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先生和马先生这一次历史
性的握手，无疑赋予“先生”原本
这个普通又官方的称呼某些新的
含义。“习马会”时间点的选择，既
有某种巧合，也是一种传承。回溯
七十年，两岸走过种种艰辛，合作
交流已不可逆。

从先生到先生的称呼

称呼先生，是极其考验政治
智慧的。当我们展望两岸未来的
时候，不妨先听一听历史的回音。

那是1945年的8月14日，蒋介
石给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写下的电
报的开头，便是称呼“毛泽东先
生”。延安方面的回电，从第二封
开始也有了微妙的变化，同样称
呼蒋介石为“先生”。

重庆谈判被时人寄予商议中
国战后和平开端、未来发展前途、
建设大计的厚望。然而此后几年，
历经炮火，拼尽血肉，两岸的故事
被一道窄窄的海峡隔开了。

但时间总会慢慢抚平伤痕。
1983年6月，邓小平发表谈话，希望
双方不要再以“不当词语”称呼对
方。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14

日，中共中央发去唁电：“惊悉中
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先生不幸逝
世，深表哀悼，并向蒋经国先生的
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70年，从先生到先生，历史似
乎走了一个轮回。

从官方到民间的推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两岸对
立氛围依旧浓厚。然而，转机也恰
恰从这段时间开始。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
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告
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
大政方针，呼吁两岸就结束军事
对峙状态进行协商谈判，并表示
在实现国家统一时一定“尊重台
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
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

作为回应，蒋经国称：“统一
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但中国
的统一 ,必须以自由民主为基
础。”这是国民党政府首次正面
回应中共的和平呼声，第一次就
统一提出条件。

而到了1986年5月3日，一架台
湾“中华航空公司”波音747货机降
落在广州白云机场。“中华航空公
司”和中国航空公司各派出三名
代表，在香港进行了为期四天的
历史性商谈。这次商谈是两岸在
隔绝37年后由官方在背后主导下
的第一次公开接触谈判。

历史总要被书写

为应付两岸关系发展的需要
以及推行有限的大陆政策，1990年
11月21日，台湾当局成立了“财团
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这是以民
间团体身份出现的半官方机构。
到了1991年12月16日，大陆社会团
体法人性质的民间团体“海峡两
岸关系协会”成立。

基于一个中国的共识，两会
于1992年11月经函电往来达成了
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
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1993年，两岸间展开首次半官方直
接接触———“汪辜会谈”，并签署4

项协议，两岸迈出了历史性一步。
在“习马会”之前，10年前也

有一次历史性会面。2005年4月26

日至5月3日，时任中国国民党主
席连战“登陆”展开和平之旅，与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
谈。两人在人民大会堂的握手，是
1945年重庆谈判后时隔60年国共
两党最高领导人的历史性握手。

历史总要被书写，相信在“习
马会”之后，两岸关系将更加密
切，迈向更高的台阶。

本报记者 张榕博 高扩
任鹏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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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关系破冰点：

政经往来亲情推动

打破敌意与隔阂

文/片 本报记者 陈玮

16岁赌气离家

再也没回去过

离开台湾之前，陈冬春从未想
过，他会从国民党士兵变为解放军。
那是在1949年1月，傅作义接受了和
平解放北平的协议，国民党第35军
被和平改编，陈冬春当时身在其中。

随后的几十年，他随着新部队
辗转来到青岛，加入北海舰队成为
一名海军，后来又因为清理特务的
需要，被调到济南市公安局，扎下根
来。生活地点不停变化，他却离故乡
台湾，越来越远。

16岁那年，也就是1945年，陈冬
春还是台湾高雄市一个资本家的小
少爷，有一天跟家里人赌气，一个人
跑离了家，看到国民党在征兵，就应
征入伍并跟去上了军舰。天亮时听
见了炮声，陈冬春才知道他到了大
陆，家已很远。从此，他中断了跟家
乡的一切联系。

战争打破了陈冬春过去的安
逸，他跟鬼子拼过刺刀，曾跳下粪池
躲避敌人，甚至还救了一个被抓的
共产党员。在护送这位共产党员时，
他跟部队失散了，共产党员邀请他
一起加入共产党的部队，陈冬春拒
绝了。他说往南一直走，就可以直接
回到家，可是在途中，又碰到了另一
支国民党部队。

那时的他还觉得，回家是很容
易的事，只要战争停止了，立马就能
回去。于是他重新加入部队，甚至沿
着与家乡相反的方向往前走。直到
1949年，蒋介石带着200多万国民党
军民逃到台湾，并对大陆实行不接
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
两岸从此互不往来。

陈冬春突然发现，那个承载着
他的父母和十几个兄弟姐妹的家
乡，从此成了一个孤岛。而他，在没
有任何亲人的大陆，将要孤独地开
始生活。

等不来大哥回信

临终遗言是“回家”

在组织安排下，上世纪50年代，
陈冬春在大陆结婚也有了孩子。他
的朋友并不多，因为一直操着浓重
的台湾口音，别人听起来很困难。不
过他脾气很好，不说话时常对人笑。

