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英九：民進黨操弄「去中國化」不會成功
兩岸共同弘揚中華文化座談會在成都舉辦 宋濤致辭香港文匯報訊（綜合新華社及香

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李兵 成都報

道）兩岸共同弘揚中華文化座談會

23日在四川省成都市杜甫草堂博物

館舉辦。兩岸知名文化學者、青年

學生等約100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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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海江、王欣
欣、吳千 哈爾濱報道）12月22日，作
為海峽兩岸青年冰雪節活動的一部分，
部分台灣青年到訪黑龍江哈爾濱工業大
學（簡稱「哈工大」）。他們深入參觀
了學校的博物館與航天館，親身體驗並
了解哈工大百年歷史及科技領域的卓越
成就，特別是該校在航空航天領域的強
大實力，贏得台灣青年們的盛讚。
在台灣嘉義大學就讀的大二學生小陳
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這次來參觀，
知道這所學校有100多年歷史，校博物
館的整棟建築給人非常厚重的感覺，有
很深的沉澱和記憶。」小陳表示，「這
所學校培養出那麼多的科研棟樑人才，
專業非常強，很讓人嚮往。錄取分數肯
定很高，我希望以後有機會來這裏學
習。」
「因為我一直對中國的航天技術非常
有興趣，尤其關注『神舟』計劃的成
果，包含發射、着陸、太空活動等。」
中華兩岸青年交流協會理事長劉際康表
示，以前只是通過一些視頻很表面地去
了解航天科技的發展，今天來到哈工大
看到這麼多實物和模型，這樣的機會我
很珍惜，所以看得非常仔細。「雖然我
們在台灣，但也能夠有這樣的機會，讓
更多台灣青年了解到中國航天技術的發
展。」
一踏入展館，台灣網絡博主黃馨巧立
即被眼前景象所震撼。她說，巨大的火
箭模型矗立在展廳中央，四周的展板和
實物資料讓人目不暇接， 彷彿踏入了一
個充滿神秘與奇跡的宇宙世界。我深刻

感受到了中國在航天科技方面的飛速發
展和強大實力。「從最初的艱難起步，
到現在的世界領先，中國的航天科技發
展讓我感到激動不已。」黃馨巧說，印
象深刻的是關於載人航天的展品。通過
模擬的太空艙和航天員的生活場景，能
夠身臨其境地感受到航天員們在太空中
的艱辛與榮耀。這些展品不僅展示了中
國航天科技的先進性和可靠性，更體現
了航天員們為國家和民族爭光的崇高精
神和無私奉獻。

訪船舶博物館 冀為國家富強獻力
22日，台灣青年交流考察團還來到哈爾
濱工程大學船舶博物館，台灣青年們被豐
富的展品深深吸引。「哈爾濱號」導彈驅
逐艦、橋樑打樁船以及「遼寧艦」航母等
模型引起台灣青年關注。來自台灣、現定
居在哈爾濱的美食博主「台灣胖胖胡」胡
成瀚看過船舶模型後激動地說：「我從未
見過如此壯觀的場景，這些船舶不僅設計
精巧，而且技術先進，讓我深感震撼。我
為中國在海洋船舶領域的強大實力感到自
豪，也為自己身為中華兒女而驕傲。」
「看過這些大船模型，讓人感受到中國
造船工業的輝煌成就，更體現了科技的力
量和國家的強盛。」來自台灣台中市的陳
紅斌表示，通過此次交流互動，更加深入
地了解了大陸的教育與科技背景。「祖國
的發展力量是非常強大的，在此次參觀過
程中，很多台灣青年都是發自肺腑地感慨
國家科技的實力。我覺得兩岸青年有着共
同的追求和夢想，都希望為國家的繁榮富
強貢獻自己的力量。」

