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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台北的永康牛肉面哪
有要排队？现在每天都排长队。西门
町哪有这么热闹？”台湾旅行商业同
业公会总会理事长姚大光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用两个直观的例子说明
大陆居民赴台游给台湾带来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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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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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是大陆居民赴台游启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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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去年，大陆赴台游客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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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次，这数字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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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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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陆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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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赴台的总人
数还要多。赴台游圆了大陆人的宝
岛梦，让台湾民众可以在街头巷尾
与大陆人亲切交谈，其中的深远意
义，远远超过亮丽的经济数字。

政治语言让位朴素情感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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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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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开放老兵返
乡探亲至今，岛内仍约有半数人没
去过大陆。今天，台湾人可以在台
北繁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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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圈或台南安静的街
道，随时遇见来自对岸的游客，亲
眼确认对方并非传说中的“共匪”，
从他或她的衣着谈吐中，窥见大陆
发展的影子。

对大陆游客来说，台湾一直是
历史课本中的美丽宝岛。他们怀着
美好的憧憬来到台湾，除了浏览宝

岛的青山秀水，更感受到台湾人文
明、热情、乐于助人的特质。

台旅会北京办事处主任杨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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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接受采访时，提到一个真实的
故事：一名大陆游客因为晕车，坐在
阿里山的路边休息，旁边一家店的老
太太主动端出清粥请她吃，令她十分
感动。这类充满人情味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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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来在两岸媒体上并不少见。
“绿色大本营”高雄和台南，一

度被陆客视为畏途，如今也获得了
“更淳朴、更友善、更热情”的评语。
记者在南部采访时，亲身体会过南部
人的好客。“你现在到南部的台南、
高雄，当地人绝对会给你热情的拥
抱。”杨瑞宗说。

这是一个经典的社会学案例：两
岸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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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为的政治操作种下太
多误解和成见，但民众有朝一日对面
相逢，却可以迅速抛开政治语言，重拾
朴素情感。

为“闷经济”注入活水

台湾近年来饱受“闷经济”之
苦，大陆游客为台湾观光业和相关产
业链注入了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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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大陆民众
以观光或商务旅游的方式入台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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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次。姚大光表示，不管是旅
行社、饭店，还是游览车、餐厅，台
湾观光产业都因此得到快速、蓬勃的
发展。

大陆游客已成为台湾旅游业的最
大增长点。数据显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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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
!"%)

年，台湾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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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旅馆，
带动的投资效益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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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姚
大光说，陆客赴台游也扶持了台湾相
关产业链中的中下阶层、中小产业，
“观光受惠的地方几乎都是台湾一般
旅馆、购物场所，比如牛肉面店。”

&

年来，大陆居民赴台游快速成
长。开放头两年，大陆赴台游客人次
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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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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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年就接近
!""

万人次。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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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放时，仅有北京、上海和
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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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试点城市，今年已增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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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赴台游的手续也悄然简化，
比如资产证明可以由银行水单替代，
审批时间大为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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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绿营攻击开放陆客入台
将威胁台湾安全，而台湾旅游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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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台湾去
年全年观光收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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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
创下历史新高，其中，陆客日均购物
金额居首，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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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与谣言
完全相反的事实，凸显出陆客赴台的
另一重意义：所谓日久见人心，当类
似的“大陆威胁论”被铁的事实一再
打破时，台湾人对于大陆的认知，会
向真实的起点慢慢靠拢。

双方相互取长补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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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大陆居民赴台游也发生
了多起令人心痛的安全事故。最新一
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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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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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一辆游览车在阿里
山因打滑撞上山体，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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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大陆游客
受伤；最惨痛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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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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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苏
花高速公路塌方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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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大陆游
客失去生命。

