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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3天的第十届海

峡两岸茶叶博览会11月

16日在福建武夷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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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5日，香港高等法院裁定两名候任立法会
议员的宣誓没有法律效力，两人的议员资格被取消。
香港各界均支持高院裁决，批判两人根本无意效忠国
家及香港，遭取消资格是咎由自取、大快人心，并认
为裁决彰显了法治精神，维护了“一国两制”原则，
对香港社会明辨是非、正本清源起到了积极引导作
用。

对“港独”分子的重大打击

香港《文汇报》发表题为《法庭裁决彰显法治
维护“一国”遏止“港独”》的社评，认为高等法院
的裁决不仅维护了“一国两制”原则以及香港的法治
精神，也是顺应香港主流民意、彰显社会公义的正义
之举，是对“港独”分子的重大打击。
《大公报》的社评则认为，高院的裁决一针见血

地拆穿了两人否定“一国”、推行“港独”的实质，
挫败了“港独”分子借“本土”之名行分裂之实、通
过地区选举混入权力架构的企图。裁决有力彰显了中
央宪制权威地位，并有效体现了特区司法的独立性。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
会香港总会理事长卢文端表示，高院裁决对一些“港
独”分子会有警惕作用，不论是立法会议员还是社会
上的青年和学生，都绝不允许宣扬“港独”或“民族
自决”。

针对某些反对派人士及所谓“法律权威”抹黑人
大释法，《东方日报》刊登署名文章反驳说，这些人
貌似维护香港法治，却无法掩盖其根本目的是要包
庇、袒护“港独”，要香港民众为“港独”埋单。

给同类案例提供判决指引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表示，法院就立
法会宣誓风波作出的判决，对立法会、特区政府乃至
整个香港社会日后处理议员宣誓事宜提供清晰指引。
“香港法庭所作出的公正裁决和相关判词，从司

法层面上订下如何具体维护‘一国两制’原则的规
矩，这就是无论在何种场合，都不能公然冲击和挑战
‘一国两制’。高院裁决依法取消公然播‘独’的两名
议员资格，对香港社会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文汇
报》的社评这样说。
《大公报》也认为，人大释法和有关裁决，为香

港特区今后处理同类问题立下了明确的规矩和案例，
也在香港社会中进一步明确了一些大是大非的原则和
观念。
“反对派过去硬套英国的所谓‘三权分立’来质

疑本次司法复核的理据。本次高等法院的判词已清楚
说明回归后香港特区的行政、立法、司法之间的关系
及有关的宪制安排。”执业律师、民建联议员张国钧
指出，香港高等法院本次判决明确了法院在处理涉及
立法会事务时有权介入，同时明确了立法会主席及秘
书长的权力，对日后同类案件将会是十分清晰的判决
指引。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李秀恒
希望一众议员日后能够遵守基本法，正视宣誓。“立
法会是庄严的议事平台，并非某些人做戏和搏出位的
场所。”他说。

“港独”于法于理都没市场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广东社团总会主席陈永棋认
为，高院裁决公正，也与人大释法内容完全吻合，令
大家对香港司法制度更有信心。裁决同时彰显“港
独”不得人心，无论是法理还是人情，“港独”都绝

对没有市场。
“‘港独’分裂国家，祸害香港。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应容许‘港独’在港滋生蔓延，破坏香港安
宁。”由5万多名香港市民组成的“反港独撑释法”
大联盟对此次高等法院的裁决深表欣慰，许多香港市
民表示，梁、游二人根本无意效忠国家及香港，遭取
消议员资格是咎由自取、大快人心！

经民联副主席、立法会议员梁美芬称，众多香港
市民齐心集会，足以证明“反港独、撑释法”有庞大
的民意基础，释法更是有根有据，她批评反对派及部
分法律界人士颠倒是非、纵容“港独”，损害法治。
她表示，爱国爱港的人绝不容许“港独”势力壮大，
也不允许任何“港独”分子进入议会。

香港中华总商会则期望，社会各界尊重法庭裁决
结果，让立法会尽快恢复正常运作，避免社会发展继
续空转，并呼吁各界携手努力，积极维护基本法和坚
守香港的法治精神，共同守护香港的经济发展成果和
良好营商环境。

