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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大熊猫“圆仔”诞生，“2014台北灯节”除了传统
的马年小提灯外，还设计了“台北圆仔”小提灯共 9.3 万盏，
并定于2月11日至14日分别在台北市动物园、猫空缆车动物园
站及自来水园区思源票口入口广场发放。“台北圆仔”小提灯
造型为“圆仔”骑脚踏车。图为 2月 9日，装扮成熊猫模样的
台北市动物园工作人员展示“台北圆仔”小提灯。

新华社发 （台北市动物园供图）

香港媒体援引菲律宾媒体 2
月8日的报道称，菲律宾马尼拉

市希望通过“慷慨”的赔付，解决 2010 年
人质事件引发的马尼拉与香港的纷争。与此

同时，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继续拒绝道歉。

马尼拉：要给“慷慨”赔偿

2010 年 8 月 23 日，发生在马尼拉的人质惨案造成
港人 8 死 7 伤。全程直播的电视画面表明，如果不是

菲律宾警方的处置手法过于拙劣鲁莽，惨剧本来完全可以
避免。

有报道称，马尼拉市长约瑟夫·埃斯特拉达原本计划近期
赴香港道歉，但他因受到总统阿基诺三世的压力而未能履行

承诺。他表示，此事“令人遗憾”。
香港 《星岛日报》 报道，菲律宾传媒 8日援引菲外交部发言

人劳尔·埃尔南德斯的话称，为了解决马尼拉人质事件，菲律宾政
府会尽快向人质事件死伤者家属提供一笔“慷慨赔偿”，希望借此
表示愿意沟通及菲律宾人民对他们的“同情”，化解菲律宾与香港
之间的嫌隙。

不过，埃尔南德斯未透露何谓“慷慨赔偿”，只是说，曾经来
港处理人质事件的菲律宾内阁部长正与港府和人质事件家属商讨怎样才
算“慷慨”。

幸存者：金钱解决不了问题

香港舆论对菲律宾不道歉感到愤怒。幸存者易小玲说，马尼拉
试图用金钱解决问题是不可接受的。她说：“他们应该显示出一些尊
重。人都死了，这不是金钱能够解决的。”生还人质李奕彪说，他们
要求的并非赔偿金额的多少，而是菲律宾当局为当年营救行动错误
而道歉。

香港《文汇报》的文章说，菲律宾当局的调查报告亦指出市政府及
国家官员在人质惨剧中都有犯错，马尼拉市长和市议会都表示愿意就事
件道歉赔罪，阿基诺没有什么理由拒绝道歉。

上周，香港开始对菲律宾实施第一阶段制裁行动，暂停菲律宾外交
及公务护照持有人14天免签访港的待遇。

香港媒体呼吁，特区政府在继续与菲方谈判的同时，应积极研究下
一步的制裁措施，为港人讨回公道。

港媒体：阿基诺恩将仇报

去年阿基诺三世曾表示菲律宾不道歉是因为“没有为他人过错道歉
的文化”。《文汇报》文章指出，阿基诺三世近日又声称道歉将令菲律宾
承担法律责任，所以不予道歉。这种
逻辑无疑是倒果为因。

香港媒体指出，菲律宾去年遭受
超强台风“海燕”蹂躏，伤亡惨重，
中国基于人道立场立即向菲方提供大
量应急物资及医疗队，香港亦向菲律
宾发放赈灾基金。在经济方面，在港
工作的十多万名菲佣已成为菲律宾国
家的经济支柱。阿基诺以德报怨，对
人质惨剧受害人缺乏同情心，反映他
是一个“恩将仇报的政客”。

也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表示，菲律
宾与香港双方谈判的大门，应该还未
关上，希望港府把握现有机会，合情
合理地与菲方商讨。

民进党在台当政时期，修改了高中历史教
科书，不见了 1912 年至 1949 年时的台湾，“台
湾消失了”。 台湾教育主管部门经过几年的研
讨，近日对高中历史课纲进行了微调，却遭到
绿营抵制，质疑其“矮化”台湾。岛内学者表
示，这次微调是把那段“消失的台湾”补回来
了，但还应再增加更多台湾的内容。依据微调
的新课纲编定用书，将从2015年入学的高一新
生开始使用。

历史教科书微调了什么

据介绍，台湾高中旧课纲把台湾历史用人
为的方式进行切割，造成历史逻辑的前后断
裂。例如从清朝到日本殖民统治之间，没有提

到甲午战争、清廷战败、割让台湾等；又如从
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到“光复”后的台湾，旧课
纲没有提及台湾如何对日抗战、中国3000万军
民死亡等。现行台湾高中的中国历史课纲内
容，极易造成明、清和 1949 年之前“中华民
国”历史都是“外国历史”的印象。

