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捐香港未果又捐新加坡

据新华社海南博鳌 ! 月 " 日电 （记者李
寒芳、伍鲲鹏）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
任张志军 !日在海南博鳌举行招待酒会，欢迎
前来出席博鳌亚洲论坛的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
金会荣誉董事长萧万长、最高顾问钱复及随行
企业家一行。

张志军在致辞时说，当前两岸关系发展形
势很好，经济合作、人员往来、各项交流不断取
得新进展。希望两岸同胞特别是两岸工商企业
界人士利用好当前的良好机遇，充分发挥博鳌
亚洲论坛两岸企业家圆桌会议平台的作用，加
强经济合作，实现互利双赢、共同发展。

张志军说，两岸一家人的感觉真好。这种感
觉割不断、抹不去，而且还可以抚平历史的创
伤，开创民族的未来。为此我们付出所有的努
力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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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进强的经历再次说明百闻不如一见的道理。台湾人对大陆的刻板成见来自持续数十年的政治宣导，

如今，普通台湾人要去大陆，就跟去其他城市旅游一样简单，但根据台湾 《联合报》 的统计，至 !"#"

年，到过大陆的台湾人大约只占全台湾人的四成五。

绿营大佬访问大陆后说———

“交流让我对大陆有了新认识”

!

记者观察 本报记者 王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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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龙在安徽购买的徽派古建筑。

! 月 ! 日，香港
演员成龙连发 !条微博，表

示将把自己收藏的 !栋古建筑捐赠
给新加坡一所大学做教学之用。这些有着

几百年历史的老房子是不是文物？成龙能不能以
私人名义把它们赠送给其他国家？消息一经发布，立即

引起一片争议。

据成龙在微博中介绍，"# 年前他在安徽买了 $%

栋古建筑，“本来想着找一块地，把老房子建好，让爸
妈住。不料，爸妈都在十多年内相继离开。这 &%栋包
括厅堂、戏台、凉亭的徽派木建筑，便一直躺在仓
库里成为白蚁的食粮。这些老建筑是中国建筑
的精髓，如果不摆出来让人欣赏，实在浪费。”

成龙在微博中说，&% 年前曾想把这
些老房子捐给香港政府，同港府洽谈怎样
拨地事宜，但几年时间都没谈出一个结
果。两年前和一个新加坡朋友谈起此
事，他很快请我和一位新加坡官员
见了面，那位官员马上为我在新
加坡的科技设计大学找到了一块
地。成龙说：“为了让全世界
的学生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
文化和古建筑，我随即答
应把 &% 栋安徽古建筑中
的 !栋捐给他们。”

近日，成龙前
往新加坡科技设计
大学，该校徽派
建筑研究学者
和古建筑教授
向他介绍了
如何摆放
这 ! 栋
古 建
筑 。
看

到 那
些精致的模

型和三维图样后，成
龙非常感动地说：“几乎有

冲动想把其余 '栋也捐给他们。”

一石激起千层浪。拥有千万粉丝的成龙微博，在该消息发
布后，立即引起极大争议。

有网友说，此事一定要慎之又慎，一旦出去了，就成了外
国的东西，国人想看就难了。还有网友说，徽派建筑在皖南地
区才有其独特魅力，离开故土，这些古建筑必将褪色。还有网
友提醒说，现在禁止和限制文物的界限大幅扩大，根据新的
《文物出境审核标准》，凡在 &(!( 年以前 （含 $(!( 年） 生产、
制作的具有一定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文物，原则上禁止出境。
还有网友表示，不要忘记你在电影《十二生肖》里是怎么说的，
那是中国自己的文物，主动送到国外，不太妥吧！也有持反对
意见的网友说，皖南古民居很多，但不少因其家族无力维修，
地方政府又不投资，以致使其成为断壁残垣，成龙出资移建海
外，既保护了古建筑，又宣传了中国文化，善举。

专家指文物决不能出国

据悉，这 $%栋老房子中有 )栋是明清两朝的古屋及古戏台
等，有 "%%年到 !%%年的历史，材料多为紫檀等名贵树种。老
房子拆下后先运到苏州修补，再运到香港收藏。目前，没有证
据证明，成龙要捐的这些古建筑是文物。对此，故宫博物院古
建修缮中心主任李永革说，是不是文物，直接关系到它们走出
国门的合法性，如果是文物，就绝对不能运出国门。

