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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台北12月13日电（记者陈
晓星、孙立极） 与中国致公党同出一
门的中国台湾致公党今天在台北举行
党主席交接典礼暨庆祝晚会。主席台
张贴“致力和平统一、公为世界大
同”主旨口号。前任党主席王瑞陞致
辞时表示，中国台湾致公党“推动国
家和平统一的理念永不会改变。”新
任党主席陈柏光向到场祝贺的台湾
100多个政党代表发出倡议：增进两
岸互信，确保两岸和平。

2000 年，以台商及海外华侨华
人为主体的台湾致公党在台湾复党，
复党后即与中国致公党展开交流合
作。中国致公党中央为今天的交接典
礼发来贺电：衷心希望贵党在新任主
席领导下，继续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发
扬洪门爱国精神，为推动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
新的更大贡献。

陈柏光在今天的大会上提出一个
主张、一个发展与一个行动。一个主
张是天下为公，增进两岸互信，确保
两岸和平。一个发展为以理念唤起青
年从事政治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期许
有志青年探讨台湾的未来，鼓励学生
青年参政，发展多媒体平台让青年朋
友有多元发声管道。一个行动为从
设立中央党部开始，办理各项训练
工作，协助青年筑构政治理想。陈
柏光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台湾致
公 党 现 有 的 3 万 多 名 党 员 年 龄 偏
大，希望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
致公党。

今天的交接典礼上，台湾致公党
青年军成立，并有青年宣誓入党。

本报香港电（记者连锦添、陈然） 第
五届港台影响力论坛暨中国评论通讯社成
立 10 周年纪念演讲会 12 月 10 日在香港举
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张
荣恭应邀担任主题演讲人，两岸及港澳近
百名嘉宾出席中评社成立 10 周年纪念活
动。大陆、香港相关部门负责人及台湾各
主要政党领袖、政要纷纷发来贺电。

据介绍，中评社于 2005 年 6 月通过其
主办的中国评论新闻网 （中评网） 正式对
外发稿，并通过下辖的中评智库基金会与
两岸及港澳、北美、东亚的 200 多家战略
和政策研究机构、2000多名专家学者开展
互动与合作。中评社目前平均每天播发文

字通稿 330 条，在涉台及两岸关系新闻传
播方面有较大的影响力。

张荣恭在演讲中表示，10 年来的国共
和解，让两岸关系迅猛发展，也推动了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之路。台湾的未来要靠下
届领导人的两岸政策决定，两岸关系应维
持趋势不变，让和平发展继续为两岸人民
所共同享有。他说，人民需要的是安居乐
业，“安居”就是生活安定、不打仗，“乐
业”就是大家都有钱赚，执政者有责任提
供给人民“安居乐业”。对两岸关系来说，
过去的基础就在那里，后继者如何维持很
重要，如果否定了这个基础，和平发展必
然会遭受重挫。

“大陆像一块磁石”

“很多台湾艺人，如果没生病，你在台湾又很久没有见
过，通常都是去大陆了。”台湾年代电视台节目部副总常立
欣不久前表示。翻开大陆知名综艺节目的嘉宾单，从 《爸
爸去哪儿》 中的林志颖，到 《中国好声音》 中的庾澄庆、
齐秦，再到 《我是歌手》 中的张宇、林志炫和彭佳慧，很
多台湾艺人因为这几档节目爆红，赢得众多粉丝，事业梅
开二度。就连“台湾综艺教父”王伟忠，也在2013年带着
旗下艺人先后上了两档内地综艺节目：《中国梦之声》 和

《中国达人秀》。
“大陆像一块磁石，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为啥台湾

艺人都爱来大陆发展？常立欣说，因为这里有许多让人无
法拒绝的“福利”。

最直观的就是酬劳。不少台湾艺人来大陆以后身价飙
涨，可能拿到数倍于甚至几十倍于台湾的酬劳，还有媒体
对台湾艺人喊出“想要富，去大陆”的口号。其次就是影
响力。大陆数以亿计的粉丝为艺人带来的社会影响力，是
台湾无论如何也比不了的。

