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18 日，由全国台联文宣部主

办，北京市台联、九州出版社、台海出

版社协办，台湾作家范文议新书 《谁说

台湾不是中国的》 发布会在京举行。会

上，两岸专家学者以“两岸一家，同根

同源”为主题，从政治学、语言学、古

典文学、两岸图书出版学交流等角度，

梳理和阐释了台湾与大陆之间深厚的历

史渊源和文化联系，并达成共识：“台

独”无论如何搞“去中国化”，最后都

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他们不可能

也无法撼动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当下急需 《谁说台湾不是中国的》 这样

通俗易懂的现代版台湾通史类书籍，向

台湾青年讲明两岸密不可分的历史文化

联结。

会上，本报记者与台湾问题专家、

北京联合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朱松

岭，文字学专家、中国民族语言文字应

用研究院研究员叶昌元，作家赵国明，

知名出版人江乐兴等进行了对话。

■“妄图切割两岸历史文化
关联，是民进党‘谋独’的重要手段
之一，但历史真相不会因为某些人
的政治图谋而改变”

记者：从李登辉、陈水扁，到蔡英

文，再到赖清德，他们四位可称得上是

岛内“台独”的“独首”。但我们注意

到，这四位“独首”搞“台独”都有一

个共同现象，也可以说是共同特点，那

就是他们都在文化和历史上做文章，您

怎 么 看 这 个 现 象 ？ 他 们 的 图 谋 能 得

逞吗？

朱松岭：自李登辉上台以来，陈水

扁、蔡英文到现在的赖清德，一刻也没

有停止“台独”图谋。这四位“独首”

谋“独”有着清晰的历史脉络。通过对

这一脉络的梳理，可以清晰看到“台

独”路线图：

岛内“台独”政治人物谋“独”有

规律。“预先亡其国 先去其史”，这些

“台独”政治人物都是先从篡改历史出

发 ， 进 而 推 进 “ 文 化 台 独 ”“ 教 育 台

独”“生活台独”，最终妄图让“法理台

独”水到渠成。其中，“同心圆”“台独

史观”的持续推行和落实是最要害的

问题。

“四‘独’首”的谋“独”行动始

终围绕以下几个核心要素展开：一是

“政治谋独”。从李登辉推动的“国民认

同”到陈水扁的“公投绑‘独’”，再

到蔡英文时期的“去中国化”教育政

策，赖清德的新“两国论”，这些“台

独”领导人始终通过政策和法律途径试

图 推 动 “ 台 独 ”。 他 们 通 过 修 改 教 科

书、推动“公投”法案等方式，不断弱

化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将“台独”观

念逐步植入社会体系。二是“文化谋

独 ”。 文 化 是 “ 台 独 ” 路 径 的 重 要 一

环，尤其是通过“去中国化”措施，逐

步改变台湾社会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企图构建所谓的“台湾本土文化”和

“台湾认同”来取代中华文化的核心地

位 。 无 论 是 李 登 辉 时 期 的 “ 新 台 湾

人”，蔡英文推动的“台湾主体意识”，

还是赖清德推动的“两岸两国互不隶

属”，“文化台独”成为政治“台独”的

基 础 。 三 是 “ 法 理 谋 独 ”。 四 位 “ 台

独”领导人通过不断挑战国际社会的

“ 一 中 ” 政 策 ， 试 图 在 国 际 法 理 上 为

“台独”寻求合法性。例如，李登辉提

出 “ 两 国 论 ”， 陈 水 扁 推 行 “ 入 联 公

投 ”， 蔡 英 文 则 加 大 “ 亲 美 抗 中 ” 力

度，以外部势力支持其“台独”进程，

赖清德则进一步加剧与大陆的对抗。这

些“台独”领导人“谋独”都有规律可

循，找到其规律，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

办法。

“台独”的具体操作路径是确定了

“历史台独”的大方向后，主攻“文化

台独”，推进“法理台独”。文化是民族

认同的根基，而“四‘独’首”都深知，

要想在台湾构建独立的“国家”认同，必

须从文化层面进行“去中国化”，这就是

“文化台独”的本质。而在“文化台独”

