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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閉幕之時，通
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宣言》。
《宣言》，是對會議過程和成果的重要宣示，是對新中國
大政方針的公開宣示，是時代更替、繼往開來的重要標
誌，莊重雄偉，字字千金。略摘其要，與讀者共賞：
「這次會議，包含了全中國所有的民主黨派、人民團

體、人民解放軍、各地區、各民族、國外華僑和其他愛
國民主分子的代表，代表了全國人民的意志，表現了全
國人民的空前大團結。」
「當着我們舉行會議的時候，中國人民已經戰勝了自

己的敵人，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
國。我們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中國人現在是站立起來了，
我們民族的前途是無限光明的。」
「中國的歷史，從此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
「全國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已宣告成立，中國

人民業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它將領導全國人民
克服一切困難，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掃
除舊中國所留下來的貧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
質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
「全國同胞們，我們應當進一步組織起來。我們應當

將全中國絕大多數人組織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
其他各種組織裡，克服舊中國散漫無組織的狀態，用偉
大的人民群眾的集體力量，擁護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
軍，建設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富強的新中國。」

之所以大幅引用《宣言》原文，其實是想特別強調
「團結」的意義。
團結，是中國人自古以來即有的深植內心的價值觀，

也是中華民族長期以來形成的深入血脈的文化因子，滲
透和融入了數千年的政治發展進程。四海一家、天下一
統，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共同致力於國泰民安、長治
久安，是中國人恒久不變的追求。
但是，中國人又不總是能夠很好地凝聚在一起，中國

歷史常常周期性地陷入散沙一盤的狀態。自清末以來，
中國及中國人有一大段時間是分散的，而不是凝聚的，
國家和社會動員能力嚴重不足，以至於偌大一個國家幾
被蠶食殆盡。中國共產黨優秀於之前所有政黨的一個顯
著特點，就是動員能力強。她真正把中國人民凝聚了起
來。這也是她能夠在誕生二十八年之後即完成新民主主
義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
《宣言》所展示的，恰恰是經過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年

奮鬥、號召、組織、動員之後，中國及中國人民的一個
煥然一新的精神狀態，那就是「團結」！這種團結，是

真誠的，而不是虛偽的；是自覺的，而不是強迫的，因
而是特別值得讚許和研究的。
《宣言》所稱的要將「全中國絕大多數人組織在各

種組織裡」也難免為今日今時的論者所詬病，但歷史
地看，當時長期處於四分五裂中的中國人民的確是渴
望團結一致的，而且就切身經驗講，也是得益於團結
一致的，因而是真心呼籲和贊成團結一致的，是摩拳
擦掌、躍躍欲試於各項建設的。一個曾經散漫無組織

的國家，為了更
快地建設和發
展，急切地要把
人們組織起來，
就當時情境而
言，也是無可厚
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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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台灣新同盟會會長許歷農、台灣新
黨主席郁慕明、黃埔軍校同學會會長林

上元、國台辦副主任李亞飛等200餘位來自海
內外的兩岸抗戰將領和後代、黃埔師生齊聚天
津，藉第六屆「中山．黃埔．兩岸情」論壇推
動兩岸和平發展大業。這也是在兩岸關係持續
和平發展的歷史背景下，首次以海峽兩岸名義
共同舉辦論壇，其歷史和現實意義不言而喻。

林智敏：攜手建設兩岸命運共同體
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國政協副秘書長

林智敏認為，當前兩岸關係處於新的重要節點
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成果應予鞏固，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的進程應予維護。
此前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見朱立倫主席時，就

新形勢下發展兩岸關係發表重要意見。林智敏
表示，兩岸雙方應以此為指引，共同努力，相
向而行，以兩岸同胞福祉為念，以民族整體利
益為重，夯實堅持「九二共識」、深化兩岸利
益融合，促進兩岸民眾心靈契合，攜手建設兩
岸命運共同體。
她指出，70年前以黃埔前輩為代表的志士先
烈，在強敵面前表現了卓越的戰鬥勇氣和高度
的犧牲精神，用血與火書寫了史冊上的慷慨悲
歌，為中華民族贏得了尊嚴和榮譽。70年後的
今天，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成真，需要
我們攜手同心，貢獻智慧和力量。

劉凡：黃埔人應共促兩岸和平發展
從作為辛亥革命的策源地開始，中國近代史

上的天津鐫刻着孫中
山先生從事民主革命
的歷史與貢獻。全國
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
副主任、民革中央副
主席劉凡表示，黃埔
軍校「愛國、革命、
犧牲、奉獻」的政治
理念與中山先生愛

國、革命和不斷進步的精神一脈相承，這種以
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時至今日仍
具重要的現實意義。
他認為，在70年前那場偉大的全民族抗日戰

爭中，包括國共兩黨諸多精英在內的黃埔師
生，在抗戰中以身報國、血戰到底。實現祖國
的完全統一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海內外中
華兒女的共同期待。近年來兩岸關係取得重大
突破，合作共贏的前景更加廣闊。兩岸同胞同
屬中華民族，血脈相連；兩岸「黃埔」更是源
出一脈，血濃於水，理應相互關愛、信賴，消
除彼此隔閡，攜手共創雙贏，為共享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成果而努力奮鬥。

