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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党“民族之旅”中国人民大学撞出火花（图）

[ 作者 ] 毛燕;王大广;降瑞峰 

[ 单位 ] 中国人民大学 

[ 摘要 ] 2005年7月12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新党主席郁慕明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演讲会现场。当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将代表

人大师生美好心愿的礼物《和合图》赠送给新党主席郁慕明先生时,蕴涵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和合之道”、表达同根同源的两岸同胞共创

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心愿的特殊礼物，赢得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此次新党的“民族之旅”，与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中国人民大学碰撞出

耀眼的火花。此次演讲会的主题；“人民 人本 人文 同根 同心 同力”。 

[ 关键词 ] 中国人民大学;新党;爱国主义

       2005年7月12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

中心新党主席郁慕明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演讲会

现场。当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将代表人大

师生美好心愿的礼物《和合图》赠送给新党主

席郁慕明先生时,蕴涵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和合

之道”、表达同根同源的两岸同胞共创中华民

族美好未来的心愿的特殊礼物，赢得全场经久

不息的掌声。此次新党的“民族之旅”，与在

抗日烽火中诞生的中国人民大学碰撞出耀眼的

火花。上午9时, 新党主席郁慕明先生中国人民

大学演讲会在逸夫会议中心举行。“弘扬爱国

主义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会

场上方悬挂着的大幅标语，表达了此次演讲会

的主题；“人民 人本 人文  同根  同心  同

力”，会场门口悬挂的标语，正是人大师生美好心愿的写照。新党秘书长李胜峰、新党创党元老建煊、新党党藉“立委”赖士葆、吴成

典、费鸿泰、雷倩，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教育部有关领导、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等有关领导以及随同郁慕明主席来访的新党大

陆访问团成员共同了出席演讲会。人民大学300多名师生在现场倾听了郁慕明主席的演讲，演讲会现场聚集了几十家海内外媒体的100余名

记者。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凤凰卫视等媒体对演讲会进行了现场直播。当新党主席郁慕明先生、中共中

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陈云林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授进入会场在主席台就座时，场内师生热烈鼓掌。演讲会由纪宝成校长主

持。“七月流火，但充满热情的岂止是天气；今天，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师生以火一般的热情，在这里欢迎郁慕明先生一行以及郁先生将

带给我们的精彩讲演。”纪宝成校长以热情洋溢的开场白代表人民大学全体师生致欢迎词。纪校长说，“郁慕明先生生于大陆，长于台

湾，喝两岸水，怀两岸情。少即聪敏，博学多才，先业医而后问政，关注民生，力主统一，豪气干云，敢为清流。我们学校深感荣幸能在

全民族抗战胜利六十周年这个特殊的时候，成为郁先生‘民族之旅’中的一站，与郁先生一行共同缅怀抗战历史、展望统一未来，并成为

一个新的历史时刻的参与者和见证人。”纪校长介绍说，“中国人民大学1937年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当中，自诞生之日起，即因‘救亡

图存’之理念汇聚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民族精英，从而被赋予了一所优秀大学最为重要的品质。1950年，学校更是得以‘中国人民’这个伟

大的称呼命名，从此，人民、人本、人文成了学校永恒的追求。‘实事求是’是我们的校训，正是秉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几代人大人艰苦

奋斗、勇于探索，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今天，我们也正是秉持着这样一种精神，



来看待、对待两岸关系的。” 纪校长表示，中国人民大学是大陆最早与台湾高等学校开展交流活动的学校之一。正是在亲切频繁交流互

动的过程中，我们深感海峡两岸血浓于水的同胞亲情不是任何人为因素可以割裂的，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在我们身上打下的烙印不是

时间和空间可以消磨的。“今天新党访问团的成员和我们的师生坐在一起，又有谁能辨得出你我？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

纪校长说，今年正值抗战六十周年胜利纪念，这对中华民族尤具意义。抗战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胜利。在新的时代，也只有在国家

统一、民族和合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才能把我们“和而不同”的理想推向世界。在我理解，这是海峡两岸人民

