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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结束的2020东京奥运会上，两岸运
动员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令笔者最心潮澎湃
的一场比赛，是羽毛球男子双打决赛，两岸选手
团聚在一个赛场，为全世界的观众带来一场紧
张又刺激的巅峰对决，在笔者看来，他们汇聚一
个赛场，最大的价值是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
的精气神和体育实力，理应得到两岸民众的普
天同庆！但现实情况是，岛内的一些网络媒体受
岛内当局借体育操弄政治议题的影响，使两岸
民心一时相互对立与对抗，实在是我们一般百
姓不愿意看到。

回望两岸体育交流史，自1987年两岸开放
民间交流以来，体育作为两岸民心交流的载体，
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两岸从官方到民间的
体育交流活动形式多元且丰富，拉进了两岸民
众彼此间的感情，推动了两岸体育界的合作与
发展。这次在东京奥运会上为“中国台北”获得
乒乓球混双铜牌、男单第四名的林昀儒就曾在
海南队与中国国家队训练基地训练。

近年来，大陆针对台湾同胞出台了一系列
同等待遇的惠台体育举措，台湾体育界人士都
是受益者。如 2019 年大陆通过《关于进一步促
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简称

“惠台26条”），其中第二十五条明确提出，欢迎
台湾运动员来大陆交流；第二十六条提出，台湾
运动员可以以内援身份参加大陆足球、篮球、乒
乓球、围棋等职业联赛，符合条件的台湾体育团
队、俱乐部亦可参与大陆相关职业联赛，在大陆
建设体育强国的进程中，台湾体育产业人士还
有大量发展机遇。

两岸一家亲，民心的工作需要慢慢地去做，
在笔者看来，不妨以体育作为增进两岸民心交
流之窗，相信两岸体育界在融合发展的许多层
面都有事可做，比如从竞技体育到全民健身、体
育产业的深度融合。

就如7月30日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奥委
会 138 次全会上，将“更团结”加入到奥林匹克
精神中，从过去的追求更快、更高、更强到更团
结，这是世界各族人民经历新冠肺炎疫情后的
心声，也是两岸关系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在京台籍体育工作者）

只有更团结
才能更强大

陈文成

人物名片

张 澄 生 ，
1929 年 出 生 于 台
湾 新 竹 县 ， 高 山
族。1946 年 12 月
从 台 湾 来 到 大
陆，1947年 4月加
入 华 东 野 战 军 第
三 纵 队 。 1949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困顿下的从戎

1929年我出生在台湾新竹，7岁开始上
学。先在蕃童教育所就读，校长、老师都是日
本的警察担任，只教学生学日语，想把我们培
养成会说日本话的工具。后来，兄长们把我带
到花莲县就读公学校，长大我才知道，彼时台
湾上学是分三等的：一等是日本人的孩子和
台湾有钱人的孩子，他们上的是寻常小学；二
等是汉族同胞，他们上的是国民学校（或是公
学校）；三等是蕃童教育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即1942年，
我小学毕业。因为家穷，无钱上中学，兄长们
正在设法找钱让我读高等科，就在这时，日本
统治者为了弥补战争缺少人工的不足（1942
年至1944年间）,在台湾各地招募小学、中
学、高等科的毕业生，名义上是招“学徒兵”，
实际上就是招童工到日本补充和解决员工不
足的问题。两年间多批次招童工大约8000多
人，我就是第一批中的一员。这些人后来被分
配到“横须贺海军航空厂”“追滨海军航空技
术厂”“中岛航空厂”“川西海军工厂”“三菱航
空厂”等。我被分配到“高座海军航空厂”，后
改名为“日本海军空C工厂”。我在那里待了
两年，头一年是上午上课，下午到工厂当杂
工；第二年做一些初级的技术活，给熟练的技
工打下手。再后来，就可以独立做一些活。
1944年下半年我回到台湾，被分配到“台湾
屏东航空厂”。

