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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14日在北京
举行，发言人朱凤莲应询表示，威胁台海
和平稳定、破坏两岸关系的罪魁祸首是民
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他们绑架台湾民
众，甘当西方反华势力“棋子”，严重损害
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朱凤莲指出，“台独”是历史逆流，是
走不通的绝路，只能给台湾带来不可承受
的风险，给 2300 万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
难。只有遏制“台独”，两岸关系才能和平
稳定发展，两岸同胞的利益福祉才能得到
增进和维护。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台湾
同胞会随着事实的演进，看清这一点。

有记者问，台立法机构成立所谓“修

宪委员会”，启动所谓“修宪工程”，有消
息称此轮“修宪”将不涉及统“独”议题。
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朱凤莲答问指出，我们高度关注有
关动向。我们坚决反对台湾任何势力“修
宪谋独”，包括为谋“独”打开方便之门。

针对有关民进党当局领导人 10 日
讲话的问题，朱凤莲表示，所谓的“调子
放软”“语气趋缓”只是精心设计的政治
语言，实际上仍然延续了对抗思维和敌
对意识，是在鼓吹谋“独”言论。我们只强
调一点，只有回到“九二共识”政治基础
的正轨，两岸才能重启对话协商，两岸关
系才能改善，台海才能和平稳定。

台当局和“台独”势力绑架台湾民众
甘当西方反华“棋子”

■国台办新闻发布会

有记者问，近日大陆媒体报道揭露
了 4 起台湾间谍案，引发关注。此时公开
此类案件，有何考虑？

朱凤莲应询表示，经向有关部门了解，
近期，国家安全机关组织开展“迅雷-
2020”专项行动，依法打击民进党当局及其
间谍情报机关针对大陆的情报渗透破坏活
动。近一个时期以来，民进党当局挟洋自
重，加紧与外部反华势力勾连，频频制造事
端，大搞“台独”分裂活动，严重危害两岸和
平和台海局势稳定，严重危害国家主权、安
全和发展利益。台湾有关方面应当顺应国
家强大、民族复兴、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
不要做损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事。

有记者问，据报道，大陆破获数百起
间谍窃密案件。相关台湾涉案人员的家属
能否申请探视？台湾媒体能否前往采访？

朱凤莲指出，台湾间谍情报机构长
期以大陆为目标，大肆进行情报窃取和
渗透破坏活动，大陆有关司法机关严格

依法侦查、起诉、审理相关案件，依法保
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她介绍，据了解，侦查机关已经按规定
将涉案人员关押地点等情况通知家属，并
为涉案人员聘请了律师。按照刑事诉讼法
的规定，涉及国家秘密案件不公开审理。

在回答有关提问时，朱凤莲还指出，
依法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是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两岸正常交往
秩序，维护两岸同胞合法权益。这次公布
的台湾间谍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对
于绝大多数台胞，对于参与两岸正常交
流活动的台胞，我们都视之为骨肉兄弟，
始终在为大家做实事、办好事、解难事，
坚定维护并不断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希
望一起实现更大更好发展。而民进党当
局以大陆为目标，不断进行相关情报窃
取和渗透破坏活动，是站在两岸广大同
胞的对立面，是纵容少数“台独”分子，做
着和我们相反的事。

依法打击台当局及其间谍情报机关
对 大 陆 情 报 渗 透 破 坏 活 动

有记者问，有消息指，美国务院已批
准对台出售 3 套武器装备，提出租售 F-
35 等武器给台湾来对抗大陆。对此有何
评论？

朱凤莲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
台湾地区出售武器，反对美台之间进行
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民进党当局勾结
外部势力，“以武谋独”，不过是螳臂当
车，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针对有记者提及台防务部门有关训
练规划等，朱凤莲应询说，这个问题可能
和近期解放军战训活动有关。台湾是中
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有关战训
活动是针对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
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针对的是“台
独”分裂势力和其分裂行径，针对的是外

部势力干涉，绝非针对台湾同胞。
她指出，造成当前台海形势复杂严

峻的根本原因，是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
势力，不断采取“台独”分裂挑衅行经，严
重损害两岸同胞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根
本利益，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民进党
当局为一党之私挑动两岸对抗，企图把
台湾同胞绑到“台独”的战车上，拖入深
重的灾难，充分暴露其恶劣的政治本性。
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对这一点是看得很清
楚的，不希望被拖入“台独”的深渊。

