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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资讯Z

在 20 世纪中叶的中国，一段特殊的历史造就了海

峡两岸的分隔，也造成一批骨肉分离的家庭。这些家

庭，有着常人所难以想象的悲欢离合。北京联合大学台

湾研究院创院院长、台湾研究学者徐博东的家庭就是

其中之一——

1986 年 3 月 11 日的晚上 ，一道电波穿越海峡两

岸。

“我是你们的大哥徐博东，我十分想念你们，想念

阿妈。阿爸平日就十分想念你们，这次病重，昏迷之中

都还念着你们的名字，十分想见你们一面，见到了就是

死了也瞑目。要是有可能的话，请你们设法尽快赶转来

相见……”

时值海峡两岸往来隔绝时期，在父亲病危之时，举

目无亲的徐博东走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广播部，

通过空中电波，向着海峡对岸深情呼唤，希望母亲和三

个弟弟能来和父亲见上最后一面。

几十年后，徐博东在历时 6 年写下的长达 40 余万

字的家史《台海情缘——一个家族的历史见证》（以下

简称《台海情缘》）中记录下了这动情的一幕。

6 月 11 日，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台海情缘》一书

在北京召开新书发布会，并举办相关座谈会。

《台海情缘》详尽记叙了徐博东家族的真实故事，

从父母及其战友参加中共地下工作入岛迎接解放，到

家庭骨肉分离四十年、子承父志继续对台研究工作等，

此外，还有父亲徐森源的革命战友钟浩东、徐新杰、陈

仲豪、谢汉光等革命前辈故事。

为写作本书，徐博东搜集了大量史料，走访相关历

史现场，采访健在的当事人，奔波于海峡两岸、大江南

北。正如他所说，“撰写出一部完整真实的家史正是从

一个小小的侧面，反映大时代下国家民族的命运与拼

搏和两岸关系发展的曲折历史，是台湾研究的一个重

要部分。”

翻开《台海情缘》，一个因时局动荡与宝岛台湾息

息相关的家族故事就此展现，在百年沧桑里，无数亲

人、战友、同学、同事们跌宕起伏的事迹，被勾画成色彩

斑斓的时代画卷。本文摘选书中部分故事，让我们循着

徐博东的笔触，一同揭开那风云跌宕的时代一角……

▶▶▶时代的召唤

1918 年 6 月 10 日，我的父亲徐森源出生于广东省

蕉岭县兴福乡（今蕉城镇）黄田头墩背村一个农民家

庭。

1928 年的夏天，父亲随祖父到汕头继续上学。从

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的蕉岭穷山沟，来到车水马龙、熙

熙攘攘的海滨邹鲁汕头，对于那一年才刚刚 11 岁的父

亲来说，甚是新奇。从此，父亲的人生道路开始了第一

个转折。

那时的父亲在正始小学读书时进步很快，各科的

学习成绩都很好，尤其擅长国文和演讲。

20 世纪 30 年代初，是中国多灾多难的年代：国难

当头，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汕头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

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和进步杂志的影响熏

陶下，少年时代父亲的心田里，深深地埋下了痛恨日本

帝国主义侵略的种子。他爱国热情很高，成为汕头市各

种抗日救亡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所有这些，都对日后父

亲的人生道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37 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平、津沦陷时，此时

暑假还没过一半，父亲就拉上 3 名最要好的同学成立

了临时宣传队，利用暑假到抗日宣传比较薄弱的乡下

——雁洋和松口一带去贴抗日标语。

此后，经过抗日救亡运动的锤炼，以及受进步书籍

影响和对时局的加深了解，父亲的思想渐趋成熟，受到

马列主义理论认识的启蒙，也对中国共产党以往的艰

苦斗争和它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作用逐渐有了认识。

1938 年，父亲加入丘念台发起组织的抗日救亡团

体——东区服务队。自此，从学校迈入社会，在抗日烽

火中匆匆行走在罗浮山上，开始了他新的曲折的人生

历程。

东区服务队在名义上隶属于国民党“第四战区司

令长官司令部”（后改成第七战区）管辖，然而当时，队

里从延安回来的中共党员组织了秘密党支部，并与兴

梅地区的中共组织取得了联系。等我长大成人后，父亲

每次对我谈到东区服务队时，总会说：“东区服务队表

面上丘念台是队长，但实际上是由中共地下党在主

导。”

