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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奋斗

大陆与台湾，一水相连，语言相同，骨肉相亲。自古以来，大陆

与台湾就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很早以前，大陆沿海的居民就渡海

入台，在那里定居、开发。宋元以后，大陆汉族人民又先后大批移民

台湾，与先前定居的土著居民一起，历尽艰辛，共同奋斗，为开发祖

国宝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随着大陆人民的大批迁入，也带去了大

陆的生产技术、文化习俗、宗教信仰，促进了当地社会的发展，也密

切了两岸的联系。在民间频繁往来的同时，我国历代封建政府也十

分注意开发经营台湾地区，从三国时代孙权派兵首次东征台湾后，

台湾与大陆的联系不断密切，到宋元以后，封建政府开始在台湾派

兵驻守，驻官设诏，建立行政管理机构，加强了对台湾地区的管辖。

与此同时，两岸的贸易往来也随之不断发展，其间虽有出现外国殖

民者的侵入和封建政府的“海禁”，但始终没有中断两岸人民的往

来和血肉联系。直到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日本强行占领台

．湾后，大陆与台湾的直接联系才被暂时割断。1945年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日本战败投降，宝岛台湾又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因此，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但

是，在最近40多年来它却处于与祖国大陆分离的不正常状态之

中。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伟大民族，绝不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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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这种不幸的分裂局面长期继续下去。民族要团结，国家要统一，

这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虽然近年两岸关系趋向缓和，

各种民间交往已在开展，但两岸敌对关系仍然存在，国家统一尚待

实现。尽管如此，祖国的统一毕竟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是历史发

展的必由之路。

‘

台湾问题的由来

追根溯源，战后台湾与祖国大陆再次分离这一不幸局面的出

现，既有深刻的国内因素，也有复杂的国际背景，是两者互相结合

的结果。 ．．

’

内战的延续

众所周知，近代台湾的苦难和不幸，一直是和国家的内忧外患

联系在一起的。1895年，由于中国在反击日本殖民者侵略的战争

中失败，台湾被作为战争的牺牲品割让给了日本，成为异族统治的

殖民地长达50年之久。在此漫长的黑暗岁月中，台湾同胞为了捍

卫国家领土的完整和民族的尊严，同日本殖民者进行血战百余次，

发生主要抗日事件99件①，其不屈不挠的斗争业绩，在中国人民

近代的抗战史上谱写了极其光辉的篇章。正是根据包括台湾同胞

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和历史事实，1943年12月1日由中、

美、英3国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7月26日由上述3

国签署、后又有苏联参加发表的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

告》，均明确宣告台湾归还中国。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于1945年

10月25日正式接管台湾。从这一天起，台湾重新回归了祖国的怀

抱。

①‘台湾年鉴)，1947年版。转引自林劲：‘战后海外台独运动与日据时期台湾抗

日自救运动之比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台湾研究集刊}1988年第3期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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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幸的是，战后不久，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为了独占抗战的胜

