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者：「二·二八」與「台獨」無關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媒

報道，針對民進黨當局和島

內「獨派」於「二．二八」

前夕，在網絡公然號召拆除

「中正紀念堂」蔣介石銅像

等「去蔣」和宣揚「台獨」

行為，中國國民黨昨天通過

多個途徑發聲斥責。國民黨

主席參選人、副主席郝龍斌

臉書上發文指民進黨永遠只

是將「二．二八」當成選票

提款機，以政黨利益出發來

詮釋而非為促進台灣社會真

正和解。國民黨文傳會也前

往台北地檢署告發「獨派」

號召拆除銅像的行為。

藍要員對「二．二八」表態
■台灣地區前領導人馬英九：
「二．二八」不是族群對抗。

■國民黨主席參選人、台灣地區前副領導
人吳敦義：
希望當局放下鬥爭，多解決民生問題。

■國民黨主席參選人、副主席郝龍斌：
民進黨把事件當成「選票提款機」，只是
為了滿足執政存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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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斥綠：「轉型」淪選票提款機
赴台北地檢署 告「獨派」號召拆蔣銅像

郝龍斌在臉書發文指出，民進
黨當局又用「去蔣化」來凸

顯所謂的「轉型正義」，並質問
民進黨已經是第二次執政，為何
還要繼續以「被迫害者」的立
場、用運動的方式來訴求「轉型
正義」？
郝龍斌說，「轉型正義」對民

進黨來說，不是目的、而是手
段。「『二．二八』真相」、
「轉型正義」對民進黨來說，永
遠是選票提款機。他說，以政黨
利益為出發來詮釋「二．二
八」，台灣社會的真正和解，難
以企及。

馬：「二．二八」不是族群對抗
郝龍斌說，以「轉型正義」代

表自居的民進黨所追求的正義與
真相，其實就只為了滿足自己執
政的存續。對台灣社會救災、青
年活動有長期貢獻的紅十字會、
救國團、婦聯會等，也因為與國
民黨的歷史淵源，而成為被清算
鬥爭的一環。
台灣地區前領導人馬英九昨天

上午先到「二．二八」和平公

園向「二．二八」紀念碑行禮
致意、默哀。馬英九說，從
「二．二八」歷史上來看並不是
族群對抗，是取締私菸而引發，
很明顯的證據是當時很多外省
人受到本省人的保護，在嘉義
有外省老師住在本省人家中，
過了一段時間，本省家的主人
出來看看風聲是不是緩和，沒
想到就被「國軍」打死。
對於台灣「獨派」代表「自由

台灣黨」主席蔡丁貴多次在臉書
號召，「『二．二八』來拉倒自
由廣場蔣介石銅像」，國民黨文
傳會表示，在「二．二八」前夕
赴地檢署具名告發，就是要提
醒檢方絕對不能讓此犯罪行為
發生；若真的發生，對於台北
市來說，更是縱容犯罪行為發
生，這樣損及治安、法治的行
為，將使台灣民主退步比戒嚴
時期還不如。」
國民黨也呼籲，「文化部」應保

護古蹟，若「二．二八」假期讓古
蹟有任何損傷，現任「文化部長」
鄭麗君顯然嚴重失職，要求其下台
以示對古蹟的尊重和負責。

國民黨並警告蔡英文，將
「去蔣化」或消滅國民黨的種
種作為擺在第一優先，藉此增
加民眾的對立及衝突，如果
「二．二八」發生任何的流血
衝突或人員傷亡、或是發生任
何的意外事件，則一切過錯將
由蔡英文承擔。

吳敦義籲放下鬥爭
針對當局近日頻頻推動「去蔣

化」，國民黨主席參選人、台灣
地區前副領導人吳敦義昨日細
數蔣介石當年對台灣的貢獻，
但也坦言，混亂的年代一定有
人受冤。
吳敦義說，其父也是「二．二

八」事件的受害者，被判刑入
獄，但有關「二．二八」受難者
平反、精神撫慰、冤獄賠償等措
施，該做的都已做了，大家應選
擇放下，希望蔡英文當局放下意
識形態鬥爭，多解決民生問題，
如拚經濟建立繁榮社會、改善兩
岸關係、減少社會對立、減災防
災措施等，才是民眾夢寐以求的
目標。

每年3月的全國兩會，大陸領導人
循例會就兩岸關係發表談話，《政府
工作報告》也都有涉台表述，釋放重
要訊息。2016年，台海局勢發生重大
變化，能否在不利環境下維繫兩岸同
胞共享和平發展的現狀、創造新的平
衡，相關議題在3月全國兩會上料將
成為一個熱點。
經過2008至2016年間的發展，兩岸

已不再處於激烈衝突、尖銳對抗的敵
對狀態，但這樣的局面自去年5月台
灣政黨輪替後再陷僵局。民進黨當局
未能作出「承認『九二共識』的歷史
事實，認同其核心意涵」表態，卻冀
望在所謂不設前提的情況下構建「互

動新模式」。
大陸方面態度實際上已清晰表達。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去年11月會見
中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時所發表的講
話已畫明對台底線，即堅持體現一個
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他特別強
調，任何政黨、任何人、任何時候、
以任何形式進行分裂國家活動，都將
遭到全體中國人民堅決反對。
種種跡象表明，在兩岸同屬一國的

大是大非問題上，陸方對各種曲折、
挑戰有思想準備，立場不會模糊、鬆
動。去年以來，大陸方面增進與台灣
島內認同「九二共識」的縣市開展各
方面交流，與聖多美和普林西比恢復

