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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速递

本报讯 （记 者 照 宁） 7 月 15 日，
2022第十二届海峡两岸中学生闽南文化夏
令营在厦门举行，来自两岸的中学生在集
美龙舟池学习龙舟文化知识的同时，还展
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龙舟赛事，切身体会

“同舟共济、团结奋进”的精神。
为期5天的夏令营活动中，来自海峡

两岸的中学老师和少年还分别走进厦门、
泉州等地，通过学习花灯、木偶、海丝文
化等课程及活动模块，探究闽台两地的文
化渊源，研习闽南非遗技艺、体验民俗风
情，以“沉浸式”方式体验闽南文化魅力。

据了解，本次夏令营由厦门市教育局
主办，厦门二中承办，集美闽台研学总部
协办。参加本次夏令营的营员主要是厦门
本市的中学生和在厦就读的台籍中学生。

据介绍，厦门市教育局已连续12年举
办海峡两岸中学生闽南文化夏令营活动，
深受两岸中学生的喜爱。活动旨在通过参
观走访、文化课程、考察研究提高学生们
对闽南文化的认识，提高两岸青少年的文
化认同，促进交流、增进友谊，让两岸血
浓于水的炎黄子孙情缘更加深厚。

两岸中学生
“沉浸式”体验闽南文化

■ 编者按

日前，由台湾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出版，记载台湾抗日将领许历农一生奋斗历程的新书《许历农传——从战争到和
平》在台北发行。该书以纪实笔触，还原了许历农这位台湾百岁将军情牵两岸的家国人生。本期我们邀约该书作者、
台湾资深媒体人纪欣分享她历时近4年，撰写这本书的前后故事。

几十年前就有不少人劝许历
农将军出版回忆录或传记。我想
一方面是因为许历农官至上将，
参加过抗日战争，来台后历任军
校校长、金门防卫部司令官、总政
战部主任、退辅会主委等要职，另
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是中国国
民党的政要中，第一个认清并公
开斥责李登辉搞“台独”的人。
1993 年 11 月他宣布脱离国民
党，加入新党，并于次年5月成立

“新同盟会”，从此不辞辛劳往来
两岸及海外，为和平统一奔走呼
号，被称为统派的精神领袖、文武
合一的典范。

许历农本人则认为，在关键
时刻挺身而出，是为了对得起自
己的良知，是非功过历史自有公
论，无须再多说明。在我看来，许
历农是当代两岸史中的标杆性人
物，他在两岸隔绝时期选择了走
与众不同的道路，其心路历程及
超凡勇气、爱国情操，理当载入史
册。也因此，在过去15年间，我陆
续出版了三本有关他的书籍。

有幸记录许老反独促统
的心路历程

1996年5月，许历农出任第
三届“国民大会”新党国大党团召
集人，他任命我为副召集人兼发言
人，并要求我每次发言，不管时间
多短，都必须先写下来，我从而知
道也观察到，他每次演讲、发言，不
论长短、场合，必定亲自写稿。

2007年初，我以帮助他整理
手稿为由，从许老那里拿到一大
箱他亲笔写下的发言稿、讲稿。我
立即仔细拜读，加深了对他的认
识，以下分享几点：

改革开放改观了他对大陆的
认识。许历农出任“总政战部”主
任后，了解大陆发展成为他工作
的一部分。他很快发现，大陆在
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后，各领域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上
快速成长，外交上有重大突破，并
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
系列变化让他认识到台湾与大陆
近在咫尺，搬不动，移不开，唯有
选择两岸互利双赢的统一方案，
才是中国之福，两岸民众之福。

最早识破李登辉的“台独”真
面目。在1994年4月李登辉接受
日本人司马辽太郎访问，发表《场
所的痛苦——身为台湾人的悲
哀》谈话前，在台湾几乎没有人相
信李登辉是“台独”，但许历农因

担任国民党中常委，每周都与他
面对面开会，1992年就目睹李登
辉处处袒护主张“台独”的民进
党，他多次质问李登辉，而李登辉
竟回答：“民进党像个小婴儿，我
们要给他一点奶水，让他长大。”
而且李登辉经常告诉海外“台独”
分子，“独立只能做不能说，统一
只能说不能做。”

离开国民党，加入新党。当许
历农认清李登辉的真面目，就决
定离开彼时的国民党。1993年11
月24日，许历农召开记者会，发
表《大是大非——我的痛苦抉择
与崭新希望》讲话，宣布退出国民
党，加入刚成立不久的新党。消息
一出，震撼全台湾，也使新党在之
后不久的选举中获得佳绩。1996
年他接受新党征召担任第三届

