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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速递

■起于十余年前的清华情缘

今年 11 月 17 日是台湾同胞爱国
统一阵营的杰出领袖、社会活动家王
晓波先生诞辰 80 周年。作为保钓先
锋与岛内“统派”代表人物，王晓波
先生一直都是笔者密切关注并感佩的
对象。笔者所工作的清华大学图书馆
保 钓 资 料 收 藏 研 究 中 心 ， 自 2007
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收集“保钓运
动”过程中的历史文献，王晓波先生
的资料与相关文献，也从不同渠道汇
聚于馆里。

目前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有王晓波
先生的著作 38 种，不仅包括他对促
统反“台独”的有关历史和法理方面
的研究论述，比如 2001 年王晓波、
陈映真等人合编的《春雷声声：保钓
运动三十周年文献选辑》，是了解保
钓运动的基础文献与入门读物，还包
括他对中国先秦思想特别是法家思想
的有关研究论著，如《先秦法家思想
史论》《道与法：法家思想和黄老哲
学解析》《儒法思想论集》 等。中国
法家研究会副会长宋洪兵曾对王晓波
有如下评价：“王晓波撰写的 5 本法
家著作，堪称研究法家必读的参考
书。”2018 年中国法家研究会成立，
王晓波是首任会长。

王晓波先生与清华大学图书馆的
情缘，起于 2009 年。那一年清华大
学图书馆原馆长薛芳渝赴台参加由台
湾新竹清华大学主办的“1970 年代
的保卫钓鱼台运动文献编印与解读”
研讨会。会上，王晓波先生将他脍炙
人口的著作《尚未完成的历史：保钓
运动二十五年》赠送给清华大学图书
馆，由此展开了他与清华大学图书馆
的赠书情缘。

清华大学图书馆还存有王晓波先
生的一些珍贵手书信函，比如 1995
年一些曾经参加过 1970 年代“保钓
运动”的台湾朋友在美国纽约主办

“纪念保钓运动 25 周年活动”，王晓
波先生特地向活动发来一封贺信《致
海外的保钓朋友们》，呼吁海外与台湾
岛内的爱国力量能够再次团结起来，为
保卫中国领土而斗争。这封信后来由龚
忠武先生于2008年捐赠给清华大学图
书馆。这封贺词虽然篇幅不长，但通篇
充满力量。信中他写道，“25年前，是
爱国主义又把我们团结在保卫中国领土
钓鱼台的旗帜底下的。四分之一个世纪
过去了，时移世易，但是我们面临了更
严峻的挑战，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前夕，
国际霸权主义支持的‘台独’分离主义
也加紧了步伐，妄想割裂台湾的中国主
权，岛内的爱国主义朋友们正在与‘台
独’分离主义作最艰苦的斗争，正在渴
望着你们的支持。让我们再次的团结起
来，高呼：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保卫
中国领土台湾省！’”

■赓续家庭的红色精神血脉

一个家庭的精神基因会无声流淌
在这个家族成员的血脉中。

1942 年 11 月 17 日，王晓波先生
出生于江西省铅山县，7岁时跟随父
亲王建文来到台湾，母亲章丽曼供职
于新华社，在王晓波父子到台湾后章
曼丽继续留在上海工作。之后章丽曼
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台湾工作委员
会 成 员 。 1950 年 她 经 香 港 来 到 台
湾，暗中进行地下工作。1953 年因
蔡孝乾叛变，中共地下情报人员名册
被破获。王晓波父母遭“宪兵”逮
捕，时年仅 29 岁的母亲章丽曼在台
北马场町英勇就义，父亲王建文以

“知匪不报”罪名，被判入狱七年。
彼时年仅 11 岁的王晓波在台举目无
亲，只能跟随一起赴台的外婆生活。
回忆这段灰色的童年，他曾表示，

“我们家庭的悲剧，其实也是近代中
国历史的一部分。”因为父母的身份
问题，少年王晓波也被扣上“匪谍之
子”“叛乱犯遗属”的帽子，一直受
到台湾当局的监控和歧视，在学校他
也一度被看成是“不良少年”。但一
路被压制，也没有压倒王晓波的志
气，高二时期王晓波通过刻苦学习，
考上了台湾大学。