朱凤莲表示，我们多次强调，愿意为
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但绝不会为各
种形式“台独”活动留下任何空间。“台
独”分裂势力兴风作浪，破坏台海和平稳
定，两岸同胞势必共同反对，坚决遏制。

“以武谋独”是螳臂当车
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有记者问，民进党王定宇等人提案
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拟规定台湾
各级学校若与大陆有任何的承诺或声明
以配合所谓“统战”，将被台教育事务主
管部门责令停招。苏贞昌还要求盘查台
各大专院校在两岸学术交流中是否涉及

“一中”。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朱凤莲表示，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

一些政客以所谓“修法”等手段强行阻
挠、限 制 两 岸 民 间 交 流 ，制 造“绿 色 恐
怖”，现在又变本加厉，把黑手伸向台湾
大专院校和两岸学术交流。这样的倒行
逆施同两岸民众希望加强交流的共同愿
望和实际需求背道而驰，不得人心。

有记者问，台湾有关方面称，因亚太

旅游协会旅展更改其参展名称而退展。我
们了解到的情况是，亚太旅游协会往年举
办相关展览，台湾方面都是以“台湾旅游
协会”名义参展，今年却违例打算以官方
名义报名参加，因此被亚太旅游协会取消
了参展资格。请问是否了解相关情况。

朱凤莲答问指出，关于我们的基本原
则，大家是很清楚的。台湾地区参与国际
组织活动，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处理。
据了解，亚太旅游协会是全球三大旅游组
织中的民间旅游机构，台湾有关方面关于
台湾地区参与该协会的说法，以及未能参
加今年旅展的原因，纯属无稽之谈。民进
党当局试图在国际社会挑战一个中国原
则和借机谋“独”的伎俩终将失败。

民进党黑手伸向台湾大专院校
和两岸学术交流，倒行逆施不得人心

有记者提及中国国民党近期涉美议
案，询问对该党内部有人认为提案为凸显
民进党政策不可行、是欺骗民众有何看法。
朱凤莲回应说：“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解
读，也看到另一种说法——这是在试探
民进党底线。我想强调的是，在大是大非
的问题上是不容试探的。”

朱凤莲指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是不可改变的
历史和法理事实。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制造
所谓“台湾独立”“两个中国”或“一中一
台”的分裂行径。两岸的事情是两岸同胞
的家里事，绝不容许任何外来干涉。

朱凤莲指出，当前造成台海局势紧
张复杂严峻的根本原因是民进党当局勾
连外部势力，不断采取“台独”分裂挑衅
行动。岛内有识之士和负责任的政党对
此都应清醒认识、高度警惕、坚决反对。
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损害中华民族
根本利益的言行，都会遭到全体中华儿
女的坚决反对。

被问到对中国国民党提出涉美议案
后有人又提出去掉党名中“中国”二字有
何评论，朱凤莲表示，最近中国国民党某
些人的一些动向，引发岛内舆论和社会
各界诸多质疑。我们对此密切关注。

两岸同胞的家里事绝不容许外来干涉

朱凤莲应询表示，有关主管部门基
于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决定 10
月 12 日零时起，搭乘两岸双向航班人
员，包括台湾来大陆和大陆赴台人员，分
别凭 3 日（72 小时）内两岸检测机构出具
的本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这是对

两岸旅客、机组人员和广大民众生命安
全和健康福祉高度重视、高度负责而采
取的风险防范措施。她说，希望往来两岸
的有关人员和相关航空公司能够给予理
解和配合，共同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希望往来两岸人员和航空公司
理 解 配 合 核 酸 检 测 新 规

守护古建筑的文化温度守护古建筑的文化温度

记者：闽台古建筑最大的特色是什么？闽
台携手保护与传承古建筑的意义何在？

戴志坚：由于台湾早期移民主要来自闽南
地区，因此，红砖古厝的闽南派建筑是台湾最常
见的建筑形式。不过，在风格、流派上，这类建筑
又因地域不同有所差别。比如，泉州派建筑的用
料修长，瓜筒多呈瘦长的木瓜形；漳州派建筑的
用料粗壮，瓜筒多呈圆肥的金瓜形。台中雾峰林
宅、台北板桥林宅就是漳州派的建筑风格，台北
艋胛龙山寺、鹿港龙山寺则是泉州派的建筑风
格。由此可见，在闽台古建筑文化的交融过程
中，以福建文化向台湾地区延伸为主流，而闽南
文化是最主要的影响源。这些相似的古建筑向
世人揭示了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文化历
史渊源，值得两岸民众共同守护。