共同的心愿，也是郁先生一行“民族之旅”的良苦用心。最后，纪校长以2002年1月到台湾访问在途中所作的一首诗《大尖山感怀》结

尾：“山势昂扬欲问天：中华何日又团圆？峡分两岸波涛涌，情系双边血脉连。统独相争非小义，交融与共理当然。长风万里恒春在，不

信群花不亮鲜！”。 “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历史大潮是不可阻挡的，同根同族同文化的两岸骨肉同胞一定能够同心同力，共创中华民族

美好的明天！” 纪校长的讲话激起全场雷鸣般的掌声。郁慕明主席随后做主题演讲。郁慕明主席首先说，我们都是说的中国人所说的

话，用的是中国人所用的文字，两岸都是一家人。今天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演讲，面对多数是法律系、新闻系的同学，我这个医学系的学

生、医学院的医生，感到诚惶诚恐。他说，原来准备演讲的内容和题目是“21世纪中国人面临的挑战与契机”，从对日抗战谈起。但是经

过这七天在大陆的“民族之旅”，看到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碧血黄花，浩气长存；到了中山陵，忆及中山先生的“和平奋斗救中国”，以

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到了南京大屠杀的现场，看到多少无辜的民众在抗争中牺牲生命；到了大连日俄监狱，又看到了日

本、俄国侵略者当年是如何在我们的领土上残害我们同胞的生命和掠夺同胞的财产。“我决定今天不用稿子演讲，把自己内心的感受和大

家共同分享。” 郁慕明主席演讲的题目是《中国人的未来》。他说，我们到了卢沟桥，昨天走在那一段石板上面，崎岖不平，想到我们

的民族走过一段坎坷路，今天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堂里，面对着年轻的朋友：我们应该抬起头来。过去我们的年轻人牺牲生命仰着脸书

写历史，今天的年轻人是抬起头来写下历史，写下中华民族的历史。昨天在抗战胜利纪念馆的现场，我有感而发，引用了陆游、李白的诗

句：“江声不盖英雄泪，晓月卢沟缺又圆。旭日中天神州照，吾辈岂是蓬蒿人。” 郁慕明主席说，“千古中华情，中华千古魂”。我们

民族演绎下来的有“千古情”，我们民族的“千古魂”，是多少人的血、多少人的泪所凝聚出来的。他说，两岸携手合作、共生共荣，必

须要为未来的民族统一、国家的统一尽一份心力。郁慕明主席说，我到人民大学来画龙点睛。能够有这样的荣幸来这里演讲，企盼的就是

要通过这样的交流沟通，激发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说，台湾媒体问我们此行到底有什么收获？我告诉

他们，我要把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带回到台湾去。他说，作为一个热爱中国、热爱民族的政党，我们期盼经由与故乡的交流、沟通，使两

岸能够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固有家园，保卫我们自己应有的权益。郁慕明主席说，我们来自于台湾，新党的党证上写着“新党——中国

人的政党”。他说，我们要做一个快快乐乐的台湾人，也要做一个快快乐乐的中国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说，抗战的历史告诉我们，

中国人唯有团结才能带来国家的强盛，民族的振兴。郁慕明主席说，大陆和台湾都是我们的固有家园。当前我们要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把

我们固有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这样我们就可以从道德层面去告诉人们：出卖国家、出卖民族、数典忘祖的少数人，无法在中华民族的大

熔炉里面生存。郁慕明主席饱含激情的演讲不断被掌声打断，据初步统计，演讲中途人大师生鼓掌多达20多次，现场在座的新党大陆访问

团员也有的眼含热泪。     上午九时五十分，新党主席郁幕明结束演讲，开始接受现场学生的提问。首先提问的是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司

楠，她说，刚才的演讲让我们深刻感受到您对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历史的强烈认同感。但是不可否认“台独”势力一直在文化领域

推行“去中国化”，为两岸和平关系建立重重障碍。您认为两岸学者和青年如何在促进两岸交流、增强两岸的认同感，共同增进民族团结

方面有所作为呢？郁慕明回答说，两岸之间青年和学者如何振兴中华？实际上我们现在都在进行，两岸之间的学术讨论、文化交流也都在

进行。为什么台湾当局方面非常害怕这样的进行？假如交流越来越频繁的话，自然去影响当局推动两岸交流的进程表。比如说这次新党之

行，我们可以看到大陆和香港媒体都在报道，但是台湾是在冷处理，这明白告诉我们他们内心是害怕这样的交流和沟通。所以该努力的不

仅是两岸之间的交流，其实这么开放的全世界，我们无论在哪里，随时随地都可以做这样的工作。年轻人也好、学者也好，出国讲学的机

会、留学的机会，我们随时都可以做，用迂回的方式。郁慕明说，各位要了解“台独”，他们是两手策略。在台湾一部分，我们称它为民

进党，一部分叫“台联”，民进党稍微中间一点，“台联”方面比较强烈的是在海外其他国家搞“自决”。郁慕明说，今天假如我们要弘

扬中华民族精神，在世界每个角落都要告诉别人，中国人将团结起来，“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

