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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样清楚的

事实下，台湾为什么还是

成为了一个“问题”？

1950 年，就在朝鲜

内战的第 3 天，美国第七

舰队侵入了台湾海峡，派

遣空军进驻台湾基地，阻

止解放军解放台湾。

战争结束后，美国依

然将第七舰队摆在台湾

海峡。它的目的昭然若

揭，那就是阻止大陆解放

台湾，在事实上制造两个

中国的目的。1954年，美

国与蒋介石签定了《共同

防御条约》，条约中注明美

国拥有在台湾、澎湖及其

附近部署军队的权利。该

条约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

和领土完整，是一个非法

的和无效的条约。

而更重要的是，台湾

地区成为了美国西太平

洋防线上的重要一环，从

阿留申岛经日本、琉球到

菲律宾都有大量美军驻

守，对中国东北、东南、西

南三个战略方向构成现实

和潜在的威胁，美国政府

图谋对中国形成半月形的

包围圈，让中国始终处于

战争的边缘和危险境地。

在这样严峻的局势

下，当时党中央决定，解

放东南沿海的一江山岛

等岛屿，给他们一点颜色

看看。于是，从 1954 年 8

月开始，解放军陆续收复

了一江山岛、大陈岛等浙

江沿海岛屿。

而蒋介石不断策划

“反攻大陆”计划，通过派

遣特务、骚扰大陆沿海等

手段进行渗透和破坏 。

对此，浙江台州洞头诞生

了一支女子民兵连，这支

队伍担负的就是修建海

防工事、放哨巡逻抓对岸

潜 伏 过 来 的 特 务 的 任

务。后来，根据这支女子

民兵连的事迹，诞生了一

部著名的电影《海霞》。

《台湾问题与新时

代中国统一事业》是中

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

第三份白皮书。

前 两 次 分 别 是

1993 年 8 月的《台湾问

题 与 中 国 的 统 一》和

2000 年 2 月的《一个中

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

全面系统阐述了解决台

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和有

关政策。

三份白皮书，开头

都介绍了台湾是中国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

事实和法理基础。

公元 230 年，三国

时期吴人沈莹所著《临

海水土志》留下了关于

台湾最早的记述。隋朝

政府曾三次派兵到当时

的台湾。宋元以后，中

国历代中央政府开始在

澎湖、台湾设治，实施行

政管辖。1684 年清朝

政府设立台湾府，隶属

福建省管辖；1885 年改

设台湾为行省，是当时

中国第20个行省。

1895 的《马 关 条

约》中，在甲午战争中战

败的清朝政府被迫割让

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

本。

30 年后，近代爱国

诗人闻一多写下了《七

子之歌》，倾诉“失养于

祖国、受虐于异类”的悲

哀之情，“以抒其孤苦亡

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

以励国人之奋斗”。

他在关于台湾的这

首诗中这样呼喊：

我们是东海捧出的

珍珠一串，

琉球是我的群弟，

我就是台湾。

我胸中还氤氲着郑

氏的英魂，

精忠的赤血点染了

我的家传。

母亲，酷炎的夏日

要晒死我了，

赐我个号令，我还

能背水一战。

母亲！我要回来，

母亲！

抗日战争胜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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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通过

一系列具有国际法律效

力的文件，中国从法律

和事实上收复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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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对台湾

的主权。

这，就是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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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湾浅浅的海峡
据人民日报报道：

●8 月 2 日，美国国

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

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

涉，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8 月 4 日，东部战

区组织兵力位台岛周边

海空域开展规模空前的

实战化演训，对预定海

域成功实施远程火力及

常规导弹火力实弹射

击。

●8 月 10 日，国务

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

《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

国统一事业》白皮书。

随着时代发展，世界

各国纷纷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交。目前有 170

多个国家重申坚持一个中

国原则，支持中国坚决维

护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

联合国明确表示，将继续

坚持联大第2758号决议，

核心就是一个中国原则。

“和平统一、一国两

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

本方针，是实现国家统一

的最佳方式，既充分考虑

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于

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

《白皮书》中说，和平

统一后，台湾可以实行不

同于祖国大陆的社会制

度，依法实行高度自治，两

种社会制度长期共存、共

同发展。“一国”是实行“两

制”的前提和基础，“两

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

并统一于“一国”之内。

要安宁、要发展、要过

好日子，是中国老百姓的

普遍心声，创造美好生活

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追求。

诗人余光中说：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

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2011 年余光中在华

南理工大学讲学时，他朗

读了《乡愁》续篇——

而未来，

乡愁是一道长长的

桥梁，

你来这头，

我去那头！

终有一天，这湾浅浅

的海峡，不再是隔断祖国

统一的障碍。

正如中国伟大的革

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

言：“‘统一’是中国全体

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

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

一，便要受害。”

但是，“台独”分裂是

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

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

当前台海紧张动荡的总

根源是民进党当局顽固

坚持“台独”立场、“倚美

谋独”、“修宪谋独”，在

“台独”分裂的错误道路

上越走越远。

此次白皮书将促统

与反“独”并重，全文中“台

独 ”一 词 出 现 了 36 次

（1993年和2000年的白皮

书中“台独”一词均出现5

次），4次明确点名揭批民

进党，指出民进党谋“独”

行径挤压和平统一空间，

是“必须清除的障碍”。

显然，这是对民进党

当局不要越过“红线”和

“底线”的最严厉、最强力

警告。正如新版白皮书

所言——

我们不承诺放弃使

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

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

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

“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

活动，绝非针对台湾同

胞，非和平方式将是不得

已情况下做出的最后选

择。如果“台独”分裂势

力或外部干涉势力挑衅

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

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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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回家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