中，最为关键的一点便是通过改变历史教

育的“史观”来瓦解两岸的共同历史记

忆。“文化台独”企图通过修改历史教科

书、改变历史叙事来消解台湾与中国大陆

的历史联系。他们通过虚构历史、歪曲史

实，灌输所谓的“台湾从未属于中国”的

荒谬论调，从而在新一代台湾青少年中播

下对大陆的敌视种子。这一手段旨在通过

文化和教育彻底割断两岸同胞的共同记

忆 ， 制 造 对 立 和 分 裂 。 在 李 登 辉 时 期 ，

“ 台 独 ” 开 始 由 隐 性 转 向 显 性 ， 其 通 过

“去中国化”教育，发展“台湾主体性”

来塑造台湾的所谓“国家认同”。陈水扁

时期，进一步推动“公投法”以及所谓

“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的论述，进一步

推销“台独”意识。蔡英文及其后继者赖

清德，则通过法律、文化、教育等多种途

径，以更加隐晦却又持续的方式推动“台

独”理念，妄图形成“生活台独”，试图

改变台湾社会的认知基础。这种步步为营

的“谋独”路径具有阶段性、连续性和隐

蔽性的特点。

但不管“台独”势力如何“去中国

化”，都改变不了事实。无论“四‘独’

首”如何推动“去中国化”，都无法改变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事

实，也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法律

事实。从明清时期到近代的割台与光复，

台湾与祖国的历史联系是客观存在的，任

何人为的篡改都无法抹杀历史真相。1945

年台湾光复之后，台湾重新归入中国版

图，且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 2758 号决议

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

政 府 ， 台 湾 是 中 国 的 一 部 分 。“ 去 中 国

化”虽然在短期内对台湾部分民众，尤其

是年轻一代产生了影响，但终究无法长久

维持。历史真相不会因为某些人的政治图

谋而改变，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在

国际上早已得到承认，任何否认这一事实

的言行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我们今天拿到这本书名为 《谁说台湾

不是中国的》，既说出了历史事实，又道

出了台湾同胞的主流民意和心声。用“谁

说台湾不是中国的”这一掷地有声的发问

作书名，不仅简明扼要地揭示了历史的铁

证如山，更深刻反映了台湾同胞心中的共

同期盼与历史认同。这不仅是一句简单的

质问，而是一种对历史事实与时代潮流的

坚定呼应。台湾自古以来便是中华大地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历史真相早已镌刻

在两岸同胞的共同记忆里，世代传承，无

法篡改。“谁说台湾不是中国的”，这一掷

地有声的发问，不仅简明扼要地揭示了历

史的铁证如山，更深刻反映了台湾同胞心

中的共同期盼与历史认同。这不仅是一句

简单的质问，而是一种对历史事实与时代

潮流的坚定呼应。台湾自古以来便是中华

大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历史真相早

已镌刻在两岸同胞的共同记忆里，世代传

承，无法篡改。历史如山，真相如炬，任

何试图改写历史的图谋必将失败。

■“汉字显示了两岸恒久不变
的共同基因”

