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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因成功研制出新型抗疟疾
药物青蒿素，获得 2015 年诺贝尔医学奖，香港各
界表达欣喜祝贺之情。行政长官梁振英为此撰写
网文，他说，屠女士从中国医籍中得到启发，在
传统中医药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学和技术，带
领科研组创制了新型抗疟疾药——青蒿素，挽救
了无数生命，其中大部分是生活在全球最贫困地
区的儿童。屠呦呦的获奖将令科学界更重视中医
药。

梁振英说，屠女士摘得诺奖，证明结合中外
优势是一条成功之路。香港作为国家的超级联系
人，一直结合中国和外国优势，不论在国家对外
改革、开放以及近年推行的“一带一路”策略
中，都可以发挥作用。

香港中医学界更因屠呦呦获奖而感鼓舞。香
港大学中医药学院副院长冯奕斌表示，青蒿素是
从中药青蒿中以低温提取而得，据古代文献记
载，青蒿有抗疟疾作用。以往的抗疟疾药物的抗
药性高，但青蒿素克服了有关问题，对医学界有
重大意义。香港经络医学会会长、资深中医师陈
新发表示，传统中医古方存在无数瑰宝，例如西
医束手无策的皮肤湿疹，流传了上千年的中医古
方——金朝名医李东垣的“脾胃论”中的“补中
益气汤”就能治疗，而这已经被日本京都大学学
者所证实。但由于中国的医学典籍博大精深，即
便是现代中国人都较难掌握，所以过往西方医学
界只将中医药视作另类疗法，但近年来，海外渐
渐接受中医药疗法，他相信屠呦呦本次获诺奖将
进一步提升西方医学界对中医药的兴趣和关注，
对于中医药的发展有很大推动作用。香港浸会大
学中医药学院院长吕爱平说，对首次有中医药学
者获颁诺奖表示高兴，证明世界医学界对中医的

认同，不仅鼓舞全球中医药学者，亦有助推动中
医药国际化。

香港媒体近几日也持续聚焦屠呦呦。香港
《大公报》发表文章披露，屠呦呦获得的首个境外
奖项是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1996 年颁发的

“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当时，基金会创办人、
已故爱国实业家查济民先生在非洲尼日利亚设
厂，工人数以万计，但每年都有不少工人死于疟
疾。当查济民先生获悉屠呦呦团队在进行青蒿素
治疗疟疾的研究后，立即斥资相助，并在 1996 年
经杨振宁、周光召等评委决定，把杰出集体奖100
万港元奖金颁赠给屠呦呦团队。文章称“求是基
金会”比诺贝尔奖早近 20年洞悉此一研究成果的
重要性，堪称独具慧眼，也是香港和屠呦呦的一
段缘分。

香港 《商报》 发表题为 《屠呦呦获诺奖对港
的启示》 文章，文章指出，香港作为大中华圈中
东西文化深度荟萃融合之地，在西医与中医发展
上都已具备雄厚的基础。传统上，承袭殖民地制
度的香港医疗体系以西医为主，全球领先的西医
水平亦长期是港人的骄傲；同时，香港民间一直
保留有完整的中医传统，遍布全港的中医诊
所亦说明市民对中医的高度认同。其
次，在医学教育方面，香港除了拥
有港大医学院、中大医学院等
优秀的西医教育机构外，
近年港大、中大、浸
大亦先后成立了中
医药学院，在
中医药教
育 与

研究上投入财力，为中西医融合发展提供了人才
和资金上的保证。第三，香港在中医药规管上拥
有完整的制度。早在 1997 年，香港就曾有过建设

“中药港”来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中医药中心的构
思，无奈因为时机並未成熟而最终作罢。是次屠
呦呦教授荣获诺奖，启示香港应借中西结合优
势，加强创新科技，为经济注入创新动力。

香港 《文汇报》 发表文章指出，屠呦呦获奖
为广大的年轻科学家树立了榜样，形成了巨大
的激励作用——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成功的
科学家，请记住：科学拒绝浮夸、远
离功利、痛恨虚假、没有侥幸。
做到这些，中国人还能拿更
多的诺奖，摘更多科学
桂冠上的明珠，为人
类福祉做出更大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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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台湾各大专院校都在举办新生家长座谈会，本来是想
聚焦新生教育，没想到却令“妈宝”一词再度炒热。

原因是家长提出的问题大大出乎学校的意料，都是一些有没
有洗衣机、几点熄灯、室友不好相处如何换房间等生活琐事问
题。台大学务长向媒体表示，新生入学，经常看到家长满头大汗
提着行李箱，而学生只顾着低头玩手机。还有的家长为了新生抢
着到学校当志工，台大的志工已人满为患。

长荣大学大众传播系一位老师说，她的一位学生家长居然跨
城买房陪伴女儿上大学。台南应用科大一位老师接到家长电话要
求老师为新生过生日，原因是孩子第一次离家过生日。家长的溺
爱造成孩子成为没有生活能力的“妈宝”，难以容入社会。政治大
学法律系一位副教授干脆在授课大纲上注明：“不欢迎爹宝、妈宝
来修课”。