民进党当政期间，把日据时期皇民化思想
置入高中历史教科书，“日据”被改称“日

治”；把郑成功在台称为“郑氏”统治台湾；还
把原来所称的大陆改称“中国”，以推行所谓

“一边一国”。
新课纲不过是把上述的混乱重新拨正，把

这些史实在教科书中呈现。比如对于慰安妇的
描述，增加了“被迫”二字。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原本是台
湾民众的普遍共识，“一个中国”一直是台湾教
科书中的正统论述，所谓“国家认同”问题本
来也都不是问题。但随着李登辉、陈水扁推行

“去中国化”，把教科书中的“我国”、“本国”、
“大陆”等用词全改为“中国”，对台湾学生造
成严重误导。

到底谁在“矮化台湾”

本次微调课纲小组召集人、台湾世新大学
中文系兼任教授王晓波表示，这次课纲微调是
坚持“宪法”、台湾主体性两大原则，现行法律
在李、扁当政期间历经 7 次修改，民进党也参
与其中，因此，这次课纲回归是“合理、合
法”。

他还说：“我比那些‘台独’人士还更台
湾，怎么可能让课纲去台湾化？”他表示，这
次课纲微调不但未“去台湾化”，还增加了许
多台湾的内容。比如微调后的课纲，将台湾
人 参 与 兴 中 会 、 同 盟 会 、 黄 花 岗 之 役 、 北
伐、抗战等都纳入，更彰显台湾人在历史中
的重要性。

他说，微调后的课纲，不但不会“矮化台
湾”，反而是“高化台湾”，大家可以放心。如
果“台独”人士不相信，他愿意公开辩论，看
看到底谁在“矮化台湾”。

另一位微调课纲委员、台湾佛光大学中国
文学与应用学系教授谢大宁说，他们“依法”
来调整课纲，却被一些人说成“去台湾化”，实
在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台湾文化大学史学系
教授王仲孚指出，他检视这波高中历史课纲微

调，主要是“去日本殖民化”，完全没有“去
台湾化”，还更强调了台湾人主体性。他举例
说，当年台湾人抗日，日本人视为“土
匪”、“盗匪”，但微调后的课纲，站在台湾
人的立场来看此问题，认为他们是义士。

绿营执政县市叫喊抵制

民进党中常会日前决议，由其执
政的 6 个县市将不配合历史课纲调
整。这 6 个县市包括台南市、高雄
市、屏东县、云林县、嘉义县、宜
兰县。

对此，台“教育部”表示，教
科书选用权限是学校，不在县市政
府。台湾多个学生团体组成联盟，
于 2 月 7 日到台“教育部”前力挺
调整历史课纲，强调此举是反对

“台独”史观的“拨乱反正”。
台教育主管部门的高中及高职

教育组长李秀凤在记者会上表示，
行政部门必须依法行政，课纲公布
后，教科书必须依据最新课纲编
写，由“国教院”审定，学校再选
用经过审定的教科书，而选书权限
在学校端，不在县市政府。

李秀凤说，许多人争议“中国大
陆”这几个字，可回头来看，这次课
纲的微调并非只有这几个字，这部分
是回到“宪法”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的规范。台“教育部长”蒋伟宁近日出
席全台县市教育局长会议时强调，这次
课纲调整，绝对“合宪、合法、合程
序”，历史可以讨论，但应该回归事实。
针对民进党当政县市宣布拒用新课纲，蒋
伟宁说，课纲调整已经完成编审，会透过
程序公布，这没有所谓抵制问题，完全照程
序走。

补上“消失的台湾” 回归历史的事实

台湾教科书微调 绿营跳脚
本报记者 王连伟

■ 记者观察

一个现代人的质量是他读过的书的总和，这些书中尤以教科书影响
最巨。美国记者斯诺当年采访朱德时问他，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是不是毛泽

东的书，朱德答，不是，是识字课本。据说后来毛泽东听到这段对话朗朗一
笑，评价道：大老实人一个！看来毛泽东对识字课本的价值也深以为然。

台湾最近修正教科书课纲，包括把称大陆为“中国”改为“中国大陆”，两字
之差，还原了历史和现实，给台湾下一代一个正确的概念。概念的能量很大，惊天
动地之事，也缘于一念之间，认同和价值判断都缘于概念。

一位可爱的高雄姑娘曾到北京来做交换生，她友爱活泼，但在北京的校园里常受
冷落，为此沮丧苦恼。后来听她复述与大陆同学之间的对话，我找到了症结，原来她
会说“你们中国”如何如何。我告诉她这句话会伤害大陆同学的感情，他们不好意思
当面说出来，因此就让她落了单。高雄姑娘有点莫名其妙，“你们不是中国吗”？她生
于上世纪90年代，读书时民进党已执政，课本里“亲爱的大陆同胞”已换为“中国
人”，因此，称大陆为“中国”对她来说很“自然”——老师就是这么教的。

