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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下午，两岸退役将领、专家学者、青年学生共约200人齐聚武汉市中山舰博物馆，共同祭奠中山舰殉难英烈。这是在武汉举办的“中华民族抗战历史教育与抗

战精神传承研讨会”分项活动之一。该活动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大陆）与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纪念协会（台湾）共同举办，旨在通过活动使两岸青年铭记历史，传承抗

战精神。

两岸共书，两岸共有

“中山舰原名永丰舰，后为纪念孙中山遂改名中山舰。”中山舰纪念馆内，不少人都在认真阅读展览介绍，有些人，还不由得读出了声。一段段介绍，一样样展品，

把人们带回1938年10月24日，在武汉保卫战中，中山舰与敌机激战75分钟，沉默于武汉金口长江段。1938年6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对日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中山舰和抗

日志士的英名，也值得两岸民众牢记。在日本投降纪念日前夕祭奠中山舰殉难英烈，激起了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

台湾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纪念协会理事长陈廷宠说，抗战胜利是中华民族史上辉煌壮烈的一页史诗，是炎黄子孙世世代代的精神资产，也为中华民族复兴奠定了基础。

他呼吁，以感恩的心去缅怀先贤先烈，向为民族战争牺牲的将士及死难同胞致敬，传承好光荣的抗战史。

据了解，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台湾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纪念协会主办，旨在通过抗日战争史主题研讨，彰显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与国际贡献，

倡导加强两岸抗战历史教育和抗战精神传承，激励两岸同胞尤其是年轻一代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凝聚民族情感。这是继2017年南京“中华民族抗战精神战争史

学术研讨会”之后，两岸同胞再次共同研讨抗战历史。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王建朗表示，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多灾多难的中国驱散了笼罩百年的阴霾，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

前景。抗战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奋斗的结果，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弘扬抗战精神，有助于两岸同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目标。

台湾新北高中教师陈清溪带领自己的学生从台湾赶来，旁听此次研讨会。他感慨地说，希望能够将研讨会的成果带回台湾，让更多的台湾青年学生了解全民族为赢得

抗日战争所做出的牺牲与不易。而在他身边，不少台湾学生在旁听研讨会后纷纷说，回台湾后，他们想更多地了解抗日战争的历史，并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机会来祖国大

陆参访交流。

“‘台独’是不会成功的！”

在本次研讨会上，一个百岁老人收获了最多的关注。他就是国民党退役四星上将、台湾地区前“行政院”院长郝柏村。

郝柏村的爱国情怀，被两岸民众皆知。但是，当谈到自己亲身经历的那段惊心动魄的抗日历史，郝柏村淡淡地说：“我在抗战时曾担任一个小连长。”

在郝柏村看来，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二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开启于1937年的“七七事变”，也正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中国人是二战期间在亚洲战场反法西斯

的主要力量，抗战时间最长也最艰苦。也正是在抗战中，国共两党再次合作。

“八年抗战中，有5000万老百姓逃难。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知道抗日，没有一个家庭不流眼泪的。”

“可以说没有抗战的胜利，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国共两党都是中华民族现代化的主要力量。”

“抗战中有两句最常说的话，叫‘抗战必胜，建国必成’。”郝柏村说，抗战必胜在国共两党共同抗战下得以实现。而建国必成则在大陆改革开放40年进程中得以实

现。“你们现在所看的大陆，同我小时候看到的大陆不一样。你们现在所看的大陆甚至在某些方面比美国都强。今天两岸所有年轻人都要知道，中华民族的复兴，国共两

党是伙伴关系。”

郝柏村表示，今天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中国老祖宗“世界大同”的理想，他还在现场背诵《礼记·礼运·大同篇》。他说，未来中国继续强大了也绝不会侵略

其他国家，自己也非常赞同大陆的“一带一路”倡议。

当被问及如何评价岛内“台独”势力时，郝柏村表示，“台独”是不会成功的，唯有坚持“九二共识”，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最终达致和平统一。“所以今天最

重要的，就是让台湾人认识到‘台独’的害处。台湾人投票的时候，就会把‘台独’势力拉下台了。”他指出，两岸统一不是大统小，也不是强统弱，而是统和不统。直

到两岸人民在是非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也就是两岸和平统一的时候。

“去中”课纲倒行逆施

“原先我们只知道‘国军’的抗日历史，现在的学弟学妹，恐怕连‘国军’的抗战历史都不知道了。”一位参加此次研讨会的台湾学生表示。近年来，岛内修改课

纲、模糊抗战历史的声音甚嚣尘上，最终受害的，是正在受教育的学生。而通过这次活动，他们更丰富、更深层次地了解了两岸民众心血相连，赢得的来之不易的和平，

更感叹因为政治因素而被反复修改的台湾历史课纲让自己的弟弟妹妹们失去了赢得了解民族精神珍宝的机会。

在此次研讨会上，不少与会专家也特别提到了台湾高中历史“课纲”变革：在新审“课纲”中，“台湾史、中国史及世界史”的格局被抛弃，取消中国史教学，而将

中国史纳进“东亚史”脉络解读，分成“台湾史、东亚史及世界史”三个领域，将过去的中国史内容大幅删减，从原本的1.5册内容缩减为1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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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育角度看，这样的历史课纲实在很荒唐！”台湾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王仲孚对此怒斥，这样的历史课纲就是为了“去中国化”，担忧此举会导致岛内下一代

“没有史观”。台湾校长协会秘书长谢金城也呼吁，课纲审议应该抛开政治上的纷扰，回到教育初衷。他认为，“将中国文化纳入东亚文化”与既定观念相差太多，学生

在史观认识上不该“重台湾文化，轻中华文化。”

前课纲微调检核小组召集人、前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王晓波表示，新课纲调整内容可以预料“去中国化”，民进党蔡政府是在建构一个“台湾国”历史的课纲。现在

岛内对于这种“去中国化”的行为办法不多，为此他建议，大陆应对赴陆学生增加考试科目，凡想赴大陆就读大学或研究所的台湾学生，一律要考中国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