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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纪录片 《芦苇之歌》
日前在台公映时，岛内正围绕
慰安妇问题争论不休。那时反
课纲人士说“部分慰安妇是自
愿”，李登辉说“台湾慰安妇问
题已解决”。马英九办公室表
示：“请他亲自去电影院，看看

《芦苇之歌》。”李登辉方面则表
示 “ 请 马 英 九 观 赏 《海 角 七
号》，那才是大多数台湾人共同
的记忆。”

台湾影片中的慰安妇，到
底是怎样的呢？

继 1998 年 《阿嬷的秘密》
之后，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再
度出资拍摄慰安妇纪录片。妇
援会在1996年至2012年内，曾
为 慰 安 妇 设 计 身 心 照 顾 工 作
坊。通过戏剧、艺术、瑜伽等
不同方式，帮助慰安妇疗愈身
心。2011 年，妇援会请来台湾
艺术大学助理教授吴秀菁执导
反映慰安妇晚年生活的纪录片。

吴秀菁认为，《芦苇之歌》
是一首饶恕的歌，“让慰安妇议
题不只是控诉，而是将更多重
点 放 在 和 解 ， 包 括 跟 自 己 和
解，跟伤害自己的人和解”。

据台媒报道，二战期间受
征召的台籍慰安妇有 2000 多
人。《芦苇之歌》 开拍时，6 位
慰安妇主人公平均已 87 岁，而
如今只有 2人在世。“如果不知
道过去，你不会有未来”，导演
吴秀菁说，希望通过这部“与
时间赛跑”的影片告诫台湾的
年轻人不要忘记历史。

但是李登辉们希望人们忘
却台湾日据时期的悲歌。8月中
在马英九办公室举行 《芦苇之
歌》 特别放映会上，妇援会代
表谴责反课纲人士“慰安妇是
自愿”的谬论，并表示马英九

“陪伴慰安妇阿嬷 24 年”。对于
李登辉接受日媒采访时“台湾
慰安妇问题已解决”的说法，
马英九办公室回应，“这句话不
是无知，就是冷血”，“如果真
的以为慰安妇问题已获解决，
请他亲自去电影院看看 《芦苇
之歌》 ”。李登辉办公室竟声

称，70年前台湾没有对日抗战
问题，只有抗日活动。“对日
抗战”是国民党外来政权史
观，请马英九看《海角七号》。

2008 年上映的 《海角七
号》在台湾电影低迷之际轰动
全岛，创下较高的票房。有评
论指出，影片对于日据时期日
本教师与台湾学生恋情的诗性
展现，流露出强烈的“皇民
化”倾向。李登辉方面竟把影
片中对 50 年殖民史温情化的
处理，称为“大多数台湾人共
同的记忆”，企图以此抹杀日
本在台湾殖民掠夺、血腥统治
的历史，这才真正是台湾人的
悲哀。

但李登辉之流的“皇民情
结”在台湾有一定的市场。反
课纲学生林致宇就曾面向媒体
反问：“说慰安妇全被强迫，
有证据吗？”蔡英文探视包围
教育部门的学生，并未以历史
真相劝导，反倒说“要多听年
轻人的声音，不该把我们自己
的想法加诸他们身上！”岛内
舆论指出，蔡率 13 个绿营当
政的县市长坚持采用“日本不
是殖民统治”的旧课纲，后来又
有推荐《芦苇之歌》的举动，前
后矛盾，只能说是完全出于选
举利益考虑，“非常矫情”。

责编：王 平 汪灵犀 邮箱：gtbhwb@people.cn

2015年8月31日 星期一台港澳

纪录台籍慰安妇故事的影片《芦苇之歌》中收录的6
位阿嬷穿上婚纱的画面。 （图片自台媒）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前主
席连战8月30日启程飞赴北京，应邀出
席 9 月 3 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抗战阅
兵。连战幕僚张荣恭表示，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与亚太区域稳定是两岸人民的期
待，这是连战此行的诉求。

8 年抗战，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在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与日军进行了艰苦
卓绝的战斗，最终换回了全民族的胜
利。连战赴京出席抗战胜利 70 周年阅
兵，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国台办发言
人日前表示，大陆热诚欢迎台湾同胞前
来参加纪念活动。

但台湾当局对此语带保留。台当局
领导人马英九 29日针对连战此行表示，

“不宜参加”就是当局的态度。岛内绿
营更是趁机发出“各种酸嘲”，指责连
战“替解放军背书”，“敌我不分”。

作为连战幕僚的国民党前副秘书长
张荣恭表示，连战此行诉求和平，主轴
是“回顾过去，策励未来，摒弃战争，
确保和平”，希望两岸继续维持和平发
展态势。

国民党内不乏支持的声音。2016年
“大选”国民党参选人洪秀柱表示，连
战在两岸之间有过破冰之旅，也开展两
岸和平的交流，“只要是有助于两岸和
平交流的事情，当然都是好事”。