李永革认为，像安徽徽派、山西晋派等建筑，现在各省文
物部门都有明确规定，都不允许转手。所以这些东西要是运出
国，恐怕不太合适。如果只是古建而不是文物，李永革说，还是可
以出去的，但也不好。是中国的东西，还应该留在中国的地方。且
不说新加坡的气候不利于古建筑的保存，单说这些古建筑，一旦
离开本地以后，就失去了
它本身存在的价值。

有评论指出，在身
世之谜被破解之前，对
这些古建筑拆解、捐赠
的行为是否合法，人们
不得而知。那么，抛开
法律问题不谈，成龙为
什么要让这些古建筑背
井离乡，远赴新加坡呢？
据成龙在新加坡的投资
代理人说，是为了替它们
找个好归宿。不过，根据
成龙的一贯爱国表现，
他应该不会认为新加坡
能比中国更好地保管
这些老房子吧。

国台办博鳌举行酒会

欢迎出席论坛的台湾企业家

台湾南投举办梅子节

!月 *日，"#&+年南投县梅子节在台湾南

投县信义乡梅子梦工厂举行，上千名游客和当

地居民在现场参加腌制青梅活动。图为游客和

当地居民在梅子节上体验腌制青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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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举办新经济思维年会

本报香港

电 （贾振成） 上
百位经济决策人士、著

名商界领袖和专家学者近日
汇聚香港，出席新经济思维研究

所 （,-./） 年会，为 "& 世纪的经济
挑战提出新构思。
此次会议的主题为“防御之变迁：新经济、新

思维”。与会者探讨了全球当今最重要的经济议题，包
括“亚洲的增长调整与整合：今后的挑战”、“人民币和亚洲

金融的未来”等，同时也对现代经济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和交流。该年会过去曾分别在英国、美国和德国举行。
新经济思维研究所执行董事罗伯特0约翰逊表示，中国和亚洲在全球

经济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亚洲的领导人将是全球未来经济体系的主要构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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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 月 " 日

电 （记者孙立
极、陈晓星） 台
湾中华两岸文经观
光协会创会会长、知
名律师许文彬，! 月 (

日将率台湾乡亲访问团
赴河南新郑，出席“癸巳
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这是许文彬第四次组团前
往河南拜祖。许文彬说，他是闽
南后裔，先祖是河南许昌人，于
公元 &''&年随郑成功从福建同安到
台湾台南，现已传到第十五代。如今，
他在台南家乡的族人仍沿袭着以“农历
三月初三” （闽南话称“三日节”） 为
扫墓拜祖之日的习俗，刚好与河南
拜祖大典的节日吻合。而闽南后

裔又称为“河洛人”；由此可见，中原文
化一脉相承，海峡两岸人民同为华夏
儿女，应该相惜相扶，共同为民族
振兴而携手合作。

行前，许文彬还赋诗抒
怀：

“拜祖上香情意
浓，桃红柳绿庆相
逢；聚首中原颂
华夏，优秀
文化永传
承。”

香港春季灯展

!月 '日，为期 ! 天的第 * 届香港国
际春季灯饰展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以环
保节能为主题的此次展览吸引了 &" 个国
家和地区的 &###多家参展商参展。

新华社记者 陈晓伟摄

参展商在介绍一

款怀旧型钨丝灯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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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让我对大陆有了新认识”，
“台联党”前主席苏进强上周在北京
参加一个两岸画展时说。“台湾团结
联盟 （台联党）”是台湾最“独”的
团体之一，而苏进强现在却醉心于两
岸文化交流。“"##1 年以前，我对
大陆存在刻板印象”，但之后多次登
陆参访让他改变了想法。

不再被“政治正确”绑架

!月 "日，出席中国美术馆“美
丽台湾———台湾近现代名家经典作品
展”的苏进强受到了媒体瞩目，这主
要是因为他“台联党”前主席的身
份。他在现场说的话让众人跌碎了眼
镜———“和平发展是两岸最大的共识
和共利所在，文化则是两岸间最大的
交集。”“两岸关系走到今天，不能
再用过去的眼光看问题，不能事事都
扣上‘统战’的帽子。”
“台联党”"##& 年成立