除此之外，“有意思”也是台湾艺人爱来大陆的重要原
因。台湾音乐人黄国伦对大陆综艺节目的评价是“百花齐
放”，“什么节目都有，谈话、音乐、戏剧、综艺真人秀、
文化、教育，台湾就比较单一。”庾澄庆也表示，自己上

《中国好声音》，是因为这是真正让他觉得有意思的节目。
这一点台湾节目制作人有更深体会。台湾综艺节目制

作经费逐年萎缩，选题重复单调，让制作人失去了创作的
土壤和激情。而大陆资金多、市场大，制作人西进后反而
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曾执掌巅峰期 《康熙来了》
的孙乐欣已和大陆视频网站合作，詹仁雄、陈致远等制作
人也打算和大陆电视人合作开创新节目。“至少，我现在可
以想象一下做大节目的感觉了，而不是面对一帮已经熟悉
得不能再熟悉的人，去讲那些我自己都能替他们讲的夫妻
话题或者小吃美食。”

不接地气难出彩

不过，西进寻找新天地既不轻松，也不简单，经常有
人“水土不服”。黄国伦初到大陆，因为两地“某些笑的哏
不太一样”，有时候在综艺节目上讲一些在台湾会引起哄堂
大笑的哏，这些哏抛给大陆观众，“他们听不懂，没反应。”

台湾编剧的剧本也是这样，与大陆文化衔接不够，难以
体现大陆都市潮流的现状。“比如说《一起来看流星雨》、《爱
情是从告白开始的》这些剧，都是模仿了成熟的台湾偶像剧
剧本，但完全不符合现在大陆大学生的生活模式，里面的生
活过于架空。”在台湾从事剧本策划的唐小姐说。

不少大陆节目制作人也表示，“他们 （台湾艺人） 的话
题还是很局限于台湾，但我们需要的是更多和内地 （大
陆） 结合的东西。”不接地气，就很难在大陆出彩。

其实早年间，台湾的明星资源和技术理念是遥遥领先
大陆的。但近年来大陆影视娱乐业蓬勃发展，不断有资金
和人才流入，节目质量水涨船高，台湾市场却慢慢式微，
两岸实力对比逐渐逆转。以前在大陆火到不行的台湾元素
——偶像剧、台湾腔、大曝隐私、无厘头搞笑等，如今再
照搬到大陆银屏，就颇显尴尬，与主流风格不合。

为了迎合大陆观众口味，台湾艺人纷纷忙着重新学习。字
正腔圆的普通话、简体字、大陆文化、相关政策……都是必修
课。但许多台湾艺人在大陆兜兜转转一圈之后，还是求路无
门，只能暂时回台湾等待新机会的召唤。“目前的情况是，没有
去不去的问题，只有有没有人要你去而已。”有艺人感慨。

合作模式待探索

虽然大陆对台湾艺人需求量不小，但两岸的合作模式
还远没有固定，大家都在探索。

目前最常见模式是，台湾经纪人跟大陆经纪人合作经
营一个艺人，或是代理一些艺人。“我认识的很多经纪人现
在一天到晚跑大陆。”常立欣说，现在台湾经纪人是跑得最
勤快的，他们先带头往大陆跑，再把艺人带过去。

也有的是“带头艺人”去大陆后，再把小伙伴们带过
去。比如爱奇艺的 《奇葩说》 节目，自从台湾资深艺人蔡
康永成为该节目的导师之后，很多台湾艺人都觉得“可以
尝试”。于是，上过“康熙”的陈汉典、阿雅、谢依霖、沈
玉琳、赵正平和小甜甜等人“都来了”。

有人怀疑，台湾艺人集中“登陆”掘金，会不会只有
这一波，几年之后大家又都回归岛内了？很多业内人士分
析认为，这点根本不必担心。大陆的影视娱乐市场还处在
发展阶段，远远没有达到饱和，对艺人的需求量在很长一
段时间内还会比较大。不过随着大陆市场逐步完善，对艺
人的要求会越来越高，有料的艺人更加吃香，滥竽充数的
艺人则难以为继。有专业特长的人，像星座专家、心理专
家或是魔术师等，路会走得比较久远。

走，到大陆去!

