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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值海峡两岸和国际社会高度肯
定的“习马会”在新加坡举行之后，
又迎来孙中山先生149华诞纪念。追
思中山先生，令人兴起无限感怀。而
今由于两岸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开启
和平发展新局，双方共同纪念孙中山
先生诞辰149周年，更具有划时代的
正面价值。

1956 年 11 月 12 日，孙中山先生
诞辰 90 周年时，毛泽东发表了一篇
题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文章，其
中一段是这样说的：“事物总是发展
的。1911 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
到今年，不过 45 年，中国的面目完
全变了。再过 45 年，就是 2001 年，
也就是进到 21 世纪的时候，中国的
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
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对于
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但是要谦虚。
不但现在应当这样，45 年之后也应

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
这段话在今日读来，仍觉意义重

大。中国如今真的已经变成一个强大
的国家了，大陆在处理两岸关系方
面，也展现出更谦虚、包容的格局，
对于两岸及区域和平也将作出更多积
极贡献。

诚如毛泽东当年所说“事物总是
发展的”。在两岸互动的历程中，大陆
应与时俱进，不断推进两岸共存共
荣，互利双赢，以期谋求两岸百姓的
福祉。台湾人民也当体认及尊重两岸
历史的根源，与大陆同胞携手为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而
共同努力。这正是
纪念中山先生诞辰
149 周年的积极意
义所在！

（作者为台湾
著名律师）

在香港车水马龙的闹市中，遮天蔽日
的灯箱广告旁，如果不仔细分辨，很难发
现阁楼书店的招牌。在寸土寸金的香港，
独立书店的利润难敌购物商店，不得已选
择走“上层路线”降低成本。但随着近年来
香港店铺租金高涨，“更上层楼”都难实
现，不少书店或将面临关门的命运。

2012年台湾诚品书店进驻香港，今年
10月又在尖沙咀开分店，主推“书店百货
化”，引发当地大型书店效仿。此外网络书
店日渐成熟，纷纷推出便捷订书服务。四
面受困的香港阁楼书店将何去何从？

“二楼书店”难抵租金压力

香港的阁楼书店常被称作“二楼书
店”，其产生可溯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昔日
香港知识分子深感香港文化土壤贫瘠，便以
办书店这种最简单直接的办法来补救。他们
把书店作为社会启蒙的媒介，向读者提供人
文、历史、社科等类型书籍，希望借此开拓香
港人文空间。但因书籍不够畅销，在沿街铺
面租金压力下，书店只好“上楼”。

最初书店通常选址在二楼，“二楼书
店”由此得名。为在劣势楼层争取主动，二
楼书店主要分布在旺角、湾仔、铜锣湾等
香港繁华闹市区。书店不单卖书，还是文
化平台，时有文化及社会活动举办。长期
以来，阁楼书店在香港商业氛围最浓之
处，屹立为当地别具一格的文化景观。

从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由于租

金日益昂贵以及阅读环境的变化，阁楼书
店陷入困境。有香港媒体人表示，“二楼书
店”不断“高升”，搬至三四楼，有的甚至在
十楼以上，“称楼上书店更妥帖一些”。在

“不断高升”与“逐租而迁”之中，不少阁楼
书店不堪经营压力，黯然退场。

小众经营面对种种难题

阁楼书店属于小众经营，依靠服务与
口碑取胜。大多数阁楼书店主打熟客生
意，店员充分把握顾客喜好，凡有合适的
新书推出便及时通知，订书代购服务也比
大型书店便捷周到。虽在规模上难敌大书
店，阁楼书店仍有生存空间。

开益书店位于铜锣湾崇光百货后，店
主杨淑君2010年接手时正值书店辉煌期，
每月营业额有40万元至50万元（港币，下
同）。近两年生意却一落千丈，营业额跌至
10多万元，且大半用于交租。书店每月亏损
上万元，全靠店主“倒贴”积蓄强撑。

