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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台北 10 月 21 日电
（记者李炜娜、孙立极） 10月
20 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八
届四中全会，受到此间媒体
的普遍关注。《旺报》 为此专
门推出了4个版的《中共四中
全会特别报道》。台湾“中央
社”报道称，以往多以“党
建 ” 为 主 题 的 中 共 中 央 全
会，本次将专题讨论“依法
治国”问题，是中共党史上
首见。

《旺报》 称，大陆改革开
放 以 来 ， 首 次 以 “ 依 法 治
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中，
将为“法治中国”做顶层设
计，并透过法治为改革及强
势反腐护航。“法治中国”的
顶层设计、司法体制改革、
反腐制度推进是备受瞩目的
主题。

“中央社”报道称，中共
新领导班子上任以来积极反
腐，以此顺势强化中共全党
的 依 法 治 国 理 念 ， 正 是 时
机 。 四 中 全 会 的 “ 依 法 治
国”两大看点为“司法体制
改革”与“反腐制度化”，四
中全会更将成为反腐从治标
到治本的转折点。

《旺报》 北京特派员以
《四中全会首次聚焦法治不是
装门面》 为题，发表观察文
章 。 该 报 “ 观 点 ” 栏 目 以

《人治变法治才有中国梦》 为
题发表评论称，推进“依法
治国”的真正用意，在于扭
转“权大于法”的人治成分。

聚焦“法治”，台媒还关注四中全会可能释放
的政策红利。台湾 《中国时报》 的文章预计，四
中全会还将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文章认为，四
中全会将确立经济新常态，重点是帮助企业朝高
附加价值转型，成长动力转为内需发动。

《旺报》分析文章表示，四中全会是为大陆下
一步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攻关”，将强力推进
国企改革。同时，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将给
经济发展带来更多公平的机会。“依法治国”对股
票市场意义重大，各方期待不小，并将对土地流
转、环保、咨询安全、军工等四大板块及其个股
带来政策红利。

台湾 《联合报》 文章认为， 四中全会将提供
更多政策指引，而大陆会继续把调整经济结构与
创新摆在首位，力求平衡改革与发展，亦即透过

“除弊”达到“兴利”的目的。

21日晚 6时，香港特区政府官员与
学联代表进行了一场两小时的电视直播
对话。香港人期待这场对话有助于结束
已困扰香港24天的“占中”运动，但结
果令人失望，学生代表在对话中仍然强
调违法诉求，双方缺乏共识。

对话不能把违法变合法

以香港政务司司长林政月娥为首的
5 位特区政府官员，当晚与 5 名学联代
表见面，进行了一场全程公开的正式对
话。

学联是“占中”的组织方之一。在
学联的号召下，香港一部分大学生于 9
月 22 日开始罢课，并在 9 月 28 日“占
中”发生后充当了主力。

学联之前所提的诉求，包括要全国
人大常委会撤回香港政改有关决定，特
区政府向中央提交政改补充报告，并在
其中加入“公民提名”等内容。这些诉
求是违法的。1990 年出台的基本法中，
第 45 条明文规定，2017 年香港特首普
选，候选人由“提名委员会”经民主程
序产生。而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31日所
作的政改决定，对香港具有最高法律效
力。

特区政府两周前一度宣布与学联对
话，但由于学联坚持上诉违法诉求而不
得不暂停。21日的对话之前，香港特区
政府再次强调对话“需在基本法框架内
进行”，但这次对话中，学联再次强调
了“公民提名”等违法诉求。

林郑月娥在会上宣布，特区政府将
考虑把这一个月来香港社会的意见报告
给国家港澳办。

香港媒体指出，反对派的违法诉
求早已举世皆知，特区政府如果再次
上报中央，可以看作是给学联一个台
阶下。

香港特首梁振英此前表示，跟学生
的对话是为了聆听，但对话不是谈判，
政府不能把违法的东西变成合法。香港

媒体人阮次山21日评论，特区政府与学
联对话，充其量只是给学生做个解释。
针对学生所提的不合理不合法的诉求，
特区政府没理由也不可能让步。

“占中”初衷是对抗

林郑月娥在对话开场陈述时表示，
无论秉持何种理想，都应以合法、合
情、合理的方式来争取。长期占领街道
堵塞交通，无助于解决争议，受害的是
每一个香港人。“希望同学们能以大众
福祉为依归，带头呼吁占领者撤离”。

她说，世界各地的民主制度，都建
立在宪制基础之上。香港是中国的一个
特别行政区，香港的民主选举制度，必
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香港基
本法来规定。