台湾地质脆弱，多台风地震，大
陆游客又往往是环岛旅游，乘坐大巴
兼程赶路，因而事故格外高发。但有
些事故不能归咎于“天灾”或“厄
运”，比如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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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花莲旅游车翻
覆事故，只因司机超速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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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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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旅游车在阿里山翻覆，因为刹
车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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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广东游客在台北闹
市被起重机吊臂砸中等，都属于“人
祸”……

台湾方面正在逐步完善旅游安全
机制。姚大光介绍，自苏花高速事故
后，遇到天候不佳，所有旅行社相关
主管、工作人员都会收到观光局转发
的天气情况、封路通知及提醒安全等
短信，相关部门也做出了具体规定。

另一方面，相对于台湾人的文明
礼貌，少数大陆人在台旅游时也展现
出了令人汗颜的一面：在台湾著名景
点野柳刻字留念，在阿里山小火车站
台前大打出手，在台北士林官邸花园
践踏草坪……更不用提在公共场所大
声喧哗、随地丢垃圾、不排队。诚
然，大陆游客与台湾民众的互动总体
而言是友好而温暖的，但极少数游客
的粗鄙行为，却成了贴在大陆人身上
的不雅标签。

两岸各有所长，双方的互

动也是相互学习的过程。“希望
透过两岸交流，双方共同学习对
方的优点，改进自己的缺点，然
后共同进步，我觉得这才是两岸

交流的最终目的。”杨瑞宗说，两岸
旅游当前的状态，“就像八九点钟的
太阳”，前景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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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传真

文学巨匠金庸耄耋之年再出新作，不过
不是虚构的武侠小说，而是他在真实世界里
的“江湖论剑”———金庸首部政论文集《明
窗小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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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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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开幕的香港书展
上问世。

巨匠“左手”被忽视

“左手写社评，右手写小说”是金庸文
字生涯的生动概括。然而，长时间里，巨匠
的“左手”却被出版界所忽视。据统计，多
年来，金庸的武侠小说全球发行总量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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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册，但其数十年新闻生涯中近千万字的政
论文字，却一直没有结集出版。

两年前，金庸秘书李以建受命搜集、整理
金庸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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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撰写的专栏文章。其中荦
荦大者，是金庸用“徐慧之”为笔名撰写的“明
窗小札”专栏。这一专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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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开
笔，持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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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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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里，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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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断几个月外，几乎每天一篇。
金庸用过“姚馥兰”、“林欢”及“查

理”的笔名，这些已为“金迷”所熟知，但
写下近两千篇文章的“徐慧之”却鲜为人
知。李以建说，当年《明报》“自由谈”栏
目中，写作“论祖国系列”的“黄爱华”，
其真身亦是金庸。

作品内容写遍世界

《明窗小札
'$%,

》辑录了金庸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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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专栏中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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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政论文章，涉及内容包括：内地的经济和
社会；香港的中英关于九龙寨城的纠纷；苏联
社会的专制与强权；中苏论战与历史纷争；美
国内政和外交；美苏冷战与对峙；古巴导弹危
机；亚洲各国外援和内困；越南动荡与危机；中
印边境冲突；西欧国家之间合纵连横；东欧求
变和困境以及共产阵营的分裂和派系等。

李以建说，虽然时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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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但金庸笔下的
政论短文读来并不让人感觉陌生。“金庸秉持
‘明辨是非，客观中立’的立场，可谓眼观全球。
而文风朴实简洁，观点鲜明犀利，剖析鞭辟入
里，见解独特新颖，尽显一代大师的风范。”

金庸特为本书撰写的“后记”说：“当年的
电信和通讯远没有今天的发达，除了参考每
天的电讯稿外，更多是借助翻阅大量的外来
期刊和报纸，从中选择重大新闻和事件，摘译
之后加以综合，尽量说出事件的真相，也表达
了自己的分析和看法。这些事件和人物已经
成为历史，在当时却是全世界都关注的新闻
和重要人物。”

