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8月27日星期六

（两岸直航飞机读物）
本期出版周期（8月27日-9月9日）

周刊主编 高 杨
收稿邮箱：jizhegaoyang@126.com
编辑电话：(010)88146930
本版责编 /高杨 校对/马磊 排版/姚书雅

5周刊
第391期

本期观察本期观察

8月10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发表《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进一步重申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事实和现状，展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人民追求祖国统一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阐述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政府在新时代推进实现祖国统一的立场和政策。

读着白皮书，不禁想起晚清抗日保台志士、爱国诗人、教
育家丘逢甲（1864—1912），那深受梁启超赞许的、令人热泪
盈眶的三首诗：

《送颂臣之台湾（其六）》

亲友如相问，吾庐榜念台。
全输非定局，已溺有燃灰。
弃地原非策，呼天傥见哀。
百年如未死，卷土定重来。

《送颂臣之台湾（其七）》

王气中原在，英雄识所归。
为言乡父老，须记汉官仪。
故国空禾黍，残山少蕨薇。
渡江论俊物，终属旧乌衣。

《春愁》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
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现在，就要到“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之时
了。我也谨拟一诗：

《祭告丘逢甲》

春风荡荡又绿山，往事历历志愈坚。
十四亿人同一心，来年今日收台湾。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春风荡荡又绿山
——读《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有感

叶小文

近日，国务院台办、国务院新闻办发
表《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
皮书，这是继1993年和 2000年后，大陆
第三次就台湾问题发表白皮书。白皮书的
发布在台湾岛内引发强烈关注。“蓝营”的
精英们因怀念早已不存在的“中华民国”
而拒绝接受“一国两制”，“绿营”则一心
想着“台湾独立”而将“一国两制”污名
化。不过，两岸观察人士表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大势无人可挡，中国完成国家
统一的大势也无人可以撼动。从大陆先后
三次发布的台湾问题白皮书的内容看，台
湾已经失去了前两次与大陆政治谈判的机
会，如果再拒绝与大陆协商谈判，恐怕最
后连谈判的资格都没有，在统一大势到来
时台湾连“一国两制”恐怕都成了他们的
政治人物们的奢望。

■ 统一没有“时间表”，但不会
被台湾带节奏

对于一个希望永远维持“不统”的社会
而言，大陆第三份台湾问题白皮书的发布，
让一些人感到慌张。他们开始炒作大陆“武
统”，并信誓旦旦地抛出各种版本的统一

“时间表”，企图在统一前搞乱台海。
而这些人既包括台湾岛内拒统和谋

“独”的势力，也有美国那些长期持“中国
威胁论”观点者，以及急于向台湾兜售武
器的美国军火商代言人们。这些人一会儿
说大陆将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之前对台动
手，一会儿说大陆将在 2025 年中国GDP
超过美国85%后对台动手，一会儿又说大
陆会选择在2027年解放军建军100周年对
台动手，甚至还有人说等到2035年中国基
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2049年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时对台动手……反正，对
于中国统一的“时间表”，他们说得活灵活
现。

其实，关于统一的“时间表”问题，凡
是研究两岸关系的人都明白，大陆有统一

“路线图”，但并没有所谓的“时间表”。两
岸统一的“路线图”也一直是公开的，那就
是大陆尽最大努力，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的
统一，而统一后在台湾实行“一国两制”的
治理方式。

但迄今为止，大陆还没有谁说过中国有
统一的“时间表”。这是因为：第一，大陆
已经掌握了统一的主动权、主导权，且统一
的大势、时间都在大陆一边。而为了实现和
平统一，展现大陆善意和耐心，给台湾政治
人物们留下了更多地考虑时间，所以没设所
谓的“时间表”。第二，统一的时间本身就
是一个不确定数，它随时会随外界事物变化
而变化。比如，大陆希望通过以和平协商方
式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
但如果这期间民进党和其他“台独”势力突
然制造事端，搞“法理台独”或其他分裂活
动，足以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
统一就会随时启动并将在短时间内完成。再
如，在这期间美国等外部势力毫无节制地搞