1945年10月，好不容易盼到日本投降，
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台湾各处一片欢歌，
普天同庆，家家户户张灯结彩，锣鼓之声响
彻云霄。可是当时的台湾，许多工厂、企业倒
闭，工人、青年失业，物价暴涨。我也失业了，
生活无着落，回到了花莲，过着有上顿没下
顿到处奔走找工作的日子。1945年末，在家
里长者的建议下，我决定报名当兵，那一年
我16岁。

2 被俘后的意外温暖

入伍后，我先后在花莲、宜兰、台中、屏
东等地受训。1946 年底，在国民党宪兵荷
枪实弹押送下，从高雄来到上海，1947 年
元旦，我是在上海吴淞口港的仓库里过的。
后来我才知道，国民党军队为了打内战，在
台湾招兵约有8000多人，其中到大陆的有
5000多人。

1947年1月，部队由上海开到苏北的徐
州，在那里继续受训，那时就听到国民党140
旅的280团，在山东的鱼台被解放军消灭了。
不久我们这个连奉命随先头部队开到鲁西南
驻扎在曹县城里，驻防之后派我们三个人出
城买菜（一个上士，一个挑夫，还有一个我是
监督员），我清晰地记得这天是1947年的4
月16日。我们一出城门走到菜市就听说解放
军围城了，我们急忙返回，可城门已关闭，任
我们怎么说，看守的士兵也不让我们进城，怕
是解放军冒充的。就在想转道到另一个城门
时，我们被俘虏了。

在俘虏营地，解放军派来了政治干事，给
我们上政治课，讲《论联合政府》，讲新民主主
义，讲蒋介石为什么要发动内战，讲共产党领
导的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为老百姓服
务的，讲解放军是有严格纪律的队伍，有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等等。这些道理我第一次听，好
像在听天书，似懂非懂。那位政治干事还给我
们讲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最后询问我们
个人的意见：愿意留下来当解放军的去登记，
想回家的发给路费、开路条。我想，反正在哪
里都是当兵，哪里有饭吃我就在哪里干，就决
定留下来。

初到解放军，很不习惯，但是当同志们知
道我是台湾人，都对我都特别好，主动教我说
普通话，他们从“我们是中国人”“孙中山先生
领导北伐战争”“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
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为人民服务的”这
样一句句地教我。因为我认识一些汉字，有时
候他们就写汉字给我看。行军路上跟我谈心，
问寒问暖。我的鞋子磨破了，班长把自己的备
用鞋给我；到宿营地同志们打洗脚水给我泡
脚，有几次我的脚磨出水泡，班长找来一根马
尾帮我戳泡，把泡里的水放出来。同志们这样
对待我，让我特别感动。

同时，在解放军军营里感受到的意外温
暖，也让我想起自己在国民党部队被老兵瞧
不起，挨打、受苦、吃不饱饭的日子。两相比
较，我暗下决心，要好好干，认真向同志们学
习。从此，我表现积极，努力学习，行军不怕
苦，不怕累，到了驻地主动打扫房间，跟同志
们一道帮老百姓家挑水，和同志们一起做饭、
烧水，事事抢在先，多次受到班、排、连长的表
扬。就在积极要求上进的时候，有一天晚上，
同我一起解放过来的两个人找到我，约我一
起开小差，回国民党部队去。我说：我不走，要
走你们走。同志们对我们这样好，人总要讲点
良心吧！结果他们真的跑了。我没有向领导报
告，大约在第三天自感对不起班长，就主动找
班长讲了这件事，班长对我说：“我们早就知
道了，只是等待你觉悟了。”他没有批评我，我

感到非常惭愧。
从此以后跟随部队转战南北，参加过孟良

崮战役、沙土集战役、洛阳战役、开封战役、济南
战役、武昌战役等；我都以班里共产党员为榜
样，向他们学习，严格要求自己。济南战役前夜
我写了入党申请书，请党组织考验我。