金庸当年住在港岛，而报馆在九龙，每
天要乘渡轮横渡维多利亚港湾。九龙尖沙咀
码头前有一档报贩专卖外文报纸，金庸常去
翻阅，见到有合用的资料才买一份回来，
“全部订阅的话太贵了。”

原汁原味再现历史

对于当年的政论文章，金庸抱有含蓄但
坚定的自信。出于对历史的尊重
或者因为自信，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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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的文字，金庸定下的编辑原则是：
每一篇文字的内容，和当日《明报》发表时
完全相同，不做任何改动。而熟悉金庸武侠
小说的人都知道，对于自己的小说，他在数
年里曾屡次做过修改。

李以建透露，目前收集和整理的《明窗
小札》 专栏文章，总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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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预计将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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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书名均为 《明窗小札》，每册以
年份标明。此次香港国际书展首次推出《明
窗小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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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下年份的专栏文章将陆续
推出。
“奶罩与苏联人的经济”“康熙强过彼

得大帝”“捷克和北京填鸭”“苏联元帅和
袁崇焕”“美国的武侠小说迷”———诸如此
类的题目， 《明窗小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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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目录上比
比皆是。一代杰出报人的锦绣文字，穿过岁
月风烟悠悠归来。

新华社记者 张修智

左手写社评 右手写小说

政论同样出彩

!

香港在线

本报香港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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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记者葛瑜玮） 中联办主任
张晓明今天在香港立法会午宴致辞时表示，中央政府
对香港实现普选的立场和诚意不容怀疑。迈向普选道路
的起点和轨道不是别的，就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
已经做出的决定。要尽早达成普选目标，就要在基本法
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的轨道上往前走，而不要走
弯路。

应香港立法会主席曾钰成邀请，张晓明和副主任王
志民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立法会午宴，并在午宴后参
观立法会会议厅。

他说，想借这个机会表达
*

点愿望：愿意和香港社
会各界人士包括在座的立法会议员真诚沟通；愿意协助
立法会组团到内地参观、考察、访问、研习；愿意和香
港社会各界人士一道为香港顺利实现普选而竭诚努力。

在谈到普选问题时，张晓明强调，中央政府对香港
实现普选的立场和诚意是不容怀疑的，不然就不会把在
中英联合声明里根本没有提及的普选概念写进基本法，
做出庄重的法律承诺，也不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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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通过全国人
大常委会做出决定的方式，明确香港普选的时间表。

他说，要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制定香港的普选制度，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现实是，香港是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
的地方行政区域，有关普选制度的设计必须与香港的法
律地位和实际情况相适应，必须遵循“一国两制”原则，必
须处理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确保国家
主权、安全和中央政府依法享有的权力得到保障。

张晓明表示，落实基本法关于普选的决定，设计一套
符合香港实际情况、具有香港特色的普选制度，需要香港
各界人士包括立法会议员发挥聪明才智、集思广益，进行
再创造。他说，愿意与包括立法会议员在内的香港各界
人士真诚沟通，希望能在立法会结交新朋友。他呼吁大家
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理性沟通、良性互动。

本报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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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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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记者王昭） “情系燕
赵———两岸文化联谊行”今天在承德落下帷幕，不少台
湾嘉宾在闭幕座谈现场赞叹，河北省文化底蕴深厚令人
印象深刻。他们表示，期待参与到河北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发扬和市场化发展当中。

台北市政府参事谢小韫表示，河北的打树花、张北
的草原风情、蔚县的剪纸等精彩出人意料，台湾拥有大
量专业人士，能够在这些部分提供协助。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副教授王信国说，燕赵文化之丰
富令人印象深刻，但是纪念品等周边文创产品依然比较
粗糙。他表示，未来如果台湾文创产业人才能够介入，
两岸能够透过电子商务等形式进行合作，相信有助于河
北文化产业的发展。

