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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两岸中华文化
出现此消彼长的现象。台湾
在上世纪 70 年代一度曾被
称为是浓缩的文化中国。但
如今的祖国大陆却满满地呈
现出文化自信自强。中华文
化在台湾更多表现在百姓的
生活内容与生活样式上。而
在大陆不仅仅表现在生活内
容和方式上，更表现在全社
会大力对中华文化的复兴与
弘扬上。如今的两岸，在文化
上台湾正遭遇一场浩劫，民
进党大肆去“中国化”，而大
陆却是文化上再“中国化”。

两岸同文同宗，说到底
是一家人。两岸的文化认同，
历史民族情感认同愈发显得
重要。两岸唯有共同传承中
华文化，共同传播中华文化，
对中华文化进行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继承，我们才能看
见更大的世界。

两岸自 1895 年以来历
史发展、政治制度，以及当前
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及其面
临的主要矛盾的不同，使双
方在不同的轨道上发展出了
不同的制度文化、行为文化、
精神文化。这些文化差异，在
近年来的两岸交流交往过程
中，多有体现。

台湾 70 多年来经历的
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变
迁，完成了工业化、现代化过
程，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台湾
社会经济、政治的结构性变
化，带动了社会文化的变化。
在此过程中，民众在主流文
化上仍认同中国文化，但对
台湾的“文化主体性”强调不
断提升。

具体来说，相较于祖国
大陆文化，台湾文化的特点
在于：一是较好地传承了中
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二是受日本殖民统治、美日
政治经济依附关系等因素影响，更多地融合日本文
化、美国文化；三是西式民主化进程的发展使之强调

“民主、自由、多元”；四是地理环境造就了海洋文化
和岛屿文化特点。

而当前两岸文化交流面临的问题则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民进党全面执政，进一步在文
化历史方面“去中国化”，“台独”势力及其分裂活动
日益猖獗，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等各方面弱化
和切断台湾同大陆历史连结，极力推行“疏远大陆”
的政策。在这样的政策扭曲下，冲击了两岸文化交流
的良好态势，类似两岸艺人正常互动交流活动受到
影响，大陆戏剧综艺节目在台热播却遭岛内有心舆
论阻挠抹黑频频发生。

其次，由于两岸制度化交往机制陷入停摆状态，
两岸文化交流的困难增多，交流的广度、深度和密集
度都受到了冲击。

再次，岛内政治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支持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力量被削弱，导致助推两岸文
化交流的动力减弱。导致过去两岸文化交流在岛内
依靠的政治推动力被削弱，开展互动交流的难度显
著增加。

30年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提出“文明
的冲突”，他提醒全世界人们：冷战后的世界，人民之
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
而是文化的。世界最普遍、重要、危险的冲突不是社
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是经济集团之间的
冲突，而是不同文化人民之间的冲突。亨廷顿特别指
出台湾文化“台独”的问题：台湾形形色色的人和集
团越来越强调“台湾独立”的文化认同，强调台湾处
于中国人统治下的时间相对短暂，台湾的方言与普
通话不同。事实上，他们正试图把台湾界定为一个非
中国的社会，从而合法地“独立”于中国之外。

亨廷顿的观点启示我们，文化是统一的力量，又
是分裂的力量；人们被意识形态所分离，却又被文化
统一在一起；人们的利益、联合和冲突日益受到文化
和文明因素的影响；文化认同与其他方面的认同相
比，重要性显著增强；离开文化，不会产生共同性。

结合当前两岸交流实际，笔者认为，尽管两岸文
化交流面临这样或者那样的阻力和挑战，但当前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仍保持总体稳定，认同和支持
两岸文化交流的社会民间土壤依然肥沃。一是大陆
对台大政方针明确一贯。大陆为台海谋和平、为同胞
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的庄严承诺不会放弃，将继续
坚持“九二共识”政治基础，坚决反对“台独”，坚定维
护一个中国原则，进一步扩大两岸同胞交流往来，推
进各领域交流合作，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二是认同
和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仍是岛内主流民意。岛内
舆论和学者专家希望维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
维持两岸和平稳定现状的呼声不断，岛内各界纷纷
表达对两岸关系可能发生动荡的忧虑，强烈呼吁台
当局尽快恢复和大陆的常态化沟通机制，避免过去
的和平发展成果付之东流。岛内民调也显示，约45%
民众希望台当局接受“九二共识”，超过60%的民众
希望两岸关系继续深化交流互动。三是两岸社会民
间交流保持良好态势，为进一步推动两岸文化交流
培植深厚土壤。两岸社会组织、民间力量已经形成了
良好的互动氛围和惯性，尽管受到台当局政策的阻
力，但依然自发推动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岛内的旅
游界、农渔业界、产经业界都以不同方式向民进党当
局呼吁建言，以深化两岸各领域交流。