外交關係，相關舉措傳遞的信號清楚
明瞭。

兩岸關係陸展耐心
反分裂國家法是2005年3月十屆全
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的法律。日媒近
日一則報道稱大陸方面正考慮修改反
分裂國家法或制定「國家統一法」，
引發各方關注。國務院台辦發言人應
詢指，該法律在反對和遏制「台獨」
分裂行徑、維護台海和平穩定、促進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等方面，發揮了十
分重要的作用。大陸方面將堅持運用
法治方式和手段來捍衛國家主權和領
土完整。

8個多月來，大陸方面對於兩岸關係
走勢展現了足夠耐心。中國社科院台
灣研究所副所長朱衛東接受採訪時指
出，新的一年，大陸方面仍將牢牢掌握
兩岸關係的主動權，有信心、有能力、
有辦法捍衛一個中國原則，確保台灣作
為中國一部分的地位不被改變。

學者：民間交流將持續
另外，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李

義虎指出，特殊時期兩岸社會民間交
流更顯重要，非但不能斷、不能停、
不能減，而且還要
持續加強。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台
灣世新大學教授王曉波在台北接受
訪問時指出，「若以宏觀視之，
『二·二八』事件就是當年中國人民
反蔣運動的台灣版，與省籍問題和
『台獨』運動無關。」他說，有政
治勢力把「二·二八」說成是外省人
與本省人的衝突、是中央政府鎮壓
殺害台灣人，是不真實的，是挑撥
離間，是為了將「台獨」合理化。
王曉波介紹，1947年3月6日，由

官方和各界人士共同組成的「『二·二

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處委
會」）發表《告全國同胞書》闡明事
件真相：「事件根本由腐敗政治之
結果而來。已非只因專賣局吏之不
法行為所致，亦非由於省界觀念而
發生的事件。故對此次事件，整個
台灣當局應負全部責任。」

中共廣播聲援起義
3月8日，中共中央通過新華廣播
電台發表《台灣自治運動》，聲援
「二·二八」起義，文中說：「台灣
同胞的自治運動，是一定勝利，而
且不久就會勝利的。中國共產黨人
熱烈讚揚台胞的英勇奮鬥，而且預
祝台胞的光榮勝利。」
王曉波說，如果「二·二八」是省
籍矛盾，是「台獨」，剛剛八年抗
戰勝利的大陸外省知識分子和中共
中央會聲援「二·二八」嗎？他強
調，「二·二八」事件不是省籍（族
群）衝突的結果，以「二·二八」為
省籍（族群）衝突，那都不是真實

的，而是分化族群團結的挑撥離
間。

「處委會」從未主張託管台灣
對於有人稱，「二·二八」事件
中，有台灣民眾主張「聯合國託管
台灣」甚至「台灣獨立」，甚至有
100多台灣民眾簽署了一份「請願
書」，王曉波說，從「處委會」等
重要團體的文告和主張看，從未有
過主張「台獨」或託管。「處委
會」重要成員王添燈甚至拒絕美國
提供武器。
當時，「處委會」提出了對「二·二
八」事件的處理主張，「台灣民主聯
盟」等團體也發表了改革綱要。王曉
波說，這些團體的主張，主要是要
求台灣民主和地方自治，並無任何
「台獨」相關內容。
王曉波說，「二·二八」的檔案已

經解密了，上述「請願書」至今誰
也沒有看見過原件，可以推測根本
就是有心人士捏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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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局勢料成兩會熱點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媒報道，繼要求「中
正紀念堂」停止販售蔣介石相關紀念品、停放
紀念歌曲之後，台灣當局昨日又祭出聲稱「避
免對立」的新舉措，在「二．二八」當天「中
正紀念堂」閉館一天，並且稱在沒有完成「修
法」之前，未來每年這一天都循此模式辦理。
台灣「文化部長」鄭麗君昨天稱，為尊重

「二．二八」紀念活動，避免社會對立，「中
正紀念堂」今日閉館一天，在「轉型修法」未
完成前，未來每年2月28日都循此模式辦理。
鄭麗君指出，文化部將持續促進社會討論，提
案「修法」，正式推動「轉型」。
在上周，「文化部」才提出，中正紀念堂有

必要轉型，將提出「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紀念堂商店停止販售涉及「威權崇拜」文
宣品，開、閉館停止播放《蔣公紀念歌》。

「中正紀念堂」
今閉館一天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評社報道，馬
英九應美國智庫及學術機構邀請，
今日出發前往紐約、波士頓和華盛
頓訪問，將在哈佛大學與布魯金斯
研究院發表專題演講，並會晤多名
友台「國會議員」，預計3月11日
返台。
馬英九今日上午將搭乘長榮航空

直飛美國紐約甘迺迪機場，隨後與
「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the Na-
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
tions）午餐會，晚間出席亞洲協會慶
祝「美中關係中心」10周年晚宴。
訪問期間，馬英九將拜會紐約中
華公所、哥倫布花園獻花、拜會馬
氏宗親會，並參觀亞洲協會美術
館，與亞洲協會座談，回母校哈佛
發表演講，出席布魯金斯研究院午
餐會、發表專題演講，出席駐美代
表高碩泰晚宴，會晤友台「國會議
員」，以及與駐華府台媒茶敘等。

馬英九今訪美
將於哈佛發表演講

■馬英九前往「二．二八」紀念館，參觀「二．二八平反與轉型正義
特展」。 中央社

■吳敦義（前左）和郝龍斌（前左2）出席台
北市「二．二八」公園福德宮祈福大法會，席
間交換意見。 中央社

■王曉波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