李乾朗：台湾古建筑除了具有闽南派特
色外，也受到福州派、客家派等其他福建派系
民居建筑风格的影响。比如台中雾峰林宅的
花厅，就是典型的福州式屋架；新竹县北埔天
水堂姜屋、屏东县佳冬萧屋等客家古建筑，虽
呈现出南北各异的在地化客家建筑风格，但
宗祠、公厅等都再现了客家人家族聚居的特
点。闽台共同保护好有历史渊源的古建筑，就
是在传承文化、守护历史，让更多台湾民众意
识到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谢必震：早期台湾许多闽南派建筑的木材、
石材、砖瓦等建筑材料都是从闽南运送过去的，
有的石雕甚至是在福建雕好之后再运到台湾安
装。因此，台湾古建筑上的装饰，无不深深地烙
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烙印，比如，许多反映忠孝廉
节的民间传说故事被浓缩在古建筑的石雕、木
雕、泥塑、彩绘、交趾等装饰艺术中，既体现了老
百姓对中华传统美德及美好生活的追求，也起
到警诫后人的作用。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的精
髓早已注入心田，成为共同的文化认同，它是台
湾文化的根脉所在，是“台独”分子抹杀不掉的。

当城市建设遇上历史古迹当城市建设遇上历史古迹

记者：古建筑是历史文化的载体，是城市
记忆的灵魂所在。我们该如何处理好古建筑
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戴志坚：对于重要的文物建筑、历史建筑，
应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坚持“三原性”——原
材料、原工艺、原设计。比如，修复时要坚持
木、石、砖、土泥等原汁原味的材料，如果用了
现代的水泥、铝合金等材料，就把文化遗产破
坏掉了。对于普通的古建筑，则可以借鉴现代
科技手段让古建筑得到合理保护，比如利用
钢柱钢梁来强化古建筑的结构等。事实上，古
建筑的修复与保护，并不妨碍城市的发展，反
而会丰富城市的文化内涵,增加城市的内在魅
力。闽台之间历史渊源深厚，在古建筑的保护
与修复中有很大的合作空间，闽台业界应加
强沟通与交流，传承共同的建造技艺。

李乾朗：台北府城的北门叫作“承恩门”，
落成于 1884 年。从 1977 年至 2016 年的 39 年
时间里，这座历史古迹的北面一直被高架桥
挡住。直至 2016年，这座高架桥才在各方呼吁
下拆除完毕，使“承恩门”重现往日风采。因
此，当都市建设遇上历史古迹，应当首先注重
一座城市的人文价值，因为它承载了一段城
市的历史，这种特有的价值不应受任何政治
意识的影响。如果城市开发时遇到了不得不
移动古建筑的情况，应该将原有的材料拆卸
下来，再移动到合适位置重组，尽力在开发与
保护之间寻找到平衡点。

徐裕健：古建筑的修复与利用是解决都
市可持续发展力量的出口。如果在城市的发
展中，能建立科学规划体系，充分保护好古建
筑，古建筑就能成为讲好都市故事的户外博
物馆，从老宅变成都市发展的新力量。当然，
在保护与开发的过程中，仅靠地方政府投入
是不足够的，还要发动民间力量，共同去开展
社区营造，找到共同的归属感。

活化古民居助力乡村振兴活化古民居助力乡村振兴

记者：近年来，福建不少地方引进台湾乡
建乡创团队参与乡村振兴工作。在美丽乡村
建设中，古建筑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实
现活化，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谢必震：无论是传统古建筑本身，还是附
着在古建筑上的装饰艺术，都可以变成文化创
意产品，比如扇子、杯子、T恤、书包等，这不仅
丰富了乡村振兴的内容，也传承和传播了传统
文化。在这方面，台湾有不少可以借鉴的经验

和做法，两岸乡建乡创团队要多沟通多交流，
让福建丰富的古民居资源实现“历史再现、文
化再生”，为乡村振兴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徐裕健：台湾乡村社区营造起步较早，最
主要的经验是活化，包括活化古民居、活化村
街巷道、活化传统产业等。以活化古民居为
例，乡村里部分条件合适的古民居，可以通过
修复，变成吸引游客的民宿，让游客体验传统
民居的生活方式。活化最大的意义是，赋予原
本沉睡的资产新的社会意义，为年轻人提供
就业岗位，从而吸引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一
起投入乡村社区营造，实现可持续运营。