利果实，在美国出钱出枪的支持下，于1946年7月发动了反对中

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全面内战。战争的结果，国民党

政权遭到彻底失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取得胜利，

1949年10月1日，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新政权——中华人民共

和国正式宣告成立。到当年12月为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势

力从大陆全面溃退，撤到了台湾，在美国的扶植下，继续维持着一

个所谓“代表全中国”的反共政治架构。自此台湾再次陷入与祖国

的分离状态之中。早在国民党去台之前，国民党台湾省政府和台湾

警备司令部即于1949年5月19日颁布。戒严令”，宣布全省进入

。军事戒严状态”。国民党去台后，更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戒严措

施。据统计，截至1987年7月台湾解除戒严前，台湾当局为实施戒

严而制定的有关法令、法规和条例共有30多种，而与。国家总动员

法”和“动员戡乱”相适应的法令更多达170种。根据这些条令，台

湾全省长期被置于军事戒严体制之下，不仅人民群众的结社、集

会、游行、罢工和言论自由等各项民主权利遭到剥夺，而且基于反

共仇共的政治需要，全面封锁海峡两岸人民的一切来往，使战后台

湾同大陆的分离成为中国历史上国家分离程度最为严重的一次，

给予两岸人民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也是空前的。

近年来，台湾当局迫于内外压力，开始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缓

和两岸关系，这对于消除隔阂、加深了解、增进共识、促进统一是有

利的。但同时仍顽固坚持其“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所谓“基本

国策”，这乃是台湾问题迄今未能解决，国家统一尚未实现的重要

因素。

外国势力的介入

如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美国对于台湾这块物产丰富、战

略地位重要的土地，一直就是垂涎欲滴的。早在19世纪中叶，当西

方殖民者忙于掠夺台湾的土地和资源之时，美国也先后多次派出



它的舰只到台湾进行资源调查，并千方百计想攫取这块地方：1854

年，美国东方舰队司令佩里(M．C．Perry)在对台湾资源进行调查

后上书美国政府，力主“占领台湾”，使之成为美国“确保西太平洋

秩序的前锋阵地”。他还特别提到，由于。台湾在海军和陆战上的有

利位置，只要美国能控制台湾也就能控制中国”①。1857年，美国驻

华公使帕克(P．Parker)则建议美国政府与英、法等国分据台湾、舟

山和朝鲜半岛。1858年，美国政府与英、法、俄等国联合采取行动，

胁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开放台湾，谁许外人居住和通商②。随

之，台湾的安平(今台南)、沪尾(今淡水)、打狗(今高雄)和鸡笼(今

基隆)等港口，先后开放为外国的通商口岸，美国等外国势力自此

相继侵入台湾。1895年，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美国势力受到了

排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虽然承认台湾为中国的领土，应归

还中国，但美国一些势力阴谋分裂中国、染指和控制台湾的活动却

一天没有停止过。他们或者想利用联合国托管，把台湾从中国分裂

出去，或者想利用台湾本地人，煽动他们起来搞“自决”或“独立”。

1946年春，美驻台副领事曾在台湾某地作所谓。民意测验”，歪嗌

当地人民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作出了“台湾人民不愿意受中国

管，希望美国来管”的荒谬结论。1947年“二·二八”事件时，美驻

台官员曾表示：“台湾如愿脱离中国的统治，美国可以帮忙。”@同

年7月，魏德迈根据杜鲁门总统指令率一批美国人来华调查，也到

了台湾，8月17日向美国务院提出一项调查报告，其中说：“有各

种迹象表明，台湾人会接受美国保护和联合国托管”④。这时，廖文

毅在与魏德迈会见后，提出所谓《台湾问题意见书》，要求联合国来

①转引自王晓波‘战后台独运动与两岸关系之前景’一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台

湾研究所‘台湾研究}1988年第2期。

@ 周托、魏大业编‘台湾大事纪要》。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22～23页。

。③转引自朱天顺文章《中国国民党与中国统一’，载厦门大学台研所‘台湾研究集

刊)1986年第4期。

④转引自朱天顺文章《中国国民党与中国统一'．载厦门大学台研所‘台湾研究集

刊)198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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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台湾”，“使台湾成为永久中立国”①。配合这一活动，美国一

些新闻机构也不断鼓吹“台湾分离运动”，扬言“对日和约未订前，

台湾归属尚未正式确定”@。与此同时，当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

役刚刚结束，毛泽东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国共和谈八

条件之后，美国决策机构就策划如何将台湾与中国大陆。隔离开

来”，防止中国军队解放台湾。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49年1月

19日提出的《美国对福摩萨(台湾)的立场报告》称：“美国基本目

标是不让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群岛(台湾与澎湖列岛)落入共产党

手中。为此目标，目前最实际可行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岛屿与中国大

陆隔离开来。”至于如何控制台湾的问题，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策

划了4种方案：(1)与国民党谈判，由美军直接占领台湾；(2)与国

民党签订协定，让美国在台湾拥有“租界和基地”；(3)“支持在福摩

萨的国民党政府及其残余，承认他们是中国政府”；(4)“支持当地

的非共产党人继续控制福摩萨”，“不使福摩萨成为国民党政府残

余分子的避难地”。此外，该报告还提出，为分离台湾，美国应采取

支持“台湾自治”的政策。报告称：“我们还要尽可能施加影响，不使

大陆人再大批流入，为使今后能利用福摩萨自治运动，⋯⋯美国还

应周到地考虑与福摩萨当地未来的领导人保持接触。”③

但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诞生，使华盛顿陷于一

片慌乱。美国决策机构策划的一些政策和方案不中用了。美国踢

开国民党、直接占领台湾的计划被搁置。美国之所以不得不如此，

据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1号文件分析，

这是因为：“若由美国占领福摩萨，不可避免地使美国被指控为‘帝

①转引自朱天顺文章《中国国民党与中国统一》，载厦门大学台研所C台湾研究集

刊11986年第4期。

②转引自朱天顺文章《中国国民党与中国统一’，载厦门大学台研所《台湾研究集

刊)1986年第4期。

@(Foreign Relations oi the United States》1949VoIq：China P270--275．
’



