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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6日，第五届“中山·黄埔·两岸情”
论坛在香港举行。这个在台北、上海等地建
立起来的品牌交流活动首次移师香港，主题
是新颖的“黄埔精神与青年传承”，会场选
在会展中心，董建华、张晓明、曾钰成等知
名人士出席。与会海内外嘉宾约 200 人，台
湾退役将领来了20多位。黄埔师生亲友等聚
在一起，充满赤诚的情感。

黄埔人有亲情在

孙中山与香港渊源深厚。上海市海外联
谊会会长沙海林致辞时说，香港是孙中山革
命思想的发源地，为黄埔精神的诞生提供了
丰富的滋养。中央驻港联络办副主任杨建平
表示，香港以“一国两制”的特殊角色，在
两岸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次论坛在香
港举办，可激励两岸三地的有志青年温故知
新、继往开来。

台湾新同盟会会长许历农与女儿许琦
燕、外孙许念三代赴港出席论坛，许念近年
来一直为两岸交流尽力，为黄埔后代的联络
做了许多事务。

全国政协委员胡葆琳是黄埔二期学生胡
靖安将军之女，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两岸交
流。她与许历农、聂力 （聂荣臻之女） 共同
发起并组织了前四届“中山·黄埔·两岸情”
活动，并且担任本届论坛筹委会主席。居港
30多年的胡葆琳说，黄埔精神是父亲留给我
的精神遗产，香港的狮子山下同舟共济努
力拼搏的精神充实了我，让我更加坚
强。无论黄埔精神，抗战精神还
是狮子山精神，都是中华文
化的精髓之一，也是中
华民族的瑰宝。现
在的香港很需
要 正 能
量 、

正面的声音。她说：“台湾的黄埔系将领都
年事已高，我们这些黄埔二代也不年轻了，
时不我与。我觉得，这些年为组织论坛所经
历的辛苦都值得！”

黄埔一期生徐向前元帅之子徐小岩将军
说，黄埔精神已融入我的血液中。它是两岸
共同的财富。我与台湾的黄埔人交流，有一
种天然的亲近感。“父亲晚年为肺病所困，
在去世前四个月还坚持会见了从台湾来的黄
埔一期同学邓文仪。‘黄埔’，在父亲心中是
很重的。”

黄埔一期生郑洞国之孙、民革中央副主
席郑建邦说，黄埔一代二代对国家和民族的
情感是从皮肉上熬出来的，他们经历了战
争，经历了与祖国命运共同颠沛流离的难忘
时期。今天我们也应该有这种忧患意识。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侄女周秉
德说，黄埔人都是有黄埔情节的，两岸黄埔
一家亲，黄埔精神的传承，也是黄埔人之间
亲情的延续。她提倡黄埔人的下一辈之间
多相互交流、主动来往，接力传承黄
埔精神。她认为，现在海峡两岸
只要一说到“黄埔”是有共
同 语 言 的 ，是 不 分 国
共、不分你我的。

“大家都是黄
埔 人 ，
有

亲情在。”

精神高昂 慷慨论事

黄埔人的论坛，发言总是十分热烈，话
题紧扣时局风云变幻。

许历农老将军说，我虽然95岁了，每每
听到振兴中华、再造汉唐盛世的高论，依然
热血沸腾。

台湾退役上将陈廷宠表示，日本右翼的
企图心特别强，认为日本太小，总想着侵
略。我们中华民族无侵略别国的野心，只求
国泰民安，不再受外强的宰割，对固有疆域
更有保护的责任。我们应团结自强。

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副会长辛旗致辞表
示，近 20年，“台独”分裂势力活动猖獗，海内
外黄埔同学戮力同心，坚决反对“台独”，尤其
是台湾的黄埔中坚在逆境中坚持民族大义，

“虽千万人吾往矣”，精神难能可贵。
郑建邦谈到两岸关系时建议，两岸黄埔

人团结一致，既要积极发声，建言献策，还
要身体力行，多有作为。中国战略文化促进
会常务副会长罗援认为，弘扬黄埔精神要拿
出实际行动。两岸虽政见不同，但同根同
祖。两岸黄埔人要为维护“祖权”多做
一些实际有用的事。他建议在钓鱼
岛和南沙维权行动中，两岸联
合巡航；两岸召开研讨
会，对外公布中华民
族对这些岛礁拥
有主权的历
史证据

