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09
看台湾

责编：陈晓星 邮箱：cxx@people.cn责编：陈晓星 邮箱：cxx@people.cn

2015年10月23日 星期五2015年10月23日 星期五港澳台周末港澳台周末

继 港 大 学 生 冲 击 校 委 会
后，本周，岭南大学学生会成
员围堵校董会，要求校董会当
场承诺改变校董会架构、废除
特首出任校监的条例。有学生
责骂、围堵校董，要求人人表
态，不同意学生的要求就不能
离开。此情此景经媒体报道后，引起香港社会大讨论，舆
论呼吁：不能让围堵歪风称霸香港高校——

须依法例行事，是否修改条例，并非岭大校董会、老
师或同学能决定，而是需要经过整个社会讨论， 希望学生
可以理性看待问题。自己不会在压力下表态，学生不要

“逼表态”。 ——岭南大学校长郑国汉

学生平心静气讨论问题才对事件有正面帮助。最高行
政长官担任大学校监是香港开埠百多年来的传统，这代表
对院校的肯定、重视和支持，具正面作用，而且一直行之
有效，毋须急于改变。 ——香港公开大学校长黄玉山

市民认为大学生都受过高等教育，理性守法，受到社
会尊重。然而，以激进围堵手法强迫他人接受意见，用

“恶”破坏法治及规则的手法，非但伤害了岭大在国际上的
学术地位，同时破坏前人数代以来辛苦建立的成功基石，
更令外界再次误会香港特区的法治精神受到动摇。

——岭南大学咨议会成员、议员谢伟铨

学生以威胁的方式逐一要求校董表态形同公审，做法
不合理，对于学生在这种环境下所提的要求，我一定坚决
说“不”。如果单纯因为部分校董是行政长官委任的即为

“权贵傀儡”，这对校董不公平。
——岭南大学校董黄均瑜

岭大校董愿意席地而坐聆听学生要求，态度温和，可
说是能做到的都已做，部分人仍不满意，将特首任校监的
复杂问题口号化，并非理性围堵校董，逐一指名道姓胁迫
表态，不支持自己就喝倒彩甚至当面指责喝骂，更有人尝
试冲击及堵塞会议室，谁对谁错可谓非常明显。岭大学生
会会长也是校董，本可于会上提出议题作正常讨论，但却
选择在会外聚众闹事，既然不善用现有平台，不明白他为
何还要留在校董会。

——香港教育政策关注社主席张民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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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统计数字显示，无子无孙的家庭
会在未来成为主流家庭形态，这不仅是个
人养老方式的改变，也会改变社会面貌。

近日，台湾媒体披露一组生育调查数
字，受访者 45％没小孩，其中根本没有生
育计划的约 16％；虽然台湾一直出台政策
鼓励生育，但高达 87％的受访者表示不会
因生育补助而生小孩。人口学者据现有的
资料推算，到了 2035年，保守估计，台湾
家庭四成无子，五成无孙，老龄社会即将
形成，个人和社会都要早做打算。

孔子惹的祸？

在讨论的各种声音中，最另类的是不
生孩子怪孔子。因为台湾女性受教育的程
度不低于男性，但社会在两性文化中依然
遵从传统儒家思想：妇女在家庭中要尽相
夫教子本分。因此，不少职业女性一旦生
育就要以育儿为中心，不得不放弃职业和
自己喜欢的专业，一些受过高等教育且热
爱工作、职场前景看好的女性无法两全，
不少人选择不育。有人认为这是儒家文化
给现代社会带来的障碍。

支持这一观点的人举例称，欧洲早期
也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上世纪六十年
代，风气转变，男性越来越多地介入家
务，而且毫不介意。他们洗衣、接送和陪
伴孩子，再加上托儿所普及，妇女比较容
易兼顾工作与育儿，北欧国家和法国、英

国的生育率稍有回升。但传统观念较深的
国家如德国、意大利，生育率仍难提振。

虽然“怪孔子”乍听突兀，但台大社工系
教授王丽容表示，台湾传统家庭男性不做家
务，全由女性承担，这在现代社会开始影响
女性的婚姻满意度，而女性对婚姻不满也是
影响生育的一个因素。提升生育率，除了社
会要建立完善的托育服务，也要扭转“女主
内”的传统思想，男性应多承担一些家务，协
助职业妇女在家庭与工作之间取得平衡。再
者，因为少子与重男轻女，台湾的性别失衡
现象将趋严重，这也令男性必须学会做家务
才更有机会建立小家庭。

“养不起”之忧

现代社会，人们对生活的认识有所改
变，育儿并不是以往多把米多碗水的事
情，生产、托儿、教育
都要规划，而每一项都
离不开钱的支撑。往往
小两口还在为自己的房
子、车子捉襟见肘，对
于育儿，就以一句“养
不起”逃避掉了。

