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电 据岛内媒体报道，中国国
民党主席马英九 !" 月 ! 日表示，台湾
目前的两岸政策符合台湾主流民意，因
此会以此方向持续进行下去。他也希望
台湾将来无论是谁执政，两岸关系都应
该朝目前的方向发展，因为这是对台湾
最有利的发展方向。

马英九强调，目前我们已为两岸关
系奠定了一个可大可久的基础，希望在
这个基础上继续为两岸人民谋福祉。

他还提出，目前台湾方面现阶段最
重要的两岸工作有三项，一是扩大两岸
深化交流，二是两岸两会互设办事机
构，三是通盘检讨有关两岸交流的法规
并加以修正。目前正在进行的 "#$%后
续协商是两岸经贸关系的关键，希望能
在明年全部完成，使两岸在经贸合作上
再向前一步。

有关两岸互设办事机构，马英九认
为这是两岸关系的基础工程。他说，两
岸一年人员来往超过 &''万人次，在大
陆地区居住、工作、就学及贸易的台湾
民众也有 (''万人以上，设立办事机构
能帮助他们在大陆处理相关事项，同时
也欢迎大陆来台设立办事机构，促进两
岸互动。

对于岛内有关两岸交流的法规，马
英九表示，将针对其中不合现状的地
方，因应时空环境的改变进行调整，让
双方更对等互惠地进行互动。

他还表示，开放陆资来台投资 )

年来，共有 ) 亿多美元的陆资来台，
最近有机会增加到 * 亿美元。陆资来
台带来 +,'' 多个工作机会，基本上是
对台湾有利的。未来除将扩大陆资来
台，也会在文化、教育等层面持续扩
大开放交流。

本报特约记者 闵 喆港台直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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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龙应台赴港再掀“龙卷风”

本报记者 李炜娜

!"月 #日，龙应台结束访港行程返台，
$天里，其一言一行都成为媒体和民众追逐
的焦点：港大演讲，千人礼堂座无虚席，有
线电视现场直播……龙应台抵港掀起的这阵
“龙卷风”，并无意外，头顶著名作家的光
环，又曾在香港生活 %年，龙应台早已蜚声
香港文化和学界。

曾在港大任教的龙应台在演讲中说：
“我以公务员身份看香港，走的行程都是我
以前作为作家走过的路，但这次带着特定问
题考察跟以前肯定是不一样的。”一语道出
差别。作家变官员，现任台“文化部长”的
龙应台，被观察的角度也自然变化。对港台
文化交流、两岸文化交流的看法和设想，都
是被关注的新内容。

“龙卷风”重回港大

以犀利文风被称作“龙卷风”的龙应
台，每每谈到香港，总是展现出温柔与眷
恋。"&!" 年离开香港前的告别会上，龙应
台发表了 '分钟动情演说，数度流泪。她赠
给在场的每个人一封亲笔信，信上写道：
“写作室在柏立基学院，开门见山，推窗是
海。山那边，有杜鹃啼叫，雨打棕榈；海那
边，有麻鹰回旋，松鼠奔窜。我对香港，充
满感恩。”

这次重回港大，虽是公众焦点，但她却
仍有回家般的自在。在港大演讲，一上台她
就开起了玩笑，看到好友林青霞在现场，直
说“怕她说自己穿得不对”。

访港期间，龙应台曾不止一次地用“故
事岛”来形容香港，她形象地打比方说，香
港拥有 !&& 个装满故事的抽屉，也许有 %&

个抽屉还没打开过。“这里故事多，是作家
的创作天堂和创作处女地。”

"&&# 年，龙应台应香港大学之邀出任
客座教授，从台湾移居香港。一住就是 %

年，期间写成了《龙应台的香港笔记》，香
港经历无疑是其品牌建设过程的关键一环。
用“故事岛”来形容记忆中的香港，不脱文
人本色。可当被问道“会否继续以作家身份
执笔”？龙应台却坦言“有时间宁愿睡觉”，
因为打了一份“临时工”，恐怕要离开公务
员的位子后才会再写。

用文艺与香港交朋友

今年 "月，龙应台离港返台，应马英九
之邀，出任台湾首任“文化部长”。接棒之

时龙应台即表明，与大陆和香港展开文化交
流是未来首要工作。此番重回故地，媒体的
一个重要观察点是：官员龙应台如何推动港
台两地文化交流？

在港大以“我的香港，我的台湾”为
题，龙应台讲述了她眼中的台湾和香港。凭
借自己对港台文化的了解，龙应台认为港台
两地具有鲜明的强弱互补，透过深度交流可
以彼此衔接。“台湾与香港的文化交流，应
该要更大胆、更深刻、更多元。”

