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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港澳

由《两岸关系》杂志社主办的“从固始到台湾图片展台
湾风情小镇巡回展”，!" 月 # 日起一连 "" 天在彰化县鹿港
龙山寺、台南妈祖宫、邹族文化区举行。

在著名的鹿港小镇，很多民众一早就扶老携幼前来观看，
还有闻讯从台中、高雄来的。高雄人黄凤仁告诉记者，过去两
岸在福建共祭“开漳圣王”，今后还要往北寻，要去河南固始，
中原才是我们真正的源。

河南固始与台湾渊源颇深。“光州固始”是闽台族谱中记
载最多的祖地名。资料显示，台湾有 #$%的姓氏可溯源至固
始。唐初，固始陈政、陈元光率 #&个姓氏的近万名将士赴闽粤
平叛，成就“开漳圣王”事业；唐末，固始乡贤王审知兄弟率
'$$$乡民入闽开疆，成为“闽王”；此后的宋元明清，一批批先
民从闽粤等地播迁台湾及海外，后人代代相传记下族谱。这些
年寻根热持续，许多台胞产生了浓厚的“固始情结”。

这是《两岸关系》杂志社第三次在台办展，副社长钟河
林介绍，之前在台中、台南、高雄举办，反响很好。大家共
叙宗亲文化，共享根亲资源，这里的基层民众对展览所展示
的内容是认同的。展览中的照片、图表、资料，是先民大迁
徙的情景再现，其路线清晰可见，为闽台同胞族谱寻根、姓
氏溯源提供了直观的素材。他希望豫台两地因根溯源、因根
结缘、因根作为，进一步拓展文化交流。

台湾中南部民风纯朴，宗亲会、同乡会、联谊会很多，
近年在大陆举办公祭轩辕黄帝、神农大帝、伏羲等典礼上，
中南部的台胞社团踊跃参与，平时出发的恳亲团也众多。如
前不久中南部百名青年踏上甘肃寻根之旅，南台湾河南同乡
会组团走访郑州，今年两岸侨联厦门论坛期间，台湾 !( 个
同乡会、宗亲会、商会等与福建社团进行恳亲交流……这些
都表明，根亲文化在两岸、在华人圈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
础。前不久谢长廷到福建东山岛祭祖，感动落泪，甚至感到
“血液在沸腾”，这正是“原乡人的血，只有流回原乡，才会
停止沸腾”。

在龙山寺旁，小镇的各宗亲会以办桌的形式聚餐，庆祝
巡回展来到鹿港。来自高雄的中华海峡两岸企业交流协会副
会长陈堂立对记者说：“这多自然！自家人有事才这么办
嘛。”这个风情小镇，传统文化气息十分浓厚，现场表演的
阵头（闽南民俗技艺），全是鹿港高中生表演的。年长的带
着年少的，一齐去寻觅那延续千年的故事，更明白了“我从
哪里来”的朴素道理。

“根亲文化”热台湾
本报记者 连锦添 文)图

鹿港小镇传统文化气息浓厚，现场表演的阵头（闽南民

俗技艺），全部由鹿港高中生表演。

梳理 "$!"年两岸关系大事，近日采访并听取了两
岸多位专家学者的意见，记录下他们的见解。

朝着有利统一不利“台独”发展

比起历史突破性的“三通”、赴台游，"$!"年没有“破
冰”的惊喜和“里程碑”的成果，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黄嘉树的理解是：“"$!"年两岸关系表面上没有前几年
的热闹，但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到了深化阶段。”

黄嘉树认为，这体现在 & 个方面，一是国民党坚
持“九二共识”的立场，马英九对一个中国的原则做
了清晰、鲜明的表述；二是两岸学术界“艰难起步，
迈向政治”，在今年于哈尔滨举行的两岸经贸文化论坛
等场合，两岸学术界开始碰触政治议题；三是民进党
在今年败选后，开始讨论调整大陆政策和路线，民进
党籍学者罗致政、陈淞山等到大陆参加学术会议，谢
长廷参访大陆，这都是民进党内松动的迹象。即使苏
贞昌成立的“中国事务委员会”没有如期待中的变成
“大陆事务委员会”，但比起他们原先把大陆事务放在
“国际事务”内，也是“裂缝的显现”；四是以中共十
八大召开为契机，大陆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思想进行
了系统整理，纳入未来对台工作指导思想。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朱卫东用“朝着有
利于统一、不利于‘台独’的方向发展”概括了 "$!"