“以台制华”，打“台湾牌”，而台湾当局又
愿意作为棋子，倚美谋“独”搞分裂活动，

大陆也会断然启动统一程序，并完成国家统
一。所以，在统一问题上无法制定或设定

“时间表”。
因而，在两岸观察人士看来，无论台湾

岛内或是美国的政治人物和学者，凡是明确
提出中国统一“时间表”的，不是政治骗
子，就是学术混混。

当然，由于大陆在统一上并无“时间
表”的概念，因而，岛内也就出现了一种值
得警惕的声音，这种声音认为，台湾“主
流”民意暂时还不接受统一，更不接受“一
国两制”，所以希望大陆要有耐心，慢慢
来，等到哪一天台湾民众和大陆心灵契合了
再谈统一。

这种声音尤其发自蓝营的精英层。乍
一看，似乎有道理，因为统一的确需要两
岸同胞的心灵契合。然而，在一个完全被

“去中国化”的台湾，当“台独”成为这个
社会的政治正确，谈统一都不得不偷偷摸
摸，且这个社会的很多政治精英不分“蓝
绿”，其政治取向或“反共”或“反中”，
甚至还公开勾连美日等外部势力阻挠中国
的统一，污蔑、歪曲和攻击“一国两制”。
对于这样的一个社会，要想等到“和大陆
心灵契合”恐怕遥遥无期。两岸学者认
为，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台湾一些人在统
一问题上故意带节奏，企图影响大陆统一
决心。

但多位两岸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实现国
家的完全统一大幕已经拉开，大陆将坚定不
移地按照自己的统一进程推进，不可能被台
湾地区带节奏。

■ 长期拒绝和大陆政治谈判，台
湾失去最好的机会

看了日前发布的台湾问题白皮书，在北
京大学读研究生的台湾省籍小黄同学有点焦
虑感，他在和本报记者交流时明确呼吁，台
湾不分“蓝绿”的政治精英们不该再在统一
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更不该回避面临的统一
现实。

据了解，小黄同学在台湾读大学时，曾
被台“外交部”选拔为学生“形象大使”，
赴欧洲某国宣传、贯彻蔡英文所谓的“让世
界看见台湾”的“外交战略”。而据小黄同
学说，在没来大陆之前，他对大陆了解不
多，在两岸关系部分，他在台湾接受的教育
和获得的信息是，“大陆要吞并台湾”“强迫
台湾接受统一”。

然而，到大陆后，小黄同学对两岸问题
有了兴趣，还研读了 《邓小平文选》，对
邓小平关于两岸关系的一些论述和观点印象
深刻。此外，他还找了很多有关两岸关系方
面的资料研究。最后小黄同学发现，他原来
一直被台湾的教育和宣传欺骗了，“我发现
大陆从没有在统一问题上强迫过台湾，而是
倡导平等谈判”。

小黄同学说，在看了 1993 年和 2000
年两个台湾问题白皮书和日前刚发布的白
皮书后，他突然发现，台湾失去了与大陆
就统一问题的最佳谈判机会，“可以说是态
度一错再错，机会一失再失。”

小黄同学表示，他在1993年和2000年
的台湾问题白皮书中都能查到，当时大陆在
两岸统一上对台湾做了大量让步，释放了太
大的善意。比如，1993年白皮书说，“在一
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包括
谈判的方式，参加的党派、团体和各界代表
人士，以及台湾方面关心的其他一切问
题。”“统一后，台湾将成为特别行政区。它
不同于中国其他一般省区，享有高度的自治
权。它拥有在台湾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
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党、政、军、经、
财等事宜都自行管理；可以同外国签订商
务、文化等协定，享有一定的外事权；有自
己的军队，大陆不派军队也不派行政人员驻
台。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台湾各界的代表人士
还可以出任国家政权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
全国事务的管理。”

“大陆当时还谈过，只要在一个中国前
提下，两岸什么都可以谈，包括国号、国
旗、国歌等。”小黄同学表示，2000年的白
皮书第四部分“两岸关系中设计一个中国原

则的若干问题”中，虽然没有重述第一次白
皮书中的上述关于统一后军队等问题，但依
旧明确，“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两岸什么问
题都可以谈。”

小黄同学说，回想过去，再看看最近发
布的这个白皮书，那些条件已经没有了，这
表明台湾已经错失了与大陆最佳协商谈判的
机会，而且时过境迁，现在的统一已经不是
台湾同不同意的问题，而是必须统一和必然
统一的问题，“所以，我特别希望台湾的政
治精英们应该抓住这一次机会，赶紧坐下来
协商。”小黄同学说，台湾不能在机会上一
失再失了。

