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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和月，穆斯林的符号。一个“隐”
字，却超出了简单的诗意，有社会、宗
教、人生种种的变迁艰困。一场“月·
隐”的小型照片展览刚在台北结束，照片
主角是台湾社会不易看到的穆斯林人群，
拍摄者是来自北京、在台湾政治大学传播
学院攻读硕士的崔楠。

崔楠的指导老师郭力昕教授说：“是
来自大陆的同学提醒我们这样一个题材，
我们生活在其中，却缺少发现和敏感，台
湾的同学应该从流于表面的热闹中看到更
深的东西。”

也许，这才是交流的最大收益点？
崔楠的照片并不“好看”，因为他诚

实纪录生活，而不是创作童话。夹在杂乱
建筑中的清真寺、简陋的临时礼拜堂、穆
斯林人家并不富裕的家居、被女性内衣广
告“入侵”的窗口……没有摆拍，人物也
没受镜头的干扰，或麻木、或愉悦、或虔
诚，一望而知是生活中的样子。问崔楠怎
么做到的？他说：“就是和他们熟悉起来
了，他们也熟悉了我的镜头。”崔楠拍了
一张女性凌晨 3 时起床在卧室晨祷的照
片，他说：“我知道她每天这样做，问她
能不能拍，她同意了，我就那个时候去她
家，因为信任，她也不管我，做她的事，
我拍我的。”

非穆斯林的崔楠说他接触的台湾穆斯
林大多很和善，也不排斥他的镜头，虽然
他们在台湾大多不渲染自己的穆斯林身
份。他们只占台湾人口的 0.23%，祖辈都
是从大陆渡海抵台的，最早可上溯至明末
清初，是从泉州和其后追随郑成功抵台的
福建穆斯林族群。1949年上万名信奉伊斯
兰教的军公教人员抵台，其中包括白崇禧
将军。在台穆斯林多属逊尼教派，随着老
教胞的凋零，年轻一辈脱教严重。

崔楠的拍摄地主要是台北和桃园的龙
冈清真寺，还有 4 个穆斯林家庭。他说他
的采访对象恪守伊斯兰圣训圣行，但除饮
食、礼拜等严守教规外，其余的生活已融
入现代社会，女性也不一定戴头巾，也能
开车。在崔楠的镜头中，穆斯林学童在校
只能吃妈妈带的饭，只能在教室没人时跪
地礼拜，开斋节时清真寺容纳不下，穆斯
林就跪在草地和未完工的建筑里。台湾没
有穆斯林学校，公共空间也没有礼拜室，
也很少有经过认证的清真餐厅，不少穆斯
林在外只能选择素食。在遍地庙宇、教堂
的台湾社会，不同于主流宗教如佛教、道
教、基督教、天主教信众的声势，台湾的
穆斯林长期“隐”存，在岁月流转中默默
坚守着自己的生活，也是坚守台湾的一段
历史、一份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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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嫈惠 （左二） 与朋友及自己的两个女儿伍唐维 （右一）、伍华维 （右二） 一起在家中礼拜。 崔 楠摄张嫈惠 （左二） 与朋友及自己的两个女儿伍唐维 （右一）、伍华维 （右二） 一起在家中礼拜。 崔 楠摄

黄台之瓜
近日，香港商界巨子李嘉诚

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香港
今日各行各业有不同压力，相当
困难，犹如黄台之瓜，真是经不
起一而再、再而三地折腾了。无
论持有怎样的政治立场，大家要
为整个香港利益着想，不要伤害
香港。

“黄台之瓜”瞬间刷屏香港
舆论。

“黄台之瓜”来自《黄台瓜
辞》，全诗是：种瓜黄台下，瓜熟子
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
稀。三摘尚自可，摘绝抱蔓归。
此诗是唐朝章怀太子李贤所作。
李贤是武则天与唐高宗的儿子，
他在哥哥李弘死后，也被迫自
杀。李贤以“黄台之瓜”表达骨肉
相残的悲愤和平息争斗的愿望。

香港舆论激赏“黄台之瓜”
比喻，称“诚哥论政，精辟独
到”，“一针见血，切中时弊”，

“说出了香港的困局。”《香港商
报》 发表评论指出，“黄台之
瓜，何堪再摘”，李嘉诚先生以
此句道出了香港市民心声。香港

《基本法》 白纸黑字规定了香港
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地位，

《基本法》 在序言中就开明宗义
指出“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
领土”，正是为了“维护国家的
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
荣和稳定”，国家才在香港实行