年的两岸关系。他从两个角度佐证自己的观点：一是
马英九年初连任对两岸关系发展是积极的信号，一个
主张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政党赢得选
举，为两岸关系发展又赢得了 & 年的时间。同时，马
的连任也表明“九二共识”在两岸关系上的基础作用
得到检验，和平发展思想得到台湾主流民意的认同；
二是谢长廷成功参访大陆，虽然其主张和想法受到

“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反对，也没被民进党主席苏贞昌
采纳，“因此不少人看低了他参访大陆的意义”，但朱
卫东认为，谢长廷的参访深具政治象征意义，反映了
民进党内的积极动向，向外界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
号———就是民进党要正视大陆，正确应对大陆，为下
一步民、共对话创造了条件。朱卫东提出，谢长廷此
次参访采用的民间邀请、以适当方式来访的模式，将
成为未来民、共交流的常态化模式。

!"#$效应显现 两岸经贸向前

“两岸携手赚全世界的钱”是两岸最容易接受的共
识，从 !(*( 年 《告台湾同胞书》 中“通商”的呼吁，
到目前大陆已成为台湾最大的经济伙伴，两岸经贸一
直在两岸关系上扮演破冰船和纽带的作用，经贸数字
也成为两岸关系的观察指标。

"$!"年全球经济复苏动力不足，世界经济下行压力
增大，大陆经济减速，但商务部研究员刘雪琴介绍的一
串数字表明，两岸贸易仍保持增长势头：!至 !$月，大陆
与台湾贸易额为 !+'*亿美元，同比上升 !!(,，其中大陆
自台湾进口 !$-*!(亿美元，同比上升 +%。

这几个数字大有琢磨的空间，一是台湾对大陆出口
之所以逆势增长，是因为 ./01 早收计划零关税的支
撑，早收计划中台湾 (&!',的货品共 '$(项今年起在大
陆享受零关税，截至 (月，关税优惠约为 &亿美元，同比
增长了 +&#,；二是两岸贸易额中，加工贸易由 !$ 年前
的 *$,下降为 '+,，这意味着贸易结构的优化，两岸贸
易产品中高附加值和高新技术产品比例得到提升。

今年两岸相互投资都有增长，! 至 !$ 月，大陆共
批准台商投资项目 !*-# 个，实际使用台资 "+!+ 亿美
元，同比上升 +!!#,。据台湾方面的统计数字显示，!

至 ( 月，台湾核准陆资赴台 (( 项，比去年全年增加
"+!*',。台湾对大陆投资的前五大行业主要是高新技
术产业与金融及批发零售等服务业，大陆对台投资产
业也集中在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这意味着服务业
及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两岸产业合作的重点。

刘雪琴认为，"$!" 年两岸在贸易、投资、产业合
作、完善机制方面“均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分歧挑战俱在 大势不可逆转