国民党台中市议会党团书记长杨正
中表示，连战登陆是有意义的，这场活
动的重点在两岸控诉日本侵华的残暴行
为，而非抢抗战胜利的诠释权，更何况
连战如不去，连说明的机会都没有，

“去又何妨”？
台湾抗日英雄后代李友邦次子李力

群30日受访时直言，岛内“就是有很多

小鼻子小眼睛的人，大陆纪念的是抗
战，不是内战，为何不能去”？他说，
连战赴陆还可以增进两岸关系，是非常
适当的行为，“台湾格局要放大，不能
总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王建
民认为，台湾方面担心大陆借阅兵“争
夺抗战胜利主导诠释权”，现在争论这
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抗日战争是全
民、全中国、全中华民族的抗战，两岸
应该共同庆祝。“如果台湾方面能邀请
大陆参加台方的抗战纪念，我认为大陆
也应该派人参加，只要有利于中华民族
的利益，都应该一同站出来，共同庆
祝。”70 年过去了，还在争谁是正统，
已经没有意义。而连战走出这一步是非
常正确的选择，彰显两岸共同庆祝的意
义。

本报北京8月30日电（张盼）“2015未来之星——
中国国情教育培训班”30 日在清华大学举行结业典
礼。本次课程班由香港 《文汇报》 与“未来之星同学
会”联合主办，清华大学承办。

来自香港大学、城市大学、浸会大学等校的近百
名学员，在北京8天学习考察期间，由清华大学和国防
大学的教授为其授课，内容涵盖依法治国与依法治
港、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中国部队架构与国防力量
建设等内容。此外，学员们还实地参访了解放军陆海
空三军仪仗队、抗日战争纪念馆，并在北京马连道体
验茶文化，在什刹海感受中国武术的魅力。学员们表
示，此行增进了对祖国内地发展和传统文化的认识，
提升了国家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

香港 《文汇报》 社长、未来之星同学会主席王树
成表示，去年非法“占中”事件之后，听到很多香港
青年人迷茫和彷徨的声音。香港回归祖国 18年，处在
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希望大家能将此次课程班
的所见所闻、所学所感，带回去与家人朋友分享，令
更多人了解祖国的发展与进步。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早前提出，香港
“积极不干预”思维在今日全球和地区的竞争环境
中已经过时，政府需要“适度有为”去引导经济
发展和民生改善。面对质疑，他近日再在香港报
章上刊发长文，阐述自己的政策理念。

香港，这个被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赞誉为“自
由经济制度的堡垒”，竟然宣布要放弃扬名海外的

“积极不干预”政策，究竟原因何在？有香港媒体
表示，港人并不反对“适度有为”，问题是特区政
府作好一切准备了吗？

“适度有为”来了

梁振英 8 月 25 日在香港多份报章发表长文。
他举例，有政治团体去年建议特区政府，协助在
内地的香港中小企业转到缅甸等成本较低的地区
建立工业园。这种提议，在港英时期肯定不容于
所谓“积极不干预”政策。不同于“适度有为”
中政府可以出手相助的理念，那时主流思想会坚
持说，这是生意人应该自己承担的“以身犯险”。

“适度有为”思维有脉络可循。梁振英上任的
首份《施政报告》就阐述了这样的概念：“在市场
可以发挥优势的时候，政府不应干预，只要提供
公平竞争的平台。但当市场失效、未能发挥功
能，政府一定要有所作为。”他在最新刊发的文章
中则强调，如市场运行有违港人利益和社会整体
利益时，政府必须有为。

而作为对立面、主张“积极不干预”的人则
认为：政府在应对经济问题时，如果采用计划或
干预的方式通常被认为徒劳无功且有害；“积极”
是指政府综合考量诸多因素，不过通常在权衡利
弊后，结论大多是以不干预为佳。

回顾港英时期确立的“积极不干预”经济政
策史，就会发现争议一直不断。香港回归以后，
两种观点壁垒分明：香港社会政治精英多不认可

“积极不干预”，前财政司长唐英年批评那是港英
政府“骗人”的，2006年时任特首曾荫权表示港
府“并不奉行”这一政策；而西方经济学家多为
拥护派，一直视香港为自由经济“最后堡垒”的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佛利民，2006 年就撰文抨
击香港政府令“积极不干预”制度夭折云云。

争议声中，梁振英的态度非常坚定，那就是

不能将所有的民生事务交给市场，在产科服务、
奶粉、住宅单位等问题上，因为短缺而影响到广
大市民的利益，特区政府便有责任做一些事情。

“我们有‘双辣招’，实行港人优先，让外地人来
香港买楼，无论是自住投资或者是‘炒楼’的数
量都可以受到控制。”这都是“适度有为”。

“无为而治”难达目标

原财政司长梁锦松认为，“积极不干预”那种
消极的经济政策跟不上形势。“现在全球的大环境
都在极大地变化，更厉害的是新的科技、互联
网、大数据、新材料、3D打印、生化科技等都在
冲击着整个大环境，如果政府是无为而治什么都
不管的话，我觉得肯定是失败的。”