重庆南路是台北老字号书店街，光绪初年设立“高堂书店”，鼎盛时期书店和出版社超过百余
家。随着网络时代的兴起，这里的书店纷纷关门倒闭或改卖其他商品。

为让台北市民认识重庆南路书店街的辉煌历史，“重南书街促进会”近日举办“2015发现书街
品味书香”活动。来自北京和江苏常州的两家文化公司，还现场举办彩绘京剧脸谱、展示古籍印刷
术等活动。图为小朋友在描绘京剧脸谱。 本报记者 王连伟摄

台湾宜兰有一片原始林，以红桧、扁柏等
树种为主，共中不乏千年古树，被称为神木。
有创意的宜兰人在此开辟历代神木园区，根据
树龄找到历史上年龄接近的文化名人为树命
名，共有 51棵人名树，包括孔子、司马迁、唐
太宗、武则天、杨贵妃等。园区因其文化内涵
与趣味深受游客喜爱，成为宜兰的知名景点。
因位于栖兰林道12公里处，也称栖兰神木园区。

近日台风“杜鹃”横扫台湾，台湾媒体传
来历史园区的“噩耗”，2069岁的“王昭君”不
敌强风倒地气绝，1247 岁的

“韩愈”也命断风中，比韩愈
小 4 岁 的 1243 岁 的 “ 白 居

易”树干开裂，台
风造成园区内“2 死
1 伤 ”。 神 奇 的 是 ，
园 中 最 长 者 、 2500
多岁的“孔子”仍

安然矗立。
园区管理者无奈表示，神木也有寿命的极

限，园中的“曹操”、“唐太宗”已经“老死”。
在此次台风中倒地的“王昭君”和“韩愈”将
原地保留，在此添加讲解牌作为“墓碑”，也可
发挥环境教育的作用。受伤的“白居易”将得
到抢救，在开裂处涂药、填补，再以钢索加固。

园区内年龄最小的是 400 岁的“郑成功”。
如今，“长者孔子”和“幼者郑成功”俱在，园
区虽遇不幸，仍然还是个“大家庭”。

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玛丽医院重建工地本周发现一枚长约
半米、金属外壳残旧的炸弹，消防员和警员接到报警后赶到现
场，疏散工地工人和附近人员，在 500 多人撤离后，成功引爆炸
弹，没有人员伤亡，而且附近马路的交通一直维持正常运转。

香港建筑工地曾多次发现二战时期遗留炸弹。2014 年 2 月 6
日，港岛湾仔区皇后大道东附近一酒店工地曾发现了一枚二战时
期的炸弹，香港警方次日将其成功解除。2015年3月6日，香港维
多利亚公园附近工地也曾发现一枚疑似二战时期遗留下来的炸
弹，被警方成功引爆。

身为民进党政治明星、蔡英文的热门副手人选
和台南市长，赖清德近日在台南市议会上明确表态

“我主张台湾独立”。在台湾已进入选战的敏感时
期，在岛内外皆质疑蔡英文的“维持现状”到底是
什么路线时，赖清德此言即刻引起各方解读。有台
湾舆论指出，赖清德显得突兀的表态，立即点明了
民进党的政治 DNA，戳破了蔡英文刻意包装的温
和形象。《中国时报》 就此发表 《赖清德“台独”
论是两岸凶光》的评论，文章摘发如下：

就当前社会氛围，台湾外在安全环境与内部实
力都处于30年最不利状态，民众不能只求政党轮替
的痛快，而不问蔡英文与民进党要把台湾带往何方。

赖清德说“我主张台湾独立”，并非脱口而
出。还原现场，当时国民党籍台南市议员王家贞在
议会质询，肯定赖清德到大陆访问并成立两岸小
组。王家贞要求赖清德就此表态，赖清德以“台
独”应对。

面对质询，赖清德可以有多种
选择，可沿袭蔡英文“维持现状”
说词，可以在模糊掉一部分内容的
背景下谈两岸和平、和解的重要，
毕竟两岸的交流与和平发展有利于
台南市民、有利于台南市政，也可
以以非市政问题为由回避。令人意
外的是，赖清德没有做出比较稳妥
的选择，反而清晰而坚定地表示

“我主张台湾独立”，并称“我主张
台湾独立并没有说主张一定要兵戎
相向。”

赖清德的表态提醒我们一个重
要的课题：表面看似已经温和了的
民进党的背后，是两岸关系有可能
进入高风险期。首先，赖清德被传
为蔡英文副手或者将选新北市市
长，未来将在民进党阵营中发挥比
现在更重要、更关键的作用，赖清
德的发言不无向新老独派交心、问
鼎“正绿教主”的意涵。赖的幕僚
公开感谢国民党市议员的提问，称
让赖可以表明心迹。由此可见，随
着赖清德在政坛上的逐步爬升，他
在两岸关系上的破坏作用想必更大。