不能一味指责年轻
人 贪 图 享 受 、 不 负 责
任。台湾的调查数字显
示，有将近四成的受访
者 认 为 家 庭 月 收 入 6

万-10 万元 （新台币，下同） 才能安心养
一个小孩，有近三成表示要 10 万-15 万
元，有近三成表示要 3万-6万元，而 30岁
左右的年轻人平均薪水也就3万元，两相比
较，“养不起”真不是借口。此外，台北等大
城市房价高涨不落，专家指出，房价与育儿
有明显关联作用，台北房价与收入的比例居
全球第三高，很多人一工作就背上沉重房
贷，不仅选择不育，还有人选择不婚。

“养不起”还包括金钱以外的因素，比
如有人担心孩子的未来、有人认为教育环
境太差、有人认为照顾不了、有人忧虑社
会治安，其中超过四成对孩子的未来不乐
观。新北市一对中年夫妻接受台湾记者采
访时表示：“看到有些婆媳因管教小孩意见
不同而失和，再看看台湾大环境这么糟，
包括升学主义、环境恶化、政客乱搞等，
还好当初没有生小孩！”

近几年，台湾一直在出台各种奖励措
施“催生”，马英九将生育提升到“国安”
的高度，但调查显示，仍有超过八成受访
者表示不会因为生育或托育补助就生儿育
女。专家认为，这是因为措施零散，缺乏
总体性，“知道的人不多，觉得有帮助的人
也不多。”对育儿的帮助只是杯水车薪。面
对人口减少的社会，政策思维必须大调
整，应善用有限资源提高人民生活的满意
度，提升经济附加价值。

又老又穷的未来

又老又穷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有可
能成为整个社会的劫难，而这都和生育率
有关。台湾 2014 年的生育率全球第二低，

统计数字显示，2016 年
起，台湾的劳动力人口开
始负成长，2020年起人口
将开始负增长，如情况得
不到扭转，半世纪后的
2061年，台湾青壮年人口
将 腰 斩 ， 只 剩 下 904 万
人。这就意味着目前平均
6.2个青壮年负担1个老人
的情况，会变成 1.2 个青
壮年要负担 1 个老人，社
会的未来将“又老又穷”。

当下的冲击是，劳动力减少造成缴税
人口减少，冲击经济与财政。今年台湾经
济增长进入“保一”的艰困时期，有台湾
专家指出，到了 2035年，台湾的劳动力人
口 （19-65岁） 将减少265万人，在生产变
量与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单人口因
素，台湾人均所得将倒退至2010年的水平。

退休、健康保险等福利制度也面临亏
损的困境，2012年台湾有 32万人月领老年
年金，每月从劳保基金领走 48亿元，2013
年底就有50万人月领，一个月要支付76亿
元，今年 7 月有超过 68 万人月领，劳保基
金一个月支付 110 亿元，3 年间翻涨 2 倍
多。同时，老龄化带来健保支出直线上
升，65 岁以上老人医疗费用占健保支出的
四成，估算明年健保支出将达到6000亿元。

对此，专家提醒说，除鼓励生育外，
辅导老人再就业和移民也是补充劳动力的
必要手段，当局须早做政策规划，不能坐
等危机到来。此外，还要评估各项福利制
度的缺口，及早调整，比如健保方面应推
行整合性门诊，让老人少跑科室，又能减
少医疗资源浪费，还要加强健康管理，指
导老人尽可能自理生活，同时探讨住家医
疗的可行性，全方位为健康保险支出解压。

无子无孙，人口老化，这不仅是台湾
必须面对的危机。如果谁认为这还是遥远
的困境，未免缺乏远虑了。

不婚不育 四成无子
四成无子 五成无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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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参加社区活
动的老人。

初到台湾，穿越中央山脉而行，第一站是南投县泰雅部落，走
进树林，停步木屋旁，部落的舞蹈表演吸引来客跃跃欲试，男男女
女手舞足蹈，不远处就是巴洛克式建筑风格的泰雅皇宮。置身于度
假木屋中，品味泰雅小吃和烧烤，沉浸在森林芬多精的笼罩之下，
使人“醉氧”其中。

继续盘山而行，停在半山腰的清境农场。农场位于南投县仁爱乡，
面积800多公顷，可远眺奇莱山日出、合欢山积雪，山岚云雾飘渺，夕阳
晚霞缤纷，夜晚银河星空灿烂。这里年平均温度约16℃，早晚温差2～
5℃，有“雾上桃源”的美称。听当地人介绍，这里海拔 1700至 2000米，
是当年国民党滇缅退役老兵开发建设的，与武陵农场、梨山福寿山农
场合称为台湾三大高山农场。清境农场的饮食文化以滇缅风格闻名。
1967年，蒋经国到农场视察，认为此地“清新空气任君取，境地优雅是
仙居”，农场遂改名为“清境”。在农场漫步，可见巴黎时尚的浪漫、英格
兰风格的建筑、咖啡屋的温情……人们在此悠然自得。