今日之中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内含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与理论。坚定四个自信中，
文化自信是最根本最本质的自信，已深深融入其他
三个自信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两岸中国
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有力支撑。因此，两岸
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是
两岸中国人共同的责任与使命。
（作者系知名文化学者、北京四海孔子书院创始人）

两
岸
共
同
弘
扬
中
华
文
化
，增
强
中
华
文
明
传
播
力
影
响
力

冯
哲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台工作重要论述中多次
指出，两岸同胞要加强文化交流，共同传承中华
文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
强调：“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
同胞心灵契合。”新时代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
文化，需要根据两岸关系新情势，构建新格局，
实现新发展，从而不断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促进两岸和平统一。

一、中华文化蕴含着伟大的民族精神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

的宝贵资产，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她
蕴含着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实质上
就是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
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
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
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
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两岸
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就是要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
精神，以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化育
后人。

二、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两岸同胞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关系，具有

共同的文化基因。虽然台湾文化深受西方文化、
日本文化的影响，但是，台湾文化无论从历史还
是从内容、表现形式上，都深深地浸润在中华文
化之中，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任何
人都否定不了这一客观事实。

从台湾文化历史沿革来看，台湾考古不断
证明台湾与大陆有相同的史前文化。台湾左镇
人和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有亲缘关系；长滨
文化的“祖籍”是中国大陆；大坌坑文化实际上
是大陆东南沿海早期新石器文化的一部分；圆
山文化应属于大陆东南沿海一带新石器文化系

统等等。
唐朝至宋朝，大陆沿海地区的汉族人开始

移居到澎湖，商贾来往于两岸之间，推进了两岸
文化交流。到了元朝，移居澎湖的汉族人将较先
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传授给了当地先民。
明郑时期，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即着手把大陆
的政治制度和文教制度移入台湾。制订法律以
治理人民；设官分职以管理庶政；建筑宗庙、社
稷，以弘扬教化，使台湾沐浴在中华文化之中。
郑经在台湾建孔庙，立学校，培育人才。从大陆
迁台的文人学士将中国传统文化介绍到台湾，
播撒了中华文化的种子，并以传统的诗文形式，
写下了台湾第一批文学作品。同时，推行科举制
度，促进了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播。清朝康熙统
一台湾后，台湾的学校已形成官学、社学、义学、
书房、书院等多种形式；大陆的科举制度全盘移
入台湾；民间信仰得到快速发展。随着大陆汉族
人大量移入台湾，文人墨客愈来愈多，专门从事
艺术活动的民间艺人将大陆许多地方戏曲、音
乐、民歌、雕塑、建筑艺术、各种民间文学等中华
传统文化进一步传入台湾。台湾光复后，台湾省
行政长官公署采取多项措施，消除日本殖民文
化的影响，同时，逐渐恢复中华传统文化。国民
党统治集团败退台湾后，大陆居民再次大规模
移居台湾，他们不但带去了先进生产技术，也带
去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使台湾的文化更加
丰富多彩。

两岸具有共同的中华文化精神。回顾台湾
同胞走过的历史，我们看到，台湾人民始终都保
持着爱国精神。在台湾被外国殖民统治时期，台
湾同胞不甘屈服于外国殖民统治，曾经在历史
上多次掀起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如：郭怀一驱
荷起义，在台湾历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日本殖
民统治时期，英雄的台湾人民与日本殖民统治
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涌现出了罗福星、余清芳等

英雄人物。抗日战争时期，广大台湾爱国知识分
子心系祖国，竭力保持中华文化传统，同时，为
挽救和弘扬中华文化，与日本殖民统治者进行
了坚决斗争，有的用各种方式教子弟学习中文，
有的用诗来进行抗日斗争，有的创办报刊，弘扬
祖国文化，抵制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同化，有的
用电影宣传祖国文化，抵制日本人的文化侵略，
有的编写历史，保存下台湾同胞抗日事件和活
动等等。