!"月 +日，在京参加两岸关系研讨会的台湾师范
大学教授范世平讲叙了他对两岸关系的观察。他说，
从今年台湾的两场重要选举来看，台湾南部民众的政
治立场没有改变，民进党仍有四成五的选票，这意味
着四成五的民众对两岸关系发展仍有疑虑。此外，根
据 《联合报》 今年 ( 月的民调数字，对统一的支持率
并没有随着两岸关系的紧密而提升，但“台独”的支
持率的确减少了，蓝绿阵营均接受“中华民国”，对这
个概念的认同率提升了。两岸谈判进入深水区，包括
货币清算机制、服务贸易以及签署文化协议，文化协
议会牵扯到台湾内部一些敏感问题，这些都是挑战。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刘国深提出，两岸存在着
政治话语的知识错位、概念偏差。他举例说，台湾媒体近
日报道大陆“侵门踏户”，说大陆“居然在护照上把我们
台湾的日月潭印上去了”。刘国深反问：“中国大陆什么
时候没把台湾当作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来
都是这个立场，这怎么变成一个问题了？”刘国深认为，
知识重建很有必要，现在有必要把两岸现有的知识系统
做一个总的梳理，“知道我们在哪些方面存在着问题”。

对于分歧与挑战，黄嘉树认为，在于台湾当局对
一个中国的坚持还有不彻底和不落实的地方，民进党

是否能够转型也有待观察，“双方学者在政治对话中
也会吵架”，两岸关系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
这并不奇怪。

海协会副会长王在希说，两岸回到政治议题，矛
盾、分歧就会出现，有些问题很难回避。因此，要保
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一要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在
这个基础上双方就可以互相包容，增进互信，平等协
商；二要坚持统一目标，分裂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最
大的干扰。王在希认为，两岸关系发展的大趋势不会
逆转，虽然在前进的道路上有分歧和不同的立场，但
可以在交流中逐步化解，最终达成一致。

编者按：一年将尽，又到了“却顾所来径”的节点，回望 "$!"年港澳台发生的大事小情，也许有不少事情值得

梳理回味：香港方面，新一任特首产生、新一届立法会出炉、楼价高企、汇率走低；两岸关系方面，马英九当选连

任、岛内经济持续低迷、谢长廷参访大陆，引发民进党大陆政策之争……

本版从今天开始，陆续推出“回望 "$!"———港澳台年终专稿”，以专家视点和记者观察，将年内港澳台的重点

事情为读者梳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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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表面热闹 却已进入深水区

台湾商品在大陆已随处可见，图为 !!月在北京举

行的台湾名品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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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拥有 &' 年历史的香港茶餐厅
“金记”因不敌高房租，宣布本月底结
业，消息引来食客排队一尝最后的美
味。无独有偶，!" 月 & 日出版的最新
一期国际饮食杂志《米芝莲指南》，报
道了“好旺角”云吞店的辛酸故事，
这家创办于 !(*! 年的老店，赢尽口
碑，却一样不敌高租金，被迫关张。

老店不在 记忆犹存

已有 &! 年历史的鲜打云吞面店
“好旺角面家”，位于旺角中心对面，
人流鼎盛，生意昌隆。但近年香港房
租倍增，小店多年坚持，手打云吞面
卖 "*元一碗，运营难以为继。

好旺角面家的第二代传人吴宇恒
接受采访时说，他自幼在老店做童工，
厨房师傅教他煮面、楼面也做了好几
年，整间店充满了回忆。许多老顾客
可能也有类似感受，这家店的餐牌 &$

多年不变，清一色云吞、水饺、牛腩
等，面底每天由打面师傅亲手打，即
“竹升面”，云吞皮亦是自制。“老店

不在，食物始终在这里，人的记忆最
久的就是味道”， 吴宇恒说。

老店曾两度入选“米芝莲美食”，
今年再度上榜，对香港老字号食品店
的质素给予充分肯定。

喝惯的奶茶哪里找

位于筲箕湾道 "-! 号的茶餐厅
“金记冰室”诞生于 !(-* 年，由于业
主近期决定将原来的 " 万港元的租金
增加至 &万，现年 (! 岁高龄的老板陈
桂秋面对高昂的店租以及不断上涨的
食材成本等多方压力，不得不选择在
!"月 "*日结束营业。又一家有浓郁老
香港气息的餐厅将消失在香港繁华的
街道中。
“金记”的装潢从 !(-* 年一直沿

