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 月 5 日至 6日，习近平对越南进
行国事访问。越南年轻人亲切地称习近平
为“BáC”(伯伯)。越南人对称呼很讲究，不
同称呼体现不同情感。时至今日，越共领
袖胡志明仍被越南人民亲切地称为“胡伯
伯”。而“胡伯伯”的革命生涯与中国人民
的革命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

抗战前
作为共产国际东方部常务委员，胡志

明于 1924 年底来到广州，以苏联驻广州
领事馆翻译的身份，在中国开展革命活
动。

此前，已有一批越南爱国志士在广州
进行活动。胡志明将这些青年改组为越南
青年革命同志会，该会成为越南共产党的
前身。当时周恩来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
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利用这个条
件，胡志明挑选了一些优秀的越南青年到
黄埔军校进修，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学习军
事、政治。

抗战中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胡志明于

1938 年底从莫斯科到达延安，和毛泽东、
刘少奇、朱德等人并肩战斗，共同生活。

1941 年 2 月，胡志明回到越南，直接
领导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胡志明在靠近
中国的高平省北坡建立印度支那共产党
中央的秘密指挥机关，开展抗日游击战
争。黄文欢、范文同、武元甲等人则继续留
在中国的广西靖西，巩固和发展越南革命
的海外基地。依靠中国边民的帮助，越南
革命者开辟了从北坡到中国广西的若干
条交通线。每一条交通线，都有中国边民
的家作为越南革命者的秘密联络点。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8月
19 日，越南人民胜利地举行了“八月革
命”。9月 2日，胡志明主席在河内巴亭广
场宣读了《独立宣言》，宣布越南民主共和
国成立。新政府成立不久，法国殖民者在
美国的支持下卷土重来，妄图恢复在越南
的殖民统治，一场艰巨的抗法斗争又在越
南全国展开了。

抗法援越与抗美援越
中国军事顾问团到了越南之后，首先

打了一场以打通两国边界为目的的边界
战役，接着帮助越南人民军成功地实施了
红河中游战役、东北战役和宁平战役。之
后，又于 1951 年 12 月至 1952 年 2 月进
行了和平战役，1954 年春天进行了迫使
法军最终从越南撤退的奠边府战役。

1965 年春天，胡志明再次秘密访华，
请中国援越抗美。他向毛泽东述说了越南
的情况，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条子，条子上
记录的是要中国为越南在河内以北抢建
12 条公路的示意图。

就是这张示意图，调动了中国的 30
多万大军。在 9 年的越南抗美救国战争
中，中国援越部队和专家伤亡 5000 人，
1000 多名烈士埋葬在越南的土地上。

1969 年 9 月 2 日 9 时 47 分胡志明
逝世，享年 79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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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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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关系 66 年历程速览

历史锐角

鲁迅为什么从来没有骂过蒋介石？

1 1 月 7 日，两岸领导人习近平、马英
九在新加坡会面，互称“先生”，就推进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这是两岸关系发
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在此之前，
两岸曾经“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
抗战胜利后，两党内战，1949 年国民党败
退台湾后，海峡两岸对峙长达数十载……

破冰
1 979 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

《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争取祖国和平
统一的大政方针，两岸关系发展由此揭开
新的历史篇章。

1987 年底，两岸同胞长期隔绝状态
被打破，两岸同胞交往日益密切，两岸经
济文化交流蓬勃发展。

1992 年，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达成
“九二共识”。1993 年 4月，双方在此基础
上于新加坡举行首次“汪辜会谈”，成为
1949年以来两岸授权高层人士首次会谈。

1998 年 10 月，第二次“汪辜会谈”在
上海举行，拉开了两岸政治对话的序幕。

反分裂
1 999年 7月，时任台湾当局领导人李

登辉抛出“两国论”的分裂主张，致使两会商
谈被迫中断。2000年 5月，奉行“台独党纲”

的民进党上台“执政”，陈水扁当局的“台独”
活动不断升级，使台湾局势日趋严峻。

2005 年 3 月 14 日，十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高票通过《反分裂国家法》，表明了
全国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台独”
分裂势力的坚定意志。

相逢一笑
2005 年 4月 29 日，时任中共中央总

书记胡锦涛与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
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谈，并发布了“两岸
和平发展共同愿景”，郑重宣示：坚持“九
二共识”，反对“台独”，谋求台海和平稳
定，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维护两岸同胞利
益，是两党的共同主张。

连战回到台湾不久，“两岸和平发展
共同愿景”被国民党列入政纲。

连战来访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于 5
月 5 日率团访问大陆。5月 12 日，胡锦涛
和宋楚瑜在北京举行会谈，并发表了会谈
公报。