杨宝华：近年来，有许多台湾的乡建乡创
团队活跃在福建乡村，参与乡村振兴工作。仅
在永泰，就有嵩口镇、长庆镇、同安镇等乡镇
聘用了台湾团队，可见闽台在乡村社区营造
方面有着较大的合作空间。

在活化传统乡村的过程中，应避免急功
近利，不能一味引入外来资源、发展外来产
业，导致本地特色丧失。比如，永泰庄寨超过
2000 座，在修复与保护的过程中，应当努力挖
掘其中的文化价值、对接特色产业，让各地庄
寨成为当地传统产业转型发展的助推器。只
有如此，传统村落才会活化，农民才能持续增
收，真正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

记者点评>>>

无论城市建设还是乡村发展，不可避免
地都要面临新与旧的碰撞。对于一座城市来
说，修复、保护古建筑，不仅仅关系到一幢幢
建筑的风格，还关系到一座城市的文化内涵
与底蕴；对于一个村落而言，修复、保护古建
筑，不仅仅为了留住乡愁，还为了给乡村振兴
积蓄文化、旅游等产业发展资源。因此，当旧
物件遇上新事物时，不能一味地以新取代，这
已成为闽台业者和专家学者的共识。但古建
筑与现代居住环境该如何结合，才能让古建
筑在修旧如旧的同时，又融入当代人的生活
中，既体现历久弥新的文化积淀，又发挥出活
化后的经济价值，仍需要两岸业者深入探讨、
携手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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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台携手，让古建筑重焕光彩
□本报记者 吴洪 文/图

■新闻话题

闽台传统建筑文化一脉相承，在台湾
散落着许多源自闽南的古建筑，它们既是
闽台同根同源的历史见证，也是闽台情感
联系的纽带。近日，2020年海峡两岸古建筑
交流研讨会在福州、台北两地以视频连线
的形式同步举行，来自厦门大学、福州大
学、台北科技大学、台湾成功大学等两岸 16
所高校及 13 家建筑行业协会、单位的近
150名专家学者、行业代表、高校师生“屏对
屏”，共同探讨闽台古建筑的文化渊源、保
护传承及活化转型。

■特邀嘉宾

戴志坚 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
民居专业学术委员会副会长

谢必震 福建师范大学
闽台区域研究中心主任

李乾朗 台湾艺术大学艺术管理
与文化政策研究所教授

徐裕健 台湾华梵大学智能生活
设计学系教授

杨宝华 福建工程学院设计学院台籍教师 两岸业界专家通过视频连线分享古建筑保护与传承的经验与做法。

近日举办的第四届海
峡两岸青年共享阅读季活
动先后走进厦门、泉州，举
办 名 家 作 品 读 书 会 ，分 享
交 流 书 里 书 外 的 故 事 ，吸
引 了 许 多 在 厦 门 、泉 州 创
业 就 业 的 两 岸 青 年 参 加 。
图为参加活动的两岸青年
在三影堂厦门艺术摄影中
心参访。

本报记者 林泽贵
通讯员 汪凯 摄

新华社香港10月14日电 香港特区立法会新一个立法年度的首
次会议 14 日举行，会议进行了多项法律条例草案的辩论。

按照会议议程，14 日举行的立法会会议恢复了《2019 年渔业保护
（修订）条例草案》《2019 年广播及电讯法例（修订）条例草案》和《2019
年运货货柜（安全）（修订）条例草案》等法律草案的辩论。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原任期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届满，第七
届立法会选举原定于 2020 年 9 月 6 日举行。因应香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
峻形势，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推迟一年，香港特区第六届立法会
继续履行职责不少于一年，直至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任期开始为止。

香港特区立法会新立法年度首次会议召开
新华社香港10月14日电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 14 日表

示，受 13 日台风影响，香港当天暂停部分新冠病毒检测服务。截至 14 日零
时，香港未发现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确诊人数维持在 5201例。

据介绍，13日因台风“浪卡”而发布的警告信号维持至晚上7时之后，卫生
防护中心下辖的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只能提供有限度服务，新冠病毒检测样本
收发服务须暂停，中心13日处理的样本中暂未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卫生防护中心目前正继续跟进已确诊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及接触者追
踪的工作。卫生防护中心发言人呼吁，鉴于近日香港的疫情严峻，市民应尽
量减少外出和社交接触，并避免所有非必要的外游。

香港昨日暂未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