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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于12月
11 日与南华早报集团达成协议，以 2.66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南华早报》 以及南
华早报集团旗下的其他媒体资产。

消息一出，激起千层浪。海内外和
香港本土的多家媒体纷纷就此发声，分
析阿里巴巴收购 《南华早报》 的用意以
及 《南华早报》 将来的发展方向，许多
西方媒体和某些港媒甚至还对 《南华早
报》 今后的编辑独立性持怀疑态度，这
种担心真的有必要吗？

为什么是《南华早报》？

还记得前不久马云登上福布斯杂志
封面吗？标题是：建在假货上的千亿帝
国。在国内企业界“形象好气质佳”的
阿里巴巴到了海外以后，整天被人唱衰
股价、批评挖苦，可以说，阿里巴巴的
国际化之路走得并不顺畅。此情此景
下，阿里巴巴集团尤其需要为自己营造
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

然而，由于西方媒体一直带着意识
形态的有色眼镜看中国企业，收购国外
媒体对任何一个中企来说都是阻力重
重、难以成行。因此，在香港这个中国
内地通向世界的窗口，选择一家有影响
力的纸媒就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就这
样，《南华早报》被选中了。

《南华早报》 于 1903 年创办，最早
名为 《南清早报》，到 1913 年改称为

《南华早报》。它是目前香港销量最大的
英文报纸，读者以政界、商界的高层人
士为主，内容聚焦大中华及亚太地区，
在业内久负盛名。这样的平台对于马云
和阿里巴巴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这不
仅能为阿里巴巴全球化打造良好的环
境，而且能让国际社会听见中国企业的
声音。

在收购 《南华早报》 后，阿里巴巴
集团执行副主席蔡崇信也亲口阐述说：

“即使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依旧有人不
了解中国，不了解阿里巴巴。收购 《南
华早报》，是为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更了解中国，也就会让人更了解阿里巴
巴。”

今后打算如何发展？

收购后，蔡崇信在致读者信中说，
阿里巴巴将把 《南华早报》 的深厚传统
和我们的科技相结合，“创造一个属于数
字科技时代的新闻业未来”。他说：“阿
里巴巴在数字传播领域上的能力已经被
证明，特别是在移动端，阿里巴巴有充
分的技术和能力，让 《南华早报》 的内
容生产更高效，超越地理位置，触达广
大读者群。”

有媒体分析，《南华早报》在“互联
网+”的冲击下，经营情况已不如以
前。这几年，前东家郭鹤年家族投放到

《南华早报》的资源越来越少，为了节省
开支，不时推出新措施，如减少开支及
聘请越来越多兼职记者，以致近年 《南
华早报》 大批记者出走，报纸的水平下
降。阿里巴巴收购后，有可能模仿亚马
逊创始人贝佐斯收购 《华盛顿邮报》 的
手笔，改造传统媒体。这大概也是为什
么它为 《南华早报》 大胆开出“撤去电
子报阅读付费墙”的药方。

今后，阿里巴巴可能与 《南华早
报》 进行业务整合创新，比如尝试新型
的售卖新闻信息方式，不再依靠广告
等。蔡崇信对此信心满满，他说：“《南
华早报》 会以独特的视角带来丰富的新
闻和透彻的分析，继续成为一家权威
性的，记录在香港以及更广阔地区的成
长、历史、创造和文化的报纸。”

“编辑自主”不是问题

得知易主后，国外媒体在 《南华早
报》 今后的“编辑自主”上大做文章。
香港的一些人士也担心，“新闻自由的空
间会进一步收窄”。但阿里巴巴的高管已
誓言，要保持“客观、平衡和公正”，纠
正西方媒体有关中国的“错误认识”。

有港媒分析说，阿里巴巴集团对《南
华早报》的收购是一个商业行为，马云更
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收购、经营《南华早
报》不会是做蚀本生意，新老板一定会用
更大的资源和更多的办法让 《南华早
报》 成为一份更好看、更受欢迎、更畅
销的报纸，否则马云买来做什么？而只
要符合报纸已有特点、优势及阿里巴巴
的经营路线方针，“编辑自主”是绝对不
成问题的。

有 《南华早报》 内部员工向德国之
声表示，连日来他们的编采人员饱受外
界舆论压力，被批评报章将被“染红”。
事实上 《南华早报》 记者每天都有高质
素、客观公平的报道，因此对自己与一
众同事很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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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14日发出的新闻稿称：“四报一社一台
（公视） ”与三立电视台召开协调会，民进党总算
呼应社会期待……国、亲两党已提供可参加辩论
会的时间点，但民进党仅愿先提供第一场的时间
点，国民党希望三党能在今天 （14 日） 确定三场
辩论会举办的时间。

民进党的新闻稿称：日前原已获得三党同意
的“三立”释出善意，愿意与公视合办……希
望在媒体合作举办情形下，进行三个场次的辩
论会……

双方的新闻稿显示，主办方已确定，各自妥

协为原来的“四报一社一台”加“三立”，共辩论
三场，但时间仍未确定。离投票日越来越近，国
民党参选人朱立伦 14日在报纸刊登广告，要蔡英
文参加辩论，“至少两场辩论，向人民说清楚、讲
明白”。对此，蔡英文回应：为什么登广告？钱太
多吗？朱立伦听记者转述后回应：蔡主席，你终
于看到了！