随着日军侵占潮州、汕头后，1939 年 6 月间，接到

指令的东区服务队步行开赴潮汕前线，开始了长达 6

年之久的抗日救亡征程，直到 1944 年 3 月被解散。

这期间，我父亲徐森源于 1943 年 10 月秘密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此外，他还在东区服务队邂逅了我的母亲潘佩卿，两

人由相识相知到相爱，在 1944 年元旦喜结良缘，同年 10

月，我出生了。

▶▶▶“白皮红心”的地下工作战士

由于国民党当局对东区服务队一直有怀疑，干脆于

1944 年初宣布解散东区服务队。

解散后，中共地下党秘密安排一部分东服队队员转

移到东江纵队去。不久之后，父母也接到指示，要他们去

罗浮山投奔东江纵队。

而此时的我尚在襁褓之中，于是父母亲决定返回蕉

岭家乡，把我交给了阿婆哺养，再动身去罗浮山参加东江

纵队。

阿妈绝对没有想到，她这一去，再见面时我已经是

40 多岁的壮年人了，而她自己也已经是 60 多岁两鬓斑白

的退休老人。

由于日本投降，国民党新一军进攻罗浮山，东江纵队

转移他处。

那时候，国共两党重庆和谈正在进行，但粤东地区却

风声鹤唳，战云密布，看不到一丝和平的气象。

与东江纵队失之交臂，父母亲的人生经历，在这里再

一次拐了个弯——踏上了去台湾的轮船，需要利用旧有

的社会关系找职业掩护下来，进行地下工作。

经上级同意，1946 年，清明节的前一天，我的父母亲

徐森源、潘佩卿，偕同蒋碧玉母子、李南锋、丘继英、徐新

杰等一行数人由广州乘坐沙班轮，与首批撤离广州的台

胞一起离开大陆，启程去台湾。

不多久，父亲母亲都在基隆中学任职，父亲担任起基

隆中学事务主任，他回忆说：“从 1946 年 5 月到 1947 年 11

月，我在基隆中学工作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那时候，在

校内外搞了一些革命活动。另一方面，我们在学校里团结

了一批进步同事。”