国主义，，而在世界舆论的被告席上严重影响美国的道义地位”①。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务院于1949年12月23日制定的《关于

台湾的政策宣传指示》的第28号特别命令称：“台湾在政治上、地

理上和战略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它被日本当作‘台湾’统

治了50年，然而从历史上，它是中国的，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它是

一种严格的中国的责任”②。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

表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称：“过去4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亦承认

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

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

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

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⑨。在此同时，美国停止了对国民

党的军事援助。但这并不表明美国政府已放弃了霸占台湾的真实

意图。事实上，为时仅隔半年，当远东局势发生急剧变化，美国政府

便吞食了诺言。1950年6月27日，即在朝鲜战争爆发的第3天，

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发表声明，宣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

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并借

口阻止中共可能“对台湾的任何攻击”，下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

驻台湾海峡④。尔后又恢复了对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军事和经济援

助，全面扶植其在台湾的统治。在美国的策划下，美、英等国于

1951年9月8日单独与日本媾和，签订“旧金山和约”；1952年4

月28日又由台湾当局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这两个条约均仅提

“日本业已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

而不再像《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声明那样，申明台、澎主权

属于中国，公开通过国际条约形式宣扬“台湾主权未定论”，为迄今

①U．S．Department of Defeme：(United Stats Vietmen Relation)1945—1967'

Ⅵll。P226—272．

②周托、魏大业：‘台湾大事纪要’。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59～60页。

③周托、魏大业：‘台湾大事纪要'，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59～60页．

④周托、魏大业：‘台湾大事纪要'，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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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止的台独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随后不久，在1954年12月2

日，美国还与台湾当局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把台湾完全置于

美国的保护伞下。美国从1951年恢复对台湾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起，到1965年的15年间，向台湾提供各种援助共达60多亿美元。

在美国的支持下，台湾还长期窃据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官方机构

中的中国席位。这样就使本来纯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掺入了复

杂的国际因素，成为台湾国民党当局偏安一隅，与大陆相对抗的现

实资本。 ．

美国的责任

7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1971年10月25日，

联合国大会冲破了美国政府设置的重重障碍，以压倒多数通过决

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排除国民党当

局在联合国非法窃取的席位。与此同时，美国对华对台政策也有较

大调整。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历史性的《上海公

。’报》中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

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

议”。1978年12月16日，中美签署《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元

旦起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时美国将与台湾“断交”、。废约”，

并从台湾撤出其军事人员i但中美建交不久，美国政府就违背中美

建交原则，于1979年4月10日以国内立法形式，通过所谓《与台

湾关系法》，决定在美台间互设名为民间实为享有各种外交特权和

豁免权的半官方机构，承认1978年以前与台湾所签订的条约和协

定，除《共同防御条约》及相关协定外，一律继续有效。与此同时，美

国政府还声称美国关于中美建交是“基于台湾前途将通过和平方

式决定这样的期望”，“认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

台湾前进的任何努力，是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并

为美国严重之事”，故其决定将继续向台湾。提供使其能保持足够

自卫能力所需数量的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这样，自中美建交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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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美台实质关系不仅未受影响，反而大为加深。与此同时，美国还

以通货膨胀为由，把售台武器总额按1979年的5．9亿美元折值为

．1983年的7．8亿美元，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签订的秒＼

·一七公报》每年象征性减少2000万美元。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一

些亲台势力还千方百计介入台湾的内部事务，力图左右台湾局势

的发展。这表明，美国政府目前在台湾问题上所执行的，实质是“一

中一台”的“双轨政策”，这是造成台湾问题迟迟未能解决的重要外

部因素。

两岸同胞的心愿

两岸长期的人为分裂状态，不仅给国家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 ?

带来严重损害，给民族的融合团结造成深刻的历史创伤，而且更由

于祖国不能统一，亲A’无法团聚，使两岸干百万同胞忍受长期骨肉

分离之痛，成为人间的一大悲剧。据初步统计，当年随国民党去台

的党政军人员和被裹胁去台的一般民众共约200万。此外，还有近 。

3万在台湾光复后被国民党征兵，或因谋生及逃避国民党政治迫

害而赴大陆的台湾同胞。他们都成了这一人为分离的最大受害者。

与此同时，还有千千万万同宗同祖的两岸亲人，失却了认宗归祖的 ?

