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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将在5月20日选举第

20届党主席，此次竞选局面异常

复杂，共有 6 人宣布参选创下历

史记录，竞选过程中更是风波不

断，各大阵营之间攻防激烈。衡

诸 6 人之间票源重叠度大等因

素，此次选举很可能进入第二轮

投票。

一、“六抢一”局面前所未有

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前“副总

统”吴敦义、党副主席郝龙斌3位

重量级人选宣布参选后，国光生

技董事长詹启贤、台北农产公司

总经理韩国瑜、前“立委”潘维刚

又加入战局，形成了前所未有的

“六抢一”格局，引发外界高度关

注。

洪秀柱对国民党感情深厚，

在两岸政策上旗帜鲜明。洪的从

政经历主要在“立法院”，原来并

非领袖群伦的人物。2016年“总

统大选”时，党内大老纷纷避战，

洪秀柱意外跨过了“防砖门槛”而

成为国民党候选人。洪秀柱在两

岸关系上立场鲜明，认为现在的

国民党在不该妥协的地方妥协、

不该模糊的地方模糊，进而提出

了“一中同表”等主张。洪也因此

备受党内指责，最终被粗暴换

下。但洪对国民党不离不弃，党

内对洪也充满同情，最终洪在

2016年3月的补选中当选国民党

国民党主席选举选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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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0 日 下 午，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北 京 人

民大会堂会见马英九一行时指出，“中华民族

5000 多年的漫长历史，记载着历代先民迁居台

湾、繁衍生息，记载着两岸同胞共御外侮、光复

台湾。中华民族一路走来，书写了海峡两岸不

可分割的历史，镌刻着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史

实。”这一论断，是对中华民族经略台湾的历史

事实和海峡两岸历史职能的生动注脚，明确揭

示了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中国人经略台湾铸就了两岸血脉相连

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和历史研究证明，台

湾先期住民最早由大陆东南沿海移入，大陆是

台湾少数民族的原乡。

大量的史书和文献记载了中国人民早期开

发台湾的情景。三国时期吴人沈莹所著《临海

水土志》，记载了当时台湾的生产和生活形态，

是第一部详细记载台湾先民生活生产的重要文

献，留下了关于台湾最早的记述。公元 3 世纪和

7 世纪，三国孙吴政权和隋朝政府都曾先后派万

余人去台湾。12 世纪，南宋政府将澎湖划归福

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并派兵戍守。1335 年，元朝

两岸不可分割是中华民族历史定论

□ 徐晓全

政府正式在澎湖设置巡检司，隶属福建泉州同

安县（今厦门），管辖澎湖、台湾民政，处理渔民

纠纷、海盗等海上安全问题。明朝政府于 16 世

纪中后期，恢复了一度废止的“巡检司”，并为

防御外敌侵犯，筑城及增兵澎湖。

郑成功收复台湾、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台湾

稳固建立起与大陆相同的治理体系。大量东南

沿海居民有组织迁徙并拓垦、开发台湾，中原先

进的生产力、先进的中华文化在台湾迅速传播，

台湾广大平原地区成为与内地同等水平的农耕

文明区，大大促进了台湾的开发，晚清又率先使

台湾建成当时中国近代化最先进的省份之一，

为台湾日后飞速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清末，台

湾人口从统一之初的 20 万增加到 320 万。

中华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在台湾的传播，

大量东南沿海居民的移入与繁衍生息，使台湾

成为稳定的中国人社会，使两岸同胞成为“打

断骨头连着筋”的骨肉天亲。

二、两岸同胞共同反抗侵略铸牢了命运共同体

早在 17 世纪初，中国人民就开始了御侮保

台的斗争。1602 年，明朝政府反击倭寇侵据澎

学者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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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1604 年和 1622 年，又两次击退荷兰殖民者

