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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廣州報道：25日在廣州舉
行的 「紀念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70周年學術研討會」
上，針對當前台灣島內少數人主張的所謂 「日本是台
灣現代化功臣」、 「日據時期開啟台灣現代化進程」
的錯誤觀點，海內外專家學者用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
，給予了有力駁斥。

「日本在台灣的確進行了一些經濟建設活動，但
這些 『成果』和 『成就』只是表象，背後隱藏的是日
本企圖將台灣變成掠奪資源的寶庫這一真實目的。」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陳小衝舉例說，有人說沒有
阿里山小火車就沒有現在的旅遊業，但日本殖民者當
初開建鐵路的真正目的就是為了掠奪阿里山中寶貴的
林木資源，運回日本建設神社、投入戰爭。

與會專家指出，無視日本殖民者為戰爭服務而建
設的真實動機，片面強調其客觀效果，這是不正確的
歷史觀。

【大公報訊】記者盧靜怡廣州報道：紀念抗戰勝
利與台灣光復70周年學術研討會25日在廣州舉行。研
討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員
會、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中山大學聯合主辦，
來自兩岸以及加拿大、日本、韓國等國家和地區的130
多名學者參會。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陳蔚文在開幕式表示，紀念台灣光復，研討抗戰歷史
，是對抗戰勝利、台灣回歸祖國懷抱的隆重紀念，也
是對 「台獨」分子的鄭重警告。

陳蔚文指出，在台灣人民奮起抗戰下，敵人每前
進一步均付出血的代價，一寸山河一寸血，後人將會
緬懷先烈作出的犧牲。他又指，對台灣光復進行紀念
，是對70年前台灣回歸祖國這一重大歷史史實的重申
與肯定。

對於近期出現個別台灣民眾美化日本殖民
及 「皇民化」運動的現象，台灣世新大學教授
、《海峽評論》總編輯王曉波表示，沒一個台
灣人當過一天 「皇民」。他梳理史料稱，日
本對台灣殖民統治期間，台灣民眾並沒有選
舉權、被選舉權、結社和出版等自由。在
學校和企業，台灣人也受到歧視。

連「日本鬼」也沒當成
王曉波還舉例稱： 「1982年，有五

個台籍日本兵團體申請日本軍人撫恤，
最終被日本政府拒絕，理由是他們並
非日本國民，一廂情願皇民化的部分
人甚至於連 『日本鬼』也沒當成。」

學者反駁皇民史觀
日非台現代化功臣

【大公報訊】記者史兵福州報道：5日是台灣光
復70周年，民國海軍上將陳季良將軍紀念館在福州
開館，以此紀念這位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民國海軍
最高將領。

1895年，日寇強佔台灣寶島的消息強烈地刺痛
了年僅十二歲的福州少年陳季良。兩年後，他中斷
科舉考入江南水師學堂投身海軍序列。抗日戰爭中
，已是民國海軍部政務次長、第一艦隊司令的陳季
良中將，率領艦隊參加了抗戰中最慘烈的江陰海空
戰。戰鬥中，身負重傷的陳季良始終堅守旗艦指揮
台，在座艦被敵機擊沉後他換到另一艘戰艦上升起
帥旗繼續指揮對空作戰，直到戰艦全部沉沒殉國前
，才被部下強行搶救上岸送入醫院。後因傷勢過重
壯烈殉國，被追認上將軍銜。陳季良臨終遺言：待
打敗日寇、收回台灣，再行入土，方能心安。抗戰

勝利後，民國政府將陳季良的遺骸運回福州，並在
台灣光復後為他舉行了隆重葬禮。

2005年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時，本報對陳季
良將軍的整版報道《陳季良上將：血戰江陰何懼魚
腹葬身》，被放大成為巨型展板陳列在紀念館牆上
，並作為紀念館的重要展品。本報記者還曾助力陳
家保住陳季良遺骸，參與建成陳季良將軍紀念園。

海軍上將陳季良紀念館，位於福州三坊七巷之
文儒坊19號──陳季良故居。這座建於明末的大宅
院，也是民族英雄林則徐母親的出生地，而林母又
是陳季良的老姑婆，林則徐是陳季良的表叔公。

抗日名將陳季良臨終不忘收復台灣

【大公報訊】綜合中新社及中通社報道：作為紀
念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70周年系列活動中的重要一項
，當年台灣義勇隊少年團參加者等抗日志士、先賢先
烈家屬代表與海內外各界人士逾1000人，25日受邀回
到歷史現場，在《台灣省光復節歌》等歌聲中回顧歷
史、緬懷先烈。

緬懷台灣先烈抗日壯舉
馬英九說，八年對日抗戰是中華民族歷史上規模

最大、死傷最多、影響最深的民族保衛戰。台灣人民
對日抗戰從割讓台灣開始，比 「七七事變」早42年。

回顧甲午戰爭清廷戰敗並於1895年被迫簽下《馬
關條約》割讓台灣，馬英九指出當時情形是 「舉國震
驚，全台悲憤」。他提到，在這一年5月日軍登陸開
始，反侵略、反殖民的武裝抗日行動，以及1920年代
起開始推動非武裝抗日，台灣抗日志士丘逢甲、劉永
福、林獻堂、蔣渭水等 「均立志光復台灣」、 「他們
效忠的祖國絕非日本」。

馬英九當天強調，台灣光復與對日抗戰有密不可
分的關係，其中，《開羅宣言》又是光復台灣的關鍵
。他引述，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國領袖在《開羅
宣言》中明定，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如東北四
省、台灣與澎湖群島等應歸還中國，並要求日本無條
件投降；1945年，《波茨坦公告》向日本招降，其中
第8條規定 「開羅宣言之條件必須實施」。

