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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解放军海军新闻发
言人发布消息称，当天凌晨中国
首支航母编队辽宁舰编队通过
台湾海峡，也引发了外界猜测。

辽宁舰台海“游弋”近一天.

1月12日，解放军海军新闻发
言人发布消息称，当天凌晨中国
首支航母编队辽宁舰编队通过
台湾海峡，也引发了外界猜测。

“1月12日凌晨，赴南海执行
跨海区训练和试验的辽宁舰编
队通过台湾海峡，继续开展后续
任务。在台湾海峡航渡期间，辽
宁舰及编队各舰艇科学组织，精
心操纵，严格按照大型舰艇通过
海峡的要求，加强值更执勤，确
保了航渡安全。”1月12日上午8时
许，海军新闻发言人梁阳对此番
辽宁舰航母编队通过台湾海峡
做了首次新闻发布。

这一消息也在一定程度上
证实了当天早晨台湾“国防部”
关于辽宁舰通过台湾海峡的消
息。台“国防部”新闻稿称，解放
军辽宁舰航母编队，持续沿大陆
沿海向北航行，“已于今天(12日)
早6时30分脱离台湾海峡北返归
建”。自10日晚台“国防部”开始发

布辽宁舰编队动向算起，到辽宁
舰离开台湾海峡差不多有两天
时间，这对于台湾来说无疑是漫
长的两天。

过海峡似“闲庭信步”

由于辽宁舰过海峡所用时
间比外界预期的稍长一些，所以
引发了辽宁舰在台海干了什么
的猜测。实际上，此次辽宁舰通
过台湾海峡没有想象的那么漫
长。按照台湾方面公布的新闻通

稿，辽宁舰编队是11日晨7时进入
台湾西南海域防空识别区的，从
地图上看，那里距离真正意义上
的台湾海峡还有一定距离。按照
台湾方面给出时间和地点来计
算，从11日7时进入台湾西南海域
防空识别区到12日凌晨6时30分
驶离台海，大致航行约500公里，
耗时23 . 5小时，平均航速约12节。

一般来说，水面战斗舰艇最
大航速会在26节-30节左右。但以
最大航速航行的话油耗过大，一

般会保持在20节左右的经济航
速。较低的航速恰恰说明，辽宁
舰没搞什么大举动。从这个平均
航速来看，航母应该没有进行飞
机起降训练，因为舰载战斗机起
降时航母一般要保持很高的航
速。可以说此次辽宁舰航母编队
的台海之行胜似闲庭信步，并没
有急着去赶路，这也是给台湾一
个仔细观察，细心琢磨的机会。

台海不适合辽宁舰练兵

专家表示，台湾海峡不适合
航母编队大练兵。毕竟海峡过
窄，最窄处不足100公里，舰载机
没有施展的空间。如果过多地开
雷达进行武器和传感器操演，很
容易被对方侦察信号，另外台湾
海峡也有不少渔船和商船，并不
是编队练兵的理想场所。大陆海
军新闻发言人也谈到，“严格按
照大型舰艇通过海峡的要求，加
强值更执勤，确保了航渡安全。”
这意味着辽宁舰在经过台湾海
峡之际“没有进行舰载机起降飞
行训练”。实际上，航母从台湾海
峡通过本身对台湾就足够震撼，
完全没必要再让舰载机升空了。

据《环球时报》

辽宁舰在台湾海峡干了些啥
叶剑英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
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
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大常委
会、国务院，进一步阐明关于
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
一的9条方针政策。最核心的
几条是国家实现统一后，台
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
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
队。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
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
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

邓小平关于
“一国两制”的讲话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
小平在考虑和平解决台湾问
题进而扩展到解决香港、澳
门问题的过程中，集中全党
的智慧，创造性地提出了“一
国两制”的科学构想。