「看到侵華日軍將我們的同胞進行活人實驗的時候，我

忍不住掉眼淚了，無法想像他們受到這樣的苦難該多麼絕

望！」來自台灣中國文化大學的學生雷以謙在參觀完侵華日軍第七三一

部隊罪證陳列館後，哽咽着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這是她第一次到此參

觀，心情特別沉重。「這樣反人類的罪行真的太殘忍了！了解這段歷

史，驚醒我們年輕人，不僅要珍惜和平，銘記歷史，更要自己努力成為

時代的榜樣，吾輩自強，振興中華！」

畢生最難忘的參觀經歷
雷以謙還自發準備了一束白菊花，親筆寫了輓詞，敬獻給被侵華日軍

第七三一部隊迫害而遇難的先輩，輓詞中寫道：「願凜冬散盡、春暖花

開再無國殤！」

「這一次的參訪是我畢生難得的經驗，讓我真正了解到日軍在這片土

地上的暴行，同時也很明確地感受到了當時的中國人民在七三一部隊的

凌虐之下是多麼的絕望。」台灣青年賴政緯悲傷地對香港文匯報記者

說，這應該會是他畢生最難忘的參觀經歷。「參觀中看到有一個很多木

頭十字架圍成的圈形，我想如果當時我是被綁在上面的人，會多麼絕

望；如果我的身體染細菌腐爛，那是一件多麼令人痛苦的事情。」賴政

緯表示，祖國大陸是一個非常偉大、包容的地方，明明是一個如此慘痛

的悲劇，在這裏卻做出了非常平和的表達，就是告訴現在的人們日軍做

過什麼，提醒人民珍惜現在的幸福來之不易，希望青少年通過了解歷史

更好面向未來，認識我們的未來會是一個嶄新的中國。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海江、王欣欣、吳千 哈爾濱報道

台生參觀哈工大 盛讚祖國航天科技
銘記同胞苦難 振興中華
台青淚灑731部隊罪證陳列館

23日的成都微雨偏涼，走進成都杜
甫草堂，清晨的小雨已將石板路清洗

得發亮，金黃的銀杏、火紅的槭樹、青翠的松柏，
與茅屋、詩碑、大雅堂等相映，為冬日的杜甫草堂
增添了多樣的顏色。
成都杜甫草堂是詩聖杜甫流寓成都時的故居。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
細無聲。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

處，花重錦官城。」馬英九和台青一行參訪杜甫
草堂時，剛好遇到成都也是細雨綿綿的天氣。在
兩岸共同弘揚中華文化座談會上，馬英九致辭前
專門朗誦了《春夜喜雨》，隨後參會的文化學者
也吟誦了杜甫的詩來弘揚中華文化，大家都覺得
特別有意義。
座談會後，台灣海洋大學商船學系四年級學生林

佩蓁和台灣科技大學企管系二年級學生潘科伸接受

媒體採訪時，當被記者問及喜歡杜甫的哪一首詩，
兩人亦以「接力」的方式，現場分別朗誦了《春夜
喜雨》的前後四句。
林佩蓁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她對這首詩比較有

感觸，是因為所在的學校在台灣基隆，基隆是雨
都，「我們這次來成都其實天氣也是綿綿細雨的，
所以我就覺得這首詩特別有意思。」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

馬英九一行參訪杜甫草堂「接力」誦《春夜喜雨》
特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向芸、李兵
成都報道）在結束黑龍江哈爾濱的行程
後，中國國民黨前主席馬英九率20多
名台青轉往四川成都。12月23日，馬
英九一行參訪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參
加兩岸共同弘揚中華文化座談會，並參
觀新一代人造太陽「中國環流三號」項
目。台青們深感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
大精深，表示有中華文化才有根，有根
才能站得穩、行得遠，兩岸青年在文化
交流中互學互鑒，建立深厚友誼，將並
肩攜手共同弘揚中華文化，為中華優秀
傳統文化注入嶄新活力。
23日一早，馬英九和台青一行就前
往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參觀杜甫故居，
了解詩聖生平經歷。其中，刻有詩人余
光中《鄉愁》一詩的石碑，引發了台灣
同胞共鳴。余光中曾先後四次到訪成
都，2006年他在杜甫草堂深情吟誦了
這首懷念故鄉、渴望祖國統一的代表
作，並專門為杜甫草堂寫下《草堂祭杜
甫》四十行詩等詩歌。
馬英九基金會執行長蕭旭岑說，「鄉
愁」這兩個字最早是在杜甫的詩裏，而
鄉愁就是連接兩岸之間的一個重要情
感。「余光中先生幾年前去世了，可是
他的詩卻永遠地保存在杜甫草堂紀念館
裏，我覺得非常有意義。同學們都看得
很專注，大家第一次看到這樣的新詩跟
唐詩的一個連接，所以我覺得這是兩岸
文化交流很好的一個場景。」
台灣海洋大學商船學系四年級學生
林佩蓁是第二次來到成都，昨天去參
觀的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讓她印象
深刻。「我第一次看到三星堆是在課
本裏，那個青銅人像的造型非常特
別，跟傳統的中原文化有一點不同，

這令我非常有印象。這一次我可以看到三星堆
遺址裏的文物，非常開心。我想如果未來有機
會三星堆遺址的文物可以來台灣交流的話，應
該也會造成轟動。」
在她看來，中華文化是源遠流長、博大精深
的，包含大家所慶祝的節日、使用的語言、信
奉的宗教以及一些倫理道德等。「這些都深植
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已經成為我們的根、我們
的本。中華文化對我們來說已經是不可或缺的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台青們抵達成都的當天剛好

是「冬至」節氣，不同的節令美食讓台灣科技
大學企管系二年級學生潘科伸記憶猶新。「那
天早上我們在哈爾濱吃餃子，晚上到了成都我
們喝羊肉湯，而遠在台灣的家人們吃着湯圓。
我們雖然在不同的地方，吃着不一樣的東西，
但都在同樣的日子過着同樣的冬至，我覺得這
就是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地方。」

