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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活在时下的中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有幸投身于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更激动人心了。其间，人们所

扮演的角色，或是中国梦的构筑者，或是反之，何去何从，

全在一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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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三十八载峰回路转

台湾问题缘何而来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但由于地缘、政治、帝国主义入侵等多方面

的原因，近代以来，海峡两岸关系很少有平静的时候。其间，风风雨雨、分

分合合，演绎出一部又一部的悲喜剧。

历史进至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腐败的清政府战败。1895年4月17

日，清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

台湾人民进行了英勇的反抗，致使日本侵略者为“接收”台湾付出了

极其惨重的代价。从1895年6月至11月短短的5个月中，英雄的台湾军民用猎

枪、木炮、竹枪、大刀，与武装到牙齿的近代化日军浴血奋战，进行了数百

次大小战斗，可歌可泣，壮怀激烈。

在此期间，日寇动用陆军兵力70049人，马匹9434匹；海军军舰40余艘，

汽艇数百艘；其他人员万余，还有警察700余人，合计总兵力近10万人。而当

时驻台湾的清军不足两万，老百姓组成的义军约35000人。据统计，日本在甲

午战争期间，伤亡和病殁的人数是2647人，而在入侵台湾近5个月进攻作战

中，却付出了4642人阵亡的代价！其中包括近卫师团长白川宫能久亲王、近

卫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等人。如果加上这段时间的病殁人数，则高达10841

人，为甲午战争的4倍多！

由此可见台湾军民抵抗之英勇！

但是，由于孤军奋战，台湾军民终遭失败。从此，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

地达50年之久。

也正因为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无端”割台，导致了部分台

湾民众产生对中央政府进而对中国的心理疏离。这一历史悲剧至今被民进党

和“台独”分裂势力利用，挑拨台湾民众的国家民族情感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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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大国签署《开

罗宣言》，指出：“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土地，例如满

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签署、后来苏联参加的《波茨坦公告》重

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条款规定》：“兹接受

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的、后来又有苏联参加的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

告中的条款。”

很明确，至此，《马关条约》割台条款废止，中国人民终于可以收回被

侵占50年的台湾了。

1945年10月25日，同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于台北举行，受降

主官陈仪代表中国政府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

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

这标志着台湾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

上，已归还中国。那么，今天的台湾问题又从何而来？

之所以又出现台湾问题，与随后中国国民党发动的反人民内战有关，但

更重要的是外国势力的介入。

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爱国力量的推动下，中国国民党与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抗日战争

胜利后，两党本应继续携手，洗刷1840年以来中国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奇

耻大辱，共肩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但是，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

国民党集团依仗美国的支持，置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与建设独立、民主、富强

新中国的强烈愿望于不顾，悍然撕毁国共两党1945年10月10日签订的《双十

协定》，发动全国规模的反人民内战。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重兵集团自信

阳、罗山、光山、黄安等地分4路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全面内战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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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三十八载峰回路转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被迫进行了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推

翻了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1949年10月1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政府。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全面替代“中华民国政府”成为代表全中

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一事实得到举世承认。而国民党集团的一部分军政人

员，打着“中华民国政府”的旗号，窃据台湾。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长期

武装抗拒统一，一度还试图“光复大陆”，造成台湾海峡两岸隔绝的状态。

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

方两大阵营对峙，美国政府基于其全球霸权战略及维护本国在中国的利益的

考虑，不遗余力地出钱、出枪、出人，支持国民党集团打内战，试图消灭共

产党和人民政权，阻挠中国人民革命的事业。然而，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权

并不争气，最终反而被打垮，美国政府最终并未达到它自己所希望达到的目

的。美国国务院1949年8月5日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和艾奇逊

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艾奇逊在他的信中坦白地

说过：“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

也是无可避免的”；“这种结局之所以终于发生，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

某些事情。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经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

但是没有效果。”《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等待尘埃落定”政

策，美国政府抛弃国民党、抛弃台湾，放手让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政府此举并不表示他是出于多大的善心，也不表

示中国对其不重要了，其主要原因，一是他所支持的国民党和蒋介石集团被

中国人民抛弃了，他在中国又找不到第二支可以依靠的反共政治势力；二是

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他没有能力出重兵于中国以挽狂澜；三是当时的美

国政府对中共抱有期望，至少认为新中国有可能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不向

苏联一边倒，为此还做过相当有力度的试探和姿态。但是，他在做这些试探

和姿态的同时，对新中国的政策基调还是孤立、遏制。我们不能片面看待当

时美国的对华政策，要看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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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起潮落—海协会海基会交流交往纪实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迅速变脸：公然武装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海峡两

岸关系，军事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美国当时担心的是，一旦朝鲜南部或台

湾落入共产党之手，会在亚洲进而在世界上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亲西方

政权纷纷垮台，其苦心经营的围堵社会主义阵营的反共体系被突破、瓦解。

1950年6月27日，朝鲜战争爆发刚两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即发表声明宣

布：“我已命令第7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

美海军第7舰队随即侵入台湾海峡，空军第13航空队进驻台湾，将两岸军

事力量直接“军事隔离”。遏止大陆攻台，同时也不允许蒋介石借机反攻大

陆，以免被拖下水，影响其整体战略部署。

这意味着，仅仅半年多，美国便恢复了直接干预中国内政的政策，它不

愿再“等待尘埃落定”了。

1954年12月，美国变本加厉，与台湾当局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

将中国的台湾省正式置于其“保护”之下。

美国政府继续干预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造成了台湾海峡地区长期的紧

张对峙局势，台湾问题自此变为中美两国间的重大争端，直到今天，仍然是

中美关系最重大、最敏感问题。

而为缓和台湾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探寻解决中美两国之间争端的途

径，中国政府自1950年代中期起，即开始与美国对话。从1955年8月至1970年

2月，中美两国共举行了136次大使级会谈，但在缓和与消除台湾海峡地区紧

张局势这个关键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

历史发展到19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美苏对立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和

新中国的逐步壮大、中苏关系破裂局面加深，美国开始调整其对华政策，两

国关系出现解冻的形势。

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1972年2月，美国总统

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公报称：“美国方面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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