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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知识百科》

前言

　　美丽的宝岛台湾与祖国大陆一水之隔，两岸中华儿女共同经历了命运的悲欢离合。岁月悠悠，两
岸分离已经50余载，实是同胞骨肉之不幸，民族国家之大殇。然而，暂时的分离怎能割断同胞的血脉
亲情；浅浅的一湾海峡又怎能阻挡两岸交流的日益繁盛。今天，两岸关系不断发展，交流往来持续增
多。特别是随着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关于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四点意见的提出，及一系列惠
台政策的实施，两岸同胞间的联系更广泛、合作更密切、感情更融洽。祖国大陆和台湾人民的同胞谊
、故乡情，抹不去，割不断。为了让祖国大陆同胞更多地了解台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北京市委员会
精心策划、组织编写了《台湾知识百科》一书。　　《台湾知识百科》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从地理、
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和两岸关系等多个角度透视台湾、剖析台湾、解读台湾。书中
既有对台湾自然风光、历史名胜、民俗风情的介绍，又有对台湾政治与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脉络的
探究；既有对台湾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追忆，也有对两岸同胞追求和平发展、反对&ldquo;台
独&rdquo;的详实记录。这本书充分说明了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宗同祖的事实；充分表达了台湾与大
陆割不断的血脉亲情；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对分裂，企盼国家统一的共同愿景。此书凝结着广大对
台工作者和生活在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的汗水和心血，承载着他们肩负的历史责任，饱含着他们企盼
更多人关心台湾、了解台湾的心愿。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够为大陆同胞了解台湾起到应有的作用。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让我们携起手来，跨越两岸僵持的藩篱，超越彼此对峙的鸿沟，本着
理解和互信的理念，怀着真挚和炽诚的心意，一起共建和谐两岸关系的新局面，早日迎来民族融合、
祖国统一的烂漫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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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地理、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和两岸关系等多个角度透视台湾、剖析台湾、解
读台湾；有自然风光、历史名胜、民俗风情的介绍，又有对台湾政治与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脉络的
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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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七、&ldquo;台独&rdquo;思潮和活动　　&ldquo;台独&rdquo;是&ldquo;台湾独立建国&rdquo;的简
称，是指妄图将台湾从祖国分离出去，建立一个具有&ldquo;独立主权&rdquo;的&ldquo;台湾国&rdquo;
的思潮和活动。&ldquo;台独&rdquo;思潮与活动的产生有复杂的历史、社会、政治原因，也是美国、
日本反华势力支持的产物。&ldquo;台独&rdquo;活动是台湾社会的毒瘤，并且始终构成对两岸关系发
展与祖国和平统一的威胁。　　主张&ldquo;台湾独立&rdquo;的分裂活动，始于1945年日本刚刚投降
之时，驻扎在台湾的日军主战派不甘心失败，以中宫牧郎、牡泽义夫等人为首的少壮派军官，勾结台
湾少数士绅召开紧急会议，企图抗拒中国政府收复台湾，阴谋制造&ldquo;台湾独立&rdquo;。这
是&ldquo;台独&rdquo;活动的起源。　　蒋氏父子统治时期，台湾当局采取打击&ldquo;台独&rdquo;活
动的措施，&ldquo;台独&rdquo;势力在岛内难以生存，&ldquo;台独势力&rdquo;的活动重心在海外。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末，&ldquo;台独&rdquo;势力主要在日本活动，代表性组织先是以廖文毅为
首的&ldquo;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rdquo;，后来则是&ldquo;台湾独立联盟&rdquo;日本本部的前
身&ldquo;台湾青年社&rdquo;，及史明拼凑的&ldquo;独立台湾会&rdquo;。从1970～1982年初，海
外&ldquo;台独&rdquo;的代表性组织是以蔡同荣为首的&ldquo;台湾独立联盟&rdquo;（简称&ldquo;台
独联盟&rdquo;），主要以美国为活动中心。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1986年民进党成立，海外&ldquo;台
独&rdquo;势力进入多元化发展阶段，&ldquo;台独联盟&rdquo;为&ldquo;暴力台独派&rdquo;代表
，&ldquo;台湾人公共事务会&rdquo;是&ldquo;民主自决&rdquo;派的代表，这两派&ldquo;台独&rdquo;
势力仍以美国为活动中心，而在日本活动的&ldquo;独立台湾会&rdquo;则以&ldquo;社会主义台独
派&rdquo;为招牌。　　民进党成立之前，岛内&ldquo;台独&rdquo;势力的力量相对单薄。从20世纪40
年代末到60年代末，&ldquo;台独&rdquo;势力活动孤立、分散、秘密，主要组织和活动有&ldquo;台湾
青年同盟&rdquo;、苏东启&ldquo;台湾独立&rdquo;案、&ldquo;台湾独立联盟&rdquo;等。它们虽然在
台湾民众中的直接影响甚微，但却&ldquo;培养&rdquo;出一批日后的&ldquo;台独&rdquo;骨干分子。20
世纪70年代之后，&ldquo;台独&rdquo;势力在岛内的影响有所扩大，早期的&ldquo;台独&rdquo;组织以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为代表。随着岛内&ldquo;反蒋民主&rdquo;运动兴起，&ldquo;台独&rdquo;分子披
着&ldquo;争民主、争人权&rdquo;的外衣大肆活动，渗入反映新兴中产阶级利益的&ldquo;党外&rdquo;
势力，使党外势力在向国民党争夺民主、权力的同时，也表现了一定的&ldquo;台独&rdquo;倾向，并
与岛外&ldquo;台独&rdquo;势力发生公开的勾联。　　20世纪80年代中期蒋经国开始推行&ldquo;政治
革新&rdquo;之后，1986年9月民进党成立，从此&ldquo;台独&rdquo;活动的重心转到岛内。民进党成立
之初，是各种反国民党势力的复杂组合，但领导权基本上被&ldquo;台独&rdquo;分子把持，他们逐步
将民进党带上了&ldquo;台独&rdquo;之路。1986年该党一成立，就提出&ldquo;住民自决论&rdquo;，该
党&ldquo;一大&rdquo;通过的党纲即主张台湾前途由台湾全体住民决定。1988年又通过&ldquo;
四&middot;一七决议&rdquo;，提出&ldquo;台湾主权独立论&rdquo;。1988年以后，在台湾当局的姑息
与纵容下，海外公开的&ldquo;台独&rdquo;组织加强向岛内渗透，海外的主要组织纷纷回到台湾，有
的组织的头目几乎全部加入民进党。如在美国最大的&ldquo;台独&rdquo;组织&ldquo;台独联盟&rdquo;
迂回台湾，以后集体加入了民进党，成为民进党的一个派系。民进党与海外&ldquo;台独&rdquo;势力
合流，进一步强化了民进党的&ldquo;台独&rdquo;色彩。1990年民进党炮制出&ldquo;台湾主权
案&rdquo;，鼓吹&ldquo;台湾事实主权论&rdquo;。1991年10月，民进党召开五大，公然将&ldquo;建立
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暨制定新宪法，应交由台湾人以公民投票方式选择决定&rdquo;列入党纲，
从此民进党完全蜕变为&ldquo;台独&rdquo;党。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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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講的內容算多了，不過有些還不是很全面，有中國的意識形態啊~~
2、完全意识形态作品 少数可以普及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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