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09责编：陈晓星 邮箱：cxx@people.cn责编：陈晓星 邮箱：cxx@people.cn

2014年5月23日 星期五2014年5月23日 星期五港澳台周末港澳台周末

近日，大陆某电视台的热播节
目 《中国好诗词》，集结各路学霸
词魁，比拼中华金句及其背景知
识。其中来自台湾的孔繁锦在第二
季中一路通关，登上擂主宝座，一
夕走红。孔繁锦不仅仅成名于诗
词，身为孔子第74代传人和精神科
医生，这些传奇色彩也令孔繁锦分
外亮眼，并令人对台湾的孔子后人
产生一探究竟的兴趣。

“孔擂主”来自眷村

人们印象中的孔子后人都该是
大宅门出身，衣食无忧饮酒作诗。
但孔繁锦小时候住在远离台北的花
莲眷村，父母是基层公务员和小学
教师，一家 8 口靠两份薪水生活。
孔繁锦的父母秉承读书的祖训，用
这样的话“刺激”儿女：“你们如
果不读书，要放牛，家里没牛可
放；要种田，我们家也没田让你们
耕。”因此孩子们自幼知道唯有读
书一条出路。别家的孩子玩闹打逗
时，大哥却带着弟弟们去书店站着
看书。

孔繁锦大学学医，毕业后成为
一名精神科医生，曾在台湾票选的

“十大抗忧郁医师”中名列第一。
他在台湾还有另一个雅号：最聪明
的医生。因为他是台湾有名的电视
节目 《金头脑》 的年度总冠军，在
节目中答对天文、地理、人文、时
事等各种问题，战胜名嘴、学霸、
老师等对手。

孔繁锦表示，他的渊博缘于幼
时养成的阅读习惯。小时候家里只
有一份报纸，他从头读到尾，连广
告也不落一个字。虽然医生的工作

压力很大，但阅读于他已成了习惯
和生活方式，因此，他并不觉得阅
读是一件费力气的事，而且边读边
做笔记。遇到难以理解的问题，他
便找来各种观点来分析比较，就像
是做一个游戏。

孔子第 74 代孙、精神科医生、
益智节目冠军，孔繁锦在海峡两岸
都颠覆了孔子后人的形象。

台湾唯一的世袭官员

台湾各级官员包括里长都要在
选举中杀出重围，但有一个官位是
世袭的，那就是由孔子后人担任的

“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官级为高
等文官第一等，与省主席和“部
长”同级，唯一的工作便是每年的
9 月 28 日，负责台北孔庙的祭孔大
典。

这个官位来源于“衍圣公”，
这一对孔子后人的封号可追溯至西
汉时期，辈辈世袭。到1935年，当
时的国民政府改“衍圣公”为“大
成至圣先师奉祀官”，末代“衍圣
公”孔德成便成为第一代“奉祀
官”。2008 年孔德成去世后，其长
孙孔垂长世袭“奉祀官”。

盛行“反对”的台湾社会，却
无人对世袭一事说三道四，这缘于
孔子的圣威，也因为孔德成无愧圣
人子孙的称号，令人尊重。他虽然
身在襁褓就世袭官位，每月有可观
俸禄，但自幼立志成为一流学者。
1950年赴台后，他在台湾大学教书
50 年，讲授金文、青铜器、三礼
（《周礼》、《仪礼》、《礼记》） 研
究，培养了一批当下知名的教授。
孔德成一心治学，谨言慎行。虽也