只是每逢大年三十和中秋节，
他刻意躲开家人的热闹，一个人搬
起板凳，坐在院子中心，抬头看着月
亮。他的儿子陈文华（化名）过来陪
他坐在身旁，陈冬春念叨着：这不是
我的家，我的家在很远的地方。然后
是长长的叹气，一串连着一串。

他曾想通过战友跟家乡的亲人
联系，但是两岸关系的僵持，让他一
直无法成功。而这个心愿，也在一个
动乱的时代被搁置了，陈文华现在
还记得放学后家里墙上贴满大字

报。陈冬春默不作声忍受着侮辱和
摧残，陈文华知道，父亲在咬牙坚持
着，等待一个可以回到家乡的机会。

这个机会在动乱结束时让陈冬
春等到了。大陆开始善待老兵，可以
享受每年两次疗养的机会。他听说
杭州的疗养处，会有很多境外人士
在那里，于是赶忙去了杭州，并在疗
养期间认识了一个香港友人。这位
香港人士愿意帮助陈冬春联系台湾
的家人，于是陈冬春兴奋地写了一
封信，让他带给自己的家人，并务必
让家人回信。

陈文华回忆，父亲在心里积压
了多年的抑郁，仿佛一夜之间好转
了，突然也喜欢跟别人说话，尽管大
家并不懂，他仍然说得很开心。

然而，他并没有等来家人的回

信，他猜测是香港人忘记了这件事，
或者自己的家人已经随着战争散
了。很多年后，陈文华和兄弟们才辗
转知道，香港人很快找到了在高雄
市政府担任高层职务的陈冬春的大
哥，但当时台湾的高压政策，让大哥
收到信后立刻烧掉了，没有透露给
任何人。

累年的伤病加上癌症的侵袭，
伴着杳无音信的等待，1987年9月29
日，陈冬春病逝了。最后弥留之际，
他用手歪歪扭扭地写下了留给儿子
们最后的字迹：回家。

逝世后的一个星期，蒋经国发
布公告，准许来台的军民回家探亲，
并允许在大陆的台湾老兵返乡，打
破了长达38年的冰封期，然而陈冬
春没有等到这一天。

看到家乡的祠堂

觉得父亲该“回去”了

其实从1979年开始，两岸关系
已逐渐破冰，当年大陆对台湾产品
开放市场，并给予免税、减税等优惠
待遇。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更是有越来越多的台湾人来到大陆
经商。山东省在那时成立了台胞经
济技术咨询服务中心，陈文华主动
请调去中心联络部工作，以此能够
结识更多的港台友人，说不定哪天，
可以联系到父亲陈冬春的家人。

终于有一天，在一次研讨会上
他认识了一位在台湾银行工作的高
雄人士，于是托他打听自己的家人。
很快，陈文华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
说：我是你大伯的女儿，是你大姐。

通过在香港的中转，陈文华的
大姐来到了济南，也是那时候才知
道，当时寄托了父亲希望的信，被大
伯烧掉了。在电话中，大伯痛苦着向
陈文华道歉，求他们能原谅自己，一
个月后便去世了。陈文华的大姐说，
他的父亲后半生，一直在自责中度
过，因为陈冬春的父亲临死前，嘱咐
大儿子一定要找到弟弟。

1993年，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
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签署《两岸挂
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两岸
邮政部门正式互办挂号函件业务。
陈文华一家照了张全家福，并特意
给陈冬春留了座位。在照片洗出来
后，他们贴上了陈冬春的照片，寄去
了台湾。

如今每到春节，陈文华和兄弟
们都会跟台湾亲人通电话。2008年
12月15日，两岸海运直航、空运直
航、直接通邮全面启动，宣告“三通”
时代来临，陈文华开始着手筹备台
湾旅游计划。终于在2012年，陈文华
回到了父亲的家乡，看到了过去陈
冬春生活的宅子，还有家乡的祠堂。
他觉得，应该把父亲送回故乡。

在多次直飞台湾跟家族的人讨
论父亲回乡具体事宜后，2015年，陈
文华将父亲母亲的骨灰收好，送回
了台湾。此时距离1945年陈冬春离
家，已经整整70年。

回回家家的的路路
他他走走了了7700年年
济南一位台湾老兵的曲折人生

骨骨
肉肉
情情
亲亲

1993年，儿子陈文华把父亲陈冬春(前排左四)的照片“贴”在全家福里，寄给了台湾亲人。

“同胞隔海相望，亲
人音讯断绝。”在习近平
会见马英九时，寥寥数语
概括了两岸对立之后给
无数家庭留下的刻骨伤
痛。也因此，两岸破冰对
于那些在大陆台湾都有
亲人的同胞来说，显得无
比珍贵。

在济南，曾经生活着
一位来自台湾的军人，他
1945年参军离开台湾，从
此便与家乡永别，直到
2015年，他的骨灰才被送
回家乡。他叫陈冬春，70
个冬去春来见证无数悲
欢离合，也见证着两岸关
系从冰封走向融合。

解放初期陈冬春在部队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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