“一国两制”制度。《基本法》第
一章的第一条就明确指出“香港
特別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
可分离的部分”。因此，“港独”
思潮不仅违反香港的根本法律，
更是已经动摇了香港实行“一国
两制”的理论基础。

评论分析，“港独”对香港
的繁荣和稳定没有任何好处。自
回归以来，香港一方面在“一国
两制”的制度安排下最大限度地
保留了原有的生活方式，“马照
跑、舞照跳”，独特的文化环境
得到保留，社会福利、民主进程
等亦在循序渐进的原则之下取得
了不小的进步。另一方面，因为
有祖国后盾的强力支持，香港不
仅可以安然度过数次国际经济危
机的强力冲击，更在此基础上取
得了经济成就，国际金融、航
运、贸易的三大中心地位不断巩
固。如若“港独”，丧失国家的
护荫，诚哥说的“恒指至少跌一
半”的警告不是危言耸听，香港
还必将承受社会失序、经济崩溃
之苦。

评论表示，“港独”不能成
真，亦不会成真，因为港人並不
会认同“港独”。香港历史文化
与内地一脉相承，血脉一体。而
作为一个移民社会，港人不仅大
多数为内地移民的后代，时至今
日仍与内地的亲人有无法割裂的
血脉亲情，每到传统节日时各大
口岸来往不绝走亲访友的人流，
就充分说明了这点。少数为“港
独”呐喊的人，所喊出的口号也
要打出“华夏文明”、“保护正体
字”等幌子，说明他们清楚绝大
多数港人认同中华文化，不认同

“港独”。
评论提醒，香港正值多事之

秋，更加需要大家同心协力爱护
香港，为香港的未来寻找出路。

“港独”思潮逆天忘祖，损港害
港。香港社会要有更多市民站出
来，抵制“港独”谬论蔓延。

热词解析

自上古时代，花鸟草木就成了人们模仿、欣赏、舒解心怀
的对象，直到以花拟人，以鸟代言。

如果选一种鸟为台湾代言，台湾蓝鹊会高票当选，因为它
是台湾的特有鸟种，离开台湾岛便没有仙踪；也因为它美丽，
红嘴蓝衫，长尾飘洒；还因为它出尘，远离闹市，以低海拔的
山区为家。

只有喜欢山的人会与台湾蓝鹊相逢，大多也是惊鸿一瞥，
然后就只能在专业的鸟类图鉴或者摄影师的图片里欣赏它。但
是去年11月，停棲在树桩上的一只蓝鹊回眸顾盼的一瞬被定格
下来，在新加坡的“习马会”上亮相，作为马英九送给习近平
的礼物，这只瓷雕的台湾蓝鹊集万千焦点于一身，风头无两。

当时的新闻稿只披露这是台湾陶艺家李国钦的作品，大概
是避免炒作嫌疑，对蓝鹊的作者着墨不多。但欣赏这只蓝鹊的
美妙，却不由人想多了解作者。因为他用坚硬的瓷，表现出羽毛
的柔软细腻，长尾的垂坠卷曲，树桩的苍劲和其上嫩叶的青葱。
蓝鹊停歇初定，回眸一望，于一片蓝色中露出艳红嘴喙，树桩与鸟
身的角度恰好露出尾羽背面羽毛层叠形成的白色斑点……作者
不仅展示了蓝鹊之美，还展示到准确入微的地步，传达了完整
的生物信息，包括比例、姿态、羽色、生境，就连停棲的树桩
和其上寄生的山苏、伏石蕨都不是随意点缀，而是完全合乎自
然造物。面对这只蓝鹊，你看到的绝不只是一个陶艺作品，而
是大自然中一只真实的蓝鹊。

在台北初春一个难得的晴天，记者走在芦洲区民权路一条
小巷里，普通安静，少有行人。找到李国钦工作室的门牌，李

国钦推开玻璃门出来迎，穿着工作围裙，眼镜，微笑，没有客
套甚至惯常的彼此介绍，就将记者带进工作室。工作室设在普
通公寓的一楼，应该是几套连通的，进门处是沙发，越过沙发
是一张大工作台，周围还有几张工作台，两位年轻的工作人员
正在专注雕刻，完全“无视”周围的人和事。工作室的空处和
墙壁点缀着瓷雕作品，记者坐的沙发边桌上立着那只名满天下
的蓝鹊。