和法理依据；两岸合资在南海共同开发。
香江论坛还邀请青年嘉宾就“黄埔精神

与青年传承”进行互动交流，大家认为，当
代青年虽不能像黄埔初期的青年那样，但也
有自己的历史使命，要在和平环境中保持对
社会、对国家负责任的态度。

香港年轻人从黄埔精神中领悟到什么？
香港钟表业协会主席高鼎国认为，要勇敢面
对挑战，走出属于自己这一代的路，还要学
习黄埔人的牺牲精神，对国家、社会事务多
一点奉献。

黄埔后人、上海市政协委员江山说，他
的民族观念是“后生”的，小时候在国际学
校念书，没有学中国历史，甚至不了解抗
战、清朝。他14岁去美国留学，看到
华人受歧视被欺负，感到国家要
强大才不会被看不起。如今
在京沪合办国际学校的
他，要弥补一个短
板：中国历史
列 入 课
程。

■ 特别报道

“中山·黄埔·两岸情”情动香江
本报记者 连锦添文/图

“中山·黄埔·两岸情”情动香江
本报记者 连锦添文/图

论坛开幕式论坛开幕式。。

中 秋 节
在 香 港 ， 是

一个光亮璀璨的
名字。冰皮月饼的晶

莹、彩灯会花灯的绚丽、
沙田柚灯笼的朦胧、大坑舞火

龙的高亮、还有不再多见的天灯和煲
蜡，一切都是十五满月下，光与亮的重

叠。地道传统的中秋味道，却融合了一份舞
动的活力和锐意。

月饼分期卖

廖迪生，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副教
授，对于年幼时香港中秋的模样依然印象

深
刻：“从每

年 10 月开始，
每个月家里都会拿

出 5 元钱，给附近熟络
的饼店”。等到来年中秋，一

份精致的月饼便可带回家。“店家
还会附赠两只小猪模样的‘猪仔饼’

给小朋友”。他还记得“这种类似分期付款
买月饼的方式，叫作月饼会”。

20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迅速腾飞。过
中秋的方式日益发生改变，“月饼会”慢慢
消失了。如今的中秋前，大批上班族提着冰
皮月饼匆忙赶回家，放进冰箱，等待与家人
一起分享冰凉清爽的月饼滋味。

除了月饼外，让廖迪生记忆犹新的食物
还有沙田柚。不仅因为中秋是吃柚子的好时
节，更是因为那黄绿澄澈的柚子皮。“我们
会把沙田柚皮完整地剥下来，在外边镂空几
个洞眼，再把蜡烛放在其中，这就是普通人
家孩子的中秋灯笼。”

八月十五中秋月宴之后，提着沙田柚做
的灯笼出门，与满月的光辉交相辉映，是香
港中秋地道的回忆。香港也永远不缺少散发
光亮的庆祝方式，从前的沙田柚灯笼如此，
现在的中秋彩灯会也是。

中秋彩灯会每年都会在维多利
亚公园等地如期举行。彩灯展览的样式

形态各异，今年更有高 7 米半的“吊工”中
式花灯。除了彩灯，还有传统技艺表演、灯
谜竞猜等活动，伴随着彩花绽放般绚丽的花
灯月夜。

大坑舞火龙

在廖迪生看来，尽管曾经被殖民统治
过，但香港依然保留了较好的中秋习俗传
统。当八月十五月光皎洁，香港人用独特
的风俗习惯，享受家人团聚、庆祝祈福的
时刻。这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大坑舞火
龙。

平日宁静的大坑街道，在中秋节及其前
后 3 天，会变得人潮涌动。一片锣鼓声中，
近 300位村民舞动着长 46米的巨龙在大街小
巷中穿梭。从世界各地前来的人们以及香港
居民们，跟随着巨大的火龙前进。

这条巨龙的龙头用珍珠草包扎，重达48
公斤。一对龙眼是两只手电筒，龙牙和龙舌
均是用铝片做成。前头引路的龙珠，是两个
插满线香的柚子。而整条龙身有32节，珍珠
草搭好框架后，再插上香并点燃。