担任过“考试院院长”等官职，但
他为人低调，就事论事，不谈政
治。

孔德成出生时，曲阜全城鸣炮
庆祝。但孔德成赴台后却再也未能
重回孔府，无论大陆批孔还是尊
孔，他一概不出语评论。孔德成和
故乡间，彼此留下遗憾。

三千后人在台湾

台湾的孔子后人到底有多少？
最权威的数字应该来自2009年完成
续修的 《孔子世家谱》，通过修谱
调查发现，台湾地区的孔子后辈有
3000人。

1996 年，孔德成的堂弟孔德墉
赴台北取得孔德成授权，开始主持
第五次 《孔子世家谱》 续修工作。
孔家第75代孙孔祥祺负责台湾地区
的调查工作，他通过登广告、开宗
亲大会广而告之，还翻电话本按照
排 辈 顺 序 查 找 孔 姓 名 字 中 有 繁 、
祥 、 令 、 德 、 维 、 垂 、 佑 、 钦 、
绍、念的人，并逐一联系。请欲入
族谱者填写登记表，详列曾祖、祖

父、父亲和后代的姓名等详细信
息，然后交工作人员依族谱核对确
认。

第五次新修的家谱首次将女性
列入，进入家谱的台湾女性中有 4
位博士。但孔子后人并非只读圣贤
书，孔子第76代孙女孔令珮就脚踩
细高跟鞋参加了台湾区城市小姐选
美，巧合的是，选美比赛的主持人
是孟子第70代孙孟广宬，孔孟后代
在选美台上相遇，被台湾媒体热炒
了一把。

尊孔在台湾一脉相传，从未中
断。祭孔是台湾各地孔庙的年度盛
事，当地最高官员都会到场。孔子
与儒学已经摆脱符号渗透进人们的
生 活 ， 比 如 台 湾 人 爱 用 “ 耀 宗 ”

“忠信”“德圣”“家宜”“淑惠”命
名，街名有忠孝、仁爱、信义，流
行歌曲有 《之乎者也》，旅游纪念
品有“儒学相伴”手机链等。孔德
成生前回答“儒学式微”的问题时
表示，儒学就是做人的道理，做人
的道理基于仁，这不会随时代而改
变；至于礼，其精神在于人与人的
情意传达，外在形式不必墨守成
规。

邰文欣邰文欣

红回大陆红红回大陆回大陆

台湾孔子后人台湾孔子后人台湾孔子后人

台北孔庙的祭孔。

下午 4时半，海风带来微雨。台湾花
莲七星潭海边，乘着竹排的渔民将捕获
的鱼运回，移动吊车把整个竹排吊回
岸边。话儿不多的渔民介绍说，这是

“鬼头刀”，这是“破雨伞”啦，你看
这条大的，还在动！称鱼要用吊车吊
起，当天最大的一条是重 145 公斤的曼
波 鱼 ， 它 又 叫 翻 车 鱼 ， 喜 欢 浮 出 水
面，把扁平的身体翻过来晒太阳，容
易被抓。

关于花莲外海，通常人们看到最多的
新闻是经常发生地震，其实这片海有的是

“流动的财富”。每年春夏之交，台岛不再
吹东北季风，温湿的南风开始吹送，激活
带动起环太平洋最重要的黑潮，把丰富的
鱼群牵引北上，台湾东海岸成为鱼货十分

丰富的地区。
七 星 潭 就 在 花 莲 市 区 旁

边，是一个月牙形海湾。花莲
县解说员协会总干事卢博梭告

诉记者，随洋流而至的鱼群，把海湾当作
休憩站。当地渔民用一种特殊的“定置渔
场”来捕鱼，他们把定置渔网设置在特定
的沿岸海域，利用洋流、潮汐和鱼群不会
往后游动的特性，构成一套陷阱“请鱼入
网”。渔民每日定时布网、收网，便会有
新鲜的渔获。但制作一个定置渔网很贵，
大约要上千万元新台币，一般渔民通常合
股来做，或者由企业投资。

这些渔获过去大都由海产店收购，也
有不少民众前来采买。例如曼波鱼，据说
市场价每斤 120 元新台币，算是新鲜实
惠。近年有业者开起了餐厅，让居民、观
光客享用当天新鲜上岸的渔获，一边吃生
鱼片，一边欣赏辽阔的太平洋风光。