鄭建邦：和平年代更要傳承黃埔精神
回顧歷史是為了面向未來，在全國政協常

委、民革中央副主席鄭建邦看來，僅僅口頭上
強調黃埔精神是不夠的，應當把黃埔精神結合
今天的社會實際，進一步發揚光大。
「黃埔一代、黃埔二代對國家和民族的情感

是從皮肉上熬出來的，國共兩黨的黃埔軍人經

歷了戰爭，經歷了祖
國危亡時顛沛流離的
難忘時期，都深具救
亡圖存的使命感和責
任感。」鄭建邦說，
如今承平日久，這種
責任感和使命感容易
被和平安定的生活消
磨。因此在今天的和
平年代，更要強調和
傳承愛國、革命、犧
牲、奉獻的黃埔精神。「只要中華民族有這種
精神，再大的困難都不怕。」

胡葆琳：團結炎黃子孫反「獨」促統
港區全國政協委

員、香港大中華會主
席胡葆琳經歷了論壇
自創辦至今的歷程：
這個最早由聶榮臻元
帥的女兒聶力將軍、
台灣著名的統派領袖
許歷農等兩岸黃埔軍
人和後代共同發起的

論壇，從台北到首都北京再到香港，凝聚着全
球的黃埔師生和兩岸四地炎黃子孫反「獨」促
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宏圖大願。
她指，時至今日，論壇已成長為知名品牌，成為

弘揚黃埔精神、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高端平
台，發揮着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和凝聚力。

■劉凡 馬玉潔攝 ■許歷農（右）向鄭建
邦（左）贈紀念牌。

記者馬玉潔攝

■胡葆琳 馬玉潔攝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李欣、馬玉潔、王
曉雪）孫中山先生與天津有着不解之緣，他一生的民主革
命事業都與天津有着密切關係。在日前舉行的第六屆「中
山．黃埔．兩岸情」論壇上，天津市政協副主席李文喜表
示，當前兩岸關係處於一個新的重要節點，今後的路應該
如何走，攸關中華民族和國家未來，攸關兩岸同胞福祉，
攸關台海和平穩定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成果，是兩岸同胞
極為關注、必須明確回答的重大問題。因為不同的道路選

擇，必然會給兩岸關係發展帶來不同的前景。
他認為，習總書記此前會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時的講

話，站在民族復興的高度和兩岸關係發展歷史與未來的交
匯點上，深刻總結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經驗和啟示，指
明了新形勢下國共兩黨關係、兩岸關係發展的方向和路
徑，體現了對兩岸關係未來發展的戰略思考。「我們應聚
同化異，增進共識，為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貢獻力
量。」

70年前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反抗外
敵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勝利。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
中國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有了很大提升。李文喜表示，
當前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商品貿易
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第三大對外投資國。全面小康與
中國夢相互激盪成人民生活的幸福願景，凝聚為全社會的
「最大公約數」，成為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奮鬥的時代主
題。

李文喜：聚同化異增進共識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馬玉潔、王曉雪）今年5
月9日的俄羅斯衛國戰爭勝利日閱兵當晚，劉少奇女兒劉愛琴等高
舉毛澤東等7人肖像走過紅場，引起海內外矚目。中國66年前開
國大典閱兵遊行時，黃埔一期抗戰將領聶榮臻女兒聶力，曾作為
女師附中代表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的遊行隊伍，而當時聶榮臻則任
遊行總指揮。
兩岸黃埔後代對於中國開國元勳後代高舉領袖肖像走過紅場的

情景印象猶深，他們向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戰略文化促進
會副會長羅援等人建言，今年紀念抗戰勝利閱兵當邀請聶力將軍
等抗戰將領後代舉父輩肖像同受閱，再現當年盛況。
近日羅援對此回應稱，他已提議遊行隊伍中增加「不死的方
隊」或「永恒的方隊」，請抗戰將領或烈士的後代高舉父輩的遺
像通過天安門廣場，「讓全國人民對抗戰烈士表達敬意和緬懷，

同時也向世人傳達我們的抗戰精神世代相傳。」

籲將抗戰紀念地及文獻申遺
針對日本計劃為二戰敢死隊「神風特攻隊」遺物申報世界遺
產，羅援斥之為「對人類文明的褻瀆，對人類公理的挑戰」。他
表示中國應該用理性文明的申遺來對抗日本右翼分子野蠻、無良
的申遺。
羅援並建議，將湖南芷江、南京中央軍校大禮堂等日本投降遺

址作為申遺項目，「把日本侵略者可恥的瞬間變為歷史的永
恒」；將四行倉庫、平型關、台兒莊等抗戰紀念地申遺，讓歷史
記錄下中國軍人不屈不撓的抗戰精神；另外，還可以將《遠東國
際法庭判決書》、《貝拉日記》等歷史文獻申遺，將日本法西斯
的罪行「牢牢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兩岸發展新節點
黃埔師生籲和統

當前，兩岸關係正處於新的重要節點，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

此前在會見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時強調，國共兩黨和兩岸雙方

要攜手建設兩岸命運共同體。此後，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

張志軍首訪金門，盼兩岸關係更進一步。在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

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的高峰之年，緬懷革命先烈、推動兩岸

和平發展進程、共同捍衛二戰勝利果實已成為各界的共識。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馬玉潔、王曉雪、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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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援倡勝利日閱兵設「永恒方隊」獨家報道

■■羅援羅援 記者馬玉潔記者馬玉潔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