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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學者18日出席 「紀念台灣光復75周年南京─台北視訊交流」 座談會
大公報記者賀鵬飛攝

▲台灣學者18日出席 「紀念台灣光復75周年南京─台北視訊交流」 座談會
受訪者提供

學者斥陸委會阻撓紀念光復

大公報記者 陳旻南京報道

銘記民族抗戰史 共護和平創未來

今年是台灣光復75周年。75年
前，台灣光復，脫離日本殖民統治，
重回祖國版圖。這是中華民族團結抵
抗帝國侵略的共同成果。兩岸之間，
反日抗暴的歷史血跡始終是兩岸人民
的共同記憶。台灣大學心理學系名譽
教授黃光國說，日本人從台灣北部打
到台灣南部，殺的人比南京大屠殺還
多！

此次視訊交流主題為 「銘記民族
抗戰史 共護和平謀未來」 ，由南京
大屠殺史與國際和平研究院、南京抗
日航空烈士紀念館，台灣財團法人民
主文化基金會主辦，香港大公文匯傳
媒集團與台灣新國際理論與實踐中心
協辦。

歷史檔案記載台胞抗日
15年前，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出版了《台灣光復紀實》，以時間為
經、以事件和人物為緯，用近400幅
圖片、5萬字，呈現了台灣光復的歷
史。該館館長馬振犢介紹道，該館出
版了《館藏民國時期台灣匯編》，首
次以影印方式出版的大規模公布涉台
歷史檔案。

馬振犢說，該館集中典藏涉及台
灣問題的檔案有6千餘卷，30餘萬頁
。 「這些記載着台灣人民一心嚮往祖
國，克服千難萬險回歸祖國，為收復
寶島台灣出謀劃策，甚至不惜拋家別
親回國投入抗戰救國的戰火，為祖國
和人民英勇獻身的數不清的事例，任
何人都會受到震撼和感動。用影印件
的方式出版，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持檔

案原貌，減少在出版過程中的信息丟
失，並杜絕由於排版、印刷中疏忽所
造成的人為差錯，可信度和史料價值
由此得到增強。」

「歷史充分說明台灣是祖國不可
分割的神聖的領土，台灣人民具有熱
愛祖國追求統一的光榮傳統，兩岸的
和平統一是歷史的必然。」 馬振犢指
出，民進黨當局大搞 「去中國化」 ，
切割台灣與祖國大陸的關係，肆意歪
曲歷史。該館所出版的《館藏民國時
期台灣匯編》，全部面對社會開放，
「將原始記錄呈現在讀者面前，是非

曲直，人民自有評判。」
兩岸學者當天討論的議題包括：

日軍在兩岸都留下斑斑血跡，兩岸人
民如何共同面對這樣的血腥記憶；面
對這些共同的苦難，今日的我們應該
如何面對、敘述、傳承；兩岸人民記
取歷史教訓之後，要透過什麼方法成
為生命共同體；如何攜手護衛和平、
共創未來；當下兩岸如何通過多種有
效的方法，進行檔案史料 「搶救性」
徵集研究。

參加視訊交流的台灣學者有台灣
大學心理學系名譽教授黃光國，排灣
族詩人莫那能，白色恐怖時期政治犯
吳俊宏，作家、導演王正方，歷史學
家郭譽孚，國際法學者邵子平等人。
在南京視訊交流現場的學者有南京大
屠殺倖存者葛道榮，抗日航空烈士樓
芝文的親人陳唯真，中國第二歷史檔
案館館長馬振犢，南京師範大學副校
長張連紅，南京大屠殺史與國際和平
研究院執行院長張建軍等人。

「1937年我的叔父和兩個舅父慘遭侵華日軍的殺害，我
本人也被日軍用刺刀戳傷了右腿。那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給我們家庭帶來了支離破碎、妻離子散的不幸災難。」 10月
18日上午，93歲高齡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葛道榮在 「紀念台
灣光復75周年南京─台北視訊交流」 中痛訴血淚史。他說：
「台灣自古屬於中國領土，但卻被日本侵佔了50年。今年是