入侵澎湖。1609 年，明朝政府击退侵犯台湾的

日本兵。1652 年，在台湾的郭怀一领导了反抗

荷兰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1662 年，郑成功收

复台湾，台湾由此摆脱了荷兰殖民统治，避免了

沦为类似东南亚一些国家被西方殖民者残暴统

治数百年的命运。

鸦片战争以后，两岸同胞共同抵御法国、日

本对台湾的侵略。1894 年甲午战争失败、日本

强迫中国清朝政府割占台湾的消息传出后，举

国哗然，人人痛心疾首，反对割台。此时正值会

试之期，在北京应试的各省举人，听闻日本割占

台湾的噩耗，纷纷联名上书，呼吁拒约再战，发

起著名的“公车上书”。台湾全省则是哭声震天，

台北市民鸣锣罢市。台湾民众发动了声势浩大

的“反割台”请愿运动，并迅速演化为全台的

武装抗日运动。协理台湾军务的清军将领刘永

福等率领军民反抗日本侵略，坚持战斗 5 个多

月，使日本侵略者付出了惨痛代价，显示了保家

卫国的坚强意志和浩然正气。大陆东南沿海各

地居民为支援这一斗争，或捐输饷银，或结队赴

台，反抗日本侵略。在“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

不愿拱手而让台”的誓言中，台湾军民以土枪、

大刀和拥有先进武器的日本侵略者进行浴血反

抗，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在 40 天内占领全岛的美

梦。从 1895-1945 年 50 年间，台湾各地民众持

续不断的武装抗争，沉重打击了日本在台湾的

殖民统治，击毙包括日本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

能久、旅团长山根信成在内的侵略者 4000 余人，

击伤两万多人。

台湾被日本割占后，两岸同胞从未放弃光

复台湾的斗争。在日军占据台湾期间，祖国大陆

对台湾同胞抗日斗争的支援从未中断。辛亥革

命爆发后，台湾爱国志士积极投身抗日运动，

为台湾回归祖国矢志奋斗。据统计，1912 年至

1915 年间，台湾与辛亥革命有直接或间接联系

的以“驱逐日寇，收复台湾”为口号的较大规

模的抗日活动就达 9 次。同时，许多进步台湾青

年认识到，“若要救台湾，非先从救祖国着手不

可！”于是返回祖国投身革命洪流。1920 年初，

台湾同胞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岛内掀起声

势浩大的文化启蒙与民族解放运动，与祖国大

陆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遥相呼应。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导下，在大陆的台

湾同胞成立台湾共产党，凝聚岛内外的革命力

量，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有力地配合了祖

国大陆的抗日斗争。后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号召下，台湾青年组建“台湾义勇队”，以“复

疆”为口号，举起抗日爱国的大旗，开展“台湾

复省运动”，为民族解放和光复台湾血洒疆场。

在两岸同胞矢志奋斗下，1945 年 10 月 25 日，

中国政府宣告“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并在台

北举行“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台湾重回

祖国怀抱。

两岸同胞携手并肩、共赴国难，在维护国家

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的英勇斗争中，更

加铸牢了两岸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

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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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岸同胞共同推动两岸经济发展不断增进

认同

台湾问题产生后，两岸同胞从未放弃尽快

结束敌对状态、实现祖国统一的愿望。

1958 年，尽管两岸处于敌对状态，但两岸在

捍卫一个中国原则上保持高度默契，共同粉碎

了美国企图通过“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

的阴谋。

1979 年 1 月 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

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

大政方针。在两岸同胞共同努力下，两岸打破隔

绝状态，实现全面直接双向“三通”，开启大交

流大交往大合作局面，推动两岸协商谈判和政

党党际交流，开辟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等，祖

国完全统一进程不断向前迈进。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两岸同

胞的共同心声，是台湾同胞的主流民意。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大陆率先同台湾

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

主动融入大陆发展进程，与大陆同胞携手推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两岸同胞在交流交往的过程中，秉持“两岸

一家亲”理念，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合作取代争

斗、以双赢取代零和，交流合作日益广泛，相互

往来日益密切，越走越进、越走越亲，彼此心灵

日益契合。这充分证明，只要秉持同胞情、同理

心坐下来谈，两岸之间没有化解不了的心结，两

岸同胞有足够的智慧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这一共

同使命。

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系

于民族复兴。广大台湾同胞要置身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文明史的历史长河中，树立正确的历

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中华民族的

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与祖国大陆同胞共创

民族复兴未来、共享民族复兴荣耀。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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