3 久经考验的“老兵”

1949年 5月 27日上海解放，就在这天前
夜，部队指导员找到我说：“小张，组织上已经
批准你的申请，你已经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啦！祝贺你！”我激动地流下了泪水。

这年5月，上海战役打响前，我们听部队
领导传达了陈毅司令的指示，报告中有几句
话，给我触动很大，陈司令员说，“大江我们突
破了，接下来我们要解放上海，进南京，因为打
下南京和上海，是我们胜利的标志。但在战斗
时，我们也要注意我们作为人民军队的一言一
行。我们是野战军，在前线打仗，我们要勇敢，
但是在城市里，对待百姓，我们的行为和言语
不能‘野’，要让百姓觉得，我们人民解放军是
一支好军队。”陈毅在报告中还要求，“为了保
存上海的完整，保护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我
们不能在上海市区进行大规模战斗，所以，部
队要因此付出战斗时间和其他一些代价，但这
些代价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同志们要有这
样的思想准备”。陈毅司令员的这番指示让我
深深感受到，人民解放军是把人民放在心中的
军队。

上海解放后，组织考虑到我会开车，把我
派到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后勤部汽车团，
我们驾驶的都是解放军接手国民党中纺公司
后的崭新美式“大道其”汽车。

1949 年 7月，汽车团又接到中央军委命

令，调往西北支援新疆和平起义，那时西北战
场的局势发展很快。我们的车队从上海乘火车
先到西安，9月初到达兰州。到达兰州后，我们
就开始执行一些运输任务，往返于西安、兰州、
酒泉之间。

我记得是在西北野战军(后编为第一野战
军)司令员彭德怀到酒泉的第二天，召开了进
疆动员大会，会场就设在酒泉中学的大操场
上。能亲自聆听彭德怀司令员的讲话，我非常
振奋！彭司令员的讲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彭司
令员说，“这次的进军意义重大，全中国人民、
全疆人民都希望我们早日进驻新疆。根据中央
军委的命令，从 1949年 9月 10日开始，我们
将陆续向新疆进军。”彭司令员还说，“同志们
这次进军非常艰苦，要顶风雪、冒严寒、翻高
山、穿沙漠，是非常光荣的，将在新疆的历史
上，甚至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留下一笔，党和
人民会记在心里。”听到这些话，我非常激动，
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当天晚上，团里通知要派10辆先遣车，在
10月 8日到玉门报到，任务是配合一兵团的
先遣队，跟随战车营进疆，要从身体好，技术
过硬的中共党员中选派。当时连里驾驶员中，
是中共党员的很少，绝大多数是起义的或是
新兵。我尽管入党时间不长，但也是经过战场
考验的老兵了，连里就叫我和副指导员带队
执行任务。

10月 10日早上，我们接到命令，负责拉
运先遣队士兵连夜赶到哈密，在哈密机场卸
下部队同志后立即返回，因为当时驻扎在哈
密小营房的国民党一个旅还在顽抗，拒绝起
义，哈密局势还不明朗。临离开哈密时，时任
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的王震要见我们
车队的同志，王震司令员非常亲切对我们说，

“谢谢你们，你们都很年轻，车又开得好，我们
建设新疆特别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欢迎你
们到新疆。”听完这番话，我们都要他给我们
签字留念，他给我们写了四个字：功在酒迪。
他勉励我们“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带着
司令员的寄托，高高兴兴回到酒泉基地后，我
们团以酒泉为基地，执行了近3年横贯新疆、
宁夏、青海、甘肃河西走廊的军用运输任务，
直到 1952 年，我们胜利完成支援进疆任务
后，返回兰州。之后，我还参与了西北军区负
责的从西宁到拉萨的青藏公路修建任务、敦
煌剿灭乌斯满股匪运输任务、甘南剿灭马良
股匪的运输任务等。

