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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来到福建，诗人郑
愁予跟各位老友谈起“乡土”
与“诗歌创作”，仍然有着说不
完的故事。出生于山东，定居
于台湾，年少时期辗转迁徙的
经历让他对故土有着独特的情
感，“我的乡愁就在我的背包
里。”郑愁予说。

2015 “ 第 十 届 海 峡 诗 会
——美丽乡村觅诗行”诗歌创
作座谈会近日在福建省建宁县
举行。作为两岸文化交流的一
大盛会，活动邀请了港澳台诗
人郑愁予、简政珍、陈义芝、
萧 萧 、 辛 牧 以 及 大 陆 诗 人 舒
婷、叶延滨和诗评家谢冕、孙
绍振等 50 余位名家学者参会。
来自两岸四地的嘉宾、诗人齐
聚 一 堂 ， 以 诗 会 友 ， 考 察 乡
土，畅谈创作。

谈及“乡土”，郑愁予仍然
记 得 ， 1988 年 台 湾 刚 刚 “ 解
严”不久，他立马到福建西北
山区和沿海各地考察采风。

“我从厦门的要塞看金门，
也从金门的炮台看厦门，我看
到了各种炮弹打过后的残败景
象，人们把它当作历史保护了
起来。”郑愁予说，如今炮弹成
为了历史回忆，而非怨恨。

“‘乡土’是海峡两岸诗
人共同的人文情怀。”诗人叶延滨说，上世纪80年代
开始，两岸诗歌文化交流开始起步，台湾优秀的诗
作让大陆感受到，乡土诗歌、田园风景原来可以是

“疼痛的”乡愁。就像读余光中的诗，通过邮票、船
票、海峡的意象，写出了一种“望乡之痛”，而这种
情感引起了两岸文人“乡愁”的共鸣。

诗评家、北大教授谢冕记得，上世纪 80 年代
初，两岸通讯还不通达，香港诗人犁青就在他的家
里请了台湾诗人，通过电话跟内地诗人联系。“都说

‘窄窄的台湾海峡’，但当时我们见面非常难，大家
就通过电话来回交流诗歌。”

“为什么当时台湾朋友从香港落马洲看到大陆的
山，会感到神伤？因为家乡就在那里。”谢冕说，

“我和台湾的朋友，从过去不能相见，到现在拥有兄
弟般的情谊。这是时代的进步。”

本届诗会在15日至17日举行，两岸诗人、学者
围绕“现代诗：个人经验与乡土资源”进行了深入
的交流讨论，并进行诗歌朗诵和乡土采风。海峡诗
会由台港文学选刊杂志社发起创立、福建省文联及
其他相关单位主办，自2002年以来已举行10届。

（据新华社福州电 记者黄鹏飞）

新华社香港7月19日电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
19日发表网志文章称，内地经济发展迅速，尤其是中央
大力发展“互联网+”产业，这些都是香港年轻人的机会。

梁振英回顾了一周前在北京与一批香港大学生交流
的情况，提到同学们很期待实习期间见识内地资讯科技
的发展。他称，有学生摩拳擦掌准备创业，期待在内地
实习得到更多启发。

“回想当年，我们这一代还是20岁时，国家经济发展
哪有今天的水平？更遑论有今天的规模呢。今时今日，
内地经济发展迅速，尤其是中央大力发展‘互联网+’，
这些都是香港年轻人的机会。”梁振英在文章中写道。

梁振英表示，年轻就是优势，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
分也是优势。优势在于既有一国，也有两制。香港青年
人既懂两文三语，又懂中西文化，未来发展机遇非常多。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记者钱春弦） 19日13时10
分，台湾远东航空公司包机从澎湖马公平稳飞抵沈阳桃
仙机场，标志着沈阳—马公航线顺利开通。这是桃仙机
场继台北之后开通的飞往台湾的又一航线。

近年来，辽沈市民赴台旅游的热潮越来越高，台湾
远东航空公司看准两地旅游市场和日益紧密的往来联系，
与沈阳机场合作，首次开通了马公—沈阳—马公航线，
航班号为FE257/258。另外，远东航空公司将于7月26日
开通沈阳—台中航线，包机航班号为FE9257/9258。

马公市位于台湾海峡中流的澎湖群岛，有澎湖天后
宫、观音亭、中央街、四眼井等，观光业比较发达。

拉抬士气已不简单 竞选之路充满挑战

洪秀柱披战袍对阵“空心蔡”
本报记者 王 平

7月 19日，中国国民党全代会正式提名洪秀柱参选台湾地区领导

人。至此，台湾2016年“大选”确定演变成了“两个女人的战争”。和

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不同，洪秀柱并非大众眼里的政治明星。受命于危

难之际的洪秀柱，能否继续创造逆转取胜的奇迹？

历经波折 抛砖成玉

“是不是同意由洪秀柱同志代表本党竞选明年的大
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19日的全代会上向与会者提问，
台下响起一片掌声，主持人高喊“冻蒜”（闽南语“当选”的谐
音），朱立伦随即宣布通过提名，整个过程约40秒。