出于一种文化自觉，王晓波选择
台湾大学哲学系作为专业方向，成为
殷海光先生的门下弟子。在大学毕业
纪念册上，他写下“我愿终身做真理
的仆人，永远为中国苦难的良心”的
毕业留言。这句话就如同他的人生座
右铭，很贴近地概括了他77年的人生。

在台大获得硕士学位后，王晓波
先是在台大任教，但 1973 年因“台
大哲学系事件”（1972年底台湾大学

举行“民族主义座谈会”，这是战后
台湾校园首次关于统“独”的论战，
后来由于国民党当局“警总”势力的
介入，以逮捕台大师生而结束，台湾
大学哲学系内具有自由派色彩的学者
陈鼓应、王晓波等相继遭到国民党当
局解聘与迫害。——编者注），台湾
当局以“为匪宣传”为罪名拘留了王
晓波，使他不得不于 1974 年离开了
台大。直到 1997 年“台大哲学系事
件”平反后，王晓波才得以复职，重
返台大的课堂教书。

尽管一直处在被台湾当局钳制思
想自由的处境，王晓波追求祖国统一
的志士之心并没有泯灭。1970 年 10
月，当时还在台大读研究生的王晓波
就在 《中华杂志》 发表 《保卫钓鱼
台》一文，对海外和台湾岛内的“保
钓运动”起到了催化剂作用，他也是
台湾地区最早一批的“保钓”人士。
从大学起，王晓波还积极参加社会运
动，参与《大学杂志》《夏潮》《中华
杂志》 等期刊的采编工作，1991 年
他创办 《海峡评论》，并长期担任总
编辑。1988 年，王晓波与胡秋原、
陈明忠、陈映真等人筹组成立中国统
一联盟，后转型为统一联盟党。他曾
连续 12 年担任中国统一联盟第一副
主席 （2001至2013年），是岛内“左
统派”代表人物。

他长期反对“台独”，反对岛内
所谓“去中国化”历史教育，积极呼
吁两岸和平统一，被称为台湾统派的
一面旗帜。他曾公开说，教书只是他
的事业，但推动中国统一却是他“一
生的志业”。

马英九曾公开表示，“王晓波对台
湾有非常大的贡献。台湾的‘保钓运
动’可以说是从王晓波开始的，他是
大家的精神领袖。”1970年代的海外

“保钓运动”被周恩来誉为“海外的五
四运动”，深深影响了台湾的一代知识
青年，也影响了王晓波的一生，让他

“走出了国民党和美国合作编织的西化
神话，成为坚强不屈的民族主义与爱
国主义的思想斗士”（摘自王晓波先生
写在《尚未完成的历史：保钓二十五
年》一书编后语中的一句话）。

2019年9月，在华东师范大学传
播学院和清华大学图书馆保钓资料收藏
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纪念‘保钓统
一’运动五十周年研讨会”上，因抱恙
在身王晓波不能亲身到会，但他特意写
好发言稿托人在会上宣读，发言稿中他
特别提到“很高兴看到今日祖国的海军
已在钓鱼台海域有了常态化的巡航”，

“我们的老保钓虽是失败的一代，但今
天祖国的保钓却没有失败”。

■“一生志业”遗存赠祖国

2020 年 7 月 30 日，王晓波先生
病逝于台北。2021 年 1 月 22 日，笔
者收到台盟中央原副主席、清华大学
物理系教授吴国祯先生转来的讯息，
是台湾青年作家张钧凯发给他的，大
意是王晓波先生的家属在整理他的藏
书，初步估计有200箱左右，其中有
大量和台湾文史与两岸关系相关的珍
贵书籍，希望在大陆能找到一个能够
整批收藏的典藏单位，不知道清华大
学图书馆保钓中心是否有收藏的意
愿，同时附上了第一箱书的书单。

收到这条讯息之后，笔者迅即向
清华大学图书馆党委书记、保钓中心
主任蒋耘中汇报，当天晚上即收到同
意支持收藏的回复。笔者于是第一时
间与在岛内的张钧凯联系上，由他把
清华大学图书馆愿意接收赠书的意愿
转达给宋元师母 （王晓波先生的夫
人）。据张钧凯介绍，具体整理王晓