“国大代表”，并于1997年带领新
党党团反对李登辉“冻省修宪”。

创办“新同盟会”及“民主团
结联盟”。1994年5月，新同盟会
成立后，即在全台展开“反独促
统”活动，并定期举办“国是讲
座”，吸引大批支持者前往听讲。
2002年又创办“民主团结联盟”，
促成2004年“连宋配”。

捐赠手稿给民革中央

2009年，时任民革中央领导
看到我编辑出版的《许历农文稿
集》，知道所有文章均出自许老的
手稿后，即表示有意收藏其手
稿。许老闻悉，稍作考虑，即同
意将其手稿全数捐赠给民革中
央，并嘱咐我处理交接事宜。

2009 年 10 月 21 日，民革
中央在北京举办了“许历农会长
捐赠手稿仪式”，时任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
周铁农在仪式上表示，许历农的
手稿是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
文献资料，对进一步研究两岸关
系具有重要作用，民革会好好典
藏这些手稿。许历农则表示，捐赠
手稿给民革中央让他感到非常荣
幸，这些手稿大部分是揭发李登
辉时期的“台独”阴谋和谬论，就
像“《水浒传》中说，路见不平一
声吼，我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90岁后再创促统志业高峰

没想到许老在 2007 年之
后，以90岁高龄，在促进两岸
关系的志业上再创高峰。

2010 年 8月他发起“中山
黄埔两岸情论坛”，希望建立一

个平台，让两岸黄埔人及其后代
“相逢一笑泯恩仇”，共同推动两岸
和平发展，最终实现和平统一。在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该论坛在两
岸共成功举办过九次，数千名海内
外黄埔子弟先后聚集一堂，认真研
讨如何尽一己之力促国家统一大
业，许历农不顾年迈出席过八次，
而且每次都作了重要讲话。

2010及2013年，他两度率领
由近20位高阶退将组成的“和平
之旅参访团”，与多个大陆重要军
事单位对话，共同探讨两岸建立军
事互信机制的可行性。

2012年 3月，许历农召集了
近20个政团组成“促进和平统一
政治团体联合会议”商讨两岸统一
大业，以召开记者会、发表联合声
明等方式，呼吁台湾当局正视两岸
现实，改善两岸关系。2014年 9
月24日，许历农率领了由58名会
议代表组成的“台湾和平统一团体
联合参访团”到北京访问。26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人民
大会堂会见了全体团员。习近平总
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大陆能理解
台湾同胞因特殊历史遭遇和不同社
会环境而形成的心态，会尊重台湾
同胞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
式。”许老语重心长地对习近平总
书记表示：“两岸统一是中国梦的
核心问题之一，急不得，但也不能
拖，事缓则圆，也怕夜长梦多。”

我于2004至2009年担任中国

统一联盟副主席，2009年至 2013
年担任该盟主席，与许历农带领的
新同盟会和民主团结联盟，在工作
上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9年中，我
看到许历农事必躬亲、任劳任怨，
又无私心，所以不论是“反入联公
投”，或支持两岸两会恢复协商及
之后签署ECFA等协议、或庆祝抗
战胜利及台湾光复等活动，都得到
许多其他统派团体的声援，也为促
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做了一番努
力。我认为这段过程就是一部台湾
统一运动史，值得记录下来，尤其
许历农的志节抱负、人格特质值得
后辈学习。

2013年9月，我创办《观察》月
刊，许历农不仅是杂志创刊号的专
访人物，之后又就不同议题多次接
受我的访问。例如 2015年纪念抗
战胜利 70年，我请他回忆早年的
军旅生活；2017 年台湾当局开放
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 30周年，我
请他回忆在担任退辅会主委时，协
助老兵返乡探亲的过程。2016 年
蔡英文当选后，他又多次表达对两
岸关系日趋紧张严峻，特别是美国
强权干涉的忧心，2018年，我依据
这些内容又撰写出版了《许历农的
大是大非》。

同意立传是为宣扬反独促统

出乎我的意料，今年 2 月，
103 岁高龄的许老在台湾天下文

化出版社创办人高希均教授的力
邀下，同意由我执笔撰写他的传
记。这一次，他除述说了记忆所
及的生平往事，还提供了他近些
年用电脑打成的电子版文章，同
时同意我访问很多在不同阶段跟
过他的下属。更让我感动的是，
在我完成书稿后，他还亲自逐章
逐字校正。

