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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超商可借书”成为最近文化圈最夯的话题。
台北市图书馆决定，将通过岛内近万家便利超商来打
通书籍传递的“最后一里路”，未来民众只需在APP上
预约，就可到指定的超商取书还书。但这样的便民服
务却引爆出版业怒火，他们担心一旦市民借书更方
便，就会不再购买书籍，让已经处于寒冬中的出版界
雪上加霜，两方人马在网络上笔战正酣。

三大超商变身图书馆

为打造“你家隔壁就是图书馆”的阅读氛围，台
北市政府日前宣布，与统一、全家和莱尔富三大超商
（即便利店）合作，民众只要持有台北市图书馆借书
证，上网登录借书后可以通过物流送到超商，台北市
图书馆内藏书718万册都可供借阅。借书服务物流费每
次50元（新台币，下同），一次可借5本，最快2天送
达。还书则仅限全家超商，并需付45元运费。

台北市图书馆借阅数据显示，去年总共被借出近
1300万本书，其中借阅者以31岁至50岁人群居多，占
借阅总量一半以上。统计方推论，这些人中大多是上
班族。在现今快餐化的社会节奏下，舆论普遍认为超
商借书是一个提高借阅率的好点子，尤其会方便一些行
动不便者，比如有小朋友需照顾的妈妈、夜归的上班族、
行动不便的残障者和比例愈来越高的银发族。

32岁年轻上班族王樱倩也看好
超商借书服务。她说，现在
的台湾人变得比以前

没耐心，很多东西都想在短时间获得，宁可用金钱换
取时间。因此，借5本书只要花50元运费的代价，且台
北市图书馆718万册图书24小时皆可借阅，相当划算。

两个产业自相残杀？

这个点子虽然吸引读者，却引爆了出版界怒火。
台湾政治大学图书信息与档案学研究所教授邱炯友在
脸谱网上撰文，认为此举加深了图书馆与出版社、甚
至是图书馆与作家的利益冲突，并批评台北市政府
“无宏观政策与方针，坐令产业与事业自相吞食残
杀”，“荼毒本该合作共生的文化、阅读、信息的事业
体与环境”。

出版界为何怒火中烧？这还要从台湾出版界的困
境说起。近年来，台湾出版业规模不断萎缩，整体产
值大幅下滑，从2012年的352亿元大幅下降到2014年
的243亿元，两年之内减少超过百亿元，整体印书量也
大幅下滑，创作者的版税收入根本不足以支应生活。

出版界人士认为，图书馆和出版业、作家应是伙伴
关系，但台北市图书馆却牺牲了伙伴利益，让物流业者
和超商得利。有香港作家团体研究显示，书借出越多，买
书的人就越少，“让我们反感的是这样的剥夺感，让出版
业和作家更弱势。”远流出版公司董事长王荣文说。

出版界希望台当局效仿英国推动“公
共出借权”，图书馆每借出一本书，政府便

代读者付补偿金予作家和出版社，
让出版界和图书馆共存共荣。

别谈竞争，一起挽回读者的心吧

图书馆界则对“民众愈容易借书，出版社愈难卖
书”的观点持不同看法。台“国家图书馆”馆长曾淑
贤表示，民众到书店买的多是当期新书，到图书馆借的
却是旧书，借的书多为参考数据，买的书却为典藏，图书
馆和出版社“市场”迥异，绝非“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
这种“肥了图书馆、瘦了出版社”的逻辑，乍看合理，细想
却是“似是而非”。即使把全台湾500家图书馆关了，
出版社生意也未必会变好。她认为，图书馆借阅率和
出版社销量向来是成正比，而非反比。

多数情况下，读者徜徉图书馆书海中，看到一本
好书，会想要拥有它，进而到书店购书典藏。大英图
书馆号称收藏所有英国曾出版的书籍，一楼仍然开了
一间书店，因为它相信虽然读者可以免费借阅图书，
还是会买下喜欢的书。

王樱倩说，如果她打心里喜欢一本好书，还是会
愿意花多点钱购买，对于只是想了解的书籍，则仅仅是
借阅。因此，图书馆和出版社不会必然发生极大的冲突。

三采出版社总编辑曾雅青也支持这一观点。虽然
借阅方便可能减少书籍销售，“但从出版业长期经营来
看，重要的不是销售，而是如何挽回读者阅读的动机
和习惯。”出版社和图书馆同样面对网络、电子书崛起
导致的读者“雪崩式下跌”危机，它们其实是“命运
共同体”，两者应该考虑如何一起挽回读者的心，而非
互相拆台竞争。