梁颂恒、游蕙祯等人在香港立

法会宣誓时，公然宣扬“港独”，侮

辱国家和民族，激起公愤。全国人

大常委会释法拨乱反正，击中了要

害。11月15日，香港高等法院裁定

梁、游两人议员资格被取消。然

而，香港有些人仍然包庇袒护二

人，同时对人大释法百般曲解、攻

击，混淆视听，蛊惑人心。

在香港长期存在一种不正常现

象，过去有人唱衰回归，炮制“大

限”，从基本法制定到实施这么多

年，一直没有停止肆意歪曲。这次

人大释法后，他们的污蔑变本加

厉，说什么“严重摧毁一国两制”，

说什么“香港司法已死”。其中一些

貌似法律权威的人更是信口开河，

一个回归前曾散布“解放军会到中

环捉人”的“大状”（大律师），抨

击人大释法是“夺取香港的司法

权”；某政团一头目妄称，释法“有

如核子弹”。谗口交加，危言耸听，

试图把水搅浑。

许久以来，香港形成一种“话

语陷阱”，只要中央就香港事务发表

意见，他们就攻击是“破坏高度自

治”；只要人大释法，就被污蔑为

“破坏司法独立”。而梁、游二人宣

扬“港独”、侮辱国家民族的言行众

目睽睽，被称为“双邪”，竟被一些

势力、媒体抬为“法治的守护者”，

真是颠倒黑白。

香港回归后，人大几次释法都

遭到曲解攻击。有些人自恃专业，

自封权威，好像自己是高于国家、

凌驾宪法的审判官，但每次其说辞

都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某名“貌

似法律权威”蛊惑说，过去人大释

法是“斩”了香港四刀，这次则是第五刀，香港法治已被

“斩”至体无完肤，云云。这是事实吗？公认的事实是，每

一次释法都有效地解决了香港的实际问题，或化解一场争

议，或解了香港之困，使有关的法律制度更完善。

这些所谓权威，其实对人大释法的合法合宪心知肚

明，但反中、对抗成了他们的天性。人大释法，势必遏制

他们的政治张力，减少其忽悠的资源，他们当然心有不

甘，所以千方百计进行妖魔化，以侵蚀中央的权威。其

实，这也是他们搞政治运作的一种方式，通过给梁、游等

人开脱，为“港独”分子保驾护航，谋取活动天地，来扩

大自己的操作空间与利基。为此挖空心思设置“话语陷

阱”，扰乱视听，以便推销他们那一套。这些人可以容忍辱

国者公然违宪违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履行宪制责任主动释

法，反而被指“破坏香港法治”。这是何等荒谬的逻辑！

在香港特殊的语境下，“话语陷阱”对市民的误导和影

响不可小觑。俗话说，“谗言三至，慈母不亲”。一些港人

对“一国”认识偏差，对“两制”片面理解，对大是大非

认识模糊。面对种种误导，需要擦亮眼睛、明辨是非，避

免“三人成虎”。

董建华先生近日有个演讲，可谓苦口婆心。他强调，

没有“一国”就没有“两制”，“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是

香港生根立命之本，任何的偏离，对我们的损害实在难以

计算。事实上，这次人大释法事涉国家重大利益，又关乎

香港长治久安，实质是在维护“一国两制”，使其继续向着

正确的方向行进。这一点是毋庸置疑、不容扭曲的。

为公职宣誓作指引 助香港社会辨是非

香港各界支持高等法院裁决
本报记者 汪灵犀

香港民众集会支持人大释法。 图片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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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岁的台湾摄影师林国彰举起手中的相机，
将镜头对准了眼前这个以“溪头下”命名的厦门
村庄。

阳光微照，轻涛拍岸，光着脚丫的新娘手捧
红色玫瑰花束，踏着海滩上轻软的沙子，朝新郎
奔去。“咔嚓”一声，林国彰定格了新人一生中
最美的时光。

庭院的秋千、街角的咖啡店、布满爬山虎的
砖墙、海边的栈道……溪头下村这个仅有0.15平
方公里的村庄，如今因“中国最浪漫婚纱摄影
村”的美名为人所知。

不过，对于在此采风的林国彰而言，溪头下
村还承载着更多的意义。

它是厦门岛上距离金门最近的村庄之一，站
在溪头下的海滩上向南眺望，金门诸岛清晰可见。
上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军队退踞台澎金马，金
门成为两岸隔海对峙的最前沿。
“金门厦门门对门，大炮小炮炮打炮。”从

1958年起，长达近20年的金门炮战在两岸军队之
间展开，造成了一段特殊的历史。彼时，一座高
射炮阵地就曾在位于厦门南部滨海黄厝的溪头下
村设立，正对着4000米外的金门。

在林国彰的记忆中，这里曾是最危险的所
在。
“我们那一代的男青年，最怕的就是自己中

了‘金马奖’，也就是被派往金门和马祖去服兵
役，特别是金门。”林国彰说。那时的金门不仅
条件艰苦，也因炮战常有士兵伤亡，台湾年轻人
避之唯恐不及。

73岁的溪头下村民陈明石同样对半个多世纪
前的漫天硝烟记忆犹新。陈明石在溪头下村生活
了一辈子，金门炮战开始时他才刚刚15岁，和村
民们一起躲在山上的石洞里，却仍然受到炮弹的
攻击。
“炮战的时候，我爸爸的胸口曾经中过弹