講話結束時，他鄭重提出，紀念這段攸關存亡的
歷史，應是每任台灣當局領導人責無旁貸的重任。

建博物館讓青年了解史實
當天下午，新黨在台北凱達格蘭大道舉辦中華各

界慶祝台灣光復70周年大會，馬英九、 「立法院副院
長」洪秀柱與新黨主席郁慕明出席，現場上千民眾一
同紀念。馬英九表示，台灣同胞在日本50年殖民統治
下，受到不公平待遇、遭遇壓迫，應予同情，並譴責
當時的統治者。紀念抗戰不是歌頌勝利，而是譴責侵
略，並促進和平。過去紀念抗戰相關活動太少，很多
年輕人不知抗戰與自己有什麼關係， 「當你告訴他，
沒有抗戰，就沒有台灣光復的時候，他還是搞不清楚
為什麼」，因此才決定以8年時間興建10層樓高、1.5
萬坪空間的軍事博物館。

新北市也在同一天舉行慶祝台灣光復活動。

台灣方面25日在70年前舉辦日本受降
典禮、宣告台灣光復的台北公會堂（今中
山堂），擴大舉行紀念大會。台灣當局領
導人馬英九在當天的大會講話中強調，因
為抗戰勝利，台灣得以重回中國版圖，紀
念這段攸關存亡的歷史，應是每任領導人
責無旁貸的重任。

新聞背景
【大公報訊】

台灣自古是中國領
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但在1894年，日本發動甲
午戰爭。次年，清朝政府戰敗

，於4月17日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從此進入日本殖民
統治時期。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美、英三國首
腦在1943年舉行開羅會議，中國政府提出戰
後日本應將台灣歸還中國。此內容被列入共同
宣言，並於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中
重申日本應予履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發表《終
戰詔書》，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無
條件投降。同年10月25日上午10時，中國戰
區台灣省受降典禮在台北市區西部的台北公會
堂（今為中山堂）舉行。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
備司令陳儀代表中國政府正式宣告：自即日起
，台灣及澎湖列島正式重入中國版圖。

1946年8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頒布命
令，明訂10月25日為 「台灣光復節」。

馬馬：：抗戰勝利抗戰勝利 台重回祖國台重回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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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方面上周五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隆重舉行紀念台灣光復70周年
大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
政協主席俞正聲出席大會並發表重
要講話。而台灣方面昨天也在70年
前舉辦日本受降典禮、宣告台灣光
復的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擴
大舉行紀念大會。兩岸舉行紀念台
灣光復70周年活動，共同緬懷先烈
功勳、銘記歷史教訓、弘揚抗戰精
神，不僅拉近了心靈的距離，再次
證明兩岸血脈相連、命運與共的樸
素真理，亦是對那些罔顧事實、篡
改歷史的人一種提醒和警告。台灣
光復，重入中國版圖，是包括台灣
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取得抗日
戰爭勝利的重要成果。但多年來 「
台灣地位未定論」陰魂不散，島內
分裂勢力也以此謬論為依據，宣揚
「台獨」的 「合法性」。今年兩岸

各界舉行一系列紀念抗戰勝利及台
灣光復的活動，有力地駁斥了 「台
獨」勢力的謊言和謬論。

俞正聲在大會上指出，儘管兩
岸尚未統一，但中國主權和領土完
整從未分裂，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
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這番講話對
「台灣地位未定論」做出了針鋒相

對的駁斥，旗幟鮮明地表達了大陸
對兩岸關係現狀的定義和立場，再
次強調了反分裂國家法的基本精神
。兩岸尚未統一的狀態是當年內戰
遺留並延續下來的政治對立，並沒
有改變台灣已經重回祖國大陸的法
理地位。台灣當局領導人馬英九昨
天在台北出席紀念活動時也強調，
因為抗戰勝利，台灣得以重回中國
版圖，紀念這段攸關存亡的歷史，
應是每任領導人責無旁貸的重任。
事實不容歪曲，真相不容抹黑。無

論 「台獨」如何叫囂，都不可能改變 「抗戰勝利，
台灣重回祖國」鐵一般的事實。

今年國民黨當局擴大舉辦紀念台灣光復70周年
活動，與民進黨今年從未參加紀念抗戰勝利、台灣
光復的事不關己的冷漠態度形成鮮明對比。民進黨
至今仍死抱 「台獨」黨綱，迴避體現 「一中內涵」
的 「九二共識」，而抗戰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不僅結
束了日本侵略者在台灣的殖民統治，也使台灣重回
中國領土主權範圍。民進黨人當然對抗戰紀念活動
「唯恐避之不及」了。其實，當年民進黨執政時期

已是冷處理 「光復節」，從不舉行任何紀念活動。
民進黨為了一黨之意識形態，為了切斷兩岸的歷史
連結，竟然不惜淡化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令人
不齒。

俞正聲強調，要堅定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道路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堅持 「九二共識」、反對 「
台獨」的政治基礎，認同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
。當前兩岸關係處於重要節點，兩岸同胞要堅決
反對一切損害兩岸關係政治基礎的言行，絕
不能讓來之不易的台海和平和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成果得而復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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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光復節由來

▲台當局25日舉行光復70周年紀
念大會 中新社

▲台灣多個民間團體舉辦慶祝光
復活動 中新社

▲島內團體舉辦慶祝光復70周年巡遊活動 中新社

兩岸紀念台光復 戳穿台獨謊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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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同年10月25日，台灣地區的受降典禮
在台北公會堂（現為台北市中山堂）舉
行。今年是台灣光復70周年，台當局25
日在同一個場地舉行紀念大會 中評社

▲馬英九25日在台北
出席 「各界慶祝台灣
光 復 70 周 年 」 活 動

中央社

70年前

70年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