台湾艺人西进寻找新天地
本报记者 汪灵犀

本报北京12月13日电（记者任成琦） 首届“创业创新 筑
梦温州”在京知名高校台湾青年创业就业座谈交流会，12日在
北京大学中关新园召开。150多名在京高校深造的台生参与了本
次座谈交流会。座谈交流会由温州市台办、温州台湾青年创业
就业服务中心等主办。

据悉，温州台湾青年创业就业服务中心作为国台办授予的
“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启动以来已组织创业推介会10个场
次，吸引来温州考察的台湾青年600多人次。本次座谈交流会旨
在向在京知名高校台湾学生推介温州的创业就业环境，吸引高
端人才，为台籍青年学生与温州的企业、相关机构搭建直接交
流的平台，打造首个面向大陆台籍学生的专向创业就业咨询接
洽活动品牌，为温州对外招才引智开拓新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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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成本低是导致台湾电视节目难看的原因之一。台剧平均一集205万元（新台币，下同），最低从40
万元起跳。而大陆剧平均一集制作费736万元，场面浩大的古装剧单集成本更超过千万元，例如红透两岸的
《武媚娘传奇》，一集成本就要1562万元。

比起戏剧，台湾综艺节目制作费落差更大，平均一集制作费96万元，中视《华人星光大道》一集400万
元最高。而大陆综艺节目平均一集制作费3381万元，是台湾的35倍，其中《奔跑吧兄弟》最敢砸钱，第二
季一集成本高达8333万元。

不断回放是让电视变难看的另一原因。岛内大部分有线台平均每天回放超过10小时，《JET综合台》一
天回放18小时居冠，该频道《新闻挖挖哇》一天播出7次，摊开节目表来看，重复性之高，令人咋舌。

链接▶▶▶

台湾电视节目

为啥变难看了？

台湾电视节目

为啥变难看了？

12月12日，李小双、杨威、赵蕊蕊、李珊珊等多位奥运金
牌运动员到访澳门新华学校小幼部与学生交流。图为杨威 （前
中） 与澳门老师合影。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奥运金牌运动员到访澳门学校

“占中”发生的那些天，景百孚经常从他中环20层高的办公室往
下看。“看到那些帐篷和一张张年轻的脸孔，我觉得很心疼”。12月
10日，他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因为这份心情，景百孚从去年起连续出资在俄罗斯、北京和香
港协办爱国题材艺术展。上周，他作为主要承办人的“铭记历史 珍
爱和平”美术展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逾百件抗战题材的油画、国
画和雕塑等，展现了70多年前中华儿女为和平与正义奋战的史实。

景百孚1970年生于山东，26岁移居香港，如今在香港拥有两家
上市公司。20年间，他亲眼见证了“东方之珠”回归以来的荣光和
风雨。他看着特区如何冲破西方“香港已死”的预言，从亚洲金融
危机和非典的打击中顽强复苏，直至繁荣更胜往昔；又看着近几年
来政治势力如何操弄民粹，挑动香港与内地矛盾，泛政治化气氛日
渐弥漫。

横跨两地的经历，让景百孚对香港有比一般人更深邃的观察。
“香港的前景是光明的，但需要结束内部争拗，专心发展”，他说，
回归以来的历史证明，香港发展离不开内地，CEPA、自由行、人民
币离岸业务、内地企业赴港上市、已经运行一年的“沪港通”和即
将开通的“深港通”，两地基金互认，对香港来说都是宝贵的源头活
水，而国家正在推行的“一带一路”大战略，更为香港提供难以估

量的大机遇。
“但是现在香港有一些人，却

对内地、对中央、对‘一国两
制’存在误解和抵触情绪，这对
香港的发展不利。”景百孚说，他
在中环看得非常清楚，一些奢侈
品店最近变得门可罗雀，跟过去
的热闹景象形成鲜明对比。香港
旅游和零售业陷入 10 年不遇的

