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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台湾《旺报》
3月2日刊载企业高管黄冠

华的《台湾真的变成菲律宾
了吗？》一文，文章说，现在的

台湾已看不到生机勃勃的战斗
精神，年轻人缺乏老一辈那种对

于成功、想创出一番事业的渴望，
这样安逸的心态将会危及整个社会

的发展前途。文章摘编如下：
最近看到很多的新闻消息，都在讲

同一件事，英国《泰晤士报》有一篇关于
世界经济局势的报道，谈到台湾时，并不

是和我们原来熟悉的韩国、新加坡放在同
一个等级，而是和越南、菲律宾等地方放在同

一个等级。
第二件事情，台湾财经高官管中闵先生日前

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提到，“早就没有亚洲四小龙
了”，他说：“新加坡现在的国民所得几乎超过我们一

倍以上，他们不会觉得跟我们站在一块；韩国认为他
们的经济实力是要挑战日本的，他们眼中早就没有台

湾；香港反正挂在中国内地巨龙身上，飞起来也看不到台
湾，台湾自己要看见自己面临的困境。”

第三件事情，台湾民众赴新加坡工作VISA申请，2011
年是 300多人，2012年有上千人，2013年则突破 4000人；两

年增加10倍以上。新加坡工作签证分3个等级，WP是最低
阶的，收入 2200元新币以下，多半从事劳动阶层的工作，而台

湾民众去新加坡，多半是这一个等级。
我们不禁要问，台湾怎么了？我们真的变成菲律宾了吗？

未来将以劳务输出作为主要的收入？

肚子不饿不想拼

我认为一个关键原因是，台湾的年轻人肚子已经不饿了。
身材相当的两个人打架，谁会赢？我认为是肚子饿的会赢，因为

他要活下去，为了活下去，他一定要赢。

前阵子，媒体调查台湾年轻人未来最大的梦想或愿望是什么，结果最多
人选择开一间咖啡店。这个研究调查也凸显了目前台湾年轻人的心态。

现在的台湾，就算谈不上歌舞升平，但“路有冻死骨”这种事几乎很
难发生。只要你手脚健全，愿意工作，基本上不会活不下去；所以，对很
多年轻人来说，找工作的重点并不是有没有，而是我喜不喜欢。

如果不喜欢怎么办？刚好有一句顺口溜：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
处，处处不留爷，爷爷家中住。反正大不了就是跟着父母啃老！

在传统的家庭观念下，爹娘疼儿女，不会把你赶出家门的，这
是我们现在社会的常态。我曾经想过，美国为什么可以持续强大？
是否因为他们的社会充满创新精神，美国人18岁离家，要念书
的，自己想办法筹学费念大学。

不能说的“台湾病”

现在的台湾，我看不到那样生机勃勃的战斗精神，我
也感受不到年轻一辈那种对于成功、想创出一番事业的渴
望。取而代之，谈的常常是“生活平衡”、“家庭优先”、

“合理工时”、“健康为上”等概念。
这些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当你天天谈这些的时

候，也就不用谈什么竞争力了。
我想强调的，是一种安逸心态所形成的文化，

就像是一般企业里，从小生活优裕的富二代都不愿
意去接手经营工厂。

如果有选择或能选择，何必去追求一个辛苦
又未必成功的路？可不可以去赚一些easy mon-
ey，而不用把自己绑在这些琐碎、辛苦、繁杂
的工作里面。当这种安逸的想法成为新一代年
轻人的主流思想之后，整个社会的成长动能
就很明显会停滞下来了。

对于台湾企业经营者来说，我很期待
新一辈的年轻人愿意抓住机会，不断向上
爬。我不怕你犯错，我担心的是你连愿
意去尝试的心都没有。如果是这样，我
想教都教不了。

台湾年轻人真的要加油呀！

3 月 2 日，香港第十届大
角咀庙会热闹开幕。大角咀庙
会是油尖旺区每年一度的地区
庆祝活动，目的是发扬中国传
统文化，振兴地区经济，带动
旅游业。去年的庙会就吸引多
达 17 万 市 民 和 游 客 慕 名 而
来。图为幸运风车吸引小童。

洪少葵摄 （中新社发）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把 9月 3
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把
12月 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
日。曾被卷入二战、经历三年零八个月黑暗
时期的香港对此很是关注，香港二次世界大
战退役军人会会长蔡彼得称“感到安慰”。第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澳门地区和统会会长
刘艺良说，将历史事件节点确定为纪念日，
是通行的国际惯例，中国政府这样做也符合
国际惯例。曾参与台湾历史课纲修订的台湾
教授王晓波说，这两个纪念日的设立是提醒
中国人要知耻知辱，提振中国人的爱国主义
意识。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香港新界社团联
会理事长陈勇建议，港澳台明年共同纪念抗
战胜利70周年。