人伦之常。因此，台湾与大陆分离的40余年间，也就是两岸同胞盼

团圆求统一，并为此奔走呼号、奋斗不息的40余年。他们所倾吐的

声音谱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曲最震撼人心的思乡盼圆曲，集中

地反映了两岸同胞要求早日结束国家不正常的分裂局面，实现祖

国和平统一的强烈愿望。 ．

隔不断的骨肉亲情

亲莫过于骨肉，痛莫大于分离。过去的几十年里，台湾海峡虽

然暂时隔绝了中华儿女的相互往来，但却隔不断两岸同胞的骨肉

亲情。人们都知道，在台湾社会里各类社团之多是世所罕见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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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多的则是同乡会和宗亲会等一类的乡亲社团。据初步统计，

在一个面积不过3万多平方公里的台湾岛上，就有大陆各省市县

的同乡会170多个，各种宗亲会70余个。许多在台的大陆省籍同

胞经常通过同乡会或宗亲会的形式，或定期集会，或出版介绍大陆

各地风土民俗，以寄托他们对故土的眷念心情。而更为突出的是，

在海峡深锁、鸿雁难返的情况下，台湾同胞则更多地把缅怀故土亲

人、渴望祖国统一的深挚情感，表露于台湾社会潜涌迸出的“思乡

热”和“寻根热”上。这从以下摘取某些片断亦可见其端倪：

。苦无药可慰相思，莫道云英会有期。玉杵空劳人永念，雨丝和

泪写新词”。在过去400多个月圆月缺、1万多次日出日落的岁月

里，台湾同胞把对大陆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和亲朋故友的一乡

音、一笑容的无限眷念之情，倾注于笔端，化成篇篇血泪交融的诗

文，以寄托他们郁结于心中的强烈愿望。他们有的感叹‘‘有家愧我

归难得”，亟盼“何日归老洞庭边”；有的不满“久沦孤岛婢奴同，世

情无存故国风”，向往“此日神州真锦绣，几回遥望几徘徊”；有的感

念“悲莫悲兮，国分裂”，要求“抛弃个人乐利兮，为中国的统一与富

强而努力”。40多年来，这种乡思之情，就像一股永不消失的热流，

一直在台湾同胞的心间奔涌、激荡。而许多直抒胸臆、感人肺腑的

怀乡诗文，则又更加激发着人们的乡思。1962年1月，国民党元老

于右任先生于临终前写下“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的遗诗，

以其回肠荡气、沉郁悲怆的乡思，震动了全省的同胞，人们吟哦再

三，潸然泪下。1965年3月，台湾诗人赖江质又写下一首《旅怀》七

绝诗：“十年湖海寄萍踪，饱尽风霜瘦尽容。望断家山消息渺，归心

乱逐浪千重”。竟获得当年全省诗坛联吟的第一名，被争诵一时。70

年代末期，台湾散文作家沙铮描写故都北平风情习俗的散文集《故

都风情画》，因其满含着乡思的激情，而被推选获得文艺散文奖，再

度风靡台湾。在反共八股和西方思想侵蚀下的台湾文坛中，怀乡诗

文宛如一枝清新脱俗的文艺奇葩，散发着袭人的芳香。而且投进这

一热流中来的人员越来越广泛。他们中既有声名卓著的文人学者，



也有下层的普通百姓；既有老一代的国民党人，也有他们在台湾出

生的后辈子孙。一位在台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后生，在报上发表文章

说：“每当夜阑人静的时候总会勾起爷爷浓郁的乡愁。我们一家人

就会依偎在爷爷的身旁，听他娓娓道来家乡味。“在我的心目中，

故乡是很美很美的地方”，“故乡的一切，就像是一首写不完的诗

篇”。其文言朴情挚，感人至深。歌曲《梦里神游长江水》发表不久

便成为家喻户晓、人相争唱的“热门歌曲”。尔后，台湾电视台先后

播放《万里长城万里长》、《昆仑山下沃野开》、《敦煌艺术》等一些由

外国记者拍摄的大陆风光电视片；电台陆续选播了《陇西乡音》、

《新疆民歌》等一些祖国大陆各地的民歌民谣；台湾戏剧界演出了

大量大陆各地地方戏曲；图书出版部门相继出版《万里江山》、《锦

绣河山》、《纵情山水遍神州》等介绍祖国大陆风光的大型图片专

集。这些，都在台湾同胞中引起了轰动，人们“睹物思情”，益发感到

“无限乡思”，纷纷在报刊上撰文表示：“我要归来，我要到广州、上

海、天津、北平⋯⋯”；“我要在有生之年，走遍祖国的名山大川”，

“吻遍你的每一寸土地”。对于这种情况，连一些官方的报纸也不能

不感慨地说，今天，。在台湾的每一个中国人心里，乡愁已成为一种

浓得化不开的情怀”。

随着思乡情绪的发展，另一股表现台湾同胞爱国爱乡情操的

热潮——“寻根热”也应运而生并迅速蔓延开来。人们要求促进民

族“再融合”、“再团结”，反对任何分裂国家和民族的企图。包括新

闻界、史学界、图书出版界，以及文人学者，都纷纷以“根”为主题，

从台湾的地理、历史、文化、风俗、宗教、姓氏等方面，考证台湾和祖

国大陆的血肉渊源。他们有的论证台湾发掘的旧石器、新石器和陶

