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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新社27日電

汪辜會談20周年之
際，台灣方面當事人
先後發表回憶文章，
認為汪辜會談展現了
兩岸雙方最大的善
意，為兩會協商立下
典範，後人應更加努
力，為兩岸和平發展貢獻更多心力。

北京比台北更讓步

「資料顯示北京對台北單方面的讓步
特多。」台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

教授、台北論壇基金會董事長蘇起（見

圖）在文章中透露，在談判議題上，
「北京原本希望依照它在國際上多年談判
的慣例，先談原則再談細節，先談大事
再談小事。但台北卻希望由小事談起，
循序漸進。北京也同意接受。一直到今
天仍是如此。」此外，會談選址新加
坡，會談期間每天要舉行三次聯合記者
會，以及談判和協議文本的諸多細節
等，許多環節都是台灣提出要求，大陸
善意地配合台灣的需要。

蘇起認為，和平兩岸，事在人為。沒
有汪辜兩老的溫文儒雅及舉重若輕，汪

辜會談不可能那麼迷人。沒有海基會與
海協會眾多工作人員的無比耐心與努
力，整件事不可能那麼順利圓滿。

「求同存異」不二法門

他說，智慧、膽識、團隊、加上一定
的內外條件，曾經成就了汪辜會談，將
來當然也可以為兩岸關係繼續寫下和平
發展的新頁。

海基會前副秘書長李慶平認為，汪辜
會談經驗可貴。兩岸分離數十年，協商
必然有歧見，「求同存異」為兩岸增進
交流與相互了解、體諒的「不二法門」。

據中新社27日電 20年前，在汪辜會談之
前，兩岸關係已隔絕了40多年。陌生感與
疏離感，凸顯了第一次「談什麼」的重要
性，而這也正是當時困擾汪道涵的一道難
題。作為親歷者之一的上海東亞研究所所

長、知名台灣問題專家章念馳（見圖）回
憶道：「在汪老準備去新加坡之前，我們
非常密集地做了各種各樣的準備。」

針對首次商談的「敲門磚」，章念馳指
「當時普遍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應先解決
經濟上的、事務性問題；而另一種觀點則
是希望利用接觸機會解決政治難題」。

事實證明先經後政正確

會談最終簽署了四項協議，成為兩岸兩
會制度化協商的開始。章念馳回憶，事後
汪道涵再三表示：「1993年汪辜會談達成
的是先經後政、先易後難的商談原則，這
才是我和辜振甫的共識。」

章念馳指出：「1993年的時候，『一個

中國』並不是問題，
台灣還設立了『國統
會 』 和 『 國 統 綱
領』；相反，兩岸怎
麼交流、怎麼往來才
是問題，兩會是解決
如何通商等功能性問
題的機構，很負責任
地說，事實證明『先經後政』是正確的。」

美國插手阻礙兩岸交往

章念馳說，「『先經後政』不像人家說的
『只經不政』，經濟本身就是一篇政治大文
章，經濟文章做好了，政治上就主動得多。

汪辜會談為什麼只有一次，沒有第二
次。章念馳說，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與
美國的插手施加壓力分不開。「兩岸一下
子打破幾十年的隔絕，迅速握起手來達成
協議，馬上引起美國的高度警惕，它通過
各種途徑對下一次的展開施加了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今年4月27日至29日是汪辜會談20
周年，海峽兩岸關係協會26日在北京舉行第三屆理事會第一次
會議，推舉產生新的領導機構並紀念汪辜會談20周年；台灣方
面近日也邀集汪辜二老親屬和當年的當事人等舉辦紀念活動，
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將出席。

「台北論壇」今日（28日）舉辦「汪辜會談」20周年紀念活
動，邀請海協會副會長孫亞夫、前海基會秘書長邱進益等當年
參與「汪辜會談」人員演講；前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與現任董
事長林中森也將出席。活動由「台北論壇基金會」主辦、銘傳
大學協辦。

海基會則選擇明日（29日）當年汪辜會談簽署協議日，在以
辜振甫名字命名的海基會「公亮廳」內舉辦紀念茶會及座談
會。茶會由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主持，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

將蒞臨茶會並發表談話，辜故董事長夫人辜嚴倬雲、海協會汪
道涵故會長之子汪致重及當年參與協商的海基會前秘書長邱進
益等人出席。茶會後舉辦座談會，由海基會副董事長高孔廉主
持，當年汪辜的參與者與重量級學者將與談。

馬英九將出席紀念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

道）二十年後的今天，回首汪辜會
談，印象最深的問題和最大的難點
是什麼呢？對此，會談當事人之一
劉剛奇表示，當時最大的難點，就
是台灣擔心被大陸視為「地方」，進
行一個不平等的商談，當時台灣的
顧慮表現在商談的名份、座次排列
及兩岸民間機構最高負責人的稱呼
等方方面面，成為困擾商談的重要
因素。

定位民間 打消顧慮

劉 剛 奇 指 出 ， 汪 辜 會 談 是 在
「九二共識」基礎上展開的，而台
灣 方 面 提 出 了 兩 岸 間 政 治 性 問
題，比如要求對等政治實體、國
際空間、大陸不使用武力等，大
陸以一個寬闊的胸懷、實事求是
的精神，將這次兩會的商談定位
為一個民間性的、經濟性的、事
務性的和功能性的會談，打消了
台灣方面的這些顧慮。