杨淑君说，现在香港人智能电话不离
手，能知天下事，能载天下书，没有时间也
不愿花钱买实体书。货源问题同样让人头
疼，开益书店多通过台湾出版商进书，但因
对方同样面对市场萎缩的情况，在出书量
上严加控制，而书籍首先分配给大型书商，
剩余尾货才轮到开益这类阁楼书店。畅销
书货源有限转眼售罄，让小书店有苦难言。
一年一度的书展是香港人难得的集中购书
时机，却因书商纷纷压价抛售而难获利润。

转型发展遭遇“双重标准”

书市形势不利，租金又只增不减。杨
淑君说，2012年已加租三成，去年续约再
加一成。穷则思变，杨淑君去年尝试转型，
在书店引入红酒和日本零食，却被熟客和
网民围攻，称其“自甘堕落”。眼见租约期
满，杨淑君顶不住压力，便在“脸书”发帖
求援。近来有好心业主邀请杨淑君进驻商
场，为小店提供落脚之处。杨淑君另计划
回收旧书，并以“图书漂流”、出租或二手
出售等方式开拓商机。

年内有台湾网络书店推出订书直送香
港7-11便利店的取货服务，以“中午前订
货、隔日下午取货”吸引读者。杨淑君担心
未来网络书店的发展，对阁楼书店的优势
订书服务构成进一步冲击。她同样对读者
的“双重标准”表示困惑。2012年台湾诚品
书店进驻香港，今年10月又在尖沙咀开分
店，并以“书店百货化”为特色，将非书
籍类货品作为经营重点。当地大型书店效
仿兼营食品百货，顾客却不觉异常。

对此有专家表示，“香港阅读风气仍
不及台湾兴盛，单靠卖书难应付旺区租
金，加上读者在网上买书更廉价便捷，
诚品转为主打百货，是迎合市场的策
略。”大型书店有了转型挽危之道，阁楼
书店又将何去何从？

根据台北故宫馆藏文物设计的文创商品“国宝
好玩艺公仔”。 （资料图片）

两岸文化研讨会在台举行

本报台北11月11日电（记者王连伟、孙立极） 由台
湾“文化部”主办的“两岸文化研讨会”，今天在此间举
行，来自两岸三地及新加坡的文化领域产官学代表齐聚
一堂，相互沟通、诚恳讨论，寻求加强两岸文化深耕与
发展之道。

主办方代表表示，近年来随着两岸交流日趋紧密，
交流产生的火花，让彼此对于两岸如何在文化议题上加
强相互认识与了解，凝聚文化底蕴，激发文化能量，成
为大家共同的课题。台湾“文化部”继去年首次举办

“两岸论坛——小区经验对话”活动后，今年继续举办两
岸文化研讨会，目的在于让各界了解两岸必须朝良性、
互惠方向迈进，在如此频繁的交流过程中，如何找到有
利双方的途径，并能关照到文化层面更深层次交流的有
效方案，是当前两岸交流的重要课题。

据了解，两岸文化研讨会于11日、12日连续举办两日。

白色石阶平台、淡黄墙体、绿色琉璃瓦镶金黄
边，宫殿式建筑风格的台北故宫背靠郁郁葱葱的山
脉，非常醒目。

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做“中山博物院”。1965 年 11
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99周年纪念日那天，台北故宫
在外双溪正式落成。藏品达69万余件的台北故宫博物
院，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华夏文物典藏重镇，用生活美
学推广文化历史也为各界称道。

从展览到教育服务民众

面对精妙无比的玉器、瓷器，日本、韩国观众随着讲
解，不时发出“啊”“哦”“咿”的感叹。馆内正展出“典范与
流传——范宽及其传派大展”，和明清等名家的临摹仿
作相比，范宽的《溪山行旅途》格外显出大自然蕴含着的
浑厚浩莽之气韵，让人无法挪开眼睛。

两位女士几乎贴在玻璃上，对着文征明书法作品一
字一句地念，有时会卡顿。我提醒上面有释文，她们笑
笑，说就是想这么体会那精绝小楷的一笔一画和诗作的
字字句句。唯一排长队的就是肉形石和翠玉白菜了。
2010年参观台北故宫人数为 344万，2014年已上升至
540万。

