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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金门协议》所要解决的是私

渡人员和刑事犯、 刑事嫌疑犯的遣返问

题，但《金门协议》的签订，在经过长期隔

绝之后的海峡两岸间率先铺设了一条独

特的交流渠道。

据福建省红十字会秘书长何钟生

回忆，《金门协议》 签订后的第二年，台

湾红十字组织秘书长陈长文来闽访问，

双方做出了联合举办海峡两岸红十字夏

令营的决定。1993年首届闽台红十字青少

年夏令营在厦门开营，25位台湾年轻人和

30名大陆年轻人参加。1994年起， 夏令营

升格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主办。此后，“海

峡两岸红十字青少年夏令营”在两岸轮流

举办，年年进行，持续至今。

今年，海峡两岸红十字青少年夏令

营第一次走进湖南。两岸红十字青少年

持续18年来的交流沟通，也成为两岸青

少年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历史见证。

■撰文/记者 刘玉锋

（下转13版）

21年前———

46条人命催生《金门协议》 两岸打开和平交往之门

海峡两岸红十字青少年夏令营背后的故事

2011年7月16日到20日，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主办的海峡两岸红十字青少年夏令营在湖南举行。这不是一次

普通的两岸青少年交流活动。它是两岸关系史上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的延续。1990年，两岸隔绝40年后，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与台湾红十字组织在金门签署了《金门协议》，由此打开了两岸和平交往的历史之门，并在第二年开始做

出联合举办海峡两岸红十字夏令营的决定。这是1949年以来，两岸民间团体授权签订的第一个书面协议，开创了

两岸事务制度化处理的先河。鲜为人知的是，两起惨案的46条人命，催生了《金门协议》。

密封钉死的船舱里，25名福建渔民被

活活闷死

《金门协议》谈判代表、时任中国红十

字会总会台湾事务部副部长张希林回忆，

《金门协议》的契机，源于两起海上惨案：

1990年7月22日凌晨，福建平潭县一位

渔民发现了一条搁浅的小渔船。 令人触目

惊心的是，打开被密封钉死的船舱后，里面

竟是25具福建沿海的渔民尸体。 惟一的幸

存者林里城经全力抢救后脱险。

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

后，有不少岛内通缉犯潜逃到大陆。出于对

台湾的好奇， 也有一些大陆渔工私渡到台

湾。这26位福建沿海的渔民，就是私渡到台

湾时被抓的。1990年7月21日下午， 台湾有

关方面在宜兰县澳底， 用黑布蒙住他们的

双眼，强行关进船舱，遣返回大陆。船舱顶

盖用六寸长的全新圆钉钉死， 并压上木头

等重物。被关押的渔民挤蹲在一米来高、三

米见方的船舱内，缺氧缺水，闷热异常。他

们用头顶，用手砸，拼死欲打开舱盖，但无

济于事，最后活活闷死了。只有林里城发现

船板上有个绿豆大的小孔，凑近呼吸，才保

住性命。

这起惨案，引起了强烈的舆论喧哗。不久后

的8月13日，台湾海军派军舰押送福建“闽平

渔5202号”渔船驶回福建。军舰掉头返航时，一

下把渔船给撞沉了。船上被遣返的50名福建人，

21人淹死。据获救者说，船在被撞前，原先被关

在舱内的人已弄掉了封舱的木板，登上船面，

否则必被封死在舱内，死伤将更为严重。

两起惨案，46条人命。如何人道、安全地

妥善解决两岸人员遣返的问题，引起国家领

导和台湾当局的高度关注，双方都认为以红

十字组织负责沟通遣返是明智的选择，做出

这样的选择也是有缘由的。

1987年10月， 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

居民到大陆探亲， 但两岸音讯隔绝近四十

年，怎么寻找亲人？好在红十字会有一项传

统的工作，就是“查人转信”。 当时海峡两岸

通过红十字组织查人转信、寻根问祖的信件

激增，数万名两岸同胞因此取得了联系。

1990年， 时任台湾红十字组织副秘书

长常松茂的夫人刘凤子来大陆旅游，在宜昌

突发急病入院。中国红十字会特别安排专人

赶到宜昌看望她。通过积极治疗，她平安返

回了台湾。

常松茂为此主动打电话给中国红十字

会总会时任副秘书长曲折，这是两岸红十字

组织负责人第一次互通电话，打破了台湾当

局“不能和大陆方面直接联系” 的禁令。因

此，当惨案发生后，台当局决定由台湾红十

字组织出面，跟大陆签署协议。据时任台湾

红十字组织秘书长并参与协议签署的陈长

文回忆说，起初台湾方面担心大陆对于这一

提议会不予理睬，没想到中国红十字会“二

话不说”就同意了。

一开始，台湾当局提出，谈判地点

应该不在台湾也不在大陆，要去第三

方，比如日本、菲律宾。但当时的中国

红十字会总会秘书长韩长林认为，中

国人自己的事情 ， 跑去其他国家干

吗？

当时台湾方面是“行政院长”郝柏

村牵头，陈长文问郝柏村“究竟在哪里

谈”，郝柏村提出，可以到金门谈。经过

周详考虑，中国红十字会同意了这个方

案。当时，金门岛是军事禁区，对台湾民

众也不开放，可保隐秘。商谈时间定在9

月9日，代号为“909行动”。

因为一场台风， 双方商谈推迟两

天。1990年9月11日清晨，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秘书长韩长林、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台湾事务部副部长张希林等5人， 从厦

门抵达金门。

据张希林回忆，“当时我有点紧张，

也觉得新鲜、好奇。能跑一趟金门，在那

个年代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从厦门出发，

坐渔船过去， 对面的常松茂先生也坐着

渔船来接我们。台方来了4个人，台湾红

十字组织秘书长陈长文、 副秘书长常松

茂以及关系组主任徐祖安，这3个人都是

红十字组织成员。第4个人很特殊，我们

一看不认识，他自我介绍叫邓中正，大家

互换名片，他老先生掏了半天掏不出来。

大家开始都有点拘谨，后来坐下来聊天，

聊熟了他才说，邓中正是假名字，他的真

实身份是台湾军方的中将。”

休息半小时后，双方立即坐下来进

行商谈。张希林后来透露商谈细节：“由

于政治原因， 一些表达方式存在争议，

以前又从来没有落在字面上，所以需要

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词汇。如落款的时

候要写年号，陈长文说他习惯用‘民国’

纪年，我们主张用公元纪年。不知谁提

出来说，大家都是中国人，干脆用中国

农历，天干地支。后来一讨论，这也不行

啊，六十年一甲子，六十年之后就有重

复，谁知道你说的是哪年？最后没办法，

还是各写各的，只是我们商定，对外不

公布落款。”

当晚，大陆代表团将商谈的内容抄

写出两份手稿，确定遣返人员交接地点

是“金门-厦门”、“马祖-马尾”，遣返用

船规定为红十字专船， 民用船只引导，

船上只能悬挂白底红十字旗。

第二天，中国红十字会将草案文本

交给常松茂，双方签订了《金门协议》。

副刊·记忆

没想到，中国红十字会“二话不说”

就同意了

代号为“909行动”的两岸商谈，因台风推迟两天

“聊熟了他才说，他的真实身份是台湾军方的中将”

《金门协议》后第三年，“海峡两岸红十字青少年夏令营”在厦门开营

【伍】

1990年12月10日，《金门协议》签订以后，双方在大陆交接第一批遣返回台湾的6名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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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年来，《金门协议》一直在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