几年前在位于台南的台湾文学馆，我看到鲁迅先生的大幅挂像，很欣喜，但
马上发现鲁迅先生被列在“外国作家”行列。回到台北说起此事，一位台北朋
友说，连孙中山都是“外国人”了。为了达成一己一党的政治目的，闭起眼

睛来不顾历史与现实，这是野蛮的行为，他们在教科书上大做手脚：减
掉中文课时、删除文言文教学、把明清历史列为“外国史”……这简

直就是戕害子孙了。
遗憾的是，这样的教科书已经延续了10多年，在万千孩

子们的白纸上涂抹了扭曲错误的概念。教科书的拨乱，
现在已经不早，过去的还待反正。

“反正”，来得有点晚
陈晓星

台湾小学生在课堂上。 （资料图）

由于台湾高中课纲微
调遭到绿营质疑抵制，国
民党“立院”党团2月10
日召开记者会反制绿营，
与会者包括部分“立委”、
官员、教师和家长。他们携
手 高 喊“Shame on DPP

（羞耻的民进党），请停止
政治操作，还给孩子受教
权”。

图为记者会上，曾任
高中老师的江惠贞高声呛
绿营，历史课纲微调内容
说明慰安妇“被迫”有错
吗？说明日本殖民统治有
去台湾化吗？强调“大东
亚共荣圈”是侵略构想有
错吗？

倪鸿祥摄

拨乱，有错吗？拨乱，有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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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尼拉人质惨案后，菲律宾警察竟然还面带笑容
在事发现场拍照留念。 （资料图）

“圆仔”
小提灯

“圆仔”
小提灯

本报电 台湾 《经济日报》
近日刊登作者潘俊琳的文章说，最近几年各

行各业都出现了所谓的“达人”，看着他们在媒体
上驾轻就熟地示范他们的专业，总让人惊叹他们怎
么可以这么轻松就完成那么艰难的工作，却忽略了

“任何人都必须很努力，才能做到看起来毫不费力”。
文章摘编如下：
成功得来不易，大家都在吹捧成功后的“样

子”，却忽略了成功之前的“坎坷”，坎坷的路没什
么人想走，大家都怕吃苦，但我最近体会到“做你
害怕的事情，害怕就会在无形中消失”。

最近我一直在练习爬山，之前山上天寒、路泥
泞，我不断地跌倒，然后站起来再爬，后来我想到
爬山都有点害怕，我是靠着登上喜马拉雅山的“梦
想”，来支撑着微微打颤的双腿。

现在尽管还是会跌倒，但我已经从经验中学
会，如何在跌倒时仍然保持优雅的姿态，让自己不
伤筋动骨，皮肉伤现在看来都是小菜一碟。

几次下来，害怕好像已经不见了，然后欣喜地
接受比我更“肉脚”（指技术或能力不好，相当于

“菜鸟”） 的人说：“看你爬山好像都不费力”。
我怎么可能毫不费力？我简直是耗尽了全身的

体力！才从肉脚1.0版升级到肉脚2.0版。
前些日子专访施振荣 （台湾宏碁集团创办人）

先生，他感叹现在大家都在讲“有感”，都要求快
速，大家都不再有耐心去磨个 5 年、10 年，然后完
成远大的长程计划，这是台湾产业无法顺利升级的
症结之一。

因此任何人只要肯认真地多花时间蹲马步，将
来就可能飞檐走壁，飞檐走壁看似灵巧轻松，但就

算是武林高手，也必须很努力，才能看起来毫
不费力。

台湾职场经验谈：

努力 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

本报电 据台湾 《中国时报》 报道，寒流来袭，台湾
各地陆续传出猝死案例，桃园以北地区这两天就至少有33
人因气温骤降而暴毙。

台北市消防局至 2 月 9 日傍晚已接获 10 起疑因天冷猝
死的案例。新北市消防局统计，2月8日和9日，全市合计
19人疑因气温骤降猝死，大多为高龄老人，且不少罹患心
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症。

岛内医师提醒民众，如果气温骤降，清晨起床与傍晚
时段，除添加衣物外，出门时最好戴口罩。 （资料照片）

据新华社台北电（记者何自力、查文晔） 便利的轨道交
通成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出行的选择。根据岛内交通主管部
门公布最新统计，2013 年轨道运输平均每日载客 265.9 万人
次，比2012年成长5.4％。

同时，双铁 （台铁、高铁）、双捷 （台北捷运、高雄捷
运） 每天载客量均刷新历年纪录，以捷运平均每日载客达
190.6万人次为最。

其中，台北捷运每天载客数 174 万人次，比 2012 年成长
5.7％，超过双北 （台北市、新北市） 人口数的1／4，显示出
捷运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2013 年，高铁平均每日输运 13 万人次，比 2012 年增加
6.9％，是轨道运输成长幅度最高的运输工具，显示出民众乘
坐高铁意愿逐年稳定增加。

寒流袭来

台湾人抗寒能力怎样？

台湾：

民众最爱轨道交通
台湾：

民众最爱轨道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