台湾先民们移居台湾后，始终保持着强烈
的中华民族意识和牢固的中华文化情感。他们
以祖籍居地聚集成村落，重建家庙，续修族谱，
返乡谒祖，请回神灵。在台湾社会发展过程中，
台湾同胞始终保持着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天行
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吃苦耐劳、勤
奋打拼的高尚品质等。所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
精神的具体体现。无论是早期跨越“黑水沟”到
台湾谋生，还是几十年前迁徙到台湾，中华民族
精神已深深扎根于台湾同胞的心中，成为台湾
同胞心理和性格的内在特质。

两岸具有共同的中华文化表现形式。两岸
同胞扎根于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不仅具有共同
的中华文化精神，而且具有共同的传承中华文
化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具有共同的语言文字。
汉字是台湾通行的文字，虽然在使用上，两岸有
繁体字和简化字之分，但汉字体系的性质完全
相同，都是对汉字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和延续。汉
语是中华民族的通用语言，在台湾普遍使用普
通话，台湾所谓的“台语”，其实与大陆的闽南
语、客家语如出一辙。具有共同的文学艺术形
式。在中华文化中，承载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小
说、散文、诗歌、音乐、舞蹈等文学艺术形式，两
岸与人类文化的文学艺术形式相同。同时，两岸
还具有共同的梨园戏曲、书法、国画等中华民族
独有的艺术形式。具有相同的民间风俗习惯。台

湾同胞与大陆同胞一样，也过春节、元宵节、清
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民族传统节日。酒文化、
茶文化、食文化等与祖国大陆毫无二致。丰富多
彩的文化表现形式，特别是海峡两岸共有的中
华文化形式的民族性，为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
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构建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的新格局
文化具有启迪思想，教化培育、沟通心灵等

功能，这些功能是在文化传播和人们受教育过
程中实现的，并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出文化的价
值。然而，文化的价值体现具有方向性，关键看
如何引导。长期以来，“台独”势力利用传播和教
育等手段，以“台独史观”为核心，推动“去中国
化”，大搞“文化台独”，误导台湾民众的文化认
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台独”势力的精神领
袖史明提出的“台湾民族论”，至今在台湾社会
仍然传播且有较深远影响。李登辉、陈水扁执政
时期，在文化、教育上极力推动“去中国化”，妄
图割裂台湾与大陆的文化和历史渊源。蔡英文
上台执政后，更加有计划地消除台湾社会具有
中国或中华文化特征的符号与标识等，“文化台
独”愈演愈烈。尤其是在教育上，自1997年李登
辉强行推出“认识台湾”教科书，迈出“台独”教
育的第一步后，李登辉和陈水扁当局的课纲，都
是不折不扣的“台独”课纲。2019 年，台湾秋季
开学实行的新课纲再次充斥着“去中国化”的

“文化台独”内容。
“文化台独”直接影响和冲击台湾社会对

中华文化的认同，特别是对台湾青少年毒害甚
大。所以，两岸需要不断加强弘扬中华文化的
力度，只有这样，才能遏制“文化台独”思潮在
台湾社会进一步蔓延和影响。长期以来，两岸
在弘扬中华文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仍需
要进一步开拓创新，高质量开展弘扬中华文化
工作。（下转6版）

构建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新格局
马振生

6月 5日，美国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接受
CNN记者采访时再次表示，美国不支持“台湾
独立”，努力于双方均不单方面改变现状。

“单方面改变现状”，已经成为近一段时间
以来，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窜美，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和总统拜登等在美国
主导的北约峰会、G7、美日印澳四方首脑会谈
及刚刚结束的新加坡“香会”等多个国际场域，
用来攻击、抹黑和污蔑中国大陆的话术和套路。

在上述台美政客嘴里，中国大陆俨然是台
海现状的破坏者，而他们似乎才是台海现状的
维护者。然而，无论是海峡两岸或是国际上，只
要是稍有哪怕是一点点良知、对台海问题稍有
研究者就都知道，台海地区之所以出现今天的

“兵凶战危”局势，始作俑者就是台湾岛内的“台
独”和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

■台湾：从“明独”转入“隐独”，但
“独”害更广更深

无论是台湾地区或是一些美国政客，他们
动辄言必的“台海现状”到底指的是什么？用中
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的话说，这个现状就是
根据1992年两岸两会达成的口头表达“两岸同
属一个中国，共同谋求国家统一”；两岸虽长期
政治对立，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
分割，这就是台海现状。这个现状既符合当时的