台湾超商可借书，
引爆出版业

本报记者 汪灵犀

▲ 图书馆馆员拆除超商包裹，为

读者办理还书。 张 潼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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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又染霜叶，鲁平同志离开我们
已经一年有余。无论是在殚精竭虑、力
争完整顺利收回香港的日子里，还是在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保持
香港繁荣稳定的春夏秋冬，他始终不忘
初心，公而忘私，正气凛然，是我的老
师和榜样。

1988年初，我有幸成为港澳工作战
线的一员，在李後、鲁平二位秘书长领
导下，负责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秘书
处有关事务。此时，香港基本法的起草
工作正如火如荼。鲁平数年前带队赴港
调研后形成的中央关于落实“一国两
制”方针的12条具体政策，经中英谈
判载入《联合声明》附件1，成为中方
对收回香港后的承诺。基本法就是用法
律形式把这些政策措施规定下来。

在起草基本法的过程中，无论会场
内外，鲁平都不厌其烦地说到这个观点：
在“一国两制”的关系中，“一国”是根本，
是前提，失去或忽略了“一国”，“两制”便
无从谈起。那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来自
内地和香港的起草委员们几乎对大多数
条款的草稿都意见纷呈，甚至争执得面
红耳赤。鲁平循循善诱，想方设法把两地
草委的意见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

基本法草稿第二章“中央和香港特
别行政区的关系”是争议比较多的一
章，所以紧接在第一章总则之后，显现
它的重要。有些草委以为除国防、外交
外，中央对香港的所有事务无管辖权，
所以对草稿里把“国家行为”涵盖为
“国防、外交等”这其中的“等”字大
惑不解。鲁平向他们解释，这个“等”
就是中央与香港特区的关系，既然香港
是直辖于中央政府的一个地方行政区
域，其拥有的行政权、立法权、独立的

司法权和终审权都是中央依法授予的，
特区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也都是中央实
质性任免的，那么权力属于中央的这些
个“等”，不也都是“国家行为”吗？

草委们在大前提上取得了一致，但
讨论到具体条款某措辞某标点时仍有争
论，甚至几年才达成共识，这时鲁平
“坚定+灵活”的政治智慧起了重要作
用。例如第17条关于特区立法机关制
定的法律须报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规
定，最终写成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
该法律不符合基本法有关条款，可将其
发回。一旦发回立即失效，但无溯及
力。“报备和发回立即失效”，体现了中
央对特区立法的审批权，“无溯及力”
体现了中央对特区权力的照顾。

完成基本法的起草，是香港回归路
程的重要里程碑。邓小平同志高度赞扬
这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
律，是创造性的杰作。

此后香港的过渡期，依然风云跌
宕。在中英关于香港政权交接的一系列
谈判中，特别是末代港督彭定康背信弃
义，抛出“三违反”政改方案后，鲁平
和周南等同志遵照小平同志“另起炉
灶”的重要指示精神，创造性地建议中
央出台提前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
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以及特区临时立法
会等反制举措，为重建战略主动，最终
完整地收回香港提供了切实可靠的保
障。

回归后，“一国两制”方针在香港
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但也道路坎坷，鲁
平始终牵挂着曾经倾尽心血的香港。
2012年 7月1日下午，香港反对派的游
行队伍里首次出现港英时代的英国米字
旗，呼喊“港独”口号。不久，反对派
又游行到中央政府驻港机构门前，挥舞
米字旗，唱英国国歌，打出“唯一出路
是独立建国”的反动标语。对此，美国

某报大肆渲染报道。85岁的鲁平再次被
激怒，他给该报发去电邮，并要求刊登
电邮全文：“这些鼓吹香港独立的人是
纯粹的白痴，没有内地的支持，香港就
会变成一座死城。他们知道每天喝的水
从哪里来的吗？他们或许自以为比英国
人聪明。为什么英国人最后选择把香港
交还给中国，而不是宣称让它独立
呢？”我与鲁平共鸣，在香港的新书发
布会上引用他的评论，说：“我感到痛
心，那面米字旗本应该放进历史博物
馆，而不应该再出现在街头。”