沿山路继续上行，景随车变，寒气钻进车内，但高原草甸使人
豁然开朗，旷野花草的芬芳在寒风中更加清冽，不时有打扮入时的
青年男女骑着单车从我们的车旁掠过，突然出现的悬崖峭壁让人目
瞪口呆，大有绝路逢生之后的快感。车行至武岭，标高海拔 3275
米，这里是台湾公路的最高点，也是东南亚公路的最高点，据说是
夜间观星的最佳地。

脚下云雾升腾，行车时感觉在腾云驾雾一般。同行者已有人感
到缺氧的不适。再下行，便穿越中央山脉到了花莲，太平洋的风徐
徐吹来。从南投县林场行至花莲的太平洋岸边，一路风轻云淡，花
开花落，去台湾，不能错过这条路。

为庆祝故宫 90 华诞，台北故宫推出“神笔丹青——郎世宁来华 300 年”
和“天保九如：新增文物选粹”特展；同时他们还与台湾中华邮政合作，发
行了“清郎世宁古画邮票”系列。

据介绍，今年适逢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来华 300年，台北故宫精选郎世
宁相关文物 100组件展出，展品除台北故宫藏品外，还向北京故宫博物院等
商借了11件郎世宁画作，使画展更完整地呈现出郎世宁绘画发展的脉络，并
全面展现了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成就与贡献。

记者了解到，台北故宫向北京故宫商借了 8 幅作品，包括 《八骏图》
（卷）、《海天旭日图》（横幅）、《弘历挟矢图像》（轴）、《弘历围猎聚餐图》
（轴）《果亲王允礼像》（冊）、《弘历扎什伦布寺佛装像》（轴）、《孝贤半身像
图》（屏）、《慧贤朝服像图》（轴）。

而“天保九如：新增文物选粹”特展，则重点呈现了台北故宫自1965年
开馆以来，陆续入藏的器物、书画与图书文献等珍品。

以上两个展览将展至2016年1月6日。

台北为故宫庆生
本报记者 王连伟

北京故宫借
展的《慧贤朝服
图》。

任海霞摄

本周，有内地游客因为购物矛盾在香港被殴致死，香港警方已将此案列
为“误杀”，目前已刑拘4人，香港媒体报道警方侦办方向指向“影子团友”。

“影子团友”即在低团费或零团费赴港团里随团活动，诱导或强迫团员消
费，也被知情者称为“刀客”。有时一家店里有不同的购物团，会有多名“影
子团友”，遇到购物争执，他们会一起动手对付游客。

香港旅游业界呼吁无论是店铺、旅行社、香港导游或内地领队都要摒弃
“影子团友”的经营陋习。旅游业界提醒消费者，千万不要只图低价，不要参
加低于成本的旅游团。目前，香港、澳门和泰国是低团费甚至零团费的重灾
区，港澳游的低价团甚至占到市场的八成以上。前几年，香港与内地都打击
过零团费现象，但最近零团费又卷土重来。

影 子 团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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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南投县埔里镇有
条一公里长的老树走廊，
160 多棵茄苳树、栾树枝叶
相交成为风景。但因为树
龄 已 老 ， 虫 害 难 除 ， 蚜
虫、蚂蚁已干扰到附近居
民的生活。再加上枯叶落
枝常掉满地，有居民希望
镇公所解决老树带来的烦
恼。

埔里镇公所提出的方
案是，每两棵树中间移掉
一棵，改种樱花树，既打
造了街景景观，又加大了
树的间隔，用通风透气来
驱逐蚂蚁。

此方案听起来两全其
美，但却引来争议。有当
地居民向媒体表示，茄冬
树 种 了 30 多 年 移 掉 太 可

惜 ， 栾 树 开 花 也 很
美。台湾近几年疯赏
樱，樱花树已经种植
太多，且樱花树开花
期过短，花期一过都

是干枯残枝，无法达到遮
荫防尘的行道树效果。

有林学专家指出，樱
花适合种植在海拔 1000 米
以上的潮湿环境，喜阴怕
阳，埔里海拔低，阳光充
足 ， 的 确 不 适 合 樱 花 生
长。樱花树也会有虫害，
管理不当的话，本想除掉
蚁害，却可能带来另一种

虫 害 。 樱 花 树 因 为 枝 叶
少，不适合当行道树，只
适合栽种在庭院、公园。

一面是能引来游客的
樱花树；另一面是常被台
湾民间膜拜为树公、树王
的茄苳老树，两种树谁去
谁 留 ， 埔 里 居 民 还 在 争
论。有台湾舆论指出，老
树树大不易，虫害可想办
法根治，保留原生的树种
对生态最有利。

那 些 几 十 年 的 茄 苳
树、栾树能否有下一个春
天？要看人的决定了。

要樱花？要老树？
虹 文

茄苳树是台湾常见树种，田边路畔随处可见。
陈晓星摄

游台湾

穿越中央山脉
赵树宴文/图

穿越中央穿越中央山脉山脉
赵树宴赵树宴文文//图图

穿越中央山脉的公路

一路山花相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