以低头”。这两句话同样可以告诉我们在台湾的少数人，固有疆域中国的土地不可以断送，在大陆、在台湾、在全世界的中国人不可以低

头。郁慕明说，我想很多具体的举措，国民党、亲民党连宋两位主席来和大陆领导人交换意见，都是在交流达成共识，新党只是尽一部分

力量。广告学专业本科生唐轶向郁慕明提的问题是，今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您此次“民族之旅”也是以抗战为基调，我们发现台湾当局



做抗战纪念活动是刻意淡化，你对此有什么看法？您今天来到抗日战争烽火中建立的人民大学，对我们还有什么更多的期待？郁慕明主席

回答说，他们要把抗战胜利60周年淡化，因为假设他去强化的话，他就不能替“台独”在理论基础上立足，台湾是八年抗战所付出多少代

价换来的，台湾应该报恩、感激。我们从他们的行为上就可以看出他们内心的想法。但是不用担忧，很自然的，历史会告诉我们，很多事

情潮流是挡不住的。但是我们也不能等潮流来，要鼓动风潮、振兴中华。郁慕明说，您问的第二个问题，说对各位有什么期待？这个问题

太好了，画龙点睛就这样点下去了。刚才说了“自古英雄出少年”，所以在场的每一位年轻朋友，你们未来的路是康庄大道，路是自己走

出来的。现在，两岸之间都经过了一段历炼，我用两句话告诉大家，中国人要走中国人自己的道路，民主假如被扭曲不是民主。第二句是

“自由被滥用不算自由”。所以我们和各位年轻朋友们共勉：牢记历史、珍惜现在。站在民族的基础上，站在和平的基础上，我们一同来

努力。郁慕明引用了中山先生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他最后对大家说，年轻朋友们，“统一尚未完成，同胞仍需努

力”。现场共有五位学生向郁幕明主席提问。郁主席与学生之间的对话使会场内一再响起热烈的掌声，尤其郁主席在最后提出他对学生的

期待和鼓励时，场内的掌声和气氛更是达到了最高潮。演讲结束后，在洋溢着手足亲情的融融气氛中，纪宝成校长代表人民大学向郁慕明

主席赠送了三件礼物。纪宝成校长代表学校向郁慕明赠送的第一件礼品为水晶制作的中国人民大学徽标。这件礼品内以激光雕刻人大徽

标，底座正面上部雕刻“人民、人本、人文”，下部雕刻：“新党主席郁慕明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演讲纪念 二00五年七月十二日”。背面

雕刻：中国人民大学标志，由三个并列的篆书“人”字组成，分别寓意“人民、人本、人文”，即“人民的大学为人民”的办学宗旨，

“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和“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办学特色。第二件礼品由徐庆平、张立文两位教授代表人大师生赠送,是一幅名为

“和合”的中国画。此画由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院长徐庆平教授绘画，由哲学院教授、“和合学”创始人张立文教授题字合作完

成。绘画在保持二仙图传统的基础上，在画风、创意上有所突破，人物更显喜气、飘逸。经过装裱，盛入红木盒中，盒上雕刻：“和合—

—中国人民大学敬赠”字样。“和合二仙”是中国民间传说之神，有“和谐合好”，“家人和合”等丰富含义,蕴含着中国哲学的核心思

想。纪宝成校长表示，这件礼物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对两岸关系的一种解读，代表我们和平统一的愿望。第三件礼品是大型学术丛书《清史

编年》。该书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重大学术成就之一，由著名清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李文海教授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出版。这部编年体断代史书，全书十二卷，共六百余万字。采用编年体裁，记述了自清军入关到清帝退位共268年间的所有重大史事，