拨云见日
2008 年 3 月 22 日，陈水扁和“台独”

分裂势力企图通过“入联公投”谋求“台湾
法理独立”的图谋遭到严重挫败。认同“九
二共识”、主张发展两岸关系的国民党候

选人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5月 28日，胡锦涛同时任国民党主席

吴伯雄举行新形势下两党领导人首次会谈。
半个月后的 6月 12日，海协会和海基会领
导人在北京举行了会谈，中断9年的两会制
度化协商正式恢复。迄今，两会已举行十一
次领导人会谈，签署23项协议，解决了关乎
两岸同胞切身利益的一系列问题。

2008 年 12 月 15 日，海、空运直航和
直接通邮同步实施，两岸同胞翘首以待 30
年的“三通”基本得以实现。由此，两岸迈
入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崭新时代，各
领域往来蓬勃发展，持续热络。

随着两岸政治互信的进一步增强，两
岸关系迈出 60多年来极为重要的一大步。
2014年 2月 11 日，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与
时任台湾方面陆委会主委王郁琦在南京首
次正式会面，并建立了两部门常态化联系沟
通机制。同年6月，张志军访台，实现了双方
两岸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互访。

201 5 年 5 月和 10 月，国台办主任张
志军与台湾方面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先后
在金门、广州两度会面，就当前两岸关系
形势以及两岸关系发展中的有关问题交
换意见，达成积极共识。

大家都知道，鲁迅先生一生嫉恶如
仇，被他骂过的人不计其数，涵盖政界、军
界、学界等各个领域。但鲜为人知的是，在
鲁迅的一生中，对于当时最大的“反动派”
蒋介石却从来没有骂过，甚至连一句批评
的话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呢？

鲁迅对蒋介石态度的渐变
在早期，蒋介石代表的是革命力量、进

步力量，鲁迅对他也非常欣赏。在鲁迅的文
字中第一次出现蒋介石的名字，是在 1926
年 10 月 20 日，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
“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
别’这些话，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
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鲁迅当
年 45 岁，担任厦门大学国文系教授，正值
思想的巅峰时期，可以看出来，这个时候的
鲁迅，是站在蒋介石那边的。

第二年 6 月 12 日，鲁迅再一次在书
信中提到了蒋介石的名字：“如暑假前后，

咱们的‘介石同志’打到北京，我也许回北
京去，但一面也想漂流漂流，可恶一通，试
试我这个人究竟受得多少明枪暗箭。”

当时，蒋介石正准备北伐，鲁迅对他
的期望很高，希望他能打到北京，自己也
可以跟着“沾光”。

请注意，这是鲁迅一生中仅有的两次
在文字中提到蒋介石的名字，而且都是正
面的。

随着蒋介石的势力越来越大，越来越走
向“反动”，鲁迅对他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蒋介石对鲁迅的惺惺欣赏
1 930 年 2 月 13 日，鲁迅与郁达夫、

柔石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
盟”，号召争取言论自由，结果遭到了国民
政府的通缉。不过，很有意思的是，这份通
缉令公布了长达七年的时间，鲁迅的行踪
也并不神秘，却始终都没有被抓起来。

很多人分析说，这是因为鲁迅的威望
太高，国民党不敢下手。其实这个解释并
不能成立。在当时，国民党暗杀的大人物
还少吗?比如史量才，上海《申报》的总经
理、总主笔，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丝毫不在
鲁迅之下，却仍然被国民党暗杀了。

鲁迅之所以屡屡化险为夷，或是因为
蒋介石对他的欣赏。

1930 年 12 月，有人曾向蒋介石告密
说：“现在教育部里的特约编辑周豫才，就
是鲁迅，是最激烈反对你的中国自由运动
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
头子，也就是浙江省国民党党部呈请中央

通缉在案的那个人。”
但蒋介石不但没有派人抓他，反而想

拉拢他：“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
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
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
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
会面。”

不过，蒋介石的主动示好却遭到了鲁
迅的拒绝。但是，鲁迅也深知，蒋介石的忍
耐是有限度的，所以在文章中，鲁迅从来
不指名道姓地指责蒋介石。

说到底，鲁迅先生并不只是一个一往
无前的斗士，更是一个懂得迂回、懂得避
让的战略高手。

1936 年 10 月 19 日鲁迅逝世后，蒋
介石派上海市长吴铁城去灵堂祭奠，并以
蒋介石的名义敬献了花圈，表达了对这位
浙江老乡的敬意。

■■鲁鲁迅迅 ■■蒋蒋介介石石

历史延伸

胡伯伯：
与中国有不解之缘的
越共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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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骂人无数

“习先生”见“马先生”的背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