（本报花莲电）

●现场直击●

本报记者 连锦添 吴亚明

“吊”起大鱼。连锦添摄

鱼获上岸

瑞 士 洛 桑 管 理 学 院
（IMD） 世 界 竞 争 力 中 心 公 布
2014 年全球竞争力排名，台湾
从去年的第 11 名退到第 13 名，
其中“企业效能”退步了 7 名。
对此，台湾政经名人纷纷给出自
己的解读——

台湾经济的根本问题没解决
前，想要在国际竞争力上再有明
显进步不太容易。企业效能的衰
退是一大警讯，台湾中小企业过
去在经营上深具弹性与活力，但
现在可能遇到升级转型的瓶颈，
有待突破。说穿了还是政治卡住了改革，加上接下来几年将
遇到选举，政治情势恐陷胶着。

——台大经济系教授林建甫

在剩下任期内该推动的改革还是会继续，在方法、时
机、策略上仍有改善空间。在野党一再霸占主席台干扰议事
是造成政治不稳定的原因。在野党靠此一招即可瘫痪议事，
全球少见，本会期已有41次之多，这是台湾民主政治很大危
机。台湾无论什么“制”都不如“霸占主席台制”，造成政策
与问题难以解决。

——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回应竞争力下滑

在台湾相继诞生宏达电、华硕与宏碁等三家国际知名品
牌后，要诞生第四家有点难，并不是说台湾打不出来，而是
经营消费性品牌，业者必须长期忍受一场没有回头路的烧金
战，且难以预测回报日。是不是有这么多具前瞻视野的业者
愿意承担这些？

打品牌需要灵活战略，业者或许不一定要以全球市场为
目标，可改打东南亚或大陆等区域市场，也可以群策群力，
以集体战攻城略地。另外，一些像是鸿海等实力业者也可发
动并购战，直接买下国际品牌。

——台湾科技部门主管官员张善政

从产业价值链来看，研发、设计、生产、配送、营销，
再到品牌，都是个中一角。有人把研发设计做得特别好，有
人适合制造，也有人擅长品牌，不是所有产业、企业，最后
都一定走上发展品牌之路。成功发展品牌需要很多要件配
合，例如够大的内需市场。

——台湾“经济部工业局局长”吴明机谈品牌

“反服贸”和“反低薪”矛盾。
上个月“反服贸”，这个月“反低薪”，不是神经病，就

是对基本问题认识不清。这样的人，真多……
我是要告诉你台湾薪资一直倒退的根本原因。除了教育

结构扭曲，供需失调；更重要的，是产业结构扭曲。台湾的
服务业过度早熟，生产力持续下滑，而且，超级自闭……

我们要放弃最有机会让台湾服务业脱胎换骨的大陆巿
场？很浪漫的反服贸？很浪漫的一面捏死服务业，一面痛骂
老板不加薪？

有服贸，服务业不一定活。但没有，一定死……
——台湾知名媒体人唐湘龙发表博文《你为什么一直低

薪？》

赴港买保险赴港买保险 摊上事儿也摊上事儿也麻烦麻烦
苏 晓 黄 歆 牛 琪

继奢侈品、化妆品、奶粉之后，现在不少内地人到香港
买保险，去年香港出售的人寿保险中，内地客户所占份额已
达 16％。国际认证财务顾问师协会港澳区主席容永棋预计，
未来 5年内，这一比例可望增至 20％。香港立法会保险界议
员陈健波认为，未来香港保险业界的目标客户数将由700万增
至13亿。

保险瞄上内地客

内地人主要购买的保险品种包括非投资相连和投资相连
两种，前者有人寿保障、储蓄、分红及健康医疗保障等保
险。以2013年保单数目计算，非投资相连保单占约90％，投
资相连保单占约10％。