用至今，古色古香处处流露出老香港
的味道。餐厅内墙上挂着怀旧的瀑布
装饰及风景画，餐厅的桌椅，甚至连
厨房顶墙上挂着的时钟都历史悠久，
点上一杯“金记”最受欢迎的老牌丝
袜奶茶，你都可以发现杯子就是早年

港剧里最常出现的款式。
物价不断飙升，而“金记”的价

格却依旧，“吃一个套餐，不过 "&

元，有主食还有喝的。”张太太是“金
记”的常客，“这里和十几年前一样，
喝习惯了这里的奶茶，不知道以后上
哪里找。”

许多老顾客听说“金记”要关门，
还以为店员在开玩笑。而不少人在网
上看到消息，也纷纷赶来品尝，希望
记住传说中的老味道。

食肆败退 令人惋惜

香港政府在 !$ 月份推出狠招打击
楼市炒卖，逐步显现出对房地产市场
的作用。在新政的影响下，资金正在
从住宅市场流向商铺。新近的调查显
示，香港铜锣湾以每年每平方米 "2+*

万美元的租金，超越纽约第五大道成
为全球最昂贵的零售地段。

靠薄利多销留住人气的老餐厅，
纷纷不敌高房租。另外一些老店，则
因为食材短缺，后继无人等原因关门。

年初，香港一家拥有 -$ 年历史的鱼丸
店“山窿谢记”关张，就是因为近年
制鱼蛋食材“九棍鱼”及“或仔鱼”
渔获锐减，打鱼蛋师傅“青黄不接”。

街边巷尾的老餐厅是香港美食文
化的精髓所在，来自大江南北的精致
厨艺在这些或许并不起眼的小店内沉
淀生根。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蔡
澜曾著 《蔡澜常去食肆 !-$ 间》 一书，
道尽这些老店的魅力。老餐厅深受本
地人与游客的喜爱，却不断传出关门
结业的消息，令人叹惋。

房租高 食材缺 后继无人

香港老餐厅相继倒闭
本报特约记者 闵 喆

“金记”茶餐厅

本报台北 !" 月 !# 日电 （记者连锦添）
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王求任团长、人民日
报社副总编辑陈俊宏为副团长的中央媒体负
责人访问团，应台湾联合报系的邀请，今天中
午抵达台北，展开为期 "#天的交流访问行程。

这是中央媒体负责人第四次组团访台。
访问团由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
新社和中国日报 $ 家媒体负责人组成。中共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孙志军，中共中央台办副
主任叶克冬，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王冬梅任
访问团顾问。

访问团此行将走访台北、台中、高雄和
花莲等地，参访台湾主要媒体和新闻同业组
织，与岛内同行进行沟通、交流，增进两岸
媒体之间的相互了解，进一步促进两岸新闻
交流合作。

抵台当天下午，代表团参访了联合报系总
部，听取联合报系主要负责人简要介绍报系情
况，并就媒体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王求表示，本次大陆媒体参访团规格较
高、代表性较广。近年来两岸新闻交流非常
密切，希望通过这次访问，能够学习台湾同
行的经验，为更深入地推动两岸新闻交流、
实现共同发展做出努力。

联合报系董事长王文杉说，联合报系将
继续加强和大陆同行的交流，推动两岸交流
合作，促进两岸关系发展。

代表团成员还包括，新华社总编室主任刘
思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副台长王云鹏、中央电
视台副总编辑彭健明、中国日报社副总编辑王
浩、中国新闻社社委会成员王佳斌、中央台办新
闻局局长杨毅、中国海外交流协会文教部副部
长李国红和中国记协台港澳部主任李安等。

中央媒体负责人组团访台

!"月 !$日，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举行仪式，宣布推出跨网跨平

台 345流动电视服务。 新华社记者 黄本强摄

香港首推流动电视

本报记者 陈晓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