“寒冬”，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一
些极端人士挑衅滋扰内地游客的
恶劣行径。更不用说，去年“占
中”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还让香
港国际形象严重受损，而本来可
以在2017年实现的特首普选，也因为反对派盲目抗争而落空。

在香港打拼了 20 年，景百孚深切地希望能为香港、为两地关
系做点什么。从何入手呢？他认为应该从年轻一代的教育做起，
在香港承办抗战美术展，就是为了能够“给香港年轻人多提供一个
视角，让他们多一个机会了解国情和历史”，“如果年轻人对香港与
内地之间的血肉关联多一点了解，也许未来就可以少走一点弯路”，
他说。

景百孚认为，香港部分年轻人之所以会去参与“占中”，甚至在
足球赛场上嘘国歌，除了受到政治势力的蛊惑之外，更重要的原因
是国族认同出现了偏差。在香港的中小学，中国历史是选修课，香
港前两年推行国民教育，也因反对势力阻挠而作罢。可以说，香港
年轻一代的知识背景欠缺了最重要的一块内容。

明年1月，景百孚投资兴办的一家学前教育机构将开业，他希望
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对接两地教育资源，把适合小孩子的国情教育带
到香港，以润物无声的方式，给幼小的心灵埋下爱国的种子。

爱国港商景百孚：

希望香港年轻人
多了解国情历史

本报记者 王 平

香港中评社举办10周年庆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 2015 代表字大选”票
选结果公布，“换”在 50个候选字中拔得头筹，获
选为今年的年度代表字。

有人说，从去年“太阳花学运”开始，今年什
么都在“换”，“换”字象征一个新的时代和新的世
代即将出现。有人跟当前的台湾“大选”联系起
来，认为这是变相的民调，换人做做看已经成了不
少人的共识。有人还意有所指地说，台当局和各行
各业的“改朝换代”已经是常态，即使被“换”了
下去，只要能重拾同理心与反省力，他日还能

“换”回来云云。
“换”字是继“乱”、“盼”、“淡”、“赞”、“忧”、“假”、

“黑”之后，民众票选的第八个台湾年度代表字。年
度代表字是民众情绪的温度计。“换”字在台湾当

下的氛围中，代表民意思变，有“对现状不满、希
望改头换面”的强烈意涵。有趣的是，排在“换”
字后面的“榜眼”和“探花”是“变”、“骗”两字。

可以说，这些年，台湾民众被政客们的“变”
和“骗”吓怕了。大家都明白，当前的台湾，面临
许多严峻的挑战，从政治、经济到社会等各方面，
都迫切需要革新与改变。如果只是眼盯选票，“换”
了以后“变”成“骗”、“骗”了以后再被“换”，这样的
把戏，跟传统的封建治乱循环有何区别，如何彰显
所谓“民主”的优越性？

民意对现状的不满，恐怕不只是对一党一人不
满。上台了如果不能解决问题，换了谁来都是白
搭。如果民意换来的不是焕然一新，而是换汤不换
药，执政乏力，上台者同样难逃被换下去的命运。

毕竟，民意如流水，不归某一家。
同样，不是所有事情都能换。比如“潮平两岸

阔，风正一帆悬”的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已经成了
既有共识。问题是，如果不承认“九二共识”、坚
持“台独”主张者，也换一副嘴脸，穿个什么“维
持现状”的马甲来，骗完选票就翻脸，甚至引发地
动山摇，那这样的“换”还值得吗？

当然，除了事涉政治游戏和选举口水，“换”
还可以有不同解读。比如有人期许岛内年轻一代

“换个角度看世界”，不能只是低头在岛内吵闹。还
要“换个立场看事情”，面对纷争“回到道理和真
心”，不要陷入情绪。此外还得懂得“换个心情”，
好好过日子，珍惜身边的人与事。否则心思窄化，
纠结于岛内蓝绿乱斗，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离

“小确幸”远矣，于生活何益？

一个“换”字意涵深
王大可

一个“换”字意涵深
王大可

看台絮语

中国台湾致公党：

增进互信维护两岸和平

在京台生座谈青年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