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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逻辑的“纯暴力”

关于此次暴乱的起因，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
局局长高永文澄清说，并非食环署人员驱赶夜市
摊贩引起。实际上，食环署人员当时只是执行一
般巡逻工作，并没有对非法售卖熟食的小贩作出
警告或拘控，更遑论扫荡，但却被超过 50 人包
围、指骂和推撞，其间更有人突然将两架装有滚
油的熟食车推向小队人员。无奈之下，食环署才
于当晚约21时40分要求警方协助。

暴乱组织者预先在网上发布“动员令”，不
少暴徒戴口罩，拿着自制盾牌，这些都显示出此
次暴乱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暴徒们所说的

“捍卫夜市特色”，不过是个借口。
食环署依法办事，竟能导出所谓的“官逼民

反”，令人费解。对此，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
刘兆佳表示，此次暴乱最大的特点，是没有以往
抗争行动的“理想主义或者道德情操包装”，也
没有说要达成什么“政治理想”，而是一种“纯
粹的暴力破坏行为”。

暴乱者在“动员令”中直言不讳地称，“所
谓大众市民怎么看，已经毫不重要！根本不要他
们认同，他们也不敢出来阻碍我们。切勿浪费时
间辩论，你只需令你的敌人知道……”这种完全
不讲道理的野蛮态度，颇有反社会的意味。

“本土派”实是“破坏派”

香港本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但法治
形象这两年却连遭损害。连日来，香港各界对暴
力行为作出强烈谴责。

中联办主任张晓明 14 日用“越来越暴力化甚
至带有恐怖倾向”来形容旺角暴乱。他表示，强烈
谴责暴徒蓄意而且是肆意地实施打、砸、烧等暴力
犯罪行为，同时谴责鼓吹“暴乱有理”、是非不分、
黑白混淆甚至意图嫁祸于人的奇谈怪论。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14日表示，警方已
拘捕65人，被捕人士多为无业，且不少属于极端

政治组织，他们的政治诉求和以暴力表达政治诉
求的方式，并非香港社会缩影，不能够代表社会
大多数。他再次呼吁社会舆论尤其是政党，不要
为这些暴力行为和背后动机开脱，将暴行合理
化，更不要为这些暴乱人士涂脂抹粉。

香港撑警大联盟14日发起游行，支持香港警
方执法。大联盟召集人李偲嫣表示，对发生在旺
角的暴乱感到心痛及难过，希望警方将当晚参与
的暴徒绳之以法。

香港青年时事评论员协会副主席陈志豪说，
本土派所发起的暴力行动损害香港国际形象，扰
乱社会秩序，绝不代表香港多数市民的意愿，不
代表港人利益，不代表香港核心价值，无资格自
称为“本土派”，实际上只是“破坏派”。

是谁在助长暴戾之气

香港依然是世界最繁荣稳定的地区之一，这
股暴戾之气究竟从何而来？观察者指出，“占
中”之后，香港法治基石遭到动摇，民粹气氛持
续泛滥，过去一些违法的极端人士不但未被严
惩，反而得到某些政治势力的声援，以致抗议无
罪、违法没事的观念日渐滋长。

香港星岛日报社论指出，香港一些激进青年
组织主张，对“制度性暴力”须要“以武制
暴”，换言之，是给违法暴力行为披上“正义”
的外衣。这是不少外国恐怖主义组织使用的伎
俩，在网上和朋辈之间接受这种理论“洗脑”的
青年，受到组织利用，成为以暴力冲击社会制度
和安宁的马前卒。

香港的反对派政党此次虽然也谴责暴力，但
同时将矛头指向港府，指责政府分裂社会，有人
宣称冲突是警察朝天开枪造成，有人甚至污蔑特
区政府自编自导。参与此次暴乱的有许多是活跃
的“本土派”及“港独”分子，包括被视为罪魁
祸首的“本土民主前线”，以及“热血公民”“勇
武前线”“陈云弟子”等组织成员。香港媒体指
出，这些人事后均无例外获得公民党、学民思潮
等提供的法律支援。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广西社团总会会长邓清
河慨叹，香港至今仍未走出“占中”阴霾，少数
人觉得警方在“占领”期间保持克制，参与者的
判刑又不算重，就在此次暴乱中大肆破坏。他强
调，“治乱世用重典”，警方及司法机构应严惩暴
徒，以儆效尤。