“国统会”制定的“国统纲领”，也符合台湾现行
所谓“宪制”的“宪法一中”。

尽管1992年和之后国共两党并未就国家
统一事宜进行政治谈判，解决政治分歧，但大陆
对台湾当时执政当局上述关于两岸同属一个国
家的规定给予了默认。这也就是“九二共识”为
什么能被大陆一直遵守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台海风平浪静并未因“九二共识”的
存在持续很久，“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谋求
国家统一”的现状不久便遇到了挑战。

1995年，李登辉以所谓“私人”名义访问美国
康奈尔大学，并在各种场合大肆进行旨在制造

“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两国论”分裂活动，并
开始在日本右翼人士司马辽太郎影响下，对台湾
中小学历史教科书进行“去中国化”运动。

2000年台湾岛内出现了第一次政党轮替，
民进党当选人陈水扁上台后，在李登辉“两国
论”基础上不断猖狂地升级“台独”分裂活动，妄
图通过所谓“宪政改造”，谋求“台湾法理独立”，
从根本上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现
状，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为坚决打击和遏制

“台独”。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4年12月依据
宪法启动了《反分裂国家法》的立法程序。2005
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经审议高票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将中
央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以法律形式固
定下来。

2008年到2016年，国民党再次获得对台湾
的执政权，两岸在“九二共识”和共同反对“台独”
的政治基础上恢复制度化协商，并签订和达成
23项协议，两岸关系再次回到和平发展轨道。

然而，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拒不承认“九二
共识”，虽然其声称将依据岛内现行所谓“宪法”和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处理两岸关系，表面上给人
一种民进党虽然没有接受“九二共识”，但却抛弃
了李登辉、陈水扁“明独”路线，而回归到“宪制”规
定的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框架上的假象。

可是，在接下来的7年多执政期间，口口声
声要“维持现状”的蔡英文却在“台独”道路上一
路狂奔。其与陈水扁的区别是把“明独”方式变
为了“隐独”，比陈水扁更具危害性。

为了一己私利，蔡英文当局大搞政治操弄，
极力勾连外部势力，制造两岸对立对抗，企图把
台湾同胞裹挟到“反中谋独”的邪路，日益把台
湾推向危险的深渊。

——他们口口声声说“维持现状、不会挑
衅、释放善意”，但在实际行动上，却歪曲抹黑、
拒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本质就
是否认法理和历史早已定论的两岸同属一中。

——他们大搞“去中国化”，公然篡改历史，
阉割和扭曲祖国大陆与台湾的历史连结，本质
就是搞“脱中谋独”，企图改变现状。

——他们叫嚣所谓两岸“互不隶属”、抛出
所谓大陆是“邻国”，本质就是炮制“两国论”和

“一中一台”。
——他们全力配合外部势力损害中国核心

利益，站在中华民族的对立面，在国际上四处乱
窜寻求“突破”，本质就是挑战国际社会一个中
国格局。

——他们滥用“行政”“司法”等手段，阻挠
和破坏两岸交流合作，打压岛内支持两岸关系
发展和促进统一的力量，蓄意挑唆“反中”民粹，
本质就是制造两岸对立对抗。

——他们收买国家反华政客窜访台湾或台
湾当局官员窜访国外，勾结外部势力分裂祖国，
其实质就是数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

……
台湾当局以上种种劣迹，不仅破坏了两岸好

不容易积攒的互信，更挑起两岸对立，这样行为，
如何谈得上“维持现状、不会挑衅、释放善意”？

■美国：以“切香肠”方式一步步掏
空一个中国政策

一个中国政策，是当初美国为了对抗苏联，
寻求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它在中
美1972年2月28日签订的“上海公报”、1978
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的“中美建交公报”
和1982年 8月17日签订的“八一七公报”中，
都明确承诺，“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

场，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代表中国的唯
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承诺仅
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

而就在“上海公报”签署之前的1971年10
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
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
国的一切权利。一个中国原则得到确认，成为二
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秘书处
法律事务办公室官方法律意见明确指出，“台湾
作为中国的一个省没有独立地位”，“台湾当局
不享有任何形式的政府地位”。

过去几十年里，中美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基
础上发展两国关系，虽然中美在不同时期围绕
台湾问题有斗争有博弈，但美国基本上还算遵
守了底线。