波先生藏书的事宜由方守仁先生亲自处
理。方先生不仅是王晓波先生相当信任
的“左右手”，而且做过两岸图书进出口
业务，他是台湾第一个正式引进大陆图
书入岛的人，也是唯一在大陆拥有独资
出口图书资格的台商，对于引进台湾书
籍流程经验丰富，同时王晓波先生的大
女儿王逸君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一个
家庭两代人与清华的渊源，可谓让赠书
一事亲上加亲。

笔者后来又联系到方守仁先生。他
告诉笔者，王晓波先生的全部藏书约有
500 箱，其中 300 箱已于十年以前分赠
给台湾大学和台湾世新大学图书馆，最
后剩下的这 200 箱书属于“不离不弃”
级别的珍藏。据他估计，从当年1月开
始整理，到完成装箱与制作清单，工作
至少需要2-3个月。但他对两岸图书进
出口公司的流程以及相关业务人员都很
熟悉，与厦门外文图书出版集团公司有
近 20 年的合作关系，厦门外图集团董
事长申显扬先生也亲自致电给他，他们
表示将全力协助处理王晓波先生这些图
书的进口和审查事宜。

2021年2月中旬，笔者从方守仁先生
处了解到，他已将全部赠书移出了王晓波
教授的家中，并组织人力进行分类、装
箱、制作装箱清单工作，粗估有160箱左
右，近7000本书。在整理这些图书的过
程中，方守仁先生特别提出，王晓波先生
的藏书最好能够完整放在一起，成立一个
完整的王晓波教授特藏室，因为这是王晓
波先生的完整精神面相。

由于台湾新冠肺炎疫情的缘故，预
定的制作书单周期受到了一些影响。当
时工人一周只能工作 2天，2021年 5月
28 日，笔者收到方守仁先生发来了第
1～30箱图书的书单。于是笔者马上转
给清华图书馆资源建设部主任于宁。书
单审读的工作也由方守仁先生联系厦门
外图集团来完成。当年 9月 7日，方守
仁先生发来新一批书单，书单按照繁
体、简体和外文予以区分，排版规范简
洁，令人对他肃然起敬。9月27日，在
前一拨书单的基础上，方守仁先生又对
书单予以分类汇总，赠书总册数为
6070 册，除中文图书外，还有少量的
英文、日文、韩文书籍。9月28日，赠
书从加工场所由货车运至台湾码头，方
守仁先生发来了现场的工作照，以及他
与宋元师母、王晓波教授女儿的发言。
宋元师母表示：“看着一箱箱浸含王晓
波手泽的爱书整齐待发，守仁用心用
情，亲力亲为，我不禁泪如雨下！晓波
天上地下有知，当含笑感念！”

10月4日，清华图书馆与厦门外图集
团双方代表就王晓波先生图书捐赠一事的
具体事宜进行进一步商议，并与王晓波先
生家属签订了接受捐赠的捐赠书。

历 经 十 个 月 ，在海峡两岸捐赠
方、厦门外图集团、清华大学图书馆同
仁的共同努力下，王晓波先生这批珍贵
的藏书终于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得以顺利
安家。清华大学图书馆承诺，将在特藏
收藏区域内，为这批资料开辟“台大王
晓波教授藏书”专区，并在所赠书刊扉
页上加盖“王晓波赠书”印章，供师
生、读者使用。2021年 11月 24日，台
湾大学王晓波教授藏书129箱6070册正
式入藏清华大学图书馆，目前编目工作
基本完成。

■先生的书房

在整理王晓波先生赠书清单的过程
中，笔者有幸对王晓波先生的“书房”
先睹为快。王晓波自幼生活在台湾最底
层，但是身为知识分子，他一直有一种
使命感，对台湾人民、台湾历史有着不
可推卸的道义与责任，这种关切与责任
感，也深刻地体现于他的藏书之中。