香港海南社团总会常务副会长韩阳光直指，
违法“占领”行动、“反水货客”示威已日趋暴
力，如今更演变成暴乱，“是反对派一直纵容激
进分子”。

香港民意的“临界点”

暴乱之后，香港何去何从？刘兆佳认为，此
次暴乱可以看作是一个“临界点”：当这些抗争
行动失去了“道德和理想包装”的时候，香港人
的反感心态就会被刺激起来，特区政府也会在民
意支持下采取强硬严厉的行动反制。

他认为，极端势力越抬头，反对派就会越被
动，“原本比较温和的反对派人士在主流社会和
激进分子严重对抗的情况下，越来越没有影响
力”“这种情况下，斗争会更加激烈，但当反对
派越来越受激进派主导的时候，他们的行为本质
会导致他们走向失败和式微。过了这个最严峻的
阶段，香港可望回复某种程度的平静。”

此次暴乱也引发香港舆论对基本法23条立法
的讨论。2003年，时任特首董建华领导下的港府
曾尝试就23条进行立法，引起巨大反弹，立法搁
置至今。

刘兆佳表示，外交部将暴乱定性为“个别本
土激进分离组织为主策动的暴乱事件”，反映中
央忧虑上述思想日益坐大，会威胁国家安全，甚
至被外部势力利用成为“反动基地”。旺角暴乱
虽未必加快23条立法，“但立法是越快越好”。香
港律师会前会长、新界关注大联盟发言人何君尧
表示，基本法23条立法是宪制责任，现在香港已
经出现暴乱，是时候就23条立法。香港保安局局
长黎栋国则重申，本届特区政府对23条立法的立
场没有改变。

丙申猴年来临，不少人
家 都 爱 买 个 猴 子 玩 偶 添 喜
气。不过你知道吗，现在还
真的有人姓猴呢！中华民族
稀有姓氏无所不包，用一句
网络语来说就是“没有什么
不可以”，十二生肖罕见姓，
在两岸都有后代。

两岸都有民众姓猴

据大陆人口普查结果显
示，现在仍有少数姓猴的民
众，台湾在过去“内政部”
的 调 查 中 ， 也 曾 有 猴 姓 存
在。福建省目前就有 4 名猴
姓 居 民 ， 其 中 1 人 名 叫 猴
敏，住在泉州，现已是 76 岁
的阿婆。

猴敏原本有兄弟姐妹 9
人，其中 8 人后来改姓侯。
当年她刚满周岁，就被抱养
到泉州安溪，保留了猴姓，
并在当地落户。猴敏说，小
时候常有人会因为她的姓氏
嘲 笑 她 ， 称 呼 她 为 “ 猴 子
敏”。但随着年岁的增长，大
家都习惯称呼她为“阿敏”
或者“侯敏”。

猴敏的弟弟、74 岁的侯
元和说，他们猴氏祖先来自
福建漳州龙海九湖镇一带，
但在上世纪 60 年代，父亲将
全家人都改姓“侯”。

厦门市姓氏源流研究会
顾问龚洁表示，猴姓是动物
崇拜转化而来的姓氏，起源
于西周至春秋时期；而谐音
的侯姓，主要出自同时期的
姬、姒姓，不排除两姓之间
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其余生肖姓氏也存在

不仅仅是“猴”，十二生
肖其他动物作为姓氏也仍然
存 在 。 除 常 见 的 牛 、 龙 、
马、羊之外，其余生肖虽占
少数，但还没有消失，在两岸皆有后代。

目前在 贵 州 的 彝 族 中 尚 有 鼠 姓 一 族 ；
虎 、 兔 两 姓 不 仅 在 四 川 、 山 西 两 省 找 得
到，台湾也有少数民众姓虎、兔；源于上
古时代的蛇姓，曾因被人尊崇而为贵族姓
氏，但后来蛇的地位不再显赫，许多蛇姓

人纷纷改姓畲；狗姓有一说
是因得罪后晋开国皇帝石敬
瑭而遭罚，赐姓狗，唯后人
因 其 不 雅 ， 已 改 为 谐 音 的
苟；猪姓起源于三国时期，
如今贵州六盘水地区尚有 40
多人姓猪。