大坑的舞火龙传统，据称起源于 19 世
纪，当时的居民是为祈求消除瘟疫。而除了
大坑舞火龙，还有仅在中秋当天进行的薄扶
林舞火龙。这项久负盛名的文化活动，历经
代代相传，依然是中秋佳节最亮眼的那道光。

天灯来祈福

香港地区文化融合了都市与乡村两种元
素，时下有些传统渐行渐远。在从前的新界
地区，大多数人都是务农人员，八月十五远
没有到庆祝之时。在收割稻田之前的中秋
节，新界地区的香港人多是燃放孔明灯来进
行祈福。

从2010年开始，由于考虑到发生火灾及
影响飞机飞行的缘故，香港政府开始呼吁市
民切勿胡乱燃放天灯。如果因为燃放天灯引
发火灾，或燃放长宽超过 2 米的天灯，责任
人可以被检控。

除了燃放天灯，对于早前的香港市民来
说，煲蜡也是他们喜爱的中秋月夜活动之
一。中秋夜宴之后，在公园赏月吃月饼一
番，月饼盒随即空出。孩子们喜欢把其当作
器皿来烧蜡，待蜡融化后，再喷水，最后蜡
液四溅并产生高温水蒸气。对于孩子来说，
这是一个简单刺激的娱性节目，但却极其容
易导致烫伤烧伤事故。在上个世纪末，香港
政府开始呼吁市民不要煲蜡。

廖迪生回忆起这些珍贵的中秋记忆，却最
难忘关于其母亲的一个细节。每年中秋十五，
母亲都会收拾妥当，带领家里孩子，在香案上
摆好水果月饼，进行拜月。也许，中秋节最动容
的，无非就是我们与家人的这些点滴。在如今
飞速发展的香港，中秋节的这些光亮依然斑驳
可见，也正是因为我们对亲人永恒的惦念。

中秋的地道回忆
赵文松

中秋将至，以“大陆配偶”为主体的
台湾新住民共和党举办亲子联欢活动，教
孩子们学说母亲的家乡话、带领孩子们做
游戏等。

图为小伙伴们玩起了共同喜爱的电脑
游戏。

本报记者 陈晓星摄

本报电 （周旭坚） 中秋前夕，浙
江台州大陈岛迎来了台胞回乡探亲潮。为
给回乡台胞提供便利，大陈边防派出所
联合当地政府及医院，在码头设立服
务点，并妥善安排了专门车辆及住宿。

对于到上大陈、洋旗等附属岛屿
的台胞，该所专门联系了当地的客运
船舶并派专人予以接送，保证了台胞
出海的安全。连日来，该所共接待了来
自花莲、基隆等地的台胞百余人。“感
谢家乡警官对我们的帮助，明年我们
要组织更多的人回来。”大陈同乡会秘
书长张振甫说。

▶ 9 月 3
日，一场两岸
社区经验对话
在 台 北 举 行 ，
10 多位海峡两
岸 从 事 媒 体 、
乡村建设、社区治理工作的人士介绍他们
的实践与研究心得。图为来自北京“小
毛驴市民农园”的钟芳 （右立者）
介绍通过“农园”打造城市与
乡村联系的“第二个社区
空间”。 本报记者
陈晓星摄影报道

大陈岛迎来中秋返乡台胞

据新华社台北 9月 7日电 （记者韩
淼、陈键兴） 又将迎来中秋佳节，台湾各
处的烤肉店早被预订一空。台湾民众也说
不太清楚，究竟从哪年开始，烤肉成为团
圆之夜必备的“应景节目”，街边骑楼、森
林公园、郊外溪边，都能见到人们架起炉
子，点起炭火，动手烤肉的身影。

在台湾，中秋节是仅次于春节的最
重要传统节日。赏圆月、食月饼、尝柚
子的习俗，自闽粤先民移民来台传承至
今数百年。近日，虽然还没到中秋节的
正日子，晚间已能不时遇见一群男女老
少围着炉子，烤起肉片、玉米、蘑菇等
食材。据了解，各地超市应节推出了烤
肉专柜，生意十分红火。