强化记忆，了解那段历史

《澳门日报》 发表社论指出，中国设立
“两日”绝不是为了渲染和制造仇恨，而是让
世人明辨是非，从根本上反击日本歪曲、篡
改历史的行为，有助于让日本民众尤其是年
轻一代认清侵华战争的历史史
实。

港区全国人大
代表、香港香岛
中学校长杨耀
忠表示，作

为教育工作者，他相信立法有助中国人尤其是
年轻一辈铭记历史，“有句话说，忘记历史就是
背叛过去。”香港年轻人对被日本殖民统治的

“三年零八个月”了解有限，所以学校每年在
“七七”、“九一八”等重大日子会举行历史教育
活动。

蔡彼得在1941年曾亲历香港保卫战，年逾
九十的他，每年都参加香港的抗战纪念活动。

“我们退役军人会现在只剩十几名会员，年纪
差不多都在90岁以上，有的坐着轮椅，我必须
作为代表出席，”蔡彼得说，“希望社会上越来
越多的人通过我们了解那段历史。”

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创会会长、台
中“雾峰林家”后代林光辉在受访时表示，被
日本人占领50年，是台湾的切身之痛，大陆增
设两个抗日纪念日，是以史为鉴，让两岸中国
人铭记被侵略的历史，凝聚更大力量。

顺应民意，设立“纪念日”

澳门归侨总会会长黎振强说，设立“纪
念日”、“公祭日”正视历史，顺

应民情。台湾历史学家王
晓波教授说，台胞抗

日运动经历了 50
年，牺牲多达
65 万人，是
中国人民抗

战史的一部分。
台湾作家蓝博洲说：“要用各种方式让更

多人知道过去，不知道就会淡忘，淡忘历
史，悲剧就会重演。”他说，通过纪念日等方
式加以纪念，不仅是提醒中国人不要忘本，
也是让日本人民、世界人民更了解这段历史。

新界社团联会理事长陈勇说，时至今日，
港人手上还有约价值 10 亿港元的日本军票。
日占时期强迫港人用港币兑换军票，日本战败
后宣布军票无效。原本属于港人的财富变成
了废纸，数不清的家庭蒙受损失。虽然已登记
了3000个家庭就军票问题索偿，但日本拒绝赔
偿。故而港人对日本的残暴感同身受。二战
结束后，香港就设立了“重光纪念日”。后特区
政府改设“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愿意参与，捐献抗战文物

香港 《文汇报》 刊载文章建议，2015 年
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也是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两岸四地应联合

举办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活动，
宣传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历
史，表彰当年为抗日战争作出贡
献的人们。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明年是
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陆民间团
体计划在南京兴建抗日胜利纪念园，
赴台寻求合作。台湾中华黄埔四海同
心会会长罗文山表示，台湾一般民众都
已忘记日本在二战期间对大陆同胞以
及对海内外中华民族迫害的教训，现在
不是要报仇，但教训不能忘，因此兴建抗
日胜利纪念园很有意义，他愿意把一些重
要的抗日战争文物捐献出来。

还有媒体建议有关部门加强香港二战
期间的史实搜集和维护，加强历史教育，
并争取建立“香港抗日历史博物馆”。台湾
林光辉表示，北京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纪念馆将动工建设台湾馆，这是对台湾抗战
史的肯定，届时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也
将过去参与奠基并瞻仰。

香 港 人 的
内心现在有点

纠结。
纠结在于，离开

内地，香港人活不了，
也活不好。可

是，天天面对汹
涌的内地客人流，

以前习惯叹早茶的
地方，现在变成了金

店银楼；过去常去溜
达散步的弄堂，如今到

处开满了药房卖奶粉；
以前随便花个八元、十元

就能填饱肚皮，现在却要
排着长长的队，花上两倍
三倍的钱才能吃上顿饭；过
去下楼就能买个菜、理个
发，顺带还能和街坊邻里倾
谈一番，如今街上行走的却
尽是兴高采烈、手提大包小
包，到处大采购的内地客。那
些提供生活方便的所在，早已
不知搬去了哪里。自由行的确
带旺了香港市道，但也的确改
变了香港人过去惯常的生活。
港人对此有怨言，其实很好理
解，谁都希望门庭若市，客如
云来，可年年月月日日如此，
任谁的神经也经受不了这样

“拥挤的折腾”。
香港旅发局 2 月 18 日给

出数据，2013 年全年访港游
客人数达到5430万人次，创
历史新高，其中七成约4000
万人次来自内地。小小香
港，加上离岛不过千余平
方公里，众多的人流全被
压缩在港岛和九龙的狭
小地区，说句人头挤爆
有点夸张，但摩肩接
踵却是人人共知的事
实。