看似简单的 40 秒背后，洪秀柱出线经历了不少波
折。3个月前，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早以“绿营共主”之姿确
定参选，国民党实力派人物却一片沉默，最后洪秀柱
宣布“破釜沉舟”领表参选，跌破外界眼镜。有记者当
面问：“你是不是抛砖引玉？”洪则反问：“你确定我不是玉？”

国民党随即启动了“防砖民调”，要求洪秀柱民调
超过三成才能出线。出乎意料的是，洪秀柱敢说敢做
的直爽风格迅速聚集人气，以超过46%的支持度“高空
飞过”防砖门槛。

洪秀柱在19日的全代会上演讲时表示，如果当选一
定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推动两岸和平发展，让全民
共享两岸和平红利，为两岸开创持续、稳定的和平环境。
她说，我们一定要紧密团结、全力求胜，我们绝对不能把
台湾交给谎言、交给民粹，甚至让一个从未反省道歉的
政党“班师回朝”，又让台湾重蹈锁台无序的灾难。

国民党这次全代会诉求“唯有团结承担，才能继
续领航台湾”。朱立伦发表演说强调，“我们坐在一
起，心也要在一起，力量也要在一起，没有团结就没
有力量，要让国民党成为台湾最稳定的力量。”

蓝消绿长 局面艰难

洪秀柱能否跟蔡英文打一场旗鼓相当的选战？目
前来看，她还需要过五关斩六将，克服诸多困难。

首先是国民党乃至蓝营能否真正团结一心。从初
选以来，有关国民党内“排洪卡柱”的臆测不断，如

今洪已正式出线，其他势力虽不至于继续唱反调

扯后腿，但是否会全心投入辅选，仍有两说。如果洪
秀柱能争取到“立法院长”王金平支持，胜算几率会
增长不少。但洪此前邀请王出任竞选总部主委，被王
以“有碍于行政中立、分身乏术”为由婉拒。另一
边，橘营支持者还在力推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出选，若
宋果真参选，将对洪的选情造成冲击。

台湾媒体分析，洪的竞选团队“很多都是没有丰
富选战经验，但有热忱和真诚”。媒体之前披露，洪秀
柱的幕僚群包括多名亲蓝学者，这让洪秀柱在教育、
两岸等议题论述上有更多学术支持，但仍欠缺操盘选
战的“大脑”。相比之下，蔡英文的竞选团队更加组织
化，其竞选办公室分为文宣群、组织群、行政部等，
未来竞选总部将依此架构扩大。

洪秀柱最大的挑战，还在于岛内蓝消绿长的大环
境。国民党自去年输掉“九合一”选举，气势落入谷底。过
去党内抢“大选”出线权都是打破头，这次竟然无人应战
致令洪秀柱一鸣惊人，背后原因，就是因为一些国民党
大咖认为 2016年没胜算，宁愿龟缩以保羽翼。国民党当
政 8 年，岛内已积累了太多厌倦和怨怼，要扭转这个大
势，对任何人来说是无比艰巨的任务。

背水一战 未尝无望

不过，正如抛砖也可以成玉，洪秀柱已经迅速凝
聚了人气，她爽快直接刀刀见骨的鲜明风格，也令国
民党沉积多年的沉闷之气为之一扫。形势确实不利，
但背水一战有时也会有奇迹。

跟蔡英文相比，洪秀柱最大的优势在于两岸政
策。洪的两岸论述将比马英九更加鲜明有力。她日前
在党内做政见说明时慷慨陈词：“当‘台独’的声音假
民主之名而泛滥时，本党对抗的论述与政策是不是总
显得虚弱无力呢？一顶‘卖台’的帽子，仿佛轻易地
就把本党压垮了……而在民进党不断制造麻烦，拆毁
和平基础时，我们是不是因为忧谗畏讥，就自我设

限，不敢将两岸稳定的道路往前再推得更宽广？”
而蔡英文的两岸论述向以“云山雾罩”出名，她

主张“维持现状”，却始终不承认“九二共识”，不提
如何维持现状，完全是骗选票的障眼法，经不起推敲。

洪秀柱的真实爽脆的个人特质也可能成为优势。
洪对所有议题几乎都是直抒胸臆，一针见血，跟大部
分政客虚虚实实的作风大相径庭，所以被叫做 “实心
柱”；相反的，蔡英文所有的主张几乎都是只有华丽外
壳而缺乏实质内容，因而得了个“空心蔡”的名头。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大陆所所长邵宗海表示，抛开
输赢不论，洪秀柱能够成功拉抬起国民党士气，就已
很不简单，而她未来能否将蔡英文“逼到墙角”，是观
察的焦点所在。回顾 2012 年，由于马英九 4 年施政不
佳，确实有被蔡英文“逼到墙角”之感。2016 年洪蔡
对决是否会出现这种情况，值得拭目以待。