由于许老年事已高、行动不
便，近几年他已无法像过去那样奔
走两岸及海内外，他所创办的几个
民间社团，也因台湾当局所谓“政
党法”或转型或不再运作，但他始
终关心时局、保持勤阅读和思考的
习惯，并勇于表达观点，也因此成
为台湾各报章杂志“最年长的作
者”。本书传记最后一章摘录了许
老近年来发表的大部分文章，最新
的一篇是他于2022年4月29日发
表在台湾《联合报》的《以俄乌为
鉴，台湾别轻信他国挑拨》，这也是
本书的最大特色之一。

许老说，在 103 岁时同意立
传，是希望更多人可以借着读这本
传记，了解他为什么支持两岸统
一、坚决反对“台独”，并为此不懈
努力了数十年，从而理解、认同他
的政治理念，也把国家完全统一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为自己的人
生使命。

（作者系台湾《观察》杂志发
行人、《许历农传——从战争到和
平》作者）

7月的厦门，烈日当空。9日上
午，一支骑行车队从厦门大嶝岛出
发，矫健飒爽的英姿引得路人驻足称
赞。10日傍晚的余晖下，车队冲过设
于厦门水上运动中心赛道的终点线。

这支20人的骑行队伍中有17
名台胞，他们参与的是第十四届海
峡论坛配套活动——台湾“单车天
使”第一家园行。“打卡”美丽闽南，
感受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大家直
言“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

“想不想去大陆看看？”

“单车天使”公益骑行活动由来
已久。

时光倒回到2011年，台胞杨民
忠来到杭州创办了一家企业咨询公
司。除了咨询师，杨民忠还有另一个
身份——社工，他对社会公益活动
充满热情。

同年，杨民忠回台探亲，走访了
彰化县一家保育院，了解到孩子们
热爱骑车。“他们很要强，一点风雨
是不肯上大巴车的，在雨中拼命蹬
着脚踏板，跌倒后扶起车再前行。”
他说。

杨民忠问他们：“去过大陆吗？”

“想不想去大陆看看？”
“想！”大家异口同声喊道。
那时，杨民忠心里埋下一颗希

望的种子——发起“单车天使神州
圆梦公益之旅”，帮助这些台湾青少
年到大陆骑行。

圆梦之旅

2012年夏天，杨民忠和志愿者

带着35名青少年成功完成环岛骑
行后，跨过台湾海峡来到大陆“圆
梦”——从北京骑行至厦门。

“第一届骑行团队75人，历时
40天，两岸行程累计3200公里，走
完很不易。”杨民忠说，“为节省开
销，经费重点保障骑行相关开支，所
以食宿条件稍差，但没有孩子叫苦
叫累。”

排除万难，来自台湾的青少

年终于圆梦：站在巍峨的长城脚下，
放声大喊“我也是好汉了”；近距离
观赏壮观的“鸟巢”，2008年奥运会
开幕式的烟火仿佛在眼前再次绽放
……漫长骑行旅途中，大家变得更
坚强、自信。

杨民忠也圆梦了。那颗种子生根
发芽，开花结果。“我带着台湾孩子们
跨越山海，见到更广阔的世界。”他眼
里闪着光，“他们增长了见识，品性也
得到锻炼。他们与大陆志愿者互帮互
助，结下深厚友谊。我做的一切都是有
意义的！”

十年“骑迹”

在有关方面和社会各界热心帮助
下，“单车天使神州圆梦公益之旅”今
年迎来第十届。十年间，550名台湾偏
乡青少年和370名单亲及贫困青少年
参与活动，“骑迹”遍及两岸55个城
市，总里程达1.2万公里。

“‘单车天使’已与大陆35所高校
建立合作关系，通过高校学生会和自
行车协会每年招募志愿者。同学们热
情高涨，报名参选志愿者人数最多的
一年达800人。”杨民忠说。

“我早已融入‘单车天使’大家庭，

它贯穿了我整个大学生涯。”连续参与
最近三届活动的大陆志愿者王婉彬
说，“我和许多台湾朋友共同经历了毕
业、升学和就业等重要人生时刻，即便
受疫情影响没法见面，仍感觉彼此心
连心。”

2018年起，“单车天使”协助台湾
偏乡或愿意推动体育公益的中学成立

“单车天使”社团，让更多青少年参与
两岸骑行活动。

2019年，中华单车天使协会在台
湾正式成立，杨民忠任理事长。协会旨
在更好服务体育公益事业，帮扶更多
青少年。

许多原本厌学或自制力较差的学
生结束骑行回到校园后，老师们向杨
民忠反映他们的学习态度有了很大转
变。“希望通过努力学习，走出大山，再
去外面的世界看看。”有的学生发自内
心地说。