上任伊始，龙应台即委派爱将和最理解
她想法的文化行政专家李应平，来港出任光
华新闻文化中心主任，推动港台交流和宣传
台湾文化。此次来港，她依然强调希望光华
中心发挥催化剂作用，透过这个平台，“用
文化艺术的方式跟香港交朋友”，并希望未
来可以进一步搭建与深圳、珠海和珠三角地
区的交流平台。

与香港媒体茶叙时，龙应台表示，将以
新的角度探讨建立港台文化交流机制的可能
性，让港台牵手发挥区域合作的文化优势。
龙应台在港期间，到民间团体参访，希望可
以从两地具体的连结做起。“比方说，就两
地民间艺术团体而言，台湾文创的优势在于
有‘泥土味’。但面临最迫切的问题是产业
链的建立和完善，怎样把文创转化为产值，
这就要跟香港学工业精神。”

两岸用了解消除误解

推动文化交流，媒体关注龙应台的想

法，潜台词是认同她不会只流于口号没有内
容。这种认知大概与她曾经的为官“政绩”
有关。

!%%%年，龙应台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
此后，她不再是只会批评的文人，而是负责
任地把台北变得更美、更有文化。她不热衷
于盖新房、拆老房，更重视“隐性”的文化
建设。#年任内，她努力拯救老巷弄、名人
故居以及老树木。因此，当马英九连任后公
布“新内阁”名单时，龙应台的名字赫然在
列，台湾各界的反应是“意料之外，情理之
中”。与此同时，外界也看到，任命龙应台
掌管文化部门，凸显马英九想要在文化政策
上有所作为。

两岸关系敏感特殊，即便是文化交流也
是如此。然而，在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
天，两岸文化交流的状况又绝非两岸之事。
龙应台访港，香港舆论同样观察的还有两岸
部分。

!" 月 # 日，龙应台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表示，面对两岸文化的差别，两岸都应该不
遗余力地让对方了解自己，以此来消除误
解。而龙应台履新后也多次表示，非常乐意
进行两岸文化交流。

作家、官员，在龙应台身上的众多标签
中，还有一个“外省第二代”。龙应台的父
亲龙槐生原籍湖南衡山，母亲应美君生于浙
江淳安，!%(" 年在台湾出生的龙应台，名
字融合了父姓、母姓和出生地。在推动两岸
文化交流互动方面，龙应台或许有更多的记
忆和故事可以为证。

继在高雄成功展出之后，“秉
承中山思想，光大黄埔精神———黄
埔军校历史图片展”今天在台北举
行，上百位台湾黄埔同学、退役将
领代表认真观看 -''多张图片，并
参加了随后举行的座谈会。

黄埔军校 ./-* 年 0 月在广州
创办后，历经南京、成都时期共办
-) 期，国民党退台后在高雄凤山
复办“陆军军官学校”。

展览由广东省黄埔军校同学
会、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等单位主
办。照片按时间顺序介绍历史，既有
蒋介石、何应钦、周恩来和叶剑英等
的照片和文件，也有黄埔校友在东
征、北伐和抗战中的珍贵史料。

专程从广州来台的黄埔军校
!'期生何季元，%!岁仍精神矍铄。
!%)( 年他随军参加台湾光复的接
收工作，与驻地台南一小学的青年
教师结下深厚感情。他说至今能感
受到台湾同胞对不再受帝国主义欺
凌的那种喜悦，那种憧憬。前年他
再次来台与校友聚会，回忆同窗共
读，同场习武，抗战时共同抗敌的
岁月，喜见中华大地从战乱频繁到
国泰平安，从一贫如洗到繁荣富
强，黄埔创办人中山先生的梦想，
很多已成为现实。他很高兴耄耋之
年还能为凝聚两岸共识做一点事，
“只要我走得动，就愿意多来。”

广东省政协副主席陈蔚文表
示，黄埔军人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铸
就了以“爱国、革命”为核心的黄埔
精神。举办展览和座谈研讨，就是
希望有更多的台湾同胞了解那段历
史，把黄埔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岁月老矣，来者恒多。据悉，广东的黄埔同学在世的
"&&多人，但他们的后代、传人很多。座谈会上，台湾退
役将领宁攸武形容黄埔人是“逐年减少，逐年增加”，减
的是岁月无情的凋零，加的是黄埔精神。随着二代、三代
的加入，两岸黄埔人的交流在扩大、更热络。