全面揭示了清王朝兴起、发展、衰落和覆灭的历史进程。该书可以说是目前国内清史研究方面的重要代表作，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中国人民

大学雄厚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实力。纪校长说，“这一部书送给郁先生要表达这样一个意愿，海峡两岸拥有一部共同的历史。”    郁慕明

主席则代表新党向中国人民大学赠送了一对南方狮。这对南方狮是在台湾很普遍的交趾烧作品。郁慕明主席表示，希望把这对醒狮摆在

“写历史的中国人民大学”。在礼品回赠中还出现了一点小插曲。郁主席解释说，在昨晚的最后检查中发现其中一只因为道路颠簸而有点

小瑕疵。他意味深长地说：“从台湾到大陆这段路还是有一点颠簸，我们希望这条路能畅通无阻！”此时，场内再次响起热烈掌声。演讲

会结束后，郁慕明及新党大陆访问团成员一行从逸夫会议中心出发，参观了人民大学校园内的孔子塑像、校史馆。在孔子塑像前，人民大

学校长纪宝成向郁慕明及新党大陆访问团成员一行介绍，人民大学孔子塑像落成于2001年9月19日，高3﹒3米、重1吨，塑像由香港孔教学

院院长汤恩佳先生捐赠。纪校长介绍说，为了纪念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竖起孔子像。冯俊副校长补充

说，中国人民大学2002年成立孔子研究院，并致力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等候在孔子像周围的学生热烈欢迎郁慕明等新党一行得到

来，在同学们的邀请下，新党大陆访问团与师生合影留念。在位于世纪馆的人民大学校史馆内，纪校长向郁慕明及新党大陆访问团成员一

行介绍了中国人民大学光荣的传统和历史。纪校长指着陕北公学在延安时的图片介绍说，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是1937年诞生于抗日烽火中

的陕北公学，是挽救民族危亡的伟大民族运动中诞生的大学；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秉承陕北公学的光荣传统，在这里命名组建。之后，纪

校长一一介绍了人民大学在理论、学术上的建树：胡福明校友发表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重要意

义；陈锡添校友采写的《东方风来满眼春》，是全面报道邓小平1992年南巡的文章，影响深远。转到《亚里士多德全集》展台，人民大学

党委书记程天权教授介绍说，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翻译一位西方哲学家的全集，是由中国人民大学苗力田教授直接从希腊文翻译的。走到中

国人民大学重点学科分布图前面，郁慕明主席指着图表问：“这是什么统计图啊？”，纪校长介绍说，“这是全国高校重点学科数量排

名，中国人民大学共有25个学科为国家重点学科，位列第三。其中，社会科学名列第一”。之后，郁慕明先生在校史馆的签名簿上写

下 “人民至上、教育第一”八个字，以此祝福也祝愿中国人民大学为民族争光，办好教育。在校史馆参观即将结束时，郁慕明先生还高

兴地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当记者问到郁慕明先生对人民大学学生的印象时，郁慕明先生说，今天人民大学的学生非常可爱、可亲，

无论是演讲会场，还是与他合影留念，以及在世纪馆门口与他打招呼，都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郁先生还高兴地说，我愿意跟年轻人在

一起，我们新党愿意同年轻人一起。与此同时，在演讲会结束之后，与会师生代表以及创作《和合图》的徐庆平、张立文两位教授接受了



海内外媒体记者的采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党问题研究专家周树淑真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新党主席郁慕明率团访问大

陆，并在人民大学演讲，选择了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名义和适当的地点。郁慕明主席选择在人民大学作演讲，与中国人民大学的办学传

统、办学理念和办学宗旨及影响力密切相关。来自台湾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诉讼法2004级博士研究生王彰显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听了新

党主席郁慕明先生在人民大学作的演讲，我作为台湾的一份子，作为一名人大的学子，感到非常激动、非常荣幸。新党纪念抗战胜利60周

年大陆访问团寻求中华民族的精神，寻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代表了台湾人民的心声。他告诉记者，我本来打算7月2日回家，但得知新

党主席郁慕明先生要来人民大学作演讲，我决定参加到此次活动中，作历史的见证人，为自己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以激励自己和朋友

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上午11点40左右，郁慕明及新党大陆访问团成员一行挥手告别人大师生，结束人大

之行。（图/贾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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