记者：两岸书同文，字同源，汉字作

为两岸交流的主要工具和信息载体，是中

华文化的基本要素和鲜明的标志。从专业

角度，您如何看两岸都在使用的中国汉字

的文脉？

叶昌元：我想从两岸甲骨文研究工作

的渊源、台湾至今仍坚持用汉字做注音字

母，以及秦朝对台湾的称呼等从中国语言

文字学角度，说明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两岸都在使用的汉字，是对两岸共

同文化基因的有力印证。台湾地区现在

仍然用注音字母作为汉字注音，这些注

音符号都是从汉字中提取的，就是从汉

字中找一些笔画非常少的字，或者提取

它的声母来作为一个声母符号，比如用

尸位素餐的尸、红日的日，分别来表示

拼音中的声母 sh、r；或者提取它的韵母

作 为 一 个 韵 母 符 号 ， 比 如 用 幺 鸡 的 幺 ，

代表韵母 ao，这些例子都能说明，两岸

文字同源。

再举一个例子。中国甲骨文的发掘和

研究，离不开董作宾这位学者。他是河南

南阳人，甲骨学家、历史学家，曾主持安

阳殷墟的甲骨文发掘工作，主编了 《殷墟

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并全面论证

了甲骨断代学说。1948 年底，他随着大

批文物前往台湾，在台湾继续著书立说，

发表了有关甲骨文和历史学的著作。

研究甲骨文的 4 位著名学者有“甲骨

四堂”之说，这 4 位就是罗振玉、王国

维、郭沫若、董作宾。恰巧他们的字里面

都含有堂字。郭沫若叫鼎堂，董作宾叫彥

堂。他们的研究，无疑是有相互影响或借

鉴的。

台湾在甲骨文方面的研究成果，一方

面取决于拥有了不少甲骨文资料，更重要

的一方面是有一批功底深厚的学者从事研

究。这个功底，就源自中华文化的基因。

此外，对台湾历代有不同的称呼，其

中在秦代，称台湾为瀛州。《谁说台湾不

是中国的》 这本书里面也提到这一点。

大家都知道秦始皇叫嬴政，他曾经派

遣徐福出东海。于是就传回了海上有三座

仙山的说法，它们是蓬莱、方丈、瀛洲。

瀛洲的嬴就是嬴政的嬴加“氵”。这

当然不可能是巧合。这个字是谁来造的？

我无法考证。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不是

秦始皇让人造的，就是有人为拍他的马屁

而造的。它的意思就是指东边那片水面姓

嬴。洲就是水中间的岛屿或陆地。因此大

陆东边那座最大的岛屿，就是瀛州。这个

瀛字在东汉 《说文解字》 里有。至于这个

嬴字是怎么来的？我梳理了一个链条，先

有蜾蠃的蠃，然后有输赢的赢，再有姓氏

的嬴。而这几个字共同的部分就来自蜾蠃

的蠃这种寄生蜂的象形，这个例子也充分

地反映了两岸血浓于水，具有永恒的相同

的文化基因。

■“两岸文学一脉相承。中原
文化的基因，规范了台湾文学发展
的方向、形式、内涵和风格”

记者：尽管岛内一些政客叫嚣在文化

历史上“去中国化”，但我们也注意到，这些

政客在很多场合会作中国古体诗，在公开讲

话中也都会引经据典，这表明中华文化其实

早已渗入台湾民众的血液和骨髓，两岸在

古典诗词的传承与发展中有什么渊源？

赵国明：我想从台湾传统中华优秀诗

词的历史渊源、台湾课纲的演变及其在中

华优秀诗词方面的影响以及我的两本书

《诗说台湾》 和 《台湾 台湾》 在岛内引

发的反响，来说说两岸古典诗词的传承与

发展问题。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中

华诗词文化源远流长，经过长期的发展和

传承，对台湾地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台湾传统中华优秀诗词的历史渊源可以追

溯到古代中国。

在古代，台湾有不同的名称，许多古

代诗人的作品也提到了与台湾相关的内

容，例如隋朝皇帝杨广的诗“岛夷时失礼

……轻骑出渔阳”，并派兵去台湾。

唐朝诗人、官员施肩吾率族人移居、

开发澎湖，其有诗“腥臊海边多鬼市，岛

夷居处无乡里。黑皮少年学采珠，手把生

犀照咸水。”

南宋知州汪大猷屯兵澎湖，编户齐

民，以防海盗。他也是诗人，著有 《适斋

存稿》 等四部。对于岛夷之人违法犯罪，

他有“安有中国用岛夷俗者，苟在吾境，

当用吾法”的记录。

元时开始设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和琉

球，元朝诗人屠性有诗一首 《送人赴澎湖

巡检》：三十六岛绕澎湖，见说泉南天下

无。花时小队旌旗出，处处春风啼鹧鸪。

明郑时期流寓台湾的文人如沈光文等

人成立东吟社，致力发展诗人。正是由于

祖国大陆文人的大量入台，明清相继展开

文教事业，而使台湾的诗社和中华文化得

以勃兴。

清末，地方文人以诗歌为武器，反映

本地人民的生活疾苦。如台北举人陈维英

的诗“盗贼有钱皆是友，无钱兄弟亦非

亲 。 俗 情 颠 倒 君 休 怪 ， 当 世 论 钱 不 论

人。”丘逢甲的诗“当时痛哭割台湾，未

肯金牌奉诏还”。中华诗词的形式有诗、

歌、赋、曲，花样繁多。

民国时期连横出版多部诗集控诉日军

侵略者的暴行。“落日荒涛望天末，不堪回

首是台湾。”

两岸文学一脉相承。中原文化的基

因，规范了台湾文学发展的方向、形式、内

涵和风格。

尽管台湾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些特殊的

时期，但以汉诗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台湾具有深厚的根基，一直得以传承

和发展。这种诗词文化的传承，不仅体现

了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也是

两岸同胞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重要组成

部分。

■“无论两岸政治风云如何变
化，两岸间的文化交流从来没有中断
过，可见两岸之间的同文同根纽带多
么紧密”