分析人士指出，由香港反对派人士
发起的“占领中环”行动，是一个挑战
基本法，挑战特区政府和中央权威的违
法行动，其初衷就是挑起对抗，而非寻
求对话。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政改决定之
前，香港政府进行了长达 5个月的政改
咨询，但反对派人士在此过程中未能提
出任何有建设性的建议，而只是一再重
申“公民提名”等不可能得到采纳的违
法诉求。

“占中”持续 24 天，越来越多的香
港人不堪其扰，怒而上街声讨、动手清
场和入禀法院控告。“占中”组织方仍
然负隅顽抗。旺角地区的占领者上周末
暴力冲击警察，重新占领一度被警方清
空的干道。20 日，香港高院发布禁制
令，禁止继续占领旺角、金钟等路段，
而占领人士明知犯法，却至今未退。多
种迹象证明，“占中”背后有外国势力
支持，是香港版的“颜色革命”。

香港特首梁振英20日接受采访时表
示，“占中”有外部势力参与，“这并非
猜测”，会考虑在适当时候披露相关证
据。

香港不会一直乱下去

香港高等法院颁发禁制令，意味着
“占中”已经是强弩之末。若占领人士
在规定时限内不撤离，将被视为藐视法
庭而触犯刑法。

与此同时，香港人反对“占中”的
声浪持续升高。20日，香港 507名区议
员中的近 400 人，发表联合署名公开
信。信中说，占领行动所带来的代价，
香港市民正在默默承受，请“占中”者
尊重他人权利，立即停止占领行动。

香港五大商会 20 日发表联合声明，
表示“占中”非法集会已对香港经济造
成巨大而深远的伤害，谴责部分示威者
以暴力冲击警方防线，严重破坏社会秩
序。

许 多 市 民 以 实 际 行 动 反 对 “ 占
中”。上周日，近 4000 名市民在维多利
亚公园集会，支持警察执法。

总警司许镇德20日代表警方发出警
告，旺角最近发生的暴力冲突，已经到
了十分危险的程度，“警方非常忧虑，
因为旺角的非法集结正在走向暴乱边
缘。截至 21 日，香港警方已经逮捕 94
名示威人士，包括87男7女。

有外国媒体形容，跟美国警察的
“如狼似虎”相比，香港警察在这3个星
期中的表现“温柔如保姆”。

但政府不可能让香港一直乱下去。
21 日上午，梁振英会见媒体时表示：

“我希望占领香港不同街道的人士，除
了要考虑到社会利益、以大局为重之
外，还要考虑自己在刑事、民事以至藐
视法庭的种种责任。”

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大陆，曾掀起台
湾文学阅读热潮。两岸关系发展到今
日，两岸文学对彼此的了解在新的时空
语境中有了怎样的变化？近日，来自两
岸的 4位学者讲述了如何从更大的视角
看待彼此。

两岸文学交流从未中断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研究员朱双一
说，1979年以后，两岸文学开始大规模
交流。当时之所以会出现台湾文学热，
与两岸交流的大趋势背景是分不开的。
1979年 1月，大陆发表了 《告台湾同胞
书》，两岸关系渐趋缓和。台湾当时的
文学仍是以现实主义文学为主轴，大陆

人民想要了解台湾，通过台湾文学了解
台湾社会、文化、风土人情，就成了不
错的途径。

“北京的国家图书馆保存有台湾现
在都已经没有的报纸，特别是光复初期
这个时间段，比方说1946年台中的《和
平日报》。还有，台湾编写全台诗，不
少学者也到大陆寻找清代台湾诗人的作
品。两岸的文学的确存在不同的风格，
但是，其交叉关联性从来都没有中断
过。” 朱双一说。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黎湘萍写
的 《台湾的忧郁》 一书，也在台湾出
版。“文化的交流是跨界的。在某一个
特定时间段，因为受到政治因素的干
扰，文化的交流出现了断裂。但是，即

使在这个貌似断裂的时间段里，两岸文
学的联体依然是不可分割的。像许地
山，是大陆熟悉的作家，他写的 《春
桃》，讲述的是北京四合院中的生活，
可他却是台南人。” 黎湘萍说，即便是
在日据时期，也有很多台湾文人志士往
来于海峡两岸，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台
湾文艺联盟的作家在《中国文艺》上发
表作品的也不在少数。