曾上过台湾综艺节目《康
熙来了》罕见姓氏单元的鸡启
贤，是目前两岸少数仍姓鸡的
民众，其余的鸡姓皆已改姓
奚。鸡启贤祖籍广东，爸爸、
姑姑、姐姐及他是全台湾仅有
的4个姓鸡的人，从小到大闹
出不少笑话。只要跟鸡有关，
包括鸡排、鸡屁股等都会被人
拿来消遣取笑他们。鸡启贤的
奶奶嫁给爷爷时，坚持不冠夫
姓，不然就会变成“鸡婆”。
鸡启贤说，这个罕见姓氏让他
的人生多了许多笑声，也使他
的个性变得开朗。他说，如果
有机会，想找出十二生肖动物
姓氏的人，来个生肖大联谊，
相信一定会轰动。

千奇百怪姓氏还很多

中华民族到底有多少姓
氏 ？ 明 代 陈 士 元 编 的 《姓
镌》 一共收入 3625 个姓氏，
台湾学者王素存著的 《中华
姓府》 收集到的古今汉字姓
氏有 7720 个，而大陆出版的

《中华姓氏大辞典》 里共记录
各种姓氏 11969 个。这其中
最常见的是单姓，复姓和三
字姓也不少，最长的姓氏竟
然有9个字。

除字数不一之外，千奇百
怪的姓氏也层出不穷，比如以
颜色为姓：红、绿、赤、橙、
青、蓝、紫，五彩斑斓；方位
词东西南北、上下左右，开门
七件事柴、米、油、盐、酱、
醋、茶也是姓氏；从“第一”
到“第五”的姓氏都有后人；
甚至“啊”“哦”这样的语气

词也是姓氏。
有专家说，这还不是全部，现代中国人

使用的汉字姓氏中，肯定还有待我们进一步
去调查发现的内容，尤其是那些还保持着汉
唐古音的交通闭塞地区，以及一些语言文字
沟通不便的少数民族地区。

责编：吴亚明 汪灵犀 邮箱：gtbhwb@people.cn

暴乱敲响警钟 舆论呼吁法治

香港必须对暴力说“不”
本报记者 王 平

暴乱敲响警钟 舆论呼吁法治

香港必须对暴力说“不”
本报记者 王 平

大年初一夜、初二凌晨，香港旺角发生回归以后首次被定义为“暴乱”的恶
性事件。300余暴徒用砖头、碎玻璃瓶袭警，打伤记者，当街纵火，全港为之震
骇。暴乱之后，香港怎样才能重拾法治尊严、找回祥和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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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2月 15日电 （记者
汪灵犀） 国务院台办主任张志军15
日上午通过两岸热线与台湾方面陆
委会主委夏立言通话，张志军再次转
达大陆领导人对在台湾南部地震中
不幸遇难同胞的哀悼，向遇难者亲属
以及受伤、受灾同胞的慰问。

张志军表示，此次发生在春节
前夕的地震，造成 116 人罹难、
550 多人受伤以及重大财产损失。
如此多的同胞，瞬间天人永隔、家
宅破碎，令人倍感伤痛。

地震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
李克强总理分别表达沉痛哀悼和深
切慰问，表示愿提供各方面协助。
国台办、海协会第一时间与台湾有
关方面联系，了解灾情，表达协助
意愿。尽管是在春节假期，大陆各
界都在密切关注灾区救援进展情
况，有关方面做好了随时赴台实施
救援和提供医疗协助等一切准备，

许多机构、企业、社会团体和民众
纷纷展现同胞之爱，以不同方式表
达关切和慰问。曾在强烈地震灾害
后得到台湾各界救援帮助的四川北
川县、芦山县民众也以自己的方式
向台湾受灾的兄弟姐妹们伸出援
手。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
还分别举行法会，湄洲妈祖祖庙诵
经，为灾区民众祈福。日前，海协
会通过海基会向台湾红十字组织捐
款500万元人民币，用于抚慰罹难
者家属和救助受伤同胞。

张志军说，两岸同胞骨肉天亲、
心手相牵，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
体。在灾难面前，两岸同胞守望相助，
相互扶持，充分体现了两岸一家亲。

夏立言在通话时表示，此次台
湾南部地震造成生命财产重大损
失。对于大陆领导人及社会各界向
台方表达慰问及哀悼，展现对台湾
灾民的关怀及爱心，表达由衷感谢。

民进党已经取得全面执政权力，但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两岸政策依旧混沌
不明，许多人预测两岸关系可能会倒
退。有专家说，大陆可能会使出霹雳政
策，让已陷入停滞的台湾经济雪上加霜。