相较于辩论的难缠与难产，参选人号次 14 日
顺利抽签产生并引发一些趣闻，朱立伦是第一次
参选抽中1号、蔡英文第二次参选抽中2号，宋楚
瑜第3次参选抽中3号。各自选举团队马上根据号
次喊出“吉祥话”，朱立伦的 1号与他的选举口号

“one 台湾”正好吻合，2 号是“英仁 （副手陈建
仁——记者注） 双全”，3号是“勇冠三军”。

但政策永远比口号重要，对于选举来说，没
有政策辩论就没有选举。没了政策这个主轴，便
只剩口号、口水横飞了！

（本报台北12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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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1 日到 15 日，台湾水墨花鸟画家刘
蓉莺以“回家”为主题的60幅作品在山东青岛
美术馆展出。题为“回家”，因为青岛是刘蓉
莺已故父亲的家乡，老人家自 1949 年到台湾，
再没能回过老家，此行，刘蓉莺圆了父亲一个
多年的梦。

两岸因战乱而分隔的历史大背景中，刘蓉
莺父亲的故事或许很平常。但听当事人亲口道
来时，听者很难不被那份沉甸甸的情感打动。

刘蓉莺介绍，她的父亲刘宝宗先生1949年
随军赴台，离开家乡山东省平度县 （现为县级
市），辗转从澎湖到台南市落脚。刘宝宗在大
陆时已娶妻，生有一子一女。1955 年经介绍，
与台南望族陈美育女士结婚，年底即喜获长女

蓉莺，接着几年又生弟弟复国和建国。
刘蓉莺说，父亲离乡背井，眼看返家无望，

在孩子们长大后，常提及家乡事和对岸的妻儿。
她因而得知，祖父刘省三是披甲营村村长，家里
经营酒厂生意。

两岸相隔 40 年后，父亲友人从美国捎来
信件，告知祖父母早在“文革”期间已过世，
刘蓉莺在大陆的兄长刘学周及姐姐刘春英，也
都已成家。迫于时空背景的无奈，大娘也已经
改嫁。

“每逢过年、中秋，父亲都在院子或阳台
摆上桌案，上置柚子、月饼、三炷香，朝北遥
祭祖父母。”刘蓉莺说。

台湾1979年开放探亲，但刘宝宗想着老家
的前妻已另有家庭，返乡恐怕造成无谓的困
扰，犹豫再三，未曾回去。2001年，刘宝宗带
着未能见到大陆一双子女的遗憾，撒手归西。

刘蓉莺说，父亲很善于教育，自己毕业于

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及设计研究所，如今是台
湾知名画家，而台湾的弟弟刘复国年轻时公费
留学英国，现在是政治大学社科院教授。

2012年，刘蓉莺随台湾绘画团体到北京参
加由全国台联主办的画展。当时全国台联阎昆
处长得知蓉莺是山东人，问起是否曾返乡，蓉
莺随口回答，父亲曾谈过住青岛的大哥名为

“学周”，心想茫茫人海觅得行踪不易，并未寄
予厚望。

“不料隔年某日突然接到阎昆处长的来
电，兴奋地说找到兄长学周了！”刘蓉莺取得
电话号码后，随即与青岛大哥通了电话寒暄，

“意外之余真是欣喜，终于有机会替父亲一偿
宿愿。”

2015 年 4月清明节期间，刘蓉莺有行程从
北京转上海，途中顺道参访潍坊。临行搭动车
前，阎昆来饭店说，潍坊距平度很近，不妨回
去见见大哥，刘蓉莺于是请潍坊一群年轻人协
助联络大哥。结果，大家制造了一个惊喜，在
事先没有被告知的情况下，她在艺术中心“巧
遇”了久候的大哥刘学周。

“看到大哥长得很像先父，心情很激动，
虽然从没见过面，却彼此无话不谈。”刘蓉莺
当时就允诺，要尽速返青岛办个展。

在全国台联和青岛台联的协助下，“两岸
一家亲——海峡两岸画家作品联展”在青岛美
术馆开幕，除了刘蓉莺以“回家”为主题的60
幅佳作，还展出了青岛市5名知名画家的40幅
作品。

刘蓉莺说，两岸本是一家，希望两岸间再
也不要因人为的错误，而造成骨肉离散、有家
难回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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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选人政策辩论会什么时候举办？”几天来记者在台北追问参选政党的发言人，得到的答复总是：“我们下午开协调
会”、“明天开协调会”，眼见距离投票倒数1个月，各参选人对应的选票号码已经抽签确定，但参选人还未亮相辩论政
策，那选民投票的依据是什么？正如台湾知名社运人士郑村棋所说：“如果你骂他不好，总要告诉我问题在哪里，你不一
样在哪里。”14日，记者收到国民党、民进党发出的新闻稿，均显示“协调有成”的迹象，至于什么时间辩，仍未定案。