而汪辜會談過程之所以順利展開
並簽署4項協議，劉剛奇指出，會談
前，海協會提出應本 「相互尊
重、平等協商、實事求是、求同存
異」的精神展開商談，這一主張得

到海基會正面回應，並在會談中充
分體現。「大家都本 一個促進兩
岸關係，能夠解決兩岸交流中存在
的一些具體的問題，本 為兩岸同
胞創造福祉的精神來展開商談，使
得商談能順利進行。」

睿智兩老 促成會談

劉剛奇還為記者講述了兩會圍繞
汪辜會談誰坐主位、誰坐次位所發
生的一場交涉。他說，正式商談應
該有主次之分。台灣方面怕被「矮
化」，要求坐主位，他們以背靠門的
位置為主位，大陸方面以對門的位
置為主位，所以正好。後來台灣方
面知道了大陸方面的情況，又說不
行；是大陸方面建議，上午台方坐
在背對門的位置，陸方坐正對門的
位置，下午再調換過來，台灣方面
才同意了。

在劉剛奇的回憶中，兩岸關係這
歷史性的一步，因汪辜二老溫文儒
雅、舉重若輕的特質，於緊張節奏
下更不乏智慧和中華文化的光彩。
他說，汪老運籌帷幄，博學強記，
辜老是一位傳統中國文化底蘊很深
的人，而也正是這兩位老人的風
範，促成會談四個協議的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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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談初期最大難題：

涉台專家章念馳：

1993
年4月27日至29日，備受注
目的第一次汪辜會談在新

加坡正式舉行。在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
中國原則的基礎上，汪辜會談就加強兩
岸經濟合作和科技、文化、青年、新聞
等領域的交流進行了協商，簽署了四項
協議，受到了海峽兩岸和國際社會的普
遍好評。劉剛奇形容，會談是在兩岸隔
絕40多年後，兩岸關係發展過程中的里
程碑式的事件。會談開啟了兩岸直接對
話和開創以民間形式進行事務性商談的
先河，建立了兩會的溝通渠道，為兩岸
關係跨出重要的歷史性一步。

政治性商談不可避免

在劉剛奇看來，兩岸關係之所以現在
能進入和平發展時期，與當年的汪辜會
談這一歷史性事件密不可分。他指出，
汪辜會談20年後，兩會協商已成為兩岸
間溝通商談的固定套路、模式。相信今

後還會按照這路子走下去，逐步增加互
信，消除分歧；乃至，終有一日要由事
務性商談逐步轉向政治性商談。

汪辜會談之後，劉剛奇又親歷多次後續
會談。他認為，經濟性、事務性商談是先
導，但其中不可避免會遇到一些政治性的
敏感問題，而這些政治性敏感問題不解決
的話，事務性的商談就會遇到瓶頸，進而
阻礙兩岸各項問題的解決。所以，下一步
政治性商談不可避免。他相信，在堅持一
個中國的原則之下，兩岸未來還會就一些
政治性問題進行政治性商談。

學者為高層商談奠基

至商談形式，劉剛奇表示，下一步兩
岸之間會運用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大家
坐下來，選擇一些初步性的政治議題進
行接觸，同時兩岸學者間多次就政治議
題進行的座談和探討，也會為兩會未來
政治性商談或更高層次的商談，打下一

個比較好的基礎。
談及兩岸關係的未來發展路徑，這位

海協會首任副秘書長表示，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是歷史的大趨勢，也是兩岸同胞
共同願望，兩岸關係未來會繼續向前發
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總的趨勢也不
會改變。

兩岸最終會和平統一

那麼，兩岸關係是否最終能由和平發
展走向和平統一呢？對此，劉剛奇堅
信，歷史會證明，兩岸和平統一會是最
終的結果，因為和平統一是用最小代
價，獲得最大利益的唯一方式，兩岸雙
方都不願用戰爭方式來解決統一問題。

劉剛奇相信，未來大陸在硬實力發展
的同時，軟實力也會逐步增強，台灣民
眾對大陸經濟發展和政治體制的認識也
會逐步有所轉變，而這些都會成為兩岸
未來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20年

前的4月27日至29日，歷史性的汪辜會談在新加

坡登場，開啟了兩岸對峙40多年後首次授權民

間團體高層間的商談。汪辜會談20周年紀念日

前夕，當年參與會談的當事人之一、海協會首任

副秘書長劉剛奇接受本報專訪指出，會談為兩岸

關係跨出重要的歷史性一步，相信兩岸今後會繼續按照汪辜會談

模式走下去，大陸可選擇一些初

步性的政治議題進行接觸，打破

事務性商談的瓶頸，終有一日要

由事務性商談逐步轉向政治性商

談，而未來兩岸關係肯

定仍會遇到波折，但兩

岸和平統一會是最終結

果。（另有相關新聞請

見A9 ）

劉剛奇倡循汪辜模式 消除分歧突破事務性商談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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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政治對話可期

台學者：汪辜善意協商樹典範

「首談什麼」困擾汪老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第三屆理事會第一次會議暨紀念汪辜會談

26日上午在北京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攝

■1993年4月29日，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和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在會談後，簽署《汪辜會談共同協議》、《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兩岸公證書

使用查證協議》、《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四項協議。 資料圖片

海協會首任副秘書長

劉剛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