采访伊始，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冯明珠女士就严
厉驳斥了谷歌上的说法，说并非文物落脚台湾初期秘
藏不示外人，并拒绝社会各界的观览要求，而是文物
自 1933 年离京，几乎一直在箱子里迁徙。初到台湾，
因为准备回大陆，所以没有开箱。

我翻阅 《故宫院史留真》发现，1953年，全部迁
台文物移入竣工不久的台中雾峰北沟文物库房。因各
界参观要求不断，管理处多次临时开箱，在库房中支
起木板陈列若干件。1957年 3月，北沟陈列室开放参
观。因偏僻，各界参观甚为不便。1965年，台北近郊
外双溪新馆落成，11月12日正式开放。

冯明珠表示，现代博物馆的功能，早由文物整理
而进入藏品源流考订研究，从展览服务而及于教育推
广，乃至提倡文化创意，拓展多元化业务。

1970年，台北故宫请孤儿院孤贫儿童暑期前来参
观。1971年，开放小学生免费参观。1990年12月，故
宫以彩图铜版精印 《故宫文物宝藏新编》 青少年丛
书，引导中小学生透过馆藏的书法、铜器、陶瓷、绘
画、玉器、文具，认识华夏艺术文化雍容娴雅的泱泱

古风。文物还被送到院外偏僻地区展览，甚至1999年
还赴各监狱举办“华夏文物英华”特展。

他们还推出千禧之夜、“故宫夜宴”、“故宫新韵”
表演及周末夜间 30岁以下台湾观众免费入场等活动，
将民众吸引到故宫来。

为培养大众了解中华文物，从 1984 年创办冬令及
夏令文物研习会，各界人士自由报名，另协调教育当局，
每年安排200名中学教师参加研习。去年冬令文物研习
会3天9场，讲座内容包括明四大家之一的沈周、定窑花
瓷、台湾原住民文献与图画等，计2043人参加。

文创首先要熟悉自己的文化

第一次去台北故宫，是参加台北故宫与金门酒
厂、法蓝瓷合作推出 4 款纪念酒的发布会。虽然酒
器借鉴了文物要素非常美，但总觉得似乎过于商业
化了。随后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文创每年收入是多
少？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

冯院长先是非常认真地告诉我：台北故宫是收支
两条线，政府拨款，但所有收入包括文创全部上缴财
政。去年馆内卖店营业额就达到 9亿元新台币，哪怕
不拨款，也可以打平营运开支了。博物馆要有本事赚
钱做公益，而不能靠买卖炒作文物维持。大英博物馆
只有 30%的拨款，靠 4 个公司营业、行销，才能办特
展、免门票，维持营运。然后冯院长又面带笑容地
说：酒文化是中国文化重要组成，春秋战国时期就有
青铜酒器。酒为诸多文学大家助兴，是生活的调剂，
让人愉悦。现在都讲红酒文化，谷子和高粱做的白酒
文化不该被遗忘。

回头想想，的确，虽然花间一壶酒的酒器加18年
陈金门高粱酒卖到新台币6.8万元，但它也还是文创。

台北故宫的文创，天下闻名。照冯院长的说法，
他们的文创活动，甚至先于英国“文化创意产业”

（Culture and Creative Indusrues） 这个名词的传入。
早年，意犹未尽的观众购买图录和明信片，把博

物馆及观展记忆带回家。那时科技室为了研究文物的
科学架构，做了仿古青铜器。既然开模了，就做些纪
念品吧，没想到非常受欢迎。如果说那是一种下意识
的文创，那么1983年，台北故宫开始大规模有意识的
文创。刚上任的秦孝仪院长提出“从传统中创新，艺
术与生活结合”。2006 年更是推出“Old is New （古