之初，便以李登辉
为精神领

袖，并以李的“两国论”作为宗旨。
之后，“台联党”一直以“急独”
票源为目标市场，抛出各种“激进
台独”主张，比民进党有过之而无
不及。

苏进强 "##* 年担任“台联党”
主席，随后做了一件让两岸都觉得
不可理解的事，他赴日参拜靖国神
社，成为首位参拜靖国神社的台湾
政党主席，整个台湾一片批评声。
在北京接受采访时苏进强解释说，
这一举动是因为“人在江湖，身不
由己”。其实，苏进强 "##* 年还提
出了“台联党”应该在两岸交流中
发声的主张，一时颇多支持之声，
但随即被李登辉和深绿势力封杀，
时任“台联党”党团主任的
李先仁为此不得不
引咎辞职。

离任后的苏进强不再被“政治
正确”所束缚，他多次访问大陆，
他说，这大大改变了他此前的刻板
印象。“希望台湾各行各业的人都
能到大陆走走看看，眼见为凭”，他
还呼吁，两岸尽快签署两岸文化协
议。

“大陆快速进步让人意外”

超脱“绿色”思维，转而主张两
岸交流的不止苏进强一人，前民进党
主席许信良和前高雄县长杨秋兴都是
典型例子。

许信良于上世纪 (# 年代担任过
民进党主席，他 ' 日接受采访时表
示，民进党应抢两岸话语权，主动
和大陆进行政治对话。这一主张比
国民党还要积极。其实许信良参加
民进党 "#&"“大选”初选时，即批
评苏贞昌、蔡英文以及马英
九的两岸政策都过于
保守。他一
直

主张台湾应“大胆西进”，而陆资、
陆生入台对台湾好处多多，台湾实
在“没什么好怕的”。

许信良有这样的观点，与他
&(1( 年偷偷访问大陆，后来又多次
登陆参加交流活动有关。他回忆说，
&((&年的大陆行让他印象尤其深刻，
得出三个结论：“一，大陆改革开放
一定会继续下去；二，大陆对台湾和
平政策是有诚意的；三，大陆主管经
济官员的现代化意识很强，很开
放。” 后来大陆的的发展都印证了这
几点。

被称作高雄“小巨人”的杨秋
兴，在高雄县长任上颇有政绩，但
竞逐大高雄市长时败于陈菊。
这一个大跟头给了他
重新认识大
陆的

契机。他 "#&& 年参访上海后表示，
“大陆快速进步让人很意外，高雄比
起上海停滞了 "# 年，台湾再不努力
真的不行”。

杨秋兴并呼吁民进党人士，虽然
已经有很多人去过大陆，但没有去的
人应该去看看，不要躲在屋子里，对
大陆要务实，大家都在拼经济，民进
党却在拼政治，应该多一点经济、少
一点政治。

去大陆看看总没有坏处

这 + 位原绿营大佬都在访问大
陆之后，得出与传统绿营思维不一
样的结论。他们的另一共同点在于，
都已卸下绿营要职，因而可以畅
所欲言。类似的还有民进党
的“天王”谢长廷。他
访 问 北 京 后 提 出
“宪 法 各表 ”，

这一论点已
经背离
了

“台独”。同样的，他也早就退居二
线。

实际上，众多绿营人士近年都已
到访过大陆，并且悄悄修正了对大陆
的论调，比如许多以“推销水果”名
义登录的绿营县市长。只是如苏进强
所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些
在位者或有所图者，未必敢顶着深绿
压力说出真实所想。

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一直在往中
间微调，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和前主
席蔡英文都表示应该与大陆交流，
但“台独”是他们始终跨不过去的
坎，原因就在于民进党的核心支持
者始终是“台独基本教义派”。而深
绿民众多数是台湾南部的农渔民，
他们对绿营的政治宣讲深信不疑。
台湾还有逾半数人没去过大陆，可
以想见，绿营支持者绝大多数都在
此列。

这些年，民进党靠挑动两岸仇
恨情绪积累政治资本，而今却不得
不吞下自己酿造的苦果，欲修正两
岸路线而不可得。只是被民进党骗
了多年的南部民众，应该借鉴苏进
强等人的例子，思考这些资深绿营
政客为何会在登陆后转变观
念。不管原先持什么观点，
眼见为实，去大陆看
一看，总不会有
坏处。

网友建议成龙慎重思考

苏进强（右七）出席“美丽台湾”画展开幕式。

本报记者 任成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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