台湾应换位思考本土化

台湾东华大学华文所所长须文蔚
说，台湾《创世纪》诗社今年整整60周
年，创刊早期，可以说诗刊 70%以上的
作品都出自大陆作家之手。相较而言，

反倒是年轻一代对于两岸文学交流的态
度比较退缩了。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因
素，很多台湾的大学教师都不读大陆文
学作品，年青一代对于大陆当代文学很
陌生。所以，东华大学成立了华文所，
是想把两岸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
研究所成立之初，就邀请了大陆的学
者，并要求学生研读大陆作品，也会定
期组织学生到大陆交流。台湾要换个思
路来思考本土化，台湾文学能不能在华
文文学中继续闪光，要看我们够不够努
力和包容。“文学的交流事实上是阻隔
不断的，以网络文学来说，你会发现，
大陆网络作品的语言‘好台’，而台湾
网络作品的语言也很‘给力’！”须文蔚
说。

“我们以前都是偷偷看大陆左翼文
学，像是鲁迅、萧红的作品。1997年我
到香港念书期间，接触到很多大陆作
家。我的感受是，文学的发展不仅要看
自己，还要看对岸，两岸的文学早已无
法分割、无法避而不见。放在世界文学
的视野中，两岸文学始终是统一的，但
各有千秋，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共同面对
未来。”成功大学台文所所长钟秀梅
说。 （本报台北10月21日电）

10月21日，台湾新古典舞团在台北戏剧院举
行新创舞剧 《客风·漂鸟之歌》 记者会。该剧以
舞蹈表现族群迁徙，述说天、地、人共存的生命
历程，呈现客家艺术文化的多元化。舞剧将于12
月5日至7日在台北戏剧院演出。

左图：10月 21日，舞者演出 《客风·漂鸟之
歌》片段。

下图：新古典舞团艺术总监刘凤学介绍舞剧
《客风·漂鸟之歌》创作过程。

吴景腾摄 （新华社发）

10月21日，第19届澳门国际贸易投资展览会
主办方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展览会将于10月23
日至 26日在澳门威尼斯人度假村酒店举行。此次
展会将设立约 1900 个展位，展览面积逾 3 万平方
米，预计将吸引超过 50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商参
展。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香港特区政府与学联举行首次对话

“占中”违法诉求不可能有出路
本报记者 王 平

19日晚，近4000名香港市民在维多利亚公园公园草地上高举电筒与
手机，以“点亮香港”的方式，希望把香港从“占中”的黑暗中唤醒。

（图片来源：香港文汇报）

台湾舞剧《客风·漂鸟之歌》
演绎客家文化

■ 台湾传真

文学是映照两岸统合的镜子
本报记者 李炜娜 孙立极

澳门国际贸易投资展将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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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台湾“行
政院长”江宜桦 10 月 21 日在“立法院”答询表
示，不希望台湾吸毒泛滥，不会开放大麻合法化。

他说，我主持“行政院”毒品防制会报时，
（大麻合法化）这类课题曾被提出来，但各机关或学
者、专家，绝大多数意见都认为大麻不应合法化。

艺人柯震东、房祖名在大陆涉大麻案被抓，
引发大麻是否合法化议题。台“法务部长”罗莹
雪在和江宜桦一同答询时也表示，大麻在台湾违
法，完全禁止。虽然很多研究认为大麻不会有成
瘾性，但从实际案例看，（吸食大麻） 确实是 （吸
毒的） 先驱行为。

台湾明年元旦放4天连假

跨年旅游团成大热门
台湾明年元旦放4天连假

跨年旅游团成大热门

台当局：不开放大麻合法化

本报电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 2015年元旦
4天假，“小确幸之旅”如何安排？台湾旅游业者
预估，4 天连休将带动跨年团市场，福寿山看日
出、阿里山观云海都是热门。

台当局“行政院”10月21日宣布，明年元旦
将弹性放假，民众确定有4天连假。旅游业者反应
极佳。雄狮旅游副总经理游国珍表示，明年元旦
连放4天，可望刺激民众对于跨年、元旦档期的岛
内外旅游意愿与需求，届时民众前往中南部、花
东等需要较长天数的旅游意愿将大增。

目前畅销的旅游跨年团以2日游为主，比如雄
狮“福寿山观日出、武陵梅飞舞二日游”，售价新
台币4499元起。

岛外方面，旅游业者估计，明年1月1日出发
岛外旅游销售排行依序是日本、韩国、大陆、东
南亚。大陆旅游方面，雄狮“上海 4 日自由行”、

“哈尔滨庄园冰雕4日”等最受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