说到吃柚子，也是闽台地区人民的中
秋特色习俗。中秋恰逢柚子产季，吃完烤

肉再品尝解腻的柚子，似乎是再好不过的
搭配。而柚子又有“佑子”的谐音，蕴意吉
祥，欢庆佳节之余，也讨了个“彩头”。

在台湾，中秋节吃柚子可不能简单地
一剖两半了事。柚子皮要剥成花瓣一样的
形状，好给小朋友做帽子。有的手工达人
会在柚子皮上作画，或是把柚子做成小动
物的造型，好看又有趣。中秋之夜，顶着
柚子帽的小朋友与家中大人一起赏月，着
实一幅温馨可爱的画面。

月饼自是最不可少的，在台湾，买
月饼也可以做慈善。岛内的一些慈善组织
与企业合作，吸收残障人士做月饼，为他
们增加收入。在超市里，人们可以参加慈
善组织举办的为残障学生认捐月饼礼盒的
活动，在传统节日里传递一份可以温暖更
多人心的大爱。

台“客委会”客家文化园区推出“乐舞
中秋艺动客庄”系列活动，园区阶梯广场
布置有 350 只颜色各异、造型可爱的小玉
兔，馆内一角则有“嫦娥奔月”的气球造
景。 （图片来源：台湾《中时电子报》）

本报香港电（赵文松） 香港民航
处 9月 3日宣布，在情况允许下，乘
客在航班上可全程使用处于飞行模式
的手提电子器材。

根据最新措施，除飞机以低能见
度模式运作、或机组人员发出指引
时，乘客可于航班上全程使用部分手
提电子器材，如智能手机、电子书阅
读器及平板电脑等。

但由于无线电讯号可能影响航班
系统，因此语音通讯、短信及数据漫
游等服务仍被禁止。电子设备必须调
至“飞行模式”或使用已获认证航班
上的Wi-Fi设备。

民航处已经向国泰航空和港龙航
空提供新措施指引。但非香港注册的航
空公司，应遵守其注册地的相关规定。

香港航班能玩手机了

两岸首次联手
打造乡村游品牌

本报福州9月7日电（记者钟自
炜） 9 月 7 日，两岸乡村旅游圆桌会
议在福建厦门举办，包括150余位台湾
乡村旅游业主在内的500余人参加会
议，共同探讨两岸乡村旅游发展趋势，
让两岸的旅游产业交流合作向更加务
实、专业、高效发展。这是两岸首次共
同打造乡村旅游品牌，也是两岸业界
联办单位最多、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
一次两岸乡村旅游交流合作论坛。

作为第十届海峡旅游博览会的主
要活动之一，这次圆桌会议构筑起两
岸乡村旅游业者互动交流的高端平
台，由此推动两岸乡村旅游交流合作，
共同探讨“标准化管理、特色化建设、规
模化组织、专业化经营、精细化生产、亲
情化服务”发展模式和机制，促进两岸
乡村旅游新业态对接洽谈，带动两岸乡
村旅游经营业主结对互访、共创双赢，
加快两岸乡村旅游业的转型升级，促进
两岸乡村旅游、休闲旅游产业发展，共
同打造两岸乡村旅游品牌。

会上，国家旅游局和18个联办单
位共同启动了“两岸乡村旅游交流互
动网”。互动网首次整合了两岸乡村旅
游专家资源，建立网络咨询平台，吸纳
台湾和大陆 300 名乡村旅游专家、学
者及业主进驻互联网，从乡村旅游产
品规划、品牌策划、人才培训、管理服
务、投融资服务、营销创意、新业态发
展等方面进行问计引领、答疑解惑，进
一步深化两岸乡村旅游交流，助力解
决乡村旅游业者实际运营中遇到的问
题和难题，为两岸的乡村旅游业者解
决实际问题提供智力支持。

▶ 9 月 5
日，香港警
务处毒品调
查科举办为
期 两 周 的

“同心缉毒六
十载，共创
香 港 新 未
来 ” 展 览 ，
庆祝部门成
立 60 周年。图为警犬
队在现场示范缉毒过
程。洪少葵摄

▶“万里江山频
入梦——两岸张大千
辞世三十周年纪念
展”9 月 5 日落脚台
北历史博物馆。展览
由收藏张大千作品最
丰富的四川博物院、吉林省博物院和台北
历史博物馆联手合办，展出105件 （组） 张
大千绘画精品。图为观众欣赏展出的画作。

本报记者 陈晓星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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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大同小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