就是新） ”的概念，以行销方式推广典藏。
提起这段往事，冯明珠院长脸色柔和地回忆说：

“先是由管出版印刷的出版组做，后扩大为‘文创行销
处’，我参与其间，不久就成为重要负责人之一。传统
元素与生活用品怎么结合？怎么体现生活艺术美感？
首先要由我们发想出文创灵感，哪样文物的色彩花纹
适合做丝巾、雨伞，哪种文物的轮廓适合做文房用具，
然后与厂商合作。当时没有数码资料，全靠对藏品的熟
悉。不熟悉自己的文化，只能是创意，而不是文化。”

小小纸胶带卖出上千万新台币

如今，和台北故宫合作的下游工厂有 100 多家，
形成了一个产业链。2009年 9月，他们开办文创产业
发展研习营，提供“美学与感知”“文物传习”“设计
与创意”等训练课程，借以提升文创产业研发设计团
队的文化内涵，并建立合作行销模式。

冯明珠说，越红的展件越好卖。比如翠玉白菜居
然有 200 多种创意产品，其手机链和钥匙圈设计思路
并不复杂，今年前 9 个月销售额合计 1392 万元新台
币。“朕知道了”这么小小的一个纸胶带，独自创下
1213万元新台币销售额。文创在创造利润的同时，拉
近了民众与历史文化的距离。

如今的台北故宫正在推行数码化建设，建置文物
数码博物馆，开发出“带着故宫走”APP ，年底南部
园区将试营业……台北故宫正不断焕发出魅力和美。

台北故宫：用生活美学推广文化历史
本报记者 张稚丹

台北故宫台北故宫：：用生活美学推广文化历史用生活美学推广文化历史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稚丹张稚丹

两岸论坛共商养老
本报北京11月11日电（记者汪灵犀） 两岸养老文化

与产业发展论坛日前在浙江临安举办，两岸专家学者和
产业界人士围绕中华养老文化传承与两岸创新发展、两
岸养老服务体系建构与经验分享、两岸老龄服务产业现
状与合作前景等3项议题展开讨论。

本次论坛由 《两岸关系》 杂志社、中国老龄科学研
究中心、临安市人民政府、台湾两岸医疗事务交流协会
等两岸有关机构联合主办。

粤港联合破获跨境电信诈骗
据新华社广州11月10日电（记者叶前） 广东省公安

厅10日披露，粤港警方近日联手破获一个冒充中央驻港
机构和内地政法机关对香港及内地民众进行诈骗的跨国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这是粤港警方首次联手在外国
破获电信诈骗犯罪窝点。

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郭少波在当日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据香港警方通报，今年以来，香港频发犯罪分子冒
充中央驻港机构及内地政法机关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案
件。8月初，香港警方到访公安部和广东省公安厅，通报
案件有关情况并提出联手打击意见。

广东警方随后成立了专案组。依托高科技技术侦查
手段，借助大数据平台，通过海量的信息研判比对碰
撞，警方最终锁定多个设在印度尼西亚的“诈骗话务
组”犯罪窝点。同时，专案组以香港警方通报的案件线
索为突破口，排查出一个在珠海活动、曾在菲律宾设窝
点的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

在统一收网行动中，抓获犯罪嫌疑人 90名，其中台
湾籍 7人，并对 70名在逃犯罪嫌疑人进行追捕，缴获一
批涉案银行卡、诈骗“剧本”、账本、手机、电脑等，查
扣赃款103万元。

10月19日，在公安部统一部署下，广东警方联手印
尼、香港、台湾警方捣毁诈骗窝点2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67 名，其中在印尼协助当地警方抓获台湾籍嫌疑人 7
名，大陆籍嫌疑人39名。

店铺租金不断上涨断上涨 连锁商与网店夹击连锁商与网店夹击

香港阁楼书店夹缝求生香港阁楼书店夹缝求生
本报记者 张 盼

在香港闹市，如不仔细分辨，很难
发现阁楼书店的招牌。（资料图片）

香港店
铺租金高，
阁楼书店选
择走“上层
路线”降低
成本。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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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巴西传奇球星、“外星人”罗纳尔多在澳门奥林匹克户外足球
天地与约200名澳门中小学生进行交流。

图为罗纳尔多 （中） 与澳门学生合影。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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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尔多来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