让体育公益转变为素质教育课，
是杨民忠初心所在：“骑行和观光不是
最终目的，要让青少年在这个过程中
挑战自我，打破旧有的认知枷锁，实现
成长。”

趣味英语课、中华饮食文化、单车
运动常识、写作训练……疫情期间，

“单车天使”活动推出线上教育公益工
程，来自五湖四海的志愿者与台湾青
少年“云”端相聚，开展交流，受到学
生、学校和家长们广泛好评。

“今年我们计划去四川凉山州冕
宁县爱曦小学、甘孜州贡嘎山小学开
展公益骑行，为大陆山区孩子带去一
份新体验。”杨民忠说，希望两岸山
区孩子未来能相聚在厦门环岛路，享
受并肩骑行的快乐。

爱可逾山越海
——台湾“单车天使”的十年“骑迹”

新华社记者 曾 焱

本报讯 （记者 修菁） 地处青藏高原
的青海省生态旅游资源丰富，青海湖、三
江源等也成为台湾民众心中的“诗和远
方”。在25日举行的“情系三江源·大美
青海情”——两岸文化和旅游联谊行开幕
式台北分会场上，嘉宾们对青海的历史文
化底蕴和旅游价值表示肯定，认为两岸有
责任心手相牵，进一步深化两岸文化旅游
交流合作。

开幕式设置西宁和台北两个分会场，
以“文化传承和生态发展”为主题，采取
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举办，来自两岸的
150多名文化、旅游、艺术界等人士参加。

出席西宁分会场活动的台湾新党前主
席郁慕明回顾了自己第一次到青海的经
历，他对青海近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丰
富的文化内涵和旅游价值印象深刻，表示
体会到了青海迎接西部大开发的热情，并
鼓励两岸年轻一代去走一走，看看自己国
家的锦绣河山。

在台北分会场上，文化台湾基金会荣
誉董事长洪孟启致辞表示，青海是长江、
黄河、澜沧江三江之源，树立了各民族和
谐相处的典范。海峡两岸血脉相连，有责
任一同携手前行，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人
类的和谐福祉而努力。

中华两岸旅行协会理事长许晋睿曾经
游览青海多达16次，他在台北分会场分享
了自己的感受。“疫情发生两年多来，两岸
旅游交流遇到很多波折，但相信疫情之
后，深化两岸文旅交流合作的意愿会更加
强烈。”

开幕式集中推介了青海的文化和旅游
资源。两岸嘉宾还将赴青海多地参访，感
受青海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发展，并
举办两岸文化和旅游建言会。

本次活动为“情系中华”系列活动之
一，由中华文化联谊会、海峡两岸旅游交
流协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青海
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青海省文化和旅游
厅承办。

“情系三江源·大美青海情”
两岸文化和旅游联谊行启动

77月月99日日，，骑行车队从厦门大嶝岛出发骑行车队从厦门大嶝岛出发。。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一个人一个人，，一部台湾统运史一部台湾统运史
——写在《许历农传——从战争到和平》出版之际

纪 欣

本报讯（记者 修菁）“以史为镜可以
知兴替，历史不会改变，但忘记历史，历
史便会重演。”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溢
诚26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参加“复兴有我
——在京台湾青年边疆行”活动时表示。

“复兴有我——在京台湾青年边疆行”
内蒙古交流参访活动由北京市台办、内蒙
古自治区台办共同主办，旨在让在京台湾
青年深入了解祖国边疆地区人民生活，增
进对祖国大陆的深刻理解与文化认同。

四年前来到大陆发展的台湾教师张育
铭，目前在北京工商大学任教。走出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海拉尔纪念园，他表示自己
很受触动，“抗日战争的胜利当然是包括台
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胜利。时至今
日，台湾同胞尤其是在战争中受到过严重
伤害的‘慰安妇’，连一句道歉也得不到，
这显然缺乏正视历史的态度。一些台湾青
年还将历史割裂来看，因此未能树立正确
史观，令人遗憾。”在他看来，台湾青年需
要这样特定场景的场景教育，“参观抗战遗
址就是为了更好铭记历史。”他说。

据悉，本次活动历时 7 天，40 余名
在京青年赴呼和浩特市、兴安盟、呼伦贝
尔市三地参访交流，深入了解内蒙古自治
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和教育事业发展
情况、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与机遇，追溯共
产党人带领内蒙古人民艰苦奋斗的光荣历
史，感受内蒙古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成
果，感悟内蒙古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
导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等。

“复兴有我——在京台湾
青年边疆行”启动

77月月77日日，，作者作者（（后排左二后排左二））与许历农先生与许历农先生（（前前））在新书发布会上在新书发布会上。。 作者供图作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