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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至 日
,

由福建省社科院
、

漳州师范学院
、

漳州历史学会和东山县联

合在东山海滨风景 区马蜜湾召开
“

东山与台湾关系学术研讨会
” ,

并于 日在古战场陈城镇

宫前湾宫前村天后宫广场隆重召开
“

施琅从东山出师统一台湾三百一十三周年纪念仪式
” 。

这

个活动
,

规模大
,

影响广
,

效果好
,

作用突出 已知的先后有 《人民日报》 海外版
、

《港台

信息报 》
、

《福建画报》
、

《福建侨报》
、

《厦门晚报 》
、

《闽南日报》
、

海峡之声广播电台
、

东南广

播电台
、

福建省及厦门电视台
、

泉州电视台
、

东山电视台等传播媒介作了报道
。

参加这次学术研讨会的有来自北京
、

上海
、

福州
、

厦门
、

泉州
、

漳州及本县的专家
、

学

者及学术界
、

文化界
、

文物界
、

旅游界
、

政协等部门的有关人士 人
,

提交论文 “ 篇
。

研

讨会围绕施琅统一台湾这一主题
,

对施琅从东山出师统一台湾
、

东山与台湾的历史渊源关系
、

海峡两岸的民间信仰
、

关帝文化
、

东山历史文化与旅游业
、

闽台关系等内容进行了研讨
,

多位专家学者在大会和分组会上宣读论文和发言
。

讨论会学术气氛热烈
、

浓厚
。

众多的专家

学者们认为 东山与台湾关系学术研讨会是国内第一次研究清代施琅从东山岛出师统一台湾

问题的大型学术研讨会
,

出席本次研讨会的高水平专家学者之多
、

会议论文学风之严谨
、

观

点之新颖明确
、

论文内容之丰富
、

分析之深刻
、

发言人数之多
,

都说明这次研讨会是一次高

层汉
、

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
。

专家学者们从各个方面认真研讨了清代康熙年间施琅从东山岛出师统一台湾的经过
、

意

义和影响
。

清康熙二十二年  年 农历六月十四 日
,

清朝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将军
,

奉康

熙帝 收复台湾之命
,

经过充分的准备
,

率领蓝理
、

何义等部将和精兵二万多人
、

舰船五百余

艘
,

从福建铜山 今东山县 宫前湾等地出师东征
,

经过澎湖激战
,

一举击败割据台湾的郑

氏军队主力
,

郑克搜审时度势
,

决定归降清朝
,

从而实现了祖国的统一
。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

重大事件
,

对于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

在研讨会上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林非
、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王政尧
、

上

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伯海
、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教授陈在正
、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蔡南成等作了学术报告
。

他们一致认为
,

施琅统一台湾至少向世人提供了三项历史性启示 第

一
、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从正式的法律上的意义讲
,

这一事实已经存在三个

世纪以上
。

外国侵略势力和国内政治割据势力
,

都不可能改变这一事实 第二
、

实现中国统

一
,

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第三
、

顺应历史潮流
,

实现祖国和平

统一 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

东山岛是当年施琅出师台湾的重

要前沿阵地
,

今天仍是统一祖国的重要基地
。

东山自古以来与台湾具有地缘
、

亲缘
、

神缘
、

物

缘
、

血缘关系
,

形成 了不可分割的历史文化关系
。

这次
’‘

东山与台湾关系学术研讨会
”

在东

山召开意义重大
,

它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

与此同时
,

在宫前湾举行的
“

施琅从东山出师统一

台湾三百一十三周年纪念仪式
” ,

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

它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发挥作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