基隆中学不知不觉成为台湾北部地区一所中共地下

党活动的重要据点。

1947 年 11 月，父亲答应刚刚被国民党中央委派为

“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的丘念台，到台中担任“国民党台

中县党部书记长”。

实际上却是在组织的安排下，搞“白皮红心”的工作。

何谓“白皮红心”？即钻入敌营首脑部做秘密工作，这

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同时也被危险笼罩。用“白皮”来掩盖

“红心”，掩盖不住，露出马脚，就会有杀身之祸。

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两年，父亲一直扮演着与狼共舞

的“双面人”身份，在此期间做了大量地下工作。

但在 1949 年 8 月，国民党当局以基隆中学“《光明报》

案”为突破口，开始了对中共地下组织和进步势力的大清

剿、大整肃，白色恐怖在全台继续蔓延。

作为中共地下党党员，父亲的亲密战友钟浩东等，在

台湾的城市乡村、深山密林，在马场町刑场，为人民解放

事业和国家民族统一献出了自己的热血乃至宝贵生命。

随着不少人相继被捕，危险在临近，组织决定让父亲

迅速撤离台湾，出于种种原因决定家属暂不一同撤离。

然而离台的道路又是几经风险。

最终，1949 年 10 月 19 日，父亲等人通过他人代为买

票、查验身份后再交换机票得以登上了飞往香港的飞机。

▶▶▶望眼欲穿四十年

在父亲因牵涉中共地下党“基隆中学案”，只身撤往

香港时，母亲才 28 岁，大弟徐基东 3 岁多，二弟徐海东才

1 岁半，三弟徐思东还在母亲的肚子里未出生，一个家庭

自此第二次离散，天各一方，散落在海峡两岸。

原本说“很快就会团聚”的家庭，谁能料到，竟在时代

变迁的大潮中，骨肉离散、隔海相望了整整 40 年之久。

这期间，母亲孤身一人拉扯三个幼小懵懂的孩子，虽

有来自父亲的暗中接济，但毕竟杯水车薪。

生活上的艰难尚在其次，难以承受的是无法言状的

孤独与无奈、来自当局政治上的监控与骚扰，以及在白色

恐怖笼罩下整个社会氛围的无形压力。

“我感到人生最苦的是分离！”母亲在日记中如是写

道，但最难过的，还是不懂事的幼子跟她要爸爸。“孩子怪

可怜的啊，爸爸那么远，怎能听见你叫他呢！……天真孩

子，更使我可怜他自出世来就没有和爸爸见过面。难过，

我一直在难过心情中迷迷地睡着了。”

2013 年，当我第一次读到母亲的这本日记，已是在

母亲过世七年之后。我一口气看完了这本长达 5 万字的

日记，轻易不会落泪的我，那晚数度哽咽，泪水模糊了我

的视线。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海峡两岸剑拔弩张，隔海对峙，

音讯断绝。

海峡这一端，父亲孤身一人先是作战在香港，尔后撤

往上海，后又调北京。

1956 年秋，我 12 岁时，与阿婆一起离开蕉岭老家到

北京与父亲团聚，在北京同父亲一起度过了求学时期，并

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在我成长的同时，海峡的那一边，基东三兄弟也陆续

长大成人。母亲也从一头青丝的少妇，变成了满头白霜的

老妪，设身处地为她想想，这是何等的艰辛。我常常思索：

在那漫长得看不到尽头的岁月里，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

撑着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度过艰难的人生呢？

唯一的答案只有一个字——盼，她日夜盼望着与父

亲团聚的那一天！

1985 年底，父亲病情日趋加重，次年 2 月中旬，父亲

连走路都困难了。

也因此，我选择通过对台广播节目，向台湾喊话，含

着眼泪，把父亲病危的消息通知我三个弟弟。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岛内政局和两岸关系发生了

重大变化。

1987 年 11 月，台湾当局开放部分台胞赴大陆探亲。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盼星星，盼月亮，分隔海峡两岸的千

千万万个家庭终于盼来了骨肉团聚的一天。

然而当海峡两岸的亲人终于再次相聚时，却已是物

是人非……

40 年的牵肠挂肚，望眼欲穿，当一家人再相见，是何

情景？

分隔两岸，那一道穿越海峡的电波，母亲和兄弟是否

听到了？

当年，徐博东父母战斗在罗浮山下，东渡台湾，还有

哪些奇遇？

徐博东又是如何子承父志，转向了当代台湾研究？

这些，都可以在《台海情缘》一书中找到答案……这

不仅仅是一部反映徐博东家族悲欢离合的家族史书，也

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和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史。

作者徐博东父亲那一辈的英雄们大多已经故去，但

那个特殊年代的英雄们，那段不朽的历史和永恒故事，值

得永远铭记。

望眼欲穿四十年望眼欲穿四十年
——《台海情缘——一个家族的历史见证》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王慧文