台灣光復75周年，我們兩岸人民一定要銘記這共同的血淚記
憶，攜手護衛和平，共創未來。」

兩岸學者視訊紀念台灣光復75周年

台灣學者：守護兩岸和平南京學者：記取歷史傷痕

歷史充分說明台
灣是祖國不可分割的神
聖的領土，台灣人民具
有熱愛祖國追求統一的
光榮傳統，兩岸的和平
統一是歷史的必然，我
們相信隨着台灣史研究
的逐步深入，台灣與祖
國的不可分割的血肉關
係必將為全世界更加認
知和踐行。

抗戰是整個中
華民族共同參與的。
台 灣 人 民 雖 然 從
1895年開始被日軍
佔據半個世紀，但一
直進行抗爭，整個中
華民族的抗日歷史是
一個整體，不可分割
。台灣之所以能光復
，也是整個中華民族
抗戰的成果。

台當局陸委會副主委邱垂正日
前在記者會中表示， 「台灣光復與
大陸毫無關係」 ，而且要求台灣各
級官員不得參加大陸方面舉辦的 「
台灣光復節」 活動，還說也不希望
一般民眾團體參與。這番言論引發
了眾多台灣民間人士的憤怒。

島內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
系教授楊祖珺表示， 「翻開台灣近
代史，我所熟稔的基隆中學鍾皓東
校長和他的愛人蔣碧玉女士，在
1940年從台灣到上海，而後在廣東
參加東江縱隊，為的是與全中國人
民一齊對抗日本侵略行動。台灣共
產黨員謝雪紅於1920年代在上海與

中共人員聯合參加抗日，不幸遭日
本警察逮捕。由此可見，台灣人民
在台灣或在大陸，與中國共產黨並
肩抗日的故事，屢見不鮮。」

楊祖珺指出，台灣得以光復，
不僅是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的
抗戰努力，更是全體中國人民共同
進行的民族解放。她怒斥陸委會，
「請不要以為你們媚日，別人就不
會抗日！不要以為你們對史實無知
，就可以隨意扭曲人民的歷史。民
進黨當局複製美國與日本右翼的史
觀，是與台灣以及全世界人民為敵
。事實上，只有 『台獨』 才與台灣
光復無關！」

兩岸青年共研抗戰史合撰史書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對於

兩岸青年而言，時代賦予我們的重
任是 『做中華文化的傳承者、傳播
者和開拓者』 」 。南京師範大學
2018級中國近代史博士研究生張雅
倩認為，如今兩岸青年對抗戰歷史
了解較少，親歷者越來越少，亟需
加強共同歷史記憶，積極傳播抗戰
史，弘揚抗戰精神。

張雅倩說，兩岸本是血脈相連
的命運共同體，由於 「台獨」 勢力
不斷通過各種方式推動 「去中國化
」 ，修改歷史教科書，造成兩岸青
年在共同的歷史記憶上漸行漸遠。

張雅倩建議兩岸青年建立合作
，進一步開展口述訪談。對親歷抗
日戰爭的兩岸民眾進行訪談。 「目
前，親歷者年事已高，隨着他們的
謝幕，我們再也無法接觸到抗戰親
歷者。搜集他們的回憶資料，記錄
他們的影像和音頻，不僅僅是個人
家庭記憶的一部分，更是國家和民

族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 此外還
需進一步挖掘文獻史料。

張雅倩特別希望兩岸能共享歷
史資源，加強共同研究。當前由中
國社會科學研究院近代史所開發的
「抗日戰爭與近代中日關係文獻數

據平台」 ，不僅取得了良好的學術
效應，而且產生了較好的社會效應
，一些中學生都能夠利用這樣的平
台探討歷史問題。在共享歷史資源
的基礎上，兩岸學術界還可以通過
合寫歷史、合編通俗讀本等形式加
強歷史記憶，諸如《兩岸新編中國
近代史》就提供了良好的示範。