既然是选举，辩论是惯例和常态，可台湾的选举，办一场辩论为何这么难？

参选人辩论是高收视率的时段，镜头的调度
与切换也对参选人有“加分”和“刁难”的影
响。因此，自 2004 年起，台湾选举的辩论都由非
商业的公共电视台和“四报 （《中国时报》、《联
合报》等）“一社 （中央社） ”联合主办，在公共
电视台现场播出。这既跳脱了电视台的商业竞
争，又涵盖了立场不同的媒体，被各政党和社会
普遍接受，成为惯例。

但是，今年民进党坚持认为，三立电视台早
在8月份就提出邀请参选人辩论，当时国民党的参

选人洪秀柱答应了，所以，今年的政策辩论先由
“三立”主办。洪秀柱对此回应说，她主动邀请蔡
英文辩论政策一直得不到回应，才对“三立”的
提议表示愿意配合。国民党坚持还是比照以往，
由“公视”和“四报”“一社”主办。

一场辩论，先卡在由谁主办各不相让。对

此，国民党籍台北市前副市长李永萍分析称，“三
立”亲绿的立场谁都知道，它又是商业电视台，
民进党非“三立”不可是利益回馈；同时又拿

“三立”当不辩论的挡箭牌。
为何不辩？“我领先了，不给你机会。”一位

资深媒体人给记者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像球场上
赢的一方，他不必拼抢了，就拖着等终场哨声
了。别忘了，蔡英文第一次参选时，和马英九辩
论后民调数字跌了。上一次说不清两岸政策，这
次仍然说不清。”

对于“由谁主办”的唇枪舌剑，郑村棋表
示：搞不清在争论什么，老百姓要看的是争论政
策！

新党主席郁慕明表示，如果以哪一家先主办
作为参加辩论的条件，就是“以技术性杯葛回避
辩论。”他说，现在好像有人已稳当选了，如果选
民不要求，这次的选举就没有辩论了，这就意味
着参选人对未来4年不用做任何承诺，做好做坏没
有比较，大家的票投得下去吗？

《中国时报》 发表 《辩吧 小英》 的短评指

出，民进党说“三立”已经先邀请，这个理由和
参加“四报一社一台”的辩论会有何关联？“四报
一社一台”辩论会自 2004 年举办以来，不仅累积
丰富经验，其公平与中立性深受选民肯定。至于
蔡英文所说的有意主办辩论会的媒体非常多，更
令人不解，因为国民党阵营至今只收到“四报一

社一台”与“三立”两个团队的邀约，何来有意
主办的媒体非常多？

短评说，各种民调皆显示蔡英文的支持度领
先其他两组参选人，作为一位“准”领导人，小
英应展现大将风范，参加“四报一社一台”电视
辩论会，与其他参选人共同接受媒体与选民的检
验。

郁慕明话说的很直接：政策如何执行？参选人
不能回避，不能敷衍，尤其领先者更有责任对选民
承诺，“没有辩论，领先者应该被谴责！”

谁主办？有玄机

辩吗？小英

何时辩？没答案

本报香港12月15日电 （李华敏） 由香港 《文汇
报》 编辑、香港文汇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抗战胜利日
大阅兵》大型画册于12月15日下午在香港会议展览中
心举行首发仪式。据悉，该画册以“9·3”大阅兵为主
要内容，以大量生动的图片和文字数据全面再现了阅
兵盛况。画册由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和香港特别行
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题词，香港各界知名人士出任顾
问，并得到华懋慈善基金会和中华文化交流协会的鼎
力支持。

首发仪式在香港高校联合唱团演唱的抗战歌曲中
开始，随后播放“9·3”大阅兵精彩回顾视频。香港大
学生代表向专程受邀前来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两
位抗战老战士敬献了鲜花。香港中联办、中国外交部
特派员公署、解放军驻港部队、华懋集团和香港 《文
汇报》 的负责人向抗战老战士和香港青少年代表赠送
了《中国抗战胜利日大阅兵》画册。

香港中联办副主任杨建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民政事务局副局长许晓晖、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
公署副特派员宋如安、解放军驻港部队副司令员李维
亚、香港中联办宣传文体部部长朱文、中国新闻社香
港分社社长王佳斌、《中国日报》 亚太分社社长周立，
以及部分国家驻香港总领馆官员，港区全国人大代
表、全国政协委员，在港民间团体、机构代表等各界
人士近300人出席了今天的首发仪式。

香港 《文汇报》 董事副社长冯瑛冰在首发仪式致
辞中表示，大型画册 《中国抗战胜利日大阅兵》 的出
版，是为了把抗战这一“深刻的集体记忆”以一种香
港市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出来。冯瑛冰说：“希望这
一份真诚的礼物能帮助香港的青年朋友们更好地了解
中华民族的热血与荣光，更好地理解‘和平’二字之
于国家前途、人民幸福的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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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仪式结束后两位抗战老战士手捧画册合影。 文 汇摄

由谁主办各不相让 纠缠背后算计颇多

■港澳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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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