■ “一国两制”最符合两岸利
益，但不会是唯一选项

“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
为实现和平统一作出的重要制度安排，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和平统
一、一国两制”是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
方针，也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体现
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既充分
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长
治久安。然而，“一国两制”提出以来，台
湾一些政治势力曲解误导，民进党及其当局
更是不遗余力地造谣抹黑，造成部分台湾同
胞的偏颇认知。

在蓝营政治精英看来，大陆没有承认已
经不存在的“中华民国”，因此他们不愿意
接受台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
政区；而民进党，则一心要搞“台独”，其
想搞“一边一国”“一中一台”，所以拒绝接
受“一国两制”。再加上美国的干涉、蛊
惑，所以“一国两制”目前在台湾社会依旧
没被接受。

两岸多位观察人士表示，现在台湾的很
多“蓝绿”政客在统一问题上不分是非黑
白，为反而反。而事实上，统一后在台湾实
行“一国两制”，本身这是一个和平的方
案、民主的方案、善意的方案、共赢的方
案，是大陆对台释放的最大善意，为的就是
解决目前台湾民众关心，也是他们担心的大
陆和台湾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不同这一基本
问题。

针对台湾社会对“一国两制”的抵
制态度，上述多位两岸观察人士警告
说，中国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是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在统一问题
上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阻碍都无异于螳
臂当车。大陆之所以不放弃以武力方式
解决台湾问题，就是针对外部势力干涉
和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
而如果台湾政治精英们一直拒绝统一，
并煽动民众抵制统一，甚至企图分裂国
家，在无法实现和平统一的情况下，为
了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为了完成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大陆必将被迫采取果断
措施，完成国家的统一大业。因此，台
湾的政治精英们必须想清楚一件事——
中央政府说的在台湾实行“一国两制”，
是有一个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两岸协
商谈判，实现和平统一。

面对统一，台湾政治人物不该再犹豫
本报记者 高杨

8月10日，国务院台办、国务院新闻办发
布《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
书，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
的一边，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认真思考台湾
在民族复兴中的地位和作用，深明大义，奉义
而行，坚定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
积极参与到推进祖国统一的正义事业中来。
这同样也是对台湾各政党和政治人物的呼
吁。在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目标，两岸统一越来越近的形势下，唯有
顺势而为，才能有政党和个人的光明前景和
美好未来。

当前，两岸关系风高浪急、波谲云诡。国
际干预势力发起对华战略竞争，大打“台湾
牌”，企图“以台制华”，遏制和打断中华民族
复兴进程；“台独”分裂势力趁机兴风作浪，处
心积虑挟洋谋“独”、以疫谋“独”，大肆煽动

“恨陆、反陆、抗陆、仇陆”情绪，在两岸之间挑
动新仇旧恨，向“台独”分裂目标持续盲动冒
进。这段时间，各方围绕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
西窜访台湾进行了空前激烈的全方位较量，特
别是军事对峙规模、范围、烈度升至空前高度，
导致台海安全形势迅速恶化。事实再一次证
明，“台独”分裂是台湾民众福祉的最大威胁，
霸权干预势力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台独”意味着战争，分裂没有和平。
在此期间，我观察台湾的政坛，不少政党

和政治人物在两岸前途问题上的思想心态和
政治主张发生复杂变化。某些政党、政治人
物出于种种考虑，或旁观回避，或投机躁动，
甚者自己否定自己，丢失了灵魂、迷失了方

向。而真正能旗帜鲜明、主持正义、直面统一
问题的屈指可数。这说明岛内政情、民情和
社情的复杂性，也说明现在到了必须让台湾
政党和政治人物从情绪化的盲目反应中清
醒，从投机性的短视选择中警醒，直面历史发
展大势，直面两岸人民心声，直面国家必然统
一、民族必将复兴的现实，客观思考台湾未来
和自身何去何从问题的时候了，剩下的时间
已经不多啦。