“台大哲学系事件”之后，王晓波
开始思考：台湾是什么，要如何认同台
湾？要认同台湾必须要认识台湾，于是
他开始研究台湾史，尤其是台湾近代
史。在他的藏书中，书名里含有“台
湾”二字的图书就有900余册，占全部
赠书的17.3%，“台湾史”的特色尤其明
显。随着研究的深入，王晓波发现，越
认识台湾历史就越认同台湾；越研究台
湾历史，越发现台湾原来有这样一部英
勇的、不屈服的、可歌可泣的台湾近代
史。从参与“保钓运动”以后，王晓波
由散漫的自由主义思想者逐渐转变为坚
定的民族主义思想者，不断思考与探索
中国统一的道路与模式。王晓波与“统
一”直接相关的藏书有20册，不仅有古
今中外有关国家统一相关的文献，也有
他对于中国统一的思维与模式的关注，
认真思考两岸关系的前途及中国统一的
实现路径，包括他自己的著作《两岸关系
论集》《自啼集：中国前途与两岸统一的
思考》等。王晓波教授关于两岸关系的论
述，是两岸和平统一的重要理论。

透过阅读王晓波先生的赠书，我们
看到了一颗坚贞不屈的赤子之心，看到
了他毕生致力于中国统一事业的努力。
王晓波先生的赠书具有丰富的学术价值
与精神内涵，是研究台湾历史与中国统
一的重要文献，值得后人细细品读。

2013 年 6 月 21 日，笔者在台湾会
馆有幸聆听了王晓波先生的专题报告

《台湾人的国家认同》，那是笔者第一次
见到王晓波先生真人。他花白的头发、
睿智的眼神、逻辑缜密而感情充沛的演
讲，至今都令笔者印象深刻。会后，笔
者请他在赠送的《尚未完成的历史：保
钓运动二十五年》一书上签名，先生千
古，书赠清华，或许也是冥冥之中自有
天意吧！

（作者系清华大学图书馆副研究员）

王晓波先生照片由方守仁先生提
供，感谢于宁女士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书赠清华 魂归祖国
——台湾大学教授王晓波藏书捐赠清华大学图书馆纪实

何玉

本报讯（记者 修菁）由中
国文联、广东省文联和中山市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
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艺术论
坛近日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举办。本届论坛主题为

“女性艺术与艺术女性”，来自
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的70余
位女艺术家和关注女性艺术
的专家学者通过云端探讨新
时代女性艺术创作研究、女性
艺术家职业发展等话题。

中国文联副主席董耀鹏表
示，广大女性艺术家从时代的
脉搏中感悟艺术的脉动，用生
动的笔触、细腻的观察和流淌
的真情，潜心创作、推出精品，

不断谱写当代中华文艺的巾帼
华章。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广
大文艺工作者理应进一步坚定
文化自信，共同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为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
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挥洒智慧、
心血和才情。

据悉，作为论坛配套活动，
“新时代新女性”海峡两岸暨港
澳地区美术书法联展和“新时代
新女性”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摄
影展于11月17日至30日在中
山美术馆和中山市博物馆展出。
参展作者多为海峡两岸暨港澳
地区女艺术家，用艺术语言和女
性视角讲述中国故事。

第13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艺术论坛在粤举办

本报讯（记者 修菁）由
两岸多家机构、单位共同发起
并推动，以“艺‘述’家”为
主题的第十三届海峡两岸少儿
美术大展，11月27日在位于
台北的台湾艺术教育馆开幕，
通过来自两岸暨港澳地区的近
300幅少儿画作，为台湾观众
讲述关于“家”的故事。

据介绍，今年的大展展览
部分包含“童画天地”“一起
飞翔”和“当代对话未来”三
个板块。“童画天地”展出的
是从两万多幅两岸暨港澳地
区、马来西亚华人地区的少儿
画作中精选的280余幅优秀作
品。画中既有台湾的阿里山樱
花铁道、热闹的夜市美味，也
有大陆的热干面、肉夹馍和塞
外骑猎、天山牧羊，孩子们以
画笔描述各自对“家”的理解
和体验，汇聚起中华大家庭的
团圆样貌。“一起飞翔”通过
与“蒲公英行动”艺术公益项
目的合作，展出云南省景洪市
基诺乡中心小学孩子们的版画
作品，以基诺族的文化特色，
呈现中华多民族文化的独特魅
力。“当代对话未来”则特邀
来自台东、花莲的艺术家林永
发、陈建明，以水墨描绘花东
地区的自然与文化风貌，分享