日前，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 《关于

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

国家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一经公

布，便在台湾岛内引起巨大反响，岛内一些分裂

势力已经感觉到巨大压力。不过，也有包括赖清

德等在内的一些政客，为了掩饰内心的恐惧，公

开叫嚣称 《意见》 仅仅是大陆的“一厢情愿”，

我国法律对台湾没有管辖权。不过，在笔者看

来，那些叫嚣 《意见》 对台湾没有管辖权的论

调，一是暴露出岛内一些政客对两岸历史和对法

律 管 辖 权 知 识 的 缺 乏 ， 二 是 不 敢 面 对 联 合 国

2758 号决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

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

省”的国际法事实，三是他们忘了 《意见》 背后

体现的是 14 亿中国人的坚强意志。

首先，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这不仅是历史事实，也是国际社会的共

识。无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其他法律法

规，还是岛内现行所谓“宪法”或其他“法律”

法规，都明确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而且，根据

国际法和国际政治规则，1949 年 10 月 1 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取代中华

民国政府成为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

在中国这一国际法主体没有发生变化情况下的政

权更替，中国的主权和固有领土疆域没有改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

中国的主权，其中就包括对台湾的主权。由于中

国内战延续和外部势力干涉，海峡两岸陷入长期

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从未

分割也决不允许分割，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

地位从未改变也决不允许改变。

1971 年 10 月 ， 第 26 届 联 合 国 大 会 通 过 第

2758 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

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

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

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

位上驱逐出去。”这一决议不仅从政治上、法律

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

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而且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

席位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

台”的问题。随后，联合国相关专门机构以正式

决议等方式，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的合法席

位，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如 1972 年 5 月第

25 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第 25.1 号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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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联合

国对台湾使用的称谓是“台湾，中国的省 （Tai-

wan，Provinceof China） ”。

既然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尽管统一前大陆对台湾省还没有行使有

效管辖权，只是治权的暂时分离，但两岸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来没有分离。

既然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华人民共和国两高、三部委印发的 《意见》

作为一个国家主权范围内的法律法规，其适用范围当然包括台湾省。

其次，《意见》 印发公布前，其实大陆已经对台湾开始施行法律上的

有效管辖，而 《意见》 的发布且集中体现了 14 亿中国人的意志。

尽管大陆方面日前才发布了 《意见》，但事实上近年早已依法追究

“台独”分子的刑事责任。比如，2022 年 8 月 4 日，浙江省温州市国家安

全局依法对涉嫌分裂国家犯罪、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杨智渊

(台湾省台中市人)进行调查。2023 年 4 月 25 日，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发

布，台湾地区犯罪嫌疑人杨智渊涉嫌分裂国家罪一案由浙江省温州市国家

安全局侦查终结，移送温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这表明，大陆严惩“台

独”顽固分子的管辖权、能力和手段并非岛内一些政客所说的“一厢情

愿”，而是已经开始实行管辖。

必须指出，对于 《意见》 的颁布，台湾的一些政客千万不要继续心存侥

幸，更不要掉进自己为自己设定的“两岸互不隶属”的话语陷阱，因为谁也

无法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事实，无法改变国际社会的两岸同属一个

中国和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国际共识，更无法撼动 14亿中国人维护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与坚决严惩“台独”顽固分子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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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照宁）“厦门很繁