对此，台湾“经建会”前主委尹启
铭认为，其实大陆根本不需要这么做，
因为世界各经济体都在看，若两岸关系
不佳或紧张对峙，他们自然不会和台湾
签署经济合作协议。明显的例证就是印
度尼西亚、印度，他们原本已经做好与
台湾经贸合作的可行性研究，却由于两
岸服贸协议在台湾被卡住，无法与台湾
进行下一步的贸易商谈，洽签协议更是
遥遥无期。反之，两岸关系良好，对吸
引跨国企业来台投资很有帮助，当年两
岸刚刚签署ECFA （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
议） 时，就有日本大企业以台湾为平台
进军大陆市场。

尹启铭并警告说，若两岸关系倒
退，无法完成ECFA后续的货贸签署，台

湾就要有心理准备，因为它被国际边缘
化的日子已经来了。大陆与韩国的自由
贸易协定 （FTA） 已在今年 1 月份生效，
以美韩FTA签署3年为例，韩国对美国的
出口成长达到 23.44％，但台湾同期对美
的出口衰退了 1.13％。倘绿色执政废止
ECFA，台湾势必很难与各经济体洽签双
边FTA协议，签署复边TPP、RCEP协议
就更难了。

即将上任的蔡英文，据说要发展五
大创新研发产业：绿能科技、亚洲硅谷

（物联网）、生技医疗、智慧机械、防务
航天等。多数台湾人对这五项产业都很
陌生，不禁要问：台湾有这些方面的基
础和能力吗？人才在哪里？如果还没
有，该向谁去学习？一下子就启动五大
新产业，初步计划是什么？资金从哪里
来？一概没有答案。

已经上任的绿营“立委”也要在
“立法院”推出“策略性产业发展条例”
草案，比照“生技新药产业发展条例”，

提供所需政策工具，内容包括成立投资
基金、放宽外籍人士居留限制、技术移
转协助、提供研发优惠等。如果没有记
错的话，蔡女士在扁政府任职时，推出
了“生技新药条例”，之后成立了“宇昌
生技公司” （今中裕新药），算是台湾
的新产业。但“宇昌”成立了将近 10
年，请问它研发出过什么产品？营销到
哪些市场了呢？

说了这么多，道理很明白，那就是
台湾经济前景与大陆息息相关，一味地
反中、抗中、仇中，只会将台湾带到困
境里去。

（作者曾任台湾美商美林证券公司总
裁）

本报台北2月 15日电 （记者
陈晓星） 台旅会与大陆旅游网站一
项调查显示，赴台个人游大陆游客
最爱的热门景点前三名为诚品书
店、台北101和九份山城，其后是台
北故宫、中正纪念堂。最喜欢买的商
品依次为凤梨酥、牛轧糖及面膜，其
次为化妆品、文创商品、书籍。

调查显示，大陆个人游游客给花
莲巴士旅游、北投温泉和平溪天灯节
等民俗节庆带来商机，百货零售、小
吃、出租车等更多行业受惠观光业。

去年 12 月 20 日，台湾旅游市
场迎来有史以来首位年度第 1000
万名游客，其中大陆游客占台湾游
客总数的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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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军通过两岸热线再次转达
大陆领导人对台灾区同胞的慰问

赴台个人游最热景点出炉赴台个人游最热景点出炉

台湾经济不振的原因是“倾中”？
马淑静

台湾经济不振的原因是“倾中”？
马淑静

香港设计师作品
亮相纽约时装周

据新华社香港 2 月 15 日电
（记者邰背平） 香港迪士尼15日公
布 2015 财年业绩报告，去年业务
收入按年下跌6.4％，为51.14亿港
元，净亏损1.48亿港元。

报告称，受内地及访港旅客
人数下降等因素影响，去年整体
入场人次减少。具体数字方面，
去年整体入园人数为680万，其中
内地游客占 41％，香港本地访客
占39％，国际访客占20％。

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行政

总裁金民豪说，2015财政年度内整
个旅游业都面对挑战，未来将继续
投放大量资源以吸引宾客。他说：

“我们重视度假区的长远发展，在
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投放的资
源，充分显示公司对度假区未来发
展，以及香港都充满信心。”

金民豪认为，香港迪士尼乐园
未来两年充满挑战。对于上海迪士尼
将于6月份开业，金民豪认为，香港
迪士尼有自己特色，也有不少独有项
目，只要发展好品牌就不用太担心。

香港迪士尼去年亏近1.5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