各自家乡的风情。
台湾中华日报社荣誉董事

长、台湾中华文创发展协会理
事长黄肇松在开幕式上表示，
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举办
13年来，两岸小朋友们通过
绘画主题相互了解、彼此交
心，也表达了他们对两岸和平
发展的期许。

据大展策展人周樱介绍，
2016年以来，台湾政党轮替
加之新冠肺炎疫情，令两岸交
流遭遇重重阻滞，这项展览能
持续举办，离不开两岸人士的
热情支持和不懈坚持，更展现
出台湾各界人士对推动两岸交
流的认同与渴望。“画展的举
办是两岸同胞双向奔赴的成
果，我们都希望为孩子们创造
和平而美好的明天，守护我们
共同的家园。”她对人民政协
报记者表示。

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举
办 13年来已累计收到两岸、
港澳及海外侨胞少儿画作逾
25万份，展出60余场次，近
百万人次观展。每届展览均在
两岸多个城市巡展，本届展览
已在福州、厦门、高雄等地展
出。下一届大展主题为“光阴
的故事”，作品征集正在进
行中。

第十三届海峡两岸少儿美展在台北开幕

亲历者说

1995年在美国纽约主办“纪念保钓
运动25周年活动”，王晓波先生特地向活
动发来一封贺信《致海外的保钓朋友们》。

本报讯（商 成 勇 记 者
高杨）从接待华澳轮台湾老兵
返乡，到澳台机场通航后推出

“一机到底”航线，从一张纸的
《台湾同胞旅行证明》到一张卡
的电子台胞证，一幅幅承载着
历史经纬的图片强烈地吸引着
观览者驻足。12月 1日上午，

“回顾三十年历史，贯彻二十大
精神”——“九二共识”30周年
图片展在澳门隆重开幕。海峡
两岸关系协会特发函祝贺。

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
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台湾事务部
部长李永刚，外交部驻澳门特
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政研室副
主任张以楠，海峡两岸关系协
会驻澳门特别行政区办事处主
任王刚，南光集团副总经理罗
群，澳门地区中国和平统一促
进会副会长姚鸿明，澳门中国
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方
立群，澳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协会会长陈志玲，原澳门中旅
集团助理总经理谭明东、梁伟
耀，澳门航空执行董事会主席
兼总经理陈洪等出席主礼并和
澳门各界人士百余人共同见证
开幕式。

图片展主办方表示，以图
片展的方式生动再现“九二共
识”的达成过程和作用意义，反
映30年来两岸关系不平凡的
发展历程，对以史为鉴启迪未
来意义非常。30年前，海协会
和台湾海基会达成各自以口头
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
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充分
彰显了两岸中国人共同的民族
大义，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
化的求同存异智慧；30年来，

两岸关系几经风雨洗礼，但在
“九二共识”这个定海神针项
下，两岸以对话代替对抗、以沟
通化解分歧、以协商促进合作
的主流民意始终顺应中华民族
复兴的历史潮流，推动着两岸
关系不断发展。

海协会贺函指出，党的二
十大清晰地表达了我们党实现
祖国统一的坚强决心和坚定信
念，通过图片展充分展示两岸
关系发展脉络和历史记忆，对
于我们立足澳门深入学习贯彻
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新时代
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和党
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共创
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美好未
来，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南光
集团作为海协会的理事单位，
以其爱国企业实体的情怀，兢
兢业业服务两岸交流30年，为
推动两岸同胞、澳台同胞心灵
契合发挥了重要作用。展览恰
逢南光集团属下澳门中旅发放
首张台胞通行证30周年，特向
南光集团全体员工表示敬意和
感谢。

图片展以国务院台湾事务
办公室新闻局对外发布的“九
二共识”答问，以及澳门中旅
30年服务台胞的光影瞬间和
实物用品为主线，全面回眸“九
二共识”的历史刻度，讲述服务
台胞故事。

图片展由中联办台务部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
公民出入境管理司指导，海协
会驻澳办主办，澳门中国旅行
社股份有限公司承办。展览将
在万豪轩艺廊连展9天，至12
月9日结束。

“九二共识”30周年图片展于澳门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