1982年1月，邓小平在会
见外宾时说，九条方针是以
叶副主席的名义提出来的，
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
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
随着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日
益成熟，邓小平把解决台湾
问题的思想，扩展到解决香
港问题。1982年9月24日，邓小
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
人时，明确表示了中国政府
准备用“一国两制”的办法来
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
1983年6月，邓小平发表了题
为《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
一的设想》的谈话，进一步阐
发了用“一国两制”的办法来
实现中国大陆和台湾统一的
设想。1984年6月，全国人大正
式批准“一国两制”作为和平
统一祖国的基本国策。

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
1995年1月，江泽民发表

了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
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
要讲话，明确提出，进行海峡
两岸和平统一谈判，努力实
现和平统一，并大力发展两
岸经济交流与合作。

胡锦涛发表四点意见
2005年3月，胡锦涛就做

好新形势下的对台工作的四
点意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
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
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
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
不妥协。

《反国家分裂法》的出台
《反分裂国家法》是在

2005年3月14日举行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一
部关于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
法律，当天就经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胡锦涛签署并立即
予以实施。该法律的主要内
容是鼓励两岸继续交流合
作，但同时也首次明确提出
了在三种情况下中国大陆可
用“非和平手段”处理台湾问
题的底线。 综合

我国历任领导人
有关台湾问题的讲话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猝然
病逝。李登辉爬上台湾最高政治
宝座之初，对蒋经国生前的许多
重要政治决策尚能维护执行，力
图给人以民主、团结和尊重元老
派的印象，尤其是对蒋家遗孤的
慰挽之情，一度深得好评。对有
恩于他的蒋经国，李登辉甚至情
愿偕夫人连续为其守灵半月，还
大笔一挥给蒋经国的遗孀批了
一笔钱，作为养家之资。然而他
很快就露出了隐藏已久的凶相，
将蒋孝勇排挤出局，甚至连蒋孝
勇求见也屡屡拒之门外，最后让
蒋孝勇不得不远走加拿大避祸；
1990年蒋经国之弟蒋纬国见李登
辉没有丝毫功劳即抢走了国民
党的半壁天下，气愤之余联手众
多国民党内的拥蒋人士，准备利

用台湾“大选”之机重新夺回军
政大权。李登辉发现形势对他不
利，便集聚身边的少壮派势力和
国民党的“八大老”对蒋纬国等
人进行围攻瓦解，最后还利用在
日本任职的蒋经国之子蒋孝武，
演出一幕“亲痛仇快”的“大义灭
亲”闹剧，终使蒋家彻底失去了
再次问鼎台湾政权的机会。

李登辉控制国民党军政大
权后，暗中联络并指使素与蒋家
为敌的陈水扁及民进党，在高雄
和台北等地大搞清除蒋家影响
的活动。虽然出面拆除蒋介石铜
像和摘掉蒋经国画像的人是陈
水扁（时任台北市长），可暗地操
羽毛扇的人是李登辉。而李登辉
对蒋经国身后的重要背叛，莫过
于他与“台独分子”的勾结。蒋氏

父子在世时对主张“台湾独立”
的一伙反动势力始终严厉打击
和镇压，李登辉上台不久，就把
流亡美国的台湾最大“台独”头
目彭明敏礼迎回台，并且单独会
见。两人称兄道弟，一时引起台
湾政坛侧目。在李登辉执政晚
期，因其“台独”思想作祟，甚至
公然背叛国民党的切身利益，
暗中联合与支持陈水扁及民进
党的极右分子，致使“台独”分
裂势力逐渐坐大直至击败国民
党夺取政权。1995年，面对蒋氏家
族瓜果凋零的凄楚结局，蒋孝勇
的遗孀方智怡女士曾向海外传
媒透露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信
息，即蒋经国在病逝之前，曾对
身边家人哀叹说：“我看错了
人！” 据《那些“党国大佬”们》