记者：虽然赖清德上台以来一直在阻

挠两岸交流，但两岸出版界的交流一直没

有停止，就在今天发布会举行的同时，在

海峡对岸，2024 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正

在举办。作为从事两岸图书交流的资深从

业者，您的感受和观察是什么？

江乐兴： 海 峡 两 岸 图 书 交 易 会 自

2005 创办以来，到今年 2024 年，已经是

第二十届了。这 20 年来，两岸在出版、

发行、版权及数字出版等领域取得了很大

的成绩，已成为两岸出版发行业界交流合

作的重要平台。往年这个会主要在厦门主

办，这次由台北主办，更是让大陆出版界

的同仁，感到更加的亲切。所以，无论两

岸的政治风云如何变化，两岸之间的文化

交流从来没有中断过，可见，两岸之间同

文同根的纽带多么紧密。

两岸近年来在图书方面有各自的变

化：近年来，随着大陆短视频的兴起，互

联网平台日趋成熟。我们在图书营销方

面，比台湾更为先进，市场前景也更为广

阔。一本书，以前在台湾市场可能没有多

少人关注，但拿到大陆出版后，往往就成

了超级畅销书。以台海出版社前两年出版

的 《虫洞书简》 为例，这本书以前在台湾

的名气并不是特别大，但通过在大陆出

版，经过短视频与直播营销后，这本书就

成了一本现象级的畅销书了。

相对而言，台湾的出版业也有他们的

优势，虽说市场没有我们大，毕竟人口基

数摆在那。我们不能说你在大陆可以卖几

十万本，在台湾只能卖几千本，就觉得市

场不行。其实台湾出版业也给我们带来了

许多的提升。抛开内容不说，光他们的包

装真的比我们要时尚、要前卫。尤其是生

活书、少儿书，只要经过他们的包装，其

效果真的要比我们大陆强不少。所以我们

经常学习他们的卖点提练以及包装方式，

反过来促进我们对出版物的提升。

说到两岸出版界的互补与融合发展，

我认为两岸出版界应更多地在传承和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物上下工夫。台海出

版社也正在策划出版一套面向两岸青少年

的系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图书—— 《两岸

青少年不可不知的——祖国》，希望通过

图书的力量，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向两岸

青年特别是台湾青年正本清源，讲明台湾

和大陆的血脉联系。

谁说台湾不是中国的？
——听两岸学者讲“两岸同根同源”那些事

文/图 本报记者 高杨 修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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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高杨） 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指导，江西省

台湾同胞联谊会、江西省新余市人民政府主办，江西省新余市人民政

府台湾事务办公室、新余市仙女湖区管委会、海峡两岸姊妹湖产业协

作年会秘书处承办的第六届海峡两岸姊妹湖产业协作年会，日前在江

西新余市仙女湖畔举行。来自吉林、江苏、安徽、福建、湖北、重

庆、江西等姊妹湖泊所在的省市台联，以及台湾南投日月潭、吉林长春

净月潭、江苏溧阳天目湖、安徽黄山太平湖、福建泰宁大金湖、湖北武汉

金银湖、重庆长寿湖、江西新余仙女湖等湖泊代表共计 100 余人参加了

年会。年会在象征着八湖同源、两岸同心、共同筑梦的注入各自湖泊中

的生态水的仪式中激情开幕。全国台联副会长杨毅周，江西省新余市

委副书记、市长方向军，江西省海外联谊会副会长、江西省侨办主任

张继钦，台湾中华民族发展基金会董事长、台湾海基会原董事长林

中森，台湾南投县副县长王瑞德先后致辞。

据了解，海峡两岸姊妹湖产业协作年会机制于 2018 年在重庆长

寿湖发起成立，目前协作单位包括台湾日月潭、重庆长寿湖、江西仙

女湖、湖北金银湖、福建大金湖、吉林净月潭、江苏天目湖、安徽太

平湖等 8 个湖泊型景区。协作各方秉持优势互补、资源互通、文化互

动、客源互济原则和“两岸一家亲”理念，谋求两岸湖泊旅游产业发

展共赢。本届年会主题为：“八湖奋楫扬帆、两岸同心筑梦”，旨在进

一步通过海峡两岸姊妹湖的文化旅游交流，深化两岸湖泊产业合作，

探索湖泊型景区与产业协作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第六届海峡两岸姊妹湖产业
协作年会在江西新余举行