河北省文化厅副厅长彭卫国回应说，河北在发展非
物质文化遗产部分探索双轨制。他指出，对于某些非
遗，河北希望保持其农耕文化背景的原汁原味，不愿意
进行过多包装，新技术介入很可能使其消失得更快，所
以对这些文化遗产，河北只是加强拨款等保护性措施。
他也表示，对于另一些适宜的非遗，河北将积极利用其
基本元素，探索市场化道路。

本次情系活动促进两岸文化成效显著。台北故宫博
物院指导委员朱惠良在座谈时透露，看过打树花精彩表
演，桃园、新竹等地文化局长已经表示，回台湾后将开
始协调，邀请打树花表演者赴台演出。此外，不少与会
台湾嘉宾还提出，将努力促成一次“情系宝岛”两岸文
化联谊行，邀请大陆文化界教育界人士深度了解台湾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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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第十四届京台文
化交流周暨文化溯源系列活动之
“古韵新声———河洛汉文诗词吟唱”
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优雅、充满
古音之美的吟唱飨宴令现场观众回
味无穷。两岸大学生在深情吟唱
中，共同领略了中华吟诵的无穷魅
力。

%&

日晚，台湾辅仁大学中文
系教授孙永忠和他的东篱诗社学
员，与北师大南山诗社一起，深情
吟唱，在古诗词的千年传承中，共
叙前缘。南山诗社是在孙永忠教授
指导下成立的，与成立近

%&

年的
辅大东篱诗社成为姊妹社，皆以陶
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之意命名。
“期末考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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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就结束了，
很多同学其实都可以回家了，但是
大家因为热爱诗词吟唱，热爱南山诗社这
个大家庭，选择假期留校，投入紧张的排
练。”北师大南山诗社的黄子祺说。

一个在台湾，一个在北京，为了能呈
现一台高水准的诗词吟诵会，两个诗社的
成员只能不厌其烦地通过邮件与电话进行
沟通协调，还尝试人人网等社交网络协调
晚会的筹备。时间虽然紧迫，但社员们对
曲目的每个细节都严格要求。古韵新声，
当耳熟能详的古典诗词配合悠扬的旋律和
精细的舞台表现，真真妙不可言，产生了
令人如痴如醉的魔力。

台湾成功大学国文系教授、吟诵家王
伟勇介绍，台湾自私塾阶段就推行吟诵，
民间社团结社时常吟诵。无奈随着岁月的
流转，“诗歌”中“歌”的部分发展日益
没落。“怎样能让每一个普通人感受到完
美的‘诗歌’？”在这一点上，两岸师生有

着共同的期待。
近年来台湾学界为诗词吟唱助力深

耕，并开办各种诗社予以推动。“希望通
过诗词吟唱和社团交流引领、倡导大家阅
读、品味古典诗词，使其真正成为喜闻乐
见的艺术形式，重新激活国人诗词的血
脉。”南山诗社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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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社长燕吉琳说。
除了官方的推动，台北民政局也致力

于推动诗词吟唱活动，常搭载传统节日如
端午节举办“吟诗飨宴”活动，用闽南话
吟诵经典诗歌，传承“以文会友”的习
俗，再现中华传统人文风貌。

近年来，借助诗社的平台，台湾的诗
词吟唱之风逐渐穿越海峡，与越来越多的
大陆诗社进行交流。借助诗词吟诵，两岸
青年学子共缔长远深厚的情谊。同时，两
岸青年在古典文化的交流中沟通促进、取
长补短，也将共同的中华文化传承创新。

中联办主任张晓明表示

支持香港2017普选

“情系燕赵”河北落幕
酝酿当地非遗赴台

辅大牵手北师大 姊妹诗社互唱和

两岸师生共吟古诗词
李瑞华 文

,

图

两岸师生吟唱《西洲曲》。

鹿港镇文武庙

花莲七星潭清水断崖

高美湿地

高雄大贝湖

阿里山樱花季

赴台游开放五周年 数百万游客登宝岛

大陆观光客给台送去
本报记者 王 平 孙立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