“蓝鹊就是从这里飞出去的？”记者问。“就从这里飞出去
的。”李国钦笑。他从不主动阐述什么，但对记者的每个问题都
认真听，简单答，不夸饰、不炫耀。“做这只蓝鹊过程顺利吗？
烧制过程造型会变，釉色也会变化啊。”记者问。“很顺利，因
为我对温度已经有把握了，对釉药也能控制了，之前试烧过，
正式做时很顺利。”“为什么选中了您的作品作为这么重要的礼
品呢？”这本是一个能引发“故事”的问题，李国钦却答：“我
不知道。”想了一下又说：“选择礼品有很多考虑，比如重量，
不能太重，不能在赠送仪式上拿不动啊，还要考虑托运，考虑
尺寸大小。”李国钦没有借此谈论自己。“现在蓝鹊这么有名
了，点名要作品的很多吧？”“是有不少人询问，但不做了。”

“是因为作为重要礼品要‘专卖’吗？”记者问。“那倒不是，这
件不是为了礼物定做的，而是他们来这里挑礼物时，已经有了
这件蓝鹊，他们选中了。当初设计这件作品时只量产35件，已
经完成了。”“可以再追加啊！现在蓝鹊的身价可不
同了。”李国钦淡淡说：“还有别的工作啊，很多订
单要完成。”

“35 只蓝鹊，虽然是一个设计稿，但因为手工
雕刻，每件还是会有些微差别，也就意味着那件礼
品是独一无二的，他人想要一模一样的是不可能
的？”记者问。李国钦笑：“可以这么说，不过差别
可能只有我可以看出来。”记者的问题还是围绕蓝
鹊：“为什么当时要做蓝鹊呢？”“因为是台湾特有
种，想把台湾特有物种都表现出来，现在正想做另
一个特有种帝雉。帝雉的尾巴太大了，平衡是难
题，还在想。”“可以垂地啊，那样就没有不平衡的
问题了。”李国钦笑：“那样不好看，帝雉的尾羽一
般也不垂地。”“您观察很细致啊。”他说：“我有时
间就会和赏鸟的朋友或者拍照的朋友去野外，我的
观察要更细致，因为雕塑是立体的，除了正面，它
的各个面、之间的比例关系我都要看到，它不同的
姿态我也要看到，它停棲的树是什么样子的，树上
有什么，这些对我都有用。”

入门处有一组台湾特有鱼种樱花钩吻鲑的作品，鱼儿凌空
擦着山石摆动身躯，借用中国画留白的手法，空白处自然令人
想到野溪明澈，因为雕塑底部石子粒粒分明。一同聊天的朋友
说：“你看他多笨，那些石子也都是一粒粒烧出来的，去河滩拣
点就可以了嘛。”很少否定别人的李国钦笑着说：“不行，石子
太重了，还是要一粒粒烧。”“有多少粒？”“很多啊，不好数。”
另一件蓝鹊卧在巢上育雏的作品，纵横交错的巢枝也是陶艺，
但视觉上却柔软弹性。走近看，蓝鹊身下居然有卵，卵上的斑
点可见，绝不是一个象征性的蛋形，而真真切切是蓝鹊产的
卵。这些细节带来的艺术感染力来自技艺、观察和绝不敷衍的
艺术态度。

看到工作室里有花的作品，兰、莲、菊、百合，花的娇柔
精致完全隐去了瓷的坚硬，叶上一只瓢虫、一个青蛙、几滴水
珠传递花的一呼一吸。记者问李国钦：“您不做人物吗？比如佛
像，市场会很好。”李国钦答：“会做的，但再等等，等我对人
生对佛教的体验到了，现在，我还不行。”

以他的技艺，雕人雕鬼雕神都会是上品，但他可能追求雕
出魂魄与精神，在坚硬的瓷里面，一花一叶一鱼一鸟，是有它
们独有的气场风韵的，何况是人、是佛。

看着李国钦戴上头盔，骑着摩托车驶过小巷去朋友家看
画，就像路人甲一样。幸亏我采访了他，知道他身怀绝技。

台北探访蓝鹊之“家”
本报记者 陈晓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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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钦在工作室。