其次，赖清德的“台独”真言
是在他声望不断下降、登革热疫情
持续蔓延的情况下流露的，很难不
让人联想起过去民进党执政时期，
以“台独”和两岸议题为政治提款
机，操弄“台独”民粹的政治文
化。这也证实了即使蔡英文尽力粉
饰“台独”色彩，回避“台独”党

纲和《正常国家决议文》的
存在，但民进党的“台独”
基因一定会随着政情的起伏
而不定期发作。这不但牵动
台湾政局，更将会是两岸关
系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

更必须正视的是民进党对
于赖清德发言的回应。民进党
党内人士指出，赖清德的发言
是他一贯立场，与党的态度相同，“赖的说法跟党没
有不同调，也不是‘暴走’。”毫无疑问，民进党替赖清
德的“台独”真言背书。赖清德表态主张“台独”，加上
民进党的背书回应，凸显了民进党两岸路线的真相，
戳破了蔡英文的虚假，也表明了民进党即使在选前
100多天这样的关键时刻，他们的政治明星与决策者
基本上都不愿考虑大陆的立场底线与感情，只在乎
个人的政治地位（正绿教主）与政治危机处理（登革
热疫情），这样的政党岂能信赖？

一段时间以来，蔡英文在展现两岸政策的“温
和稳健”上做足姿态，却始终不愿意务实地搭建两
岸政治对话平台，更遑论认同“九二共识”、废除

“台独”党纲。只做表面功夫的政党，岂值得人们
信赖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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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获诺奖后在家中留影 李 贺摄

“ 囧 囧 ”
有 神 真 不 是 传

说 。 继 《泰 囧》 之
后，姊妹篇 《港囧》 又火

了。但影评人毛尖说，导演徐
铮背负了太多的类型和情怀，他在

片中一路狂奔好像就为了串烧香港老歌
与致敬王晶。有人将 《港囧》 的票房飘红归

功于片中对港片的缅怀，也有人说徐铮的成功只
是因为赶上了中国电影票房井喷的好时候。中国电影
正走进“美好年代”，那么港片呢？

香港电影在创作上拥有更多的自由，天马行空，
汪洋恣肆……但从香港市民社会中生长出的电影，娱
乐化为突出特征，这一特征于无拘无束中显现出“过
度”的弊端，曾有人将此形容为“尽皆癫狂”。

香港电影产业高度发达，高产量自然意味着高效
率，但也因此难掩缺憾：电影筹备时间通常较短，构
思不够严密；后期制作时间也很有限，粗制滥造的问
题时有发生。上世纪 60年代武侠片最为鼎盛之际，一
部电影的完成常常仅用几天的时间，俗称“七日仙”。
但到了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高速发展，成为国际
金融中心。香港也一度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
电影出口地，收获“东方好莱坞”的美誉。

《港囧》 带领人们重温了那段香港电影的黄金时
代：从 《胭脂扣》 到 《玻璃之城》 的海报回眸，从主

题曲到电影配乐的旋律复现，还直接
模 仿 了 港 片 中

的经典桥段。主人公在香港的街巷“穿
越”，回溯港片的繁华风景，带领观众走向怀

旧深处，体验港片的“当年情”。
但现实却是，1995年香港影评人列孚感叹“香港

电影已死”，香港电影与经济比翼齐飞的时代一去不
返，承载着一代人录像厅记忆的香港电影走向衰落。

1997 年亚洲金融风暴导致香港经济大滑坡，在香
港电影一蹶不振的“世纪危局”中，2003年6月，中央
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签署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
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为香港电影人提供了北
上拍片的契机，使得香港电影获得了更大的市场空
间。在“北上救市”的大背景下，香港与内地合拍片
达到高峰。“事实上香港电影目前已经不存在了，取而
代之的是更新的大华语地区的电影”，有香港影人说。

合拍片虽不绝于银幕，但也有“水土不服”之
叹。北上的香港导演在影片中加入内地元素，出现既
不被内地待见、又无“港味”的“四不像”问题。曾
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奖的彭浩翔认为，内
地与香港文化认同与电影理念存在差异，身处香港揣
摩内地观众心理的行为像“隔山打牛”，难免会“水土
不服”。深入影片拍摄地“接地气”，而非“带着香港
思维和手段来修修补补”，才能拍摄出满足内地人观影
预期的电影。

而“港味”流失的原因则在于，香港导演在面对
广阔的内地市场时，遗失了香港的视点，使合拍片与
内地片越来越趋同，更少了对香港本土的关注。有评
论者指出：“并非说港片不能到内地取景或者讲述发生
在内地的故事，问题是影片不可没有来自香港的视
点。”

香港电影尚在寻找与内地合拍的定位，美国好莱
坞又要开始施展影响力。好莱坞电影巨头华纳兄弟与
内地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近日在香港共同出资成
立“旗舰影业”，开发制作华语及英语电影并面向全球
市场发行。在合作拍摄“国际大片”渐成风气之际，

香港元素如何参与和立足，成为香港影人应该关注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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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 宝宝

“孔子”安度台风
小 霞

港玛丽医院挖出旧炸弹
小 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