“内地客户市场对各大保险公司来说简直就是一块肥

肉。”香港永明保险从业员周小姐的客户以香港本地为主，苦
于缺乏内地网络的她发现，公司已专门聘请了一批内地新移
民员工，就是看重他们在内地丰富的人际网络，可以帮公司
开拓内地客户。

“内地客户平均的保额和保费比较大。一般香港普通中产
的月保费为1500港元到5000港元不等，而内地客户保费最少
都两三万港元一年。”香港一家大型保险公司的高级分行经理
廖先生说，尽管香港各大保险公司仍以本地客户为主，但内
地居民来港投保大趋势已经显现。

产品多样监管透明

香港保监处表示，香港保险对内地顾客有吸引力。
一是产品多元化，有不同货币、种类的保单，投保人有

很多选择。
二是监管清晰透明给人信心，投诉渠道多，可以充分保

护消费者利益。而且香港任意一家大保险公司都有过百年历
史，保单系统、核保系统、赔偿系统、派息系统、投诉系统
及从业员内部守则等都比较完善，给客户带来极大安全感。

三是内地与香港经济交流频繁方便，赴港“个人游”的
实施为购买带来便利。

“同时，香港保险产品的保障范围更大一些，保费也相对
便宜，而大陆可受保的保额较小。”保险员周小姐说。

仲裁要在香港办

目前来看，虽然内地客户到香港投保一路攀升，但涉及
内地投保人的投诉个案却极少。香港保监处表示，今年头 3

个月，保监处仅接获4宗内地投保人的投诉案。
不过，这也并非意味着在香港购买保险绝对安全。香港

保监处提醒内地居民在香港投保时应注意 3 方面事项：必须
明白保单是投保人与保险公司共同订立的一份合约，个别投保
人士的权益（包括申索权益）均须依据他们所购买的保单的条
款处理；必须留意在购买保单后，如因突发事件需要在合约期
满前取消保单时，会因保单条款及罚则不能取回所有已缴的保
费；必须知道如果日后需办理理赔、或不满意保险公司的赔偿
而要进行法律诉讼时，可能需亲临香港办理。一些申诉、聆讯、
审理或裁决也可能要求当事人亲临香港法院提出诉讼。

所以，内地人到香港买保险必须先了解自身的保险需要
及保单的详细内容。买了保险后如对保险公司的索偿有争
议，可向保险索偿投诉局提出理赔投诉，要求仲裁。

（据新华社香港电）

香 港 地 铁
里的保险业广
告，提醒民众
未雨绸缪。

洪少葵摄

马英九在就职6周年纪念日选择走进大学校园。据台湾媒体
报道，他在台湾“中国医药大学”与青年学生座谈时，医学系
二年级学生钟晴表示，吸引优秀人才到台就学对台湾非常有
利。身为医学系的学生，她发现台湾有针对大陆学生的“三限
六不”，医学系竟然不开放大陆学生就读，这非常可惜。无论喜
欢还是讨厌陆生，医学系的学生不怕竞争。

对此，马英九表态说，他完全同意钟晴的看法，“三限六
不”和开放政策有矛盾之处。之所以禁止大陆学生到台湾念医
学系，是4年前开放时医界的强烈要求。开放陆生学医，不妨在
医界内交换一下意见，看看是否有讨论的余地，他会尊重医界的决定。开放是非常重要的政策，也许要
逐步来做，或暂时不做，或若干年后再做。冲击是难免的，但他对台湾医界和医生的竞争力毫不怀疑。

马英九进一步解释，他开放陆生赴台，是因为两岸要能和解，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他希望两岸
年轻人做朋友，也彼此激励，既合作又竞争。台湾因为少子化的趋势，有些学校招生不足，而有些大陆
学生无法通过高考。希望通过交流，解决双方的问题。

解释完政策后，马英九赞赏钟晴有开阔的胸襟，对不同意见能够包容。他说，如果台湾每个学生都
像这样，能通过理性的方式沟通，“我们会无往不利”。

陆生为什么不能学医？

马英九校园解答
虹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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