华，我从金门坐船半个小时就到厦门

了，这么近，如果有机会，我希望毕业

后到厦门就业。”来厦门参加“第二届

厦金同城生活圈论坛”的金门大学学生

张又仁对于“同城生活圈”有着美好的

憧憬和期待。

近日，作为第十六届海峡论坛的重

要配套论坛，“第二届厦金同城生活圈

论坛”在厦门开幕。海峡两岸专家学

者、学生、嘉宾 300 余人就推动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和两岸

养老融合发展进行探讨，为探索两岸融

合发展新路、推动厦金同城生活圈建设

注入新动能。

当天，厦门与金门签约多个领域的

合作项目，并举行授牌仪式，推进在养

老服务、青年就业创业等领域的合作。

福建省伍心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与金门县

玩具银行协会、台中市人文关怀协会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厦门正旺兴台青创业

就业影视基地与台湾高校签订学生实习

见习合作协议。

与会嘉宾表示，去年 9 月，大陆提

出实施金门居民在厦门同等享受当地居

民待遇、打造厦金“同城生活圈”。希

望以此为契机，推动两地的深度融合，

实现“厦门金门门对门，鹭岛浯岛桥连

桥”的美好愿景。

“这一年来，金门、厦门开启了宗

教、教育、体育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

民间交流活动，并取得显著成果。在

小三通便捷化的基础上，厦金同城生

活圈已然形成。”金门县副县长李文良

表示，建设厦金同城生活圈可以提升

区域合作的竞争力，“两门”可以共同

处理区域间许多事务，如增强经贸、观

光旅游、文化、紧急救护、环境生态等

方面的合作；金门、厦门肩负着两岸桥

梁的重要使命，衷心期盼“两门”共谱

美好乐章。

“我认为当下要以厦金同城生活圈建

设为契机，推动两岸在交通、教育、医

疗、旅游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尤其可以加

强厦金两地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全国

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厦

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韩萤焕提出，

当前厦金大桥 （厦门段） 建设进展顺利，

期盼推动厦金大桥等重大项目早日建成通

车 ， 实 现 两 地 交 通 的 便 捷 化 、 高 效 化 。

“ 厦 门 与 金 门 已 经 通 水 了 ， 希 望 早 日 通

电、通桥。”

厦门金门“同城生活圈”多个项目签约

本报讯 （记 者 王 惠 兵） 近

日，以“情系两岸 书香海峡”为

主题的第十六届海峡论坛·海峡阅读

大会开幕式暨主题论坛在福建省福州

市举行。本次活动以推进全民阅读发

展为重点，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邀请相关管理部门、社会组织、

出版单位及编者、作者、读者参与，

共襄阅读盛典，共谱文化新篇。

近年来，福建发挥独特优势，

持续深化两岸图书出版交流，“书

香两岸迎新春”、海峡两岸青年阅

读 季 等 活 动 受 到 两 岸 同 胞 青 睐 ，

两岸共同出版的 《闽台文化大辞

典》《台湾通史》《两岸家书》 等

书籍进一步推动了两岸历史文化

研究。

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共读一

本好书”征文大赛颁奖与研学夏令

营开营仪式、“照见彼此 相约光

影”手机影像大赛颁奖仪式以及多

项签约活动。其中，“共读一本好

书”征文大赛由海峡出版发行集

团、民进福建省委会、福建省全民

阅读促进会、福建省教育学会和台

湾章法学会联合主办，旨在通过共

同阅读经典图书、分享阅读心得的

方式，促进海峡两岸青少年之间的

文化交流与理解。征文活动自今年

3 月启动，共收到两岸大、中、小

学生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图书共读活

动征文作品 2326 篇。经由闽台两

地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和各地名

师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多轮评审，评

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

秀奖等各 100 篇获奖作品。

第十六届海峡论坛·海峡阅读大会在福州举行

本报讯 （记 者 高 志 民） 近

日，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指导下，

福建省市场监管局支持厦门大学开展

“两岸蓝碳交易标准共通试点”。项

目实施以来，通过建立海峡两岸滨

海湿地地表相对高程监测技术规

程，促进两岸沉积物碳库精准测量

技术的标准化，提升蓝碳监测的精

度和质量，为海洋碳汇发展提供关

键技术支撑。

项目团队围绕两岸现行和发布

的蓝碳相关标准，充分开展调研和

交流研讨，建立了“两岸共通蓝碳

标准体系”，正式发布 《海峡两岸

共通 滨海湿地地表相对高程监测

技术规程》（DB35/T2184-2024）。

项目团队积极在闽台两地开展标准技

术应用和验证，推进监测方法的提升

和应用，推动实现蓝碳交易。截至目

前，项目共发表研究论文5篇、获批

国家发明专利 1项，牵头国家级和省

部级相关研究课题2项。

“两岸共通蓝碳标准体系”建立

母亲与徐博东三个弟弟合影

徐博东父母亲离开家乡前夕与他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