岛内《联合报》社论指出，常规战术无法支持国民党
取胜，洪秀柱是一支奇兵，国民党唯有让洪放开手脚，才
能出奇制胜。社论说，在马当局已经无力招架的情况下，
如果国民党仍采取传统守势，要求洪秀柱方方面面都要
遵守党的口径，以国民党繁文缛节与条条框框的限制，
洪秀柱几无施展空间。太多内部规范，恐只会磨掉“小辣
椒”原有的直白、生猛魅力，也是平白耗掉自己的胜算。

书展魅力大PK阅读习惯差

香港人一年只买一次书？
王大可

7 月 18 日，世界女排大奖赛香港站决赛在香港
体育馆举行，中国队以3比2战胜美国队，夺得冠军。

图为中国队球员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 卢炳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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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奖赛香港站：

中 国 女 排 夺 冠

“互联网+”为港青年带来机会“互联网+”为港青年带来机会

沈阳至马公包机航线开通

新兴台湾电动摩托车品牌Gogoro智慧双轮将在7月25日起向预
购用户交车。该款摩托车被誉为摩托车中的“特斯拉”，最高可续航
100公里，并用电池交换站的方式取代固定电源充电，目前在台北已

经建好32座电池交换站，预计年底
增设至150座。

用户可在手机安装专属 APP，
通过蓝牙与摩托车连接，即可预约
电池更换并显示骑乘资讯、车辆情
况 诊 断 等 。 该 车 售 价 为 新 台 币
128000 元 （约合人民币 26400 元），
目前只在台湾售卖。

大图：Gogoro智能电动摩托车。
小图：市民在换电站更换电池。

新华社记者 才 扬摄

摩托车中的摩托车中的““特斯拉特斯拉””
在台湾上在台湾上市市

第26届香港书展7月15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共有
33个国家及地区、共超过580家参展商参与，打破历届纪录。有
人说，我们曾认为香港是“文化沙漠”，但当你在书展上看到读者
废寝忘食的阅读热情后，也许要重新定义这座城市的文化软实
力。也有人说，香港书展和维园年销市场并无区别，别看热闹，
市民的阅读习惯没有提升和改变。

点燃了阅读热情

经过几天的酝酿，以“从香港阅
读世界·一读钟情”为主题的2015香港
书展渐入佳境，客流量逐渐攀至高峰。

本届书展，书籍种类无所不包：流
行文学、儿童读物、社会科学、金融财
经、语言文学……除了诱人的折扣促
销，出版商纷纷各出奇招招徕读者。刚
参加完讲座的韩女士是香港书展的常
客，她说自己除了被大师的文学成就所
吸引外，整洁的场馆布置、人性化的入
场指引和服务设施也让她备感便利。

在这样的氛围里，不少来到书展

的当地人或者旅游者都是大买特买。
这不禁让人好奇，是不是一次就买够
了一年要读的书？

主办方香港特区贸易发展局深谙
阅读不是一时一地之事，今年还第四
次开展“文化七月·悦读夏季”活动，
促进香港全民阅读的风气的形成。机
构在香港各地举办了包括作家分享
会、讲座、亲子阅读工作坊和写作摄
影比赛等文化活动，让市民的阅读热
情溢出书展之外。

香港书展至今走过了 26 个年头，
早已是亚洲地区顶级的文化盛事。香
港虽然曾经顶着“文化沙漠”的帽
子，但以她兼容古今、交汇中西的包

容度，持续推动着地区经济发展和华
语文化交流事业的蓬勃。

大卖场没有文化？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不少平
时常逛书店的当地读书人，对香港书展
并不热衷。看着被高昂的租金逼着空间
越来越窄的书店，不少人担心，香港书
店的未来何在呢？就在这样一个连有模
有样的书店都少有的城市，却办起了亚
洲最具影响力的书展。这不禁让人疑
惑：香港人一年只买这一次书？

2012 年第 23 届香港书展时，台湾
作家杨照在分享会上畅谈自己的香港
书展经验。他说：“我第一次来香港书
展的时候，从入口处进去，一直被人
潮推着走，就这样一圈走了 15 分钟，
然后就从出口出去了。这样的场面，
在台北书展是不可能的。”

杨照也因此对香港实体书店的生
存感到担心：“人流这么集中，是不是
说明大家每年都集中在这一两天买书？
会不会是大家平时都不逛书店？那香港

书店的生意是不是很艰难？”杨
照认为，读者更在意的或许是被书包
围的感觉，而不是被人包围，一个好的、
可以流连的书店不是书展可以代替的。

有学者认为，香港书展本质上不
外是个吸引人流的书市，好处是人多
势众热热闹闹，坏处是缺乏特色如过
眼烟云。尽管书展办得如火如荼，香
港舞台剧导演胡恩威却曾愤慨地表
示，香港书展和维园年销市场并无二
致，市民的阅读习惯也没有提升和改
变，书展上最受欢迎的仍是低俗读
物。在他看来，香港书展倒成全了更
多低俗出版商和低俗作者。

这种批评的视角，倒是赢得了不
少知识精英的赞同。在本届书展“年
度作家”李欧梵看来，香港书展还不
够国际化。他说，书展应该有旧书、
绝版珍本和小众书籍，让爱书的人

“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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