回顾我来到大陆的这74年，非常感谢中
国共产党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没有共产党的
养育，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很感激和怀念一起
共事的战友们。这些年，我并没有取得什么赫
赫战功，也没有作出什么突出的工作成绩，但
中国共产党却给了我很多至高的荣誉，见证
了很多历史时刻：1949年庆祝新疆军区及新
疆人民政府成立时，我在现场；1950 年西北
军政委员会为表彰奖励在解放大西北中作
出贡献的人民解放军官兵而颁发的“人民功
臣”奖章，我荣幸获颁；1955 年我还获授“解
放奖章”；这两年，还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周年庆典，获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章，今年获授“光荣在
党 50年”纪念章……我想说，作为历史洪流
中的微小一分子，我是幸运的，我也十分期
待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两岸统一的那一历史
时刻，台湾、大陆都是我的家，我希望他们
都好。

解放军，一支把人民放心上的部队
——台籍老兵张澄生回忆解放战争二三事

张澄生 口述 本报记者 修 菁 整理

“自古以来台湾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台独’分子极力推行‘去中国化’，在历
史表述上炮制种种谎言以及貌似学术的歪理
邪说。作为史学工作者，对台湾历史正本清源，
我们责无旁贷。”由闽南师范大学策划倡议、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台湾通史》（六卷本）
日前在京举行首发式，谈到为何要牵手组织
两岸史学专家重编一部有关台湾的通史，该
书主编、厦门大学教授陈支平如是说。

《台湾通史》（六卷本）分为上古至明代
卷、明郑卷、清代上卷、清代下卷、日本殖民统
治时期卷和现代卷六卷，系统梳理了台湾地
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充
分展现了台湾始终与祖国休戚相关的历史过
程，并以确凿证据证明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
的一家人。

共享史料共写史书

“这部著作的编写过程恰是‘两岸一家亲’
的真实写照，体现了两岸学者的历史担当，
为推动海峡两岸史学界共享史料、共写史书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提起两岸学者历时7
年，同心协力共同完成《台湾通史》这套大部
头史学著作的编著，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
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杨毅周表示。

据悉，《台湾通史》编纂团队邀请了5位

台湾学者参与，其中，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
主任的徐泓负责台湾少数民族部分内容的
编写，台湾“中研院”研究员宋光宇、台湾成
功大学考古研究所所长刘益昌负责上古至
明代卷部分的编写。

与此同时，为了做到史料翔实、观点准确，
编写团队7年来往来两岸多次，与岛内合作者
相互交流写作心得，负责书稿清代下卷的作
者、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林国平、
副教授马海燕还于2014年至2015年间5次到
台湾搜集资料，做田野调查，共搜集近300种

专著、文书，多次考察宫庙和民间习俗活动，为写
作清代台湾的乡族社会、女性生活、宗教与民间
信仰、方言与民俗内容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最早去台湾的时候是1992年，此后曾
在台湾暨南大学、东吴大学任教近两年，期间我
利用空闲时间收集了大量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
和史料，还拜访了多位台湾史学界的资深学者，
现在看来，这些工作都为编写这本书做了准备
和积累。”在该书主编、闽南师范大学教授陈支
平看来，《台湾通史》（六卷本）的编写过程和书
稿的最后呈现，是两岸史学界共书台湾史、勠力
讲好台湾故事的生动案例。

以史服人用证据说话

“这部《台湾通史》的出版，对于推动海峡两
岸同胞正确认识台湾史、加深两岸的相互理解、
增进互信认同，增添了新的窗口。”谈到在两岸出
版界已出版多部有关台湾的历史后，新编《台湾
通史》（六卷本）出版的意义，杨毅周表示。

作为该书的牵头编写方，闽南师范大学党委
书记吴彬镪表示，“学史以明智，鉴往而知来。两岸
学者同心协力共书台湾历史，一定程度上也是两
岸学界反制‘台独’分裂图谋的一种回应。”