特稿

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宋濤在致辭時表
示，習近平總書記今年4月在北京會見馬英九

先生一行時提出兩岸同胞要堅定中華文化自信，10月
在福建考察時強調促進兩岸文化交流，共同弘揚中華
文化。舉辦此次座談會，是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
要講話精神的實際行動。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是兩岸
同胞共同的「根」與「魂」，是我們共同的傳家寶。
共同弘揚中華文化，需要深化兩岸文化聯結、賡續中
華文化血脈，需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堅定中華文化
自信，需要擔負中華文化使命、推動中華文化創新，
需要促進兩岸文化交流、推進中華文化繁榮。兩岸同
胞要堅持「九二共識」，旗幟鮮明反對「台獨」分裂
和外來干涉，共同弘揚中華文化，為國家統一、民族
復興注入強大精神力量。
中國國民黨前主席馬英九在致辭時表示，兩岸同
根同源、同文同種。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都是
炎黃子孫，共享中華文化，絕不能數典忘祖。民進
黨在台灣操弄「去中國化」，注定不會成功，我們
有責任撥亂反正，守護中華文化。台灣青年要牢記
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的根源以及身為炎黃子孫的驕
傲，增強對中華文化的情感與認同。

兩岸學者：堅決反對「文化台獨」
兩岸知名文化學者甘霖、葛劍雄、康震、蒙曼、

霍巍、馮明珠、楊渡分別從不同角度圍繞共同弘揚
中華文化主題發表真知灼見、深入座談交流，一致
認為兩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歷史根脈和文化傳統、共
通的民族心靈、共享的美好未來，要深化兩岸人文
交流，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去中國化」、「文化
台獨」行徑，共同傳承中華民族精神，共同弘揚中
華文化，增進兩岸同胞心靈契合，共創中華民族綿
長福祉。

台青：兩岸青年攜手共揚中華文化
兩岸青年學生代表從青年人角度談了看法，表示有

中華文化才有根，有根才能站得穩、行得遠，兩岸青
年在文化交流中互學互鑒，建立深厚友誼，將並肩攜
手共同弘揚中華文化，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注入嶄新
活力。
座談會由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四川大學、馬

英九基金會共同主辦。座談會前，兩岸嘉賓和青年
學生共同參觀了杜甫草堂博物館，領略中華優秀傳
統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強共同弘揚中華文化的責任
感和使命感。

冀兩岸青年用新技術傳播傳統文化
兩岸共同弘揚中華文化座談會後，兩岸知名文化

學者接受了記者採訪。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教授

康震表示，座談會上大家都認為中華文明是兩岸之
脈，「這是我們非常強烈的共識——中華民族源遠
流長，中華文明未來可期，中華文明生生不息。」
兩岸在文化上有高度的同根同源，康震希望兩岸

青年能常來常往、越走越親。在他看來，AI時代，
年輕人對於技術的掌握、對於文化創新形態的發
明，兩岸都有很多可以互鑒的。「因為我們對於這
些文化都有共同的熱愛，只有中國人最懂得將自己
民族的文化轉換成為世界其他民眾所共享的文化的
創新形態。我覺得這方面兩岸的年輕人應該抓緊時
間攜起手來，緊密地協同。」
對於如何加深兩岸青年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

台灣知名作家、中華新文化發展協會理事長楊渡認
為要共同創造一些平台。「文化能夠傳承的話，在
於它有創造力。比如在AI創作、影視或者文學作品
的創作方面，如果讓兩岸青年可以共同來創作的
話，那麼這樣的創造力對中華文化是很有幫助
的。」
楊渡曾參加過《兩岸家書》等大型紀錄片的創作，

他表示這對於弘揚傳統文化有幫助，更重要的是在家
書裏面去找到一種人的情感跟血脈的連接，從自己的
家世、生命乃至於家族的生命史重新去尋根。「我會
更期待兩岸的青年可以在這樣的追尋裏共同來創造出
一些故事，共同來書寫他們未來的故事。」

●台灣青年在哈爾濱工程大學船舶博物館參
觀，被琳琅滿目的展品深深吸引。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千 攝
●台青敬獻鮮花。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欣欣 攝

●22日，作為海峽兩岸青年冰雪節活動的一部
分，部分台灣青年到訪黑龍江哈爾濱工業大學。
台灣青年認真聆聽國家航天科技發展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 攝

◀兩岸共同弘揚中華文化座談會在成都舉辦，兩岸知名文化學者、青年
學生等約100人出席。圖為馬英九率台青參訪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館。

香港文匯報記者向芸 攝

●台青在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
館參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 攝

▲12月23日，兩岸共同弘揚中華文化座談會現場，宋濤致辭。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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