香港 《经济日报》 文章认为，政府适度干预
在全球并不罕见，明显者如内地或新加坡，即使
美国政府，对经济亦有指导。例如正改变美国经
济面貌以至地缘政治的页岩油，其技术发展正是
在华府长期的扶助中成熟的。

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梁振英更是感觉
到“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压力。他认为，在
香港经济腾飞年代，韩国、台湾和新加坡等三小
龙在经济的介入上更深。香港人十分欣羡韩国近
年在创意文化产业上的飞跃发展，但要看到，人
家背后有积极干预的影子。“香港周边的经济体政
府，都大力支持甚至资助当地的产业发展。”

在梁振英看来，包括前海、南沙、横琴等等，“这
些都是我们适度有为的空间。”香港在国家大战略
上可以搭顺风车，比如港府就考虑设立专门机构配
合国家“一带一路”发展。在港媒看来，如今内地正
起草第十三个五年规划，香港尤其港府若不积极参
与，香港经济非但不能把握机遇，更可能白白将契
机送予邻近城市，变相自我边缘化。

要跨两道关口

梁振英在长文中除了论述对“适度有为”必
要性的看法，更进一步表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
的角色和作用，是重要的理念问题，愿意秉持

“对事不对人”的原则，与各界人士切磋交流。
在梁锦松看来，在有为的时候也要控制政府

的大小。如果政府太大了，占国民经济收入太
高，很可能就会把资源的市场挤压掉，而且官员
太多可能会把私人企业管得太严甚至管死了。香
港 《经济日报》 则认为，面对新形势港府确应有
所作为，但前提是要有足够的经济与产业研究，
更要赢得公信力，跨过这两个关口才能免于草率
及争拗。

《经济日报》摆出一连串问题发问说，香港经
济在哪些方面有现行与潜在优势？应集中力量在
什么行业？在区域经济上有什么优势互补？能否
及如何配合内地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在政策扶助
上，是提供土地？税务优惠？资金资助？政府采
购还是其他方式？力度多大？监管上又如何拆墙
松绑？这些都需要特区政府深思。港府过去并未
见有坚实的产业研究，如中药港等项目无疾而
终，虽有成功个案，但除金融产业外，似乎只有
红酒港。港府推动产业，切忌头脑发热，要避免
空折腾，须先做好研究工作。

该报还提醒说，港府要赢取公信才能行稳致
远。香港不像内地或新加坡，政府决定了扶助哪
些产业，就能放手大干。产业政策必定涉及政策
倾斜与公共资源，必然引起公众关注。以现在香
港后政改时期的社会气氛，推行产业政策势必会
引起更多注视、监察。港府在行事上要做到高透
明度、开诚布公。总体来说，把“适度有为”这
篇大文章做好了，凝聚好港人共识，“积极不干
预”自然将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经济思维面临变革 “适度有为”提上议程

香港：“积极不干预”退出舞台？
本报记者 任成琦

据新华社香港8月30日电（记者张晶） 30日，为
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香港14队青少
年制服团队连同部分退伍军人机构，以“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为主题，在香港尖
沙咀举行纪念巡游。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在巡游前致
辞时表示，香港是抗日战争中一个重要基地，自 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华，中国人民开展了抗战，
香港一直支援内地同胞抵抗侵略。后来香港沦陷，经
历了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日子，年长一辈的市民对当
年的艰苦岁月仍然记忆犹新。

刘江华指出，今年特区政府将9月3日定为公众假
期及法定假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一连串纪念活动
也将同时举办。希望香港青少年好好了解抗日战争的
历史，珍惜目前社会所享受的繁荣稳定，在和平发展
的道路上努力，开创美好的未来。

82岁的老人黄立光是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
成员。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依然精神健旺，思路
敏捷。“你别看我现在是老人家，当年我可是港九大队
最小的‘小鬼’，10岁就加入了。”

黄立光说，看到这么多孩子参加纪念抗战胜利的巡
游，感到很欣慰。他们生活在和平年代，希望他们能更多
地了解历史，明白战争的残酷，了解抗战胜利的意义。

香港中文大学的大三学生黄显中是香港航空青年
团的成员。参加这次巡游，在他看来是“一件特别有
意义的事”。他说，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我们在和
平的今天缅怀先烈更有意义。没有他们的流血牺牲，
就换不来我们这一代人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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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将出席北京阅兵

学者：两岸理应同庆抗战胜利
闵 喆

驻澳门部队轮换驻澳门部队轮换

8 月 29 日，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
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中国人民解放军驻
澳门部队顺利完成进驻澳门以来的第 16次
建制单位轮换。为尽量不干扰市民生活，
此次轮换依照惯例仍然选择在清晨进行。

图为驻澳门部队换防装甲车在澳门街
道上列队行进。 叶华敏摄 （新华社发）

抗战胜利70周年

香港举行纪念巡游
抗战胜利70周年

香港举行纪念巡游

香港大学生在京学国情香港大学生在京学国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