2015年元旦刚过，他到北京医院查
体，竟意外发现是胰腺癌晚期。我多次
看望他，他不愿多谈病况，不愿多麻烦
医院和港澳办机关，却再三表明心迹：
完全拥护习总书记和十八大以来中央对
港澳工作的一系列重要决策部署。

缅怀半生桃李之教，仿佛又听见了
鲁平生前喜爱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的
《欢乐颂》。愿“一国两制”事业蒸蒸日
上，香港、澳门特区繁荣稳定，这应是
对鲁平最好的告慰。
（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国

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

怀念鲁平
陈佐洱

香港个别候任立法会议员在

10月12日首次宣誓时公然侮辱

国家民族、鼓动“港独”的行

径，连日来持续遭到香港社会各

界人士的强烈谴责。

11月1日早上，香港特别行政

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出席行政会议

前指出，两名候任议员宣誓时和宣

誓后的言行引起极坏的影响。他

说，不排除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

法来处理宣誓问题。

人大释法，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行使“解释法律权”，对地方因为法

律知识不足和其他特别原因（纷争、

诉讼不清）而进行定调。

香港基本法属于“授权法”，香港

的司法独立，是按照基本法由中央授权

的结果。香港的法院解释基本法的权

力，也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的。因

此，在涉及到国家主权和中央和特区关系

等政治权力的问题上，香港法院对于有关

案件的终审判决之前，必须提请人大常委

会对于有关条款进行解释，然后以解释作

为准则进行判案。

香港特区终审法院在2011年首次提请

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这次应对宣誓风

波，香港各界普遍认为，需要人大释法一

锤定音，才能遏制“港独”。

《大公报》刊文称，“港独”势力日益

猖獗，甚至胆敢篡改誓词，辱骂自己的国

家民族。如果再不采取必要的行动，后果

将不堪设想。必须从国家的层面，以宪法

与法律为武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及

时、果断、全面地释法，一锤定音，厘清

问题、明确政治行为规范。否则，“港独”

分子还将不断挑战本地法律，公众也会误

以为搞“港独”不需要负法律责任。

（雷 蕾）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
林郑月娥日前表示，在政府的
扶贫政策介入后，香港的贫穷
率和贫穷人口分别是14.3%和约
97万人，已经持续 3年降至低
于100万人的水平。

林郑月娥说，特区政府的
社会福利经常开支，在4年间由
2012/2013年度的 428亿港元增
至本财年度的662亿港元，相应
所占政府经常开支的比例则由
16.3%增加至19%。特区政府今
年 5月推出低收入在职家庭津
贴，预料明年贫穷情况会继续
改善。

数字显示，在未有政策介
入前，香港整体贫困人口和贫
穷 率 分 别 是 13.45 万 人 和
19.7％。特区政府拟再加入公屋
政策援助，届时贫穷人口可减
至 66.9 万，贫穷率不足 10％。
林郑月娥表示，香港是富裕社
会，难以完全消除贫富悬殊，
但特区政府会为基层人士设安

全网，确保他们能够自力更生，并为年轻人提供向上流
动的机会。

特区政府2015年最新订立的“贫穷线”为：一人住
户月收入3800港元，六人及以上住户月收入19500港元。

星云法师脑中风
送加护病房观察

据台湾媒体消息，佛光山开山宗长、高龄90岁的星
云法师脑出血中风，10月31日紧急进行开脑手术，院方
表示术后生命迹象稳定，但因为星云法师年事已高、且
曾有中风及糖尿病史，目前已送进加护病房严密观察中。

星云法师10月30日在佛光山上突然出现恶心呕吐、
嗜睡等不适。高雄长庚医疗团得知后，马上派员上山探
望他，31日把他接下山，发现星云法师是脑部第三度出
血导致脑压升高，会有恶心、呕吐不适，立即紧急安排
开刀，手术过程顺利。

星云法师手术后意识恢复，但由于年事已高，且有
糖尿病史，并因中风长期服用抗凝血剂，因此，术后医
院将他送进加护病房观察，严密监控他的病情，目前情
况还算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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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鲁平在上海接受香港媒体访

问，忆述当年香港回归工作。 （资料图片）

�1992年鲁平（左排左一）与来京访问
的时任港督彭定康（右排左二）等进行会议。

（资料图片）

人大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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