台湾政党和政治人物要认清历史大势。
这个大势就是两岸必须统一、两岸必然统一、

“台独”注定没有明天、拒统唯有死路一条。
两岸一定会在可预见的将来实现统一，不会
遥遥无期，这是任何台湾政党和政治势力也
阻挡不了的历史大势，也是国际上任何插手
干预也破坏不了的历史定局，中国必然统一
早已是“国际共识”。这一点，即便台湾的普
通老百姓，很多也看得清楚。8月 8日，台湾

“中华民意研究协会”委托民意机构进行的民
调显示，64.4%的台湾民众认为台湾无法靠自
己的力量阻止大陆实现统一。与此同时，长
期民调显示，多数台湾民众不认为美国、日本
靠得住；近年民调多次显示，超过一半台湾民
众认为两岸统一不可避免，“不用等到新中国
百年，台湾会求大陆统一”。

我们不能想象，台湾孤悬海外，搞“台
独”、拒统一、谋图偏安一隅，还有什么现实前
景。“从根本上说，决定两岸关系走向的关键
因素是祖国大陆的发展进步。”统一需要物质
基础，占优势的一方必然主导统一，包括其进
程和方式。此次反制佩洛西窜访台湾的斗争

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超级强大的组织
动员能力，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的爱国主
义情怀，中国人民解放军气势如虹的坚强决
心、高昂士气和实战能力，像江河大海澎湃、
高山大地雄壮，令世界叹为观止。美国军事
专家丹尼尔·戴维斯称，如果美军介入台海冲
突，“将遭受难以想象的重大失败”。毫不客
气地说，大陆强大的实力地位、人民追求统一
的强烈意志、军队保家卫国的实战能力，始终
是“台独”和国际干预势力无法逾越的门槛。

岛内政党和政治人物的选择越离谱，两
岸统“独”之间的较量、碰撞就会越激烈，统一
的急迫性就会越冲高。如果有人还看不清这
一点，盲目地从岛内一隅、偏安一方，一党之
见、一己之私，一任之计、一时之利来算计台
湾的前途命运，并据此决定自己的政治主张，
那就是鼠目寸光；如果执意逆潮流而动，那就
是螳臂当车，到头来只会头破血流、粉身
碎骨。

台湾各政党和政治人物要认清历史定
位。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是蒙混不过去
的。每个人应对历史负责任。同时历史也会

“审判”每一个人，台湾任何政党和政治人物
都摆脱不了“被历史审判”的命运。即便是普
通百姓，也有民众代代相传的口碑给予的“历
史定位”，如他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为乡
亲，为社区、为邻里,为家族、为亲人做了什
么。台湾各政党和政治人物只有顺应历史，
为历史做出应有的贡献，才能得到应有的荣
耀。在台湾，各政党特别是政治人物似乎很
看重“历史定位”，都在追求“历史定位”，那就

更应懂得历史和人民“审判”的道理。两岸统
一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是业已成为现在进
行时的历史发展进程。台湾各政党和政治人
物只有顺势而为、积极作为，为统一做出积极
贡献，才会有长久的政治生命力，才有在统一
进程中扮演角色、发挥作用的空间，也才有统
一后的政治和历史地位。

做出正确选择才有光明之路。抗战时
期，鲁南人民对伪军、保长、地主、叛徒、特务
等开展“黑红点”活动。即谁帮助共产党、八
路军做好事，就在谁的名字下记上一个“红”
点；谁对共产党、八路军干了坏事，就在谁名
字下记上一个“黑”点。到了一定时期算总
账。凡是为人民做好事的人，人民会永远记
住他；凡是做坏事的人，人民会世世代代唾
弃他。在两岸统一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考验
着台湾岛内的每一个政党和政治人物：任何
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缺乏应有作为或是目
光短浅、一厢情愿、寄望偏安一隅的人，都将
被历史无情淘汰；至于反向操作、逆历史发
展潮流而动，推进各种形式“台独”的政党和
政治人物，一定会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必
将受到人民的严惩！“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
坟前愧姓秦。”历史上，汉奸卖国者都没有好
下场，他们不仅要面对自己的良知，还要面对
自己子孙称为叛国者的事实。2005年，汪精
卫的后人到南京祭祖，看到父母的跪像泪如
泉涌，痛苦地说：“做错事就应该受到惩罚！”
没有任何人的后代愿意背负骂名，值此关键
时刻，奉劝台湾所有的政党和政治人物，务必
要深长思之！

