政履职注入新动力，提高新效能。

为吸引更多盟员、盟务工作者、台
胞参与到读书学习活动中来，台盟将在
已经打下的良好基础上再优化。据吴国
华介绍，台盟各地方组织将结合资源特
色进一步创新读书学习活动形式，开展
必要的导读、学习辅导、座谈会等，并
根据具体情况勇于尝试新媒体时代的小
视频、直播等前沿技术手段，使读书活
动更富有时代气息，体现出旺盛的生命
力和创造力。“初步计划今年上半年重
点阅读中共党史和统一战线史相关书
籍，已确定的新一季阅读书目《两岸关
系40年历程》同期开展。下半年重点
阅读台盟盟史相关书籍。”

岁月催人忙，春来好读书。在新一
季的读书学习活动中，相信会有更多盟
员、盟务工作者将读书感悟和心得体会
转化为台盟好声音，焕发全盟充分思想
动能。

在书香中感受血脉
——台盟“阅·思源”读书学习活动第一季综述

本报记者 孙金诚

读陈孔立教授主编的《台湾历史纲
要》，全面立体地了解了台湾历史，掩
卷而思，禁不住追寻从1624年荷兰人
侵占台湾以来，两岸间分分合合的历史
动因，思考两岸关系历史变迁的变与不
变，思考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担负起促
进祖国统一的神圣使命。我的体会是：

一、台湾因地域位置的重要性，必然成
为域外势力的觊觎之地。要彻底解决台湾
问题，根本上取决于祖国大陆与染指台湾
的外部干涉势力的力量对比。但无论是哪
一种情况，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两岸同属一
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是任何人任何
势力都无法改变的！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
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天然情感和民族认
同，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是指导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根本
遵循。对外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加快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长
久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
根本之法。我们坚信，随着我国综合国
力稳步上升，与台海外部干涉势力的力

量对比进一步改变，我们对台湾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的影响力必将进一步增
强。尽管当前“台独”势力蠢蠢欲动，外部干
涉势力动作频频，但这种短期的逆势操作，
并不能改变中国大陆蒸蒸日上、两岸关系
长期向好的总体趋势。只要我们沿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的道路坚定地走下去，两岸关系主动权、主
导权必然操之在我。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
统一，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论。

对内遵循习近平总书记“两岸融合发
展，两岸一家亲”理念指导我们的对台工
作，从社会和人文各方面化解台湾长期被
域外不同人文、体制统治的隔阂。实践证
明，深化经济合作，才能厚植共同利益;密
切人民往来，才能融洽同胞感情。尽管由于
历史原因两岸同胞在观念层面还有不少差
异，但两岸民间的了解和理解也在不断累
积，两岸融合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相信随
着中国发展模式国际比较优势的进一步凸
显，台湾同胞对大陆的认同度会不断提升。

（作者系台盟中央副主席、台盟浙江省
委会主委）

祖国大陆发展进步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关键
张泽熙

余光中的那首《乡愁》，不知撩
动了多少两岸同胞的心弦，他乡游
子的情思。乡愁是那枚小小的邮
票，是那张窄窄的船票，最后化为
一湾浅浅的海峡，阻断了思乡之
路，寻亲之旅。

大陆同胞在对台湾充满热情的同
时，又对台湾经历了什么并不了解，
于是著名历史学家陈孔立教授编写了
第一部完整介绍台湾的通史性著作
《台湾历史纲要》，以时间顺序为经，
以重大事件为纬，客观、详实地记录
了台湾历史演进的脉络。看完这本书
后，我不禁感慨台湾经历的沧海桑田
的变化。

我的外婆在抗战前从台湾来大
陆，后因两岸相隔，几十年未能再回台
湾。她的倾诉中常常流露出“少小离
家”的辛酸。再后来台湾与大陆之间的
人员往来终于走向常态并日益热络。
我的外婆也再次踏上台湾这块养育她
的土地，这块与大陆无法分割的土地。
只是几十年光阴过去了，故乡早已物

是人非。
如今，思及两岸关系，我们一直在

追问：“何时才能统一梦圆？”虽然两岸
的交流已十分密切，但执政台湾的政
党不断轮替，还有其它国家的干涉都
使两岸局势晴雨不定。当前，“九二共
识”受到“台独”分子的挑战，也不禁让
人忧心两岸关系今后会如何的发展？

一个多世纪的两岸隔绝，半个多
世纪的台海对峙，许多大陆同胞可能
对台湾的历史相当陌生，《台湾历史纲
要》却可以作为一个启蒙或索引。读懂
了这些浸染着台湾血泪的历史，就会
对现在的两岸局势和台湾同胞的心态
有更多的理解和体谅。

也许是两岸同胞对彼此还不够了
解，还需要更加真实、真切、真诚的沟
通，不管怎样，作为台盟盟员的我，作
为炎黄子孙的我，憧憬着和两岸同胞
亲密无间不分彼此地在祖国母亲的怀
抱中幸福生活，因为我们，始终血浓于
水。
（作者系台盟安徽马鞍山支部委员）

我们，始终血浓于水
叶成莹

台盟台盟““阅阅··思源思源””读书学习活动经验分享会读书学习活动经验分享会

台盟中央青委会台盟中央青委会““读史思源读史思源””读书系列活动读书系列活动““云启动云启动””

台盟重庆市委会读书活动台盟重庆市委会读书活动

台盟浙江省委会组织参观寻找祖国三千里台盟浙江省委会组织参观寻找祖国三千里———失落的台—失落的台
湾医界良心湾医界良心 （（18951895--19501950）） 史料图文展并开展读书活动史料图文展并开展读书活动

台盟广东省委会在南粤先贤馆举办台盟广东省委会在南粤先贤馆举办““书香书香
台盟台盟””读书活动启动仪式读书活动启动仪式

20202020年年99月月55月月，，台盟辽宁省委会台盟辽宁省委会““书香台盟书香台盟””读书活读书活
动暨动暨““读史读史··思源思源””活动启动仪式在沈阳举办活动启动仪式在沈阳举办。。

台盟深圳市委会组织盟员到南山台湾诚品台盟深圳市委会组织盟员到南山台湾诚品
书店书店，，集中选书购书集中选书购书，，并开展读书分享会并开展读书分享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