自称“四川丫头、江苏媳妇、台湾奶奶”的刘爱理，
与丈夫、黄埔第十七期生庞雄退休后常年奔走两岸，与大
陆的黄埔同学联谊沟通，为两岸交流做了许多工作。“我
往来两边一共 !##次了，黄埔情结依旧很深。”

腰板挺直、话音高昂的退役军人，说起话三句不离时
事。台北市陆军官校校友会理事长刘继正最关心两岸携手
维护国土。“能一起做的事，要结合起来一起做。保钓两
岸有一定的默契，还可进一步行动。”

主办单位之一的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代表，介绍了该
馆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情况。与会的台湾退将认
为，大陆对北伐、抗战等历史的描述越来越客观了。“当
年纪念馆没有蒋介石像，现在有了，他是校长嘛！对当年
黄埔军校重要人物的称谓，正在回归历史。”

（本报台北 !"月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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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老照片，黄埔校友找到了自己当年在校的编制

序列。

!" 月 ( 日，为期 # 天的香港国际烘焙展在香港会展中

心开幕。展会吸引了来自世界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商，

让公众了解烘焙文化。图为烘焙师在展会现场制作蛋糕，吸

引了不少观众。 新华社记者 赵宇思摄

!" 月 ( 日，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在香港发布第十一

届中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在其中的“城市综合竞争力排

行榜”上，香港、上海和北京位居前三。图为香港维多利

亚湾两岸。 新华社记者 李 鹏摄

▲国际烘焙展

两岸政策符合台主流民意

马英九望两岸关系持续发展

台湾

台湾“陆委会”主任委员王郁琦 (

日做题为“中共‘十八大’后两岸关系
发展”的专题报告，重申台当局领导人
马英九的观点：台湾当局整体资源有限，
应解决两岸更为急迫议题，洽签和平协
议并非当局施政优先项目。

王郁琦的报告点出，中共十八大报
告提到“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
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
凸显大陆希望两岸可以探讨政治议题。报
告说，在两岸洽签和平协议方面，和平协
议实质内容应有完整思考，不会与停战协
议或互不侵犯条约一样的表述，但需要以
什么方式呈现，或如何引导出两岸永久和
平的期待或作为，或许才是两岸双方应致
力找寻出彼此交集的核心关键。

和平协议何时签？
台当局表示不急

台当局官员在“立法院”遭“立委”
修理是常态，但这回破口大骂的主角却
成了一名台湾学生，被骂的则是“教育
部长”。绿营“立委”日前安排参与社会
运动的台湾学生出席“立法院”教育委
员会并发言，最后变成学生大骂“教育

部长”蒋伟宁“伪善、满口谎言、不知
悔改”。

绿营表示，邀请社会人士出席委员
会行之有年，国民党也做过。国民党
“立委” 洪秀柱则表示，从议事规则来
看，绝对不允许没有“立委”身份的人
站在质询台上质询有公权力的“行政院”
官员。她以过去曾任教师、长期在教育
委员会问政的经验，认为这一事件显示
社会道德价值观的崩坏。

学生骂“教育部长”
“立委”叹道德崩坏

香港

去年圣诞节，香港每天接待 )&& 个
旅行团，酒店一房难求。但业界预测今
年恐盛况不再，欧美团受经济困扰近年
人数愈少，印度旅客被东南亚抢去 #&+，
连最主力的内地游客，今年也出现团多

人少状况。香港业界还发现，内地客结
构发生变化，由原先的内地一二线城市
转为消费力相对弱的二三线城市客源。
以今年国庆黄金周为例，虽然内地游客
人数较去年上涨 ")+，但人均消费却由
每人七八千元降至五六千港元。

香港旅游业议会主席胡兆英表示，
这反映出内地游客在港消费模式已日渐
成熟，消费模式不再单一。

内地客不再豪阔
这个圣诞有点冷

内地购房者减七成
闯关孕妇降低八成
香港政府推出多项措施打击内地孕

妇通过违法行为来港产子已见成效。署
理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上周引述数字指出，
今年 %月及 !&月，内地孕妇冲急症室产
子个案较去年同期下降超过八成，至现

时的每月 "( 宗；而今年 ) 月至 !& 月，
在港“双非”婴有 !,($ 万名，较 "&!!

年同期 "!"%&名减少约三成。
港府一个月前出台政策，提高内地

人在港置业印花税，也已起到起到立竿
见影效果。香港房产机构统计，港府辣
招出台一周后，内地客来看楼数量相比
出招前下跌约 -&+，而出招一个月后则
下跌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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