1988年1月23日，多年来病魔
缠身的蒋经国病逝。蒋家王朝在
台湾正式结束。当时，政坛表面
平静，但台湾的政情逐渐趋向复

杂与动荡。在这场权力斗争中，
宋美龄清醒地认识到阻止李登
辉继任“总统”是不可能的。但为
了使台湾党政分立，互相牵制，

避免出现台湾“总统”兼国民党
“党主席”的局面，她不得不急忙
出马。但最后国民党中常会还是
通过了由李登辉代理国民党主
席的决定。

据中国台湾网

台湾前情报局官员谷正文
1995年出版回忆录《白色恐怖秘
密档案》，其中披露了蒋氏父子败
退台湾后“反攻大陆”的一幕幕

“闹剧游戏”。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谷正文

担任保密局上校侦防组组长，还
是马祖岛“反共救国军”的副总司
令。他回忆：“我向老先生（蒋介
石）报告，我们可以学当年明末清
初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或者明朝
末年为患朝廷的倭寇，以袭扰大
陆东南沿海的方式，不断地派人
上去……”建议得到蒋的认可。

最初，所谓的反攻行动，是真
枪真刀地干，登上大陆之后，就依
照作战计划，进行骚扰、破坏或是
暗杀。大陆方面加强了边防兵力，
活捉了不少台湾特务，大规模的
反攻行动，实质成果相当有限。有
一回，谷正文的手下渗透登陆了
山东半岛，还抬回好几箱“战利
品”。所谓“战利品”不过是边防民
兵的几支破旧步枪，或是几份无
关痛痒、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机密
内容的内部文件。可是，在情报机
关的大力吹嘘之下，蒋介石却如
获至宝，欣喜若狂，急急如律令地
召见谷正文到士林官邸一块儿吃
中饭。

北到山东半岛，南到海南岛，
台湾情报局在谷正文的计划策动
下，进行了一波接着一波的“反
攻”行动。这些特务活动到了后
期，暴力性质锐减，取而代之的是
一些象征意义的任务。比如，派特
务到大陆沿海城市过个几天几
夜，再不然就是要特务去看几场
电影，然后设法退回台湾表功，有
关方面总是在特工人员回台后，
安排蒋介石接见他们。特工拿出
大陆的电影票票根，或者大陆的
火车票、粮票之类的凭证，让老蒋
看看，逗他开心。 据《人民日报》

张学良自1949年被蒋介石带
往台湾后，再也没有回过大陆。事
实上张学良非常希望在有生之年
访问北京和沈阳老家，并曾通过

绝对信赖的密友王冀穿针引线，
眼看张学良就要成行，可惜最后
关头出了问题。

王冀曾任美国乔治城大学历
史系教授。王冀的父亲王树常做
过张作霖的总参议，在张学良的
手下任东北军参谋长，后官至河
北省主席。张学良请王冀做他的
特使，先行大陆，与有关部门沟
通。王冀赶在春节前转道香港前
往北京，凭借自己的关系很快与
国内主管台湾事务的单位取得联
系。北京方面宴请王冀，并把有关
情况向上反映。大陆方面对于张
学良这位历史名人回大陆访问当

然持非常欢迎的态度。
在美国住了两个月，张学良

返回台北，准备等待来自大陆的
好消息。一天，李登辉突然派人找
他去谈话。张学良事后对王冀说，
他当时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就去
了“总统府”。李登辉表情十分严
肃，手里拿着杨尚昆的邀请函，责
问张学良:“难道你还要搞个西安
事变或台北事变吗？”李登辉的话
说得非常难听，张学良当时感到
非常难为情。张学良后来跟王冀
说，自己现在两边不是人，台湾当
局得罪了，大陆方面也觉得被骗
了。大陆去不成了，张学良也不想
留在台湾，就申请前往美国。历史
机遇就这样失去了。 据人民网

台湾为“反攻大陆”
上演“闹剧游戏”

蒋经国临终前哀叹看错李登辉

宋美龄曾想阻止李登辉继任

张学良终生不回大陆有何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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