然而，随着2010年之后，中国成为世界第
二经济体并日益走向世界中心，美国开始了不
淡定。为了维护其霸权地位，遏制中国崛起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始背信弃义，不仅毫无底线
地频打“台湾牌”，更以“切香肠”方式掏空一中
原则。

——虽然“中美建交联合公报”中，美国承
认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近期美国国会众议院
外事委员会，却以40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
通过了所谓的“台湾国际团结法案”，试图承认
台湾地区拥有所谓的“国际地位”，企图推翻联
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把台湾定位为“主权
未定”。

——虽然美方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对中
方明确表示“与台保持非官方关系”，但近年来
却违背这一承诺，纵容放任作为美领导人的众
议长佩洛西等高官访台，或允许蔡英文窜美与
美议长麦卡锡公开会面，在一步步虚化、掏空、
歪曲一个中国原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三个联合公报中美方曾承诺“逐步减
少对台售武、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解决”，
但实际上近来美国售台武器的规模和性能不断
提升，迄今总额已经超过700多亿美元，美现政
府任内已达数十亿美元，武器性能也从防卫型
转向攻击型。

——在“八一七公报”中，美方表示“无意执
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但事实上，
近几年来却公然助台拓展所谓“国际空间”，甚

至跳到台前助台“固邦”。仅在特朗普和拜登两
任期间，美国国会就出台了近20个意在分裂中
国的法案。

……
一边在台海搞事，美国一边却向中国信誓

旦旦地重申：不寻求同中国打“新冷战”，不寻求
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
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两岸舆论指出，不管说得多么冠冕堂皇，但美
国的上述一系列关于台湾问题的操作表明，它正
在以“切香肠”方式一步步掏空和虚化一中政策。

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说，美西方炒作
台海现状问题，歪曲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的必要行动，实质是要混淆视听，干扰中国
推进国家统一大业，为“台独”分裂势力撑腰打
气，是真正台海现状的破坏者和背后黑手。

■大陆：坚持充当维护台海和平的
稳定器

美台不断升级破坏台海地区和平现状，整
天在台海叫嚣扩军备战，喊打喊杀，企图搞乱台
海，甚至想在台湾复制“乌克兰模式”，把台湾岛
当战场搞一场代理人战争。但这一时期中国大
陆并不随美台起舞，而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推进
国家统一进程，且数十年如一日地充当着维护
台海和平的稳定器。

自1979年 1月 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
《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布了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政府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
一的方针。此后，党中央对解决台湾问题又提出
增加了“一国两制”。自那时起至今，“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就一直成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

即便近几年台湾当局挑唆民众对抗大陆，
渲染大陆威胁，在大陆“武统”声浪不断升高的
情况下，大陆一边对“台独”势力和外部干涉进
行反制，一边始终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
针，而且在台湾当局阻挠两岸交流背景下，大陆
却坚定地坚持两岸一家亲理念，连续出台多个
利好的惠台政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台企台胞
到大陆创业、就业、就学和生活，大陆还多次挫
败美国等国际反华势力企图在台海搞事的图
谋，有力地维护了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对于美台政客指责的所谓近两年解放军舰
机巡航台海是破坏台海现状，中国外交部和国
台办早已明确，这恰恰就是为了维护台海和平
现状，解放军的行动是对少数“台独”势力和外
部干涉的反制和威慑，并非针对台湾普通民众。
这一点，其实可以从台湾民众在解放军围岛演
训期间租船出海观看演训便可见一斑。

其实，从中美双方和中国台湾地区三方近
几年在台海地区的各自作为，就能轻易判断出
谁是真正台海现状的维护者谁是破坏者，而美
台之所以栽赃大陆，用台湾知名时事评论员黎
建南的话说，美台双方都污蔑大陆破坏台海现
状，一是他们不希望看到两岸统一，所以看到大
陆推进统一进程搞得习惯恶人先告状；二是在
国际社会炒作大陆威胁，企图将台湾问题国际
化；三是一种话术陷阱，谎话说了一千遍就会被
人认为是事实。

“台海本无事，美台自扰之。”黎建南说，台
湾海峡本来是和平之海，但美西方经常搞舰机
抵近侦察或穿越海峡，肆意破坏台海和平，还贼
喊捉贼，实在可耻。

到底谁在改变台海现状？
本报记者 高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