每年 3 月 23 日的“世界气象日”都确定一个主题。
近年来全球变暖问题越发严重，气候问题越来越引人注
目，今年便提出“更热，更旱，更涝·直面未来”的主
题，提醒人们慎思未来。香港天文台配合此主题举行开
放日，希望更多港人能意识到气候带来问题的严峻性。
更巧的是3月23日月亮出现“半影月食”，虽然不同于月
食的景观，但月亮如同被阴影笼罩略显朦胧，仿佛月宫
嫦娥半遮容颜，另有一番神秘美感。

半影月食指月亮环绕地球运行过程中，通过地球的
“半影”内的一种特殊天象。半影月食不同于月全食，月

面的光度只是极轻微减弱，多数情况下不容易用肉眼分
辨，所以不称其为月食，但如果使用望远镜观测月亮，
会观测出“半影”的效果，对于天文爱好者来说也是不
能错过的美丽。

香港天文台开放日第一天就接待 6000多人，可见香
港不乏天文粉丝。粉丝可在开放日参观各种预测天气的
先进设施，听取工作人员讲解电视天气节目的制作过
程，儿童还有机会化身“天气先生”或“天气小姐”，报
告天气。专业人士以气候变化为主题，介绍香港天文台
如何运用崭新高科技提供服务，应对全球暖化和极端天

气带来的挑战。现场设摊位游戏、
防止降雨强度检测器和测风气球等
设备，让参观者多了解有关知识。
香港天文台台长和天文台吉祥物

“度天队长”在现场与参观者合
照，希望这样的活动让港人特别是
儿童体会环保的重要性。

香港天文台位于尖沙咀弥敦道
134 号 A，坐落在九龙一座小山丘
上，于 1883 年建成。天文台在百
余年间专责香港的气象观测和地
震、辐射等监测工作，并及时向香
港公众发出相关警报。现在为了让
更多的人了解专业知识，提升香港
的环保意识，天文台于专业工作之
外举行开放日，受到香港市民欢
迎。

香港天文台举行开放日
许文金

香港鼓励创客
郭启晨 周雪婷

2015年，“创业”“科技”“互联网”成为了香港居民热议的主题。香
港创业生态调查显示：香港初创企业、共享工作空间及创业培育中心的
数目增长四成以上。

广东省粤港澳合作促进会信息科技委员会主任、香港信息科技联会
会长邱达根表示，香港金融、地产业发达，但互联网和科技新兴产业却
相对落后。2015年中金报告显示，在与香港邻近的深圳，给初创企业的
风险投资约为15亿美元，而香港仅为5000万美元；深圳每千人中研发技
术人员有17个，香港仅有3个。

为营造香港创业氛围，培养科技创新人才，香港各界积极行动：
2015年香港举办国际创客节并成立创新科技局。香港社会对科技的重视
逐步提高，看法也有所改变。邱达根说：“年轻人大学毕业后想创业，年

纪大的人也想尝试创业，投资者对初创企业的兴趣也越发浓厚。”
2015年，香港投资推广署访问了40家共享工作空间、创业培育中心

和加速器的营运者，发现共有 1558 间初创公司在这些创业空间内运作，
同比增长46％，这些初创公司共提供4535个工作空间，同比增加60％。

邱达根说：“香港初创企业如果只专注于本地市场，有成功的可能，
但不可能做成BAT（百度、腾讯、阿里巴巴） 那么大规模。”他列举最近
发展迅速的“大疆无人机”为例，“大疆”创意起于香港，后在内地设厂
发展。他认为这可以作为香港与内地科技合作创业的典范，初创企业可
利用香港高校及科研机构的技术，申请专利，在内地落地生产。

邱达根坦言，目前香港的创业气氛的确没有内地热，但香港的创投
公司可以通过一系列活动打造平台，广泛连接和整合海内外创新创业资
源，为投资者、创业者提供沟通合作的机遇。邱达根也为香港创业者提
供了一些建议：香港创业者应多开阔眼界，了解成功企业的运作模式。
同时，他也期望香港可以吸引更多的天使投资者，把香港年轻人好的创
业项目介绍到谷歌或者脸书这样的公司。 （据新华社香港电）

天文台开放日天文台开放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