统一是台湾各政党和政治人物的必答题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 王卫星

今年是“九二共识”30周年。多
年来，海峡两岸各种政治势力就“九
二共识”的议题争辩得不可开交。
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
表4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中指出：“70年来，我们秉持求同存异
精神，推动两岸双方在一个中国原则
基础上达成‘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
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九二
共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首
次明确清晰地界定了“九二共识”的
完整内涵，可谓正本清源，拨开迷雾，
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是这一重要讲话
的诸多“亮点”之一。那么，“九二共
识”这一名词是如何提出来的？这不
免让我想起了22年前的有关往事。

2000 年 4 月初，台湾“大选”的
硝烟刚刚散去，本人承蒙淡江大学
大陆研究所张五岳所长之邀，赴台
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参访。其时，
国台办针对陈水扁即将上台发表的

“听其言，观其行”的声明正在岛内
发酵，两岸关系气氛微妙诡谲。所
谓“听其言，观其行”，照当时台湾媒
体的说法，是大陆给陈水扁这个主
张“台独”的“坏孩子”一段宝贵的

“留校察看期”，其中一个重要的观
察指标，就是看陈水扁在就职演说
中，要不要表示接受一个中国原则。

我入岛后在台北与包括民进党
朋友在内的各方人士频繁接触，深
切了解到此刻陈水扁根本不可能接
受一中原则，因而对两岸关系前景
深感忧虑。于是在与民进党一些重
要人士的私下交流中我表示：“陈水
扁刚刚在选前高喊‘台独万万岁’，
现在就让他马上改口接受‘一中原
则’，确有很大难度”，但如果陈水扁
在就职演说中，能够提出“愿意按照

‘国统纲领’的精神和在两会九二年
共识的基础上，与大陆恢复协商谈判”，依我的判断，“大陆虽
不满意，但可勉强接受”。这样北京将结束“听其言”，而进入
下一步的“观其行”阶段。我的观点得到他们的积极回应。

随后，在淡江大学大陆所的课堂上、座谈会上和其他一些
场合，我几次公开提出了上述观点。张五岳教授等许多台湾
学者也颇为肯定和重视，认为很有“创意”，不失为一种替陈水
扁“解套”的提法。当时，全程陪同我在台参访的 TVBS电视
台记者李侠和复兴电台记者高大卫，还为此作了专题采访。
但为避免对我的参访活动可能造成困扰，我要求他们务必在
我结束访台的前一天才可以对外报道。

大约过了半个月左右，4 月 28 日，在我即将离台的前两
天，当时尚未卸任的“陆委会主委”苏起在接受媒体的采访中，
首次公开使用了“九二共识”的用语。紧接着第二天下午，
TVBS 电视台也公开报道了对我的采访，打出的标题字幕就
是《一中解套：回到国统纲领及九二共识》。

苏起使用“九二共识”用语，是否源自于张五岳教授或是
其他什么人将本人的观点上报“陆委会”后对苏起有所启发而
率先公开提出，我不敢妄断，但至少我跟苏起是“不谋而合”。
返回北京后不久，我在 5月 18日、19日分别接受“中央社”记
者刘正庆和《中国时报》记者徐尚礼的采访，再次阐述了我在
岛内发表的上述观点和“九二共识”的提法。当时这两家岛内
重要媒体都有报道。

此后，鉴于“九二共识”名词的由来众说纷纭，2011年9月
5日，本人写了一篇题为《“九二共识”名词的由来及其意义》
的小文，发表在中国评论新闻网上。2012年12月10日上午，
在台北福华饭店举行的“台北会谈”开幕式前，我将上文影印
本送交苏起先生。当晚宴会期间，苏起当面对本人表示：“看
了你的文章后我才知道，我俩确实是‘不谋而合’！”我之所以
花这么多笔墨“旧事重提”，并非要和苏起争抢“九二共识”这
个名词的“发明权”，无非是想说明：当年海峡两岸许多有识之
士为了维护两会协商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大家
都在想办法，真是煞费苦心。诚如中评社在发表本人那篇小
文时所加的“编者按”云：“关于‘九二共识’名词的来源，前‘陆
委会主委’苏起系正式提出的人，然而，‘九二共识’一词的提
出，确实是凝聚了两岸专家学者的智慧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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