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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盼两岸共同努力，
追 求 和 平 ， 避 免 战
争，致力振兴中华，
这是两岸中国人不可
回避的责任，我们一
定要努力实现。希望
台湾青年深入了解中
山先生生平和两岸关
系，认清两岸一定要
和平奋斗才能振兴中
华。

中新社记者：
孙中山先生的精

神为何成为增强两岸
同胞认同感与凝聚力
的“心桥”？

鄢增华：两岸同
根同源，孙中山先生
是近代中华民族进步
的象征。他毕生为民
族独立、国家富强和
人民幸福而奋斗，他
所倡导的“博爱”“
天下为公”“世界大
同”等，至今仍然是
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
同理想和精神追求。

孙中山不仅是中
国的，也是世界的；
不仅是历史的，也是
当代的。他的精神和
思想具有当代价值和
时代意义，是海峡两
岸共同的精神财富。

因此，中山陵不
仅是两岸同胞、全球
华侨华人共同瞻仰的
精神圣地，更是联结
华夏儿女情感、沟通
两 岸 亲 情 的 纽 带 ，
增强两岸同胞认同感
与凝聚力的一座“心
桥”。

中新社记者：当
下，应如何发挥中山

陵在海峡两岸交流中
的情感和历史纽带作
用？

鄢增华：两岸同
胞同宗同文，但“台
独”势力千方百计推
动“去中国化”，已
经在某种程度上造成
了 两 岸 历 史 文 化 的
割裂，伤害了两岸同
胞的感情。在此背景
下，孙中山先生作为
联结海峡两岸历史的
关键人物，对中山精
神的持续、深入研究

及对其思想更为广泛
传播显得尤为重要。

在孙中山思想传
播方面，要注重挖掘
孙中山思想的当代价
值 ， 讲 好 “ 中 山 故
事”，多开展一些形
式多样的传播活动。
同时，可以通过推进
世界范围内孙中山纪
念地的交流与合作，
加强与台湾民间文化
团体及台湾孙中山研
究机构和专家学者的
交流与合作，进一步

发挥孙中山思想在海
峡两岸交流中的当代
价值。

加强交流合作、
实现融合发展，是发
挥孙中山精神纽带作
用的重要举措，也是
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
和共同福祉所在。两
岸文化交流是消除两
岸认知距离与隔阂的
推手，是沟通两岸情
感的纽带和桥梁。放
眼未来，仍需透过文
化的互动促进两岸同

胞心灵契合，为早日
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
贡献力量。(完)

专家简介：
鄢增华，南京孙

中山纪念馆副馆长、
副研究员，多年来侧
重于孙中山生平事迹
及思想、精神的研
究，立足中山陵，长
期从事开展海峡两岸
文化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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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28日，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
九一行拜谒南京中山陵。图为马英九向孙

中山先生石刻坐像敬献花环。路梅 摄
航拍南京中山陵。泱波 摄

游客在台北与孙中山雕像合影。 受访者：鄢增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