可是内地客却
是港人的金主。

对于金主，总
是要高看一

眼礼貌三分的，港人
即使心中再有意见

和怨言，总还
是不好意

思 往 外 说
的。

指 责 谩 骂 内
地客，当然不对，这
是对客人不敬，也是对

同 胞 失 礼 ， 理
应 谴 责 。 但 是 ，
批评解决不了现实
问题，呼吁理性也难
以 化 解 开 港 人 的 纠
结 。 看 不 到 港 人 的 烦
恼，不去理解港人的纠
结，喊几句口号、说点冠
冕堂皇的话，很容易，但
于事无补。如果不去想法
设法解决问题，港人的这种
纠结就会在心中“长大”，说
不定哪一天就会对内地客发
泄一下。

市场经济不意味政府可以
不作为，市场中有调控，调控中
发展市场。这样的理论同样适用
于旅游业。台湾自2011年起开放
大陆客个人游，采取的是有序渐
次开放的每日配额制。台湾和香
港，区情不同，大小有异，但台
湾开放个人游的经验却值得香港
汲取。台湾是开放不够，有市场
有空间再开放，吸纳更多的大陆
客；香港却是开放过度，有理
由有必要将空间收窄一点，更
重要的是，香港借鉴台湾每日
配额制的做法，能更好地发挥
市场配置作用，向内地客提
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顺带说下，这就是一条
纯 粹 的 香 港 旅 业 发 展 建
议，无关政治，别上纲上
线。

（据《香港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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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同胞呼应国家设立“两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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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选择安逸 不爱拼宁愿啃老

台湾年轻人为何缺冲劲？
多数人选择安逸 不爱拼宁愿啃老

台湾年轻人为何缺冲劲？

新华社香港3月1日电（记者刘欢）
继2月28日出席长和系2013年业绩报告
发布会后，亚洲首富李嘉诚 3 月 1 日再
次举行记者会。他表示，任何时候都没
有迁册的念头。

他强调，长和系共投资 52个国家，
只要香港政治经济条件符合股东利益，
将继续投资。他说，去年单是和黄的
营运收入就超过 4000亿港元，拆售港
灯套现 400 多亿港元，就被人造谣指
长和系撤资香港，这是“笑话”。对于
分拆旗下屈臣氏上市，李嘉诚透露，
因总部并非设在伦敦，在当地上市
有困难，目前除香港外，其他一些
地方也是考虑地点。

本报台北2月28日电（记者王连伟） 台湾为纪念“二二
八”事件，定每年2月28日为公众假日。这一天，台当局及
各界都会举办各种纪念活动。此间舆论和学者呼吁，应还
原历史真相，纠正“台独”阵营对这一事件的扭曲和政治
操弄，让人们走出政治阴影，迎向和解。

台湾当局当天在花莲县举行“二二八”事件 67 周年
纪念仪式，马英九在受难者墓前献花悼念，他强调积极
还原历史真相，绝不容许历史悲剧重演。他还说，追查
历史真相过程“无禁忌、无禁区”。

当天，岛内许多市县也举行了纪念活动。与此同
时，绿营在台北发动游行活动，参与游行的民进党政
治人物继续诉诸悲情，宣称“二二八”为“外来政权
对本地人的屠杀”。

记者当天旁听了由两岸和平发展论坛等举行的一
场座谈会。台湾世新大学教授王晓波表示，“二二八”
的实质是“官逼民反”，后来“二二八”在台湾被一些人
政治化，扭曲成省籍矛盾，这明显不是事实，应予以
纠正。前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世新大学教授
夏春祥等学者赞成这一观点，认为纠正扭曲的解
释，才能还原历史真相，安慰逝者，更好地面对未
来。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副总会长蔡裕荣
及部分“二二八”受难者和后人认为，不管如何追
求真相，“二二八”怎么说也不是“台独”的源起。

本报北京电 （记者任成琦）
由全国台联主办的“甲午战争与近
代中国”学术报告会 2 月 28 日在北
京台湾会馆举行。此次报告会特邀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林毅
夫，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孙亚夫
和全国台联会长汪毅夫作为主讲嘉
宾，吸引了部分在京台湾学生、台胞、
台商和有关单位人员共计200人参加。

报告会是为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举
办的，旨在让两岸青年共同铭记与反思这
段屈辱历史，增进两岸青年更深入了解中
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促进两岸青年之间的
团结。3位主讲人主要围绕甲午战争对近代
中国的重要影响，以及对战争留给两岸同胞
的历史伤痛，从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和
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剖析论述。

岛内各界纪念“二二八”
舆论呼吁纠正扭曲解释

李嘉诚表示

从没有迁册念头

全国台联举办
纪念甲午战争研讨会
全国台联举办
纪念甲午战争研讨会

香江漫笔香江漫笔

▼2 月 28 日，第 11 届纽约时报旅游展在纽约
曼哈顿开幕。图为参展人员在中国台湾展台前进
行旅游推介。 王 雷摄

大角咀庙会
名动港九
大角咀庙会
名动港九

香港民众集会纪念抗战胜利香港民众集会纪念抗战胜利6060周年周年。。（（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 啃 老 族 让
父辈不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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