据吴彬镪介绍，为了做到以史服人、用证据
说话，《台湾通史》（六卷本）的作者团队不遗余力，
7年间搜集了大量史料证据。

“在上古至明代这卷，我们的作者就找到了
人类考古学方面的证据，介绍了旧石器时代晚期
福建漳平奇和洞遗址与台湾长滨文化的相似性
与联系性，并说明‘这个时期正是第四冰期晚期，
由于海平面下降，今日的台湾海峡在当时是陆
地，人类可以轻易地随狩猎的动物由大陆东南地
区来到台湾海峡及台湾其他地区’。”吴彬镪说，像
这样用考据史实论证“海峡两岸同宗同源，台湾
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内容，在
《台湾通史》（六卷本）中还有很多。

“比如在明郑卷、清代上卷、清代下卷等，有
我们作者通过用闽粤地区和台湾之间的民间信
仰分布、家族祭祀与族谱记载、书信往来、民间契
约等内容，来呈现大陆东南沿海人民移居台湾、
两岸之间交往融合的历史，证明两岸之间地缘相
近、血缘相通。”吴彬镪介绍道。

在陈支平看来，该套书史料翔实，不仅得益于
该书作者团队编书期间的精心付出，也离不开两
岸史学界几十年来的学术成果积累。“在编书过程
中，我们没有遗忘和漠视前辈的研究成果，同时我
们充分吸纳了近年来海峡两岸学术界对于台湾历
史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为学术界提供了诸多全
新的史料和文献，对不同时段诸多前人未曾研究
或研究不深的问题，我们还在书中展开了详细的
探讨，从而形成了迄今为止时间跨度最长、涵盖内
容最全面、篇幅最大的一部台湾通史。”谈到这部台
湾历史新编的学术意义，陈志平对记者表示。

两岸史学界合力推出“台湾历史新编”
——《台湾通史》（六卷本）编写记

本报记者 修 菁

▲ 今年“七一”前
夕，张澄生荣获“光荣在
党50年”纪念章。

东京奥运会乒乓球男单半决赛，中国台北选手
林昀儒（左）与中国国家队选手樊振东争夺决赛权。

（上接5版）

■联共反“独”国民党才有未来

“今天的国民党，为什么越做越小？小到在
台湾像小党一样在社会随波逐流。”国民党前主
席洪秀柱坦言，国民党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不
是两岸关系的拖累，而在于无论在中心思想，还
是整体发展策略上都深陷泥淖，以致对内无以
凝聚民心，对外无以应对对手政党的步步进逼，
终使国民党陷入进退失据的处境，加上在民族
大义上对“台独”让步，丢了党的灵魂，让支持者
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

对于什么是国民党的灵魂，洪秀柱说，就是
孙中山先总理的创党精神。

据了解，“国共合作，振兴中华”是孙中山先
生晚年的政治主张，也是上世纪20年代孙中山
先生正式建立中国国民党的核心精神。大陆一
位观察人士指出，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站
在特殊的历史节点，回顾孙中山先生创立国民
党的精神，对时下中国国民党思考未来或许有
一定的启迪作用。

上述观察人士表示，孙中山先生始终坚定
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旗帜鲜明反对一切
分裂国家、分裂民族的言论和行为。孙中山曾
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
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
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他强调：

“‘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
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所在，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神圣职
责。中国国民党作为孙中山先生创立的政党，今
天其继任者有责任也有义务找回孙中山先生当
初的创党精神，在维护国家统一、反对任何形式
分裂活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以史鉴今，国民党可从历史中吸取经验。”
上述观察人士表示，国共曾有过两次成功合作。
一次是1924年，其结果推动了北伐战争取得胜
利，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推向前进。而另一
次是1937年，国共合作最终赶走了日本帝国主
义。而如果今天的中国国民党能站在历史高度
看待自身发展与民族命运，就应该放弃亲美、反
共、拥“独”路线，选择联共反“独”，两岸统一有
望。这才是国民党人面前的光明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