器来自大陆中原；有的就台湾各地地名进行“释义探源”；有的编篡

《台湾区姓乐堂号考》；有的搜集整理传自大陆的各种民间习俗、佚

事、故事；有的图书馆举办名为《根——台湾的过去和现在》的展

览，展出大量历史资料，反映台湾和祖国大陆的一脉相承、息息相

关的史实。台湾电影界以大陆人民渡海来台开拓创业为题材，拍摄



的风貌。众多的祖籍陕西人闻讯竞相奔往秀水乡“认亲”，被传为佳

话。
’

在祖国大陆，亿万同胞更是无时不盼望国家早日统一，两岸亲

人得以早日团聚；至于去台人员的千百万亲属的故友至交，他们的

眷念之情自更难为笔墨所形容。每逢佳节倍思亲。每年中秋之夜，

每逢新春佳节，有多少去台人员的亲属，一边吃着团圆饭，一边却

悬念着天涯的未归人。并且总要按照中国人过节的习惯，给远在天

涯的未归人留下一个座位，摆上一双筷子，一只碗碟，以表示对亲

人的无限思念。不仅在节日是如此，就是平常的欢庆日子也不例

外。在江苏宜兴县储红宝大娘的家里挂着一帧照片：储大娘身后围

着他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但大娘身旁却摆着一把空椅子，这

是专给他在台湾的丈夫留下的位置。这帧空着位置的全家照，寄托

着多少思念，寄托着多少期待l在祖国大陆，像储大娘这样的情况，

又何止千桩万件呢?稍稍注意报纸报道的人都知道，在福建省东山

县有一个令人听了便会无限心酸的“寡妇村”的故事。寡妇村原名

铜钵村，1950年春，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把全村147名青壮年男子

全部抓到台湾当了壮丁。从此100多位妇女和丈夫隔绝在海峡两

岸。40年来，她们当中除6人改嫁外，绝大多数守身持家盼郎归。

从当年的青丝红颜，等到如今已成了白发老人。从此这'卜村也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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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名的“寡妇村”。1986年2月间，有一群美国记者到这个村采

访了几位守寡的老大娘，问她们为什么不改嫁?一位老大娘回答得

很干脆：。我和丈夫感情很好，我想丈夫是会回来的。他需要我，也

需要孩子”。又有记者问一位老大娘，你想不想到台湾去看你的丈

夫?她的回答也是很干脆的：“想呀，要是能去台湾，我就是爬也要

爬去”。这不幸的人间悲剧，这些妇女对丈夫的真挚感情，使那几位

美国记者感动不已，他们一致发出肺腑的感言：“但愿海峡两岸早

日统一，两岸夫妻早日团圆，再不能让这些老大娘守活寡了”。天若

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成

千成万的去台人员亲属和他们的亲朋故友，以及在大陆的台湾同

胞，他们在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把对亲人的无限

思念化成为推动海峡局势发展的巨大力量，努力投入到为早日结

束两岸不正常分离状态，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而斗争的行列，为此作

出了重大的贡献。
、

．
，

海峡两岸奔涌而出的“思乡热”、“寻根热”和“思亲热”有力地

说明：我们中华民族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台湾同祖国

大陆的人为分裂，是违背我们民族利益和愿望的。

压不住的舆论呼声

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后，激发台湾人

民爱国热情进一步高涨，反对民族分裂、要求缓和两岸关系、主张

国家和平统一的呼声益趋广泛而强烈，并开始汇聚成一股强大的

政治潮流。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尽管国民党当局把中共的和谈倡议

称为“统战阴谋”，提出“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予

以回绝，并搬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相对抗，还严禁岛内对

和平统一问题的讨论，但始终压抑不住人心，压抑不住人们对缓和

两岸关系，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的强烈愿望。政治禁区首先是由台湾

学术文化界和舆论界所冲开的。他们通过各种座谈会、讨论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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