台灣青年學者張宗坤亦表示非
常期待未來在
口述歷史方面
兩岸能有更多
的合作，包含
口述歷史、日
記、回憶錄這
樣的資料。

專家心聲

默認沖之鳥礁是島

2016年5月，日本政府主張沖之鳥礁是島
，處罰在該附近海域捕魚的台灣漁民。相
較於國民黨堅持沖之鳥是礁，民進黨當局
對此不持特定立場，引發漁民強烈抗議

避談慰安婦問題

2016年5月，台 「駐日代表」 謝長廷稱，
不應主動觸及慰安婦賠償問題，以免影響
「台日關係」
美化侵略歷史

2016年8月，蔡英文把日本殖民統治台灣
時期殘害原住民的暴行說成是 「全面而深
入的理番政策」
台日是 「夫妻關係」
2016年8月， 「立法院長」 蘇嘉全訪日時
說， 「台日關係」 就像 「夫妻」 ： 「台灣
哭、日本哭，日本笑、台灣笑。」
冷對 「七七」抗戰

2017年7月，民間紀念 「七七」 抗戰，台
當局不聞不問

綠營官員頻訪日

2018年10月，民進黨高官當年赴日訪問的
人數高達43人

民進黨當局媚日言行

張建軍館長
台灣光復節應

被永遠銘記。紀念
不為宣揚復仇怨念
，只為許下復興的
心願！我們近年赴
台舉辦航空救國圖
片展，邀請台灣學
生來南京抗日航空
烈士紀念館實地感
受，共同銘記中華
民族抗戰史。

廖錦漢研究員 石南陽律師
很高興在這裏

有這麼多人還記得光
復，身為台灣原住民
，我認為台灣與大陸
同胞的命運是息息相
關的。台灣原住民也
屬於中華民族，這是
事實，台灣原住民應
該認真思考，只有兩
岸和平才能讓台灣永
續發展。

莫那能排灣族詩人
美國馬吉牧師（

馬吉在南京大屠殺期間
拯救中國難民，還拍下
日軍暴行）和全世界愛
好和平的人都有一個共
識：世間每一個生命都
是無比的珍貴，不容許
任何人任意殘殺、侮辱
。這是我在拍攝《馬吉
的證言》得到的深刻體
會。

很期待未來在口
述歷史方面兩岸能有
更多的合作。我覺得
目前口述歷史的史料
上還是偏重在有直接
戰爭經驗者，其實戰
爭會捲動整個社會總
體，我們可以訪談更
多平民，訪問一般老
百姓在戰爭中的生活
經驗。

張宗昆學者

台灣自古是中國領土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1894年日本發

動甲午戰爭。次年，清朝政府戰敗，於4月
17日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從此進入日本殖
民統治時期。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美、英三
國首腦在1943年舉行開羅會議，中國政府
提出戰後日本應將台灣歸還中國。此內容
被列入共同宣言，並於1945年7月26日《
波茨坦公告》中重申日本應予履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發表
《終戰詔書》，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
，日本無條件投降。同年10月25日上午10
時，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在台北市區
西部的台北公會堂（今為中山堂）舉行。
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司令陳儀代表中國
政府正式宣告：自即日起，台灣及澎湖列
島正式重入中國版圖。

1946年8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頒布
命令，明訂10月25日為 「台灣光復節」 。

台灣光復節由來

在我館展廳裏
，刻有這樣一句話：
歷史無法重來，未來
可以開創。我想這也
是我們對待歷史應有
的態度，我們要讓苦
難的歷史照亮和平的
未來，也希望把這份
對歷史的堅守和對和
平的守望，傳遞給台
灣的同胞。

看到家父石美瑜
的影像在紀念館內，看
到南京大審判相關的文
物被這麼用心地保存，
我很放心，相信家父若
是健在，他也會很高興
。這次會議感覺很好，
能看到老朋友，很開心
。（石南陽是 「南京軍
事法庭」 審判長石美瑜
之子）

馬振犢館長 張連紅教授 王正方導演

小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