本报讯（记者 付振强）日前，由北京市政协港澳台侨

和外事委员会、北京市台办共同举办在京台生“走进人民

政协 认识协商民主”暨体验北京社会实践活动。来自北

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 8

所在京高校台湾学生集中走进北京市政协机关，参观《北

京市政协光辉历程展》和常委会议厅，了解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历程，沉浸式体验北京

市政协常委会会议等协商形式，并与北京市政协港澳台侨

和外事委员会、北京市台办、台盟北京市委会、北京市台联

等有关负责同志座谈，分享交流个人在京学习生活情况和

未来发展规划。

在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的汪碧刚委员工作室吸引在

京台生们关注。“为更好发挥政协委员主体作用，通过搭

建协商议事平台，我们将政协协商与基层治理进行有效

衔接，持续开展‘你说我听，我说你听’协商议事活动，能

为群众多办实事、多办好事。推动了基层治理和群众普

遍关注的‘重点、热点、焦点、痛点、堵点、难点’问题得到

及时应答与快速解决。”北京市政协委员、通州区政协常

委、北京市政协“副中心有我”委员工作室召集人、北京城

市副中心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汪碧刚说。

“听了您刚才的介绍，让我更加清晰了解了全过程人

民民主制度体系，更加感受到了中国式民主更加有序和

更加有效的优势。”通过汪碧刚的现场讲解和分享，来自

中国传媒大学的台生刘常玉如此分享了体会和感受。

在北京市政协机关，在京台生们沉浸式体验了北京

市政协常委会会议等协商形式。“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市政

协机关，我觉得很有意义。”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台生赖

德谚说，通过参观展览让自己深切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与

各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发展历程。通过亲眼

观看和亲身体会，让他犹如上了一堂协商民主的实践课，

他也将把自己所见所闻真实讲给其他台湾亲友，为增进

两岸了解与互信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参加活动的在京台生一致表示，通过亲身走进城市

副中心、走进市政协机关，充分感受到规划建设北京城市

副中心对推动首都城市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意义以及取得的

重要成果，切实感受到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为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发挥的重要作用。

“到北京求学既是提升学业，也是开阔眼界。有事好商量，有事多

商量，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是一种包容、理性、平等和有序的协商。随

着大陆为台胞提供更多便利条件，我们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的

底气更足了。”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台生古渲说。

活动当天，北京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宏生、市台办

主任霍光峰、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黄塞溪、市台办副主

任张磊、台盟市委会秘书长庄文静、市台联副会长苏伟等有关领导参

加，激励在京台生们把准人生航向，激发不竭动力，在充满无限希望的

人生画卷上书写无悔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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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现场

本报讯 （记者 照宁）“这次活动是厦门欧厝和金门欧厝的首次

联谊，希望利用这样的活动让大家多交流，让厦门、金门在互动中更

加贴近，让两岸欧氏宗亲情谊更加深厚。”在厦门近日举办的海峡两

岸灯篙文化节上，来自金门的欧阳氏基金会董事长欧阳亚庆说。

“明嘉靖年间，厦门欧氏开始迁徙至金门居住，为此金门也有一

个欧厝，两地欧厝属同宗同源。”厦门欧厝社区宗亲代表王水料介

绍，每年的八月初八是欧厝王爷诞辰，竖灯篙民俗是欧厝王爷信仰的

一项重要祈福活动。

“我们在金门也有相同的祈福方式，也会舞龙舞狮，组织民间艺

人进行踩街，非常热闹。这次我们十几个人组团到厦门，跟厦门的欧

氏宗亲们都没有陌生感，很自然地交流，非常亲近。”欧阳亚庆看着

高高竖起的灯篙高兴地说。

活动中，厦门欧厝宗亲还特地准备了一个金“瓯”赠送给金门宗

亲。这个金“瓯”由入驻欧厝的金门艺术家和厦门的艺术家共同创

作。“这个金‘瓯’其实是由‘瓯’和基座两部分组成的。金门宗亲

返回金门时会将‘瓯’带回金门，而基座则静候于厦门欧厝，待两岸

团圆时，金‘瓯’和基座将组成一体，这寓意两岸心连心。我们期盼

两岸早日团圆。”王水料说。

两岸欧厝人在厦门首次“团圆”

在京台生通过走进北京市城市副中心、走进北京市政协机关，切实

感受到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