片，哥哥腿上中过弹片，我自己的屁股上也中过
弹片。”陈明石说。

林国彰和陈明石的这些记忆终于1979年。那
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
书》，两岸关系开始走向缓和，厦门与金门之间
的炮战终于结束了。

硝烟散去，溪头下归于平静，做回了那个默
默无闻、封闭破败的村落。村民们每日清晨挑着

蔬菜、海鲜沿着海岸线，步行到厦门港去叫卖，
踏着几百年如一日的步伐节奏。

直到2003年，首家摄影机构入驻溪头下。自
此之后，越来越多的摄影机构相继扎根，使得村
庄实现了意料之外的华丽转身。

曾经的海景意味着寂寥，现在却意味着机
遇。“浪漫的沙滩和海水非常符合婚纱拍摄的元
素，我们公司的员工现在就有500多人。”溪头下
村后古摄影公司经理祖和荣说。

10余家摄影机构、70余家摄影工作室、每年
两三万新人拍摄婚照、婚纱摄影年产值逾6亿元
……一个个数据讲述着村庄的变迁。
“以前的时候最经常听到的是大炮的声音，

现在最经常听到的是婚纱摄影师们的声音。”陈
明石说。“新娘微笑”“新郎靠近点”“新郎新娘
再甜蜜点”——这些来自摄影师的指令声，如
今每天都出现在陈明石的生活中，令他感到开
心。

随着婚纱摄影的兴起，溪头下村里的基础设
施得以改进，村民的生活也与以往大为不同。礼
服定制、珠宝设计、咖啡馆、鲜花店、民宿……
这个精致的小村落里，诸多元素一应俱全，一条
产值高达2-3亿元的产业链正在形成。
“难以相信，以前炮火冲天的前线，如今竟

然是这么浪漫。”林国彰说。
在溪头下成为婚纱摄影胜地的同时，曾经金

门炮战的历史也成为了一种资源。
在溪头下的相伴街上，一排精致的商店吸引

着年轻的游客们驻足参观。这些店铺的前身就是
金门炮战时留下来的防炮屋，建于上世纪60年
代，用以安置在炮战中住房被炸毁的村民。

石头墙柱，瓦片屋顶，雨水浸渍，日晒斑驳
……几十年岁月沉淀下来的老房子居然意外地获
得青睐。“没有想到，这些战争里的物件现在反
倒派上了用场。”陈明石说。

溪头下还有着更多的计划：在村庄整治提升
的带动下，曾经的战壕被改造为一条栈道；村民
们躲避炮火的坑道也在改造之中，以使市民和游
客体会当年金门炮战的历史。

陈明石期待着，在更多年轻新人来到溪头下
拍摄婚纱照的同时，能够有更多金门和台湾的客
人到访，感受这里的浪漫，回味这里的历史。

（据新华社厦门电）

厦门溪头下村：

炮战前沿成婚纱摄影胜地
尚 昊 颜之宏

本报中山11月17日电（记者任成
琦）为期3天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山论
坛17日在广东省中山市孙中山纪念堂开
幕。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
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齐续
春，中台办、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广东
省省长朱小丹，中国国民党荣誉副主席
蒋孝严，新党主席郁慕明等出席开幕式。

本届论坛以“弘扬中山精神，两岸共圆
中国梦”为指导思想，将围绕“中山思想与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展开研讨。除
了在中山市举行主论坛外，还将分别在中
山市和中山大学举办第十届黄埔论坛等4

个分论坛，以及两岸青年创业交流会、两岸
现代农业合作发展交流会等活动。

齐续春在致辞中表示，期冀包括大陆
同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在
内的全体中华儿女携起手来，弘扬孙中山
先生矢志不渝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一往无
前的奋斗精神，承担起肩负的历史责任，
坚定信心，排除干扰，共同为维护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和台海和平稳定、实现祖国完
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
共创所有中国人的荣耀国格、幸福生活和
美好未来。

张志军在致辞中表示，中山精神和

中山思想永远激励我们奋发向前，这是
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宝贵财富。对孙中
山先生的崇敬与怀念，对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共同追求，是激励两岸同胞共同
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将继续坚持
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维护和推
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坚决维护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遏制任何形式的“台
独”分裂行径；继续推进两岸各领域交
流合作，为两岸同胞谋福祉。

蒋孝严、郁慕明等也分别发表主题
演讲，表达了两岸同胞为实现祖国统一
而共同奋斗的坚定信念。

本届论坛由国台办、广东省人民政
府、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办，广东省
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山市人民
政府、中山大学承办。

中山论坛谈共识

本报台北 11月17日电 （记者张
盼）第四届海峡两岸文学笔会17日在台
北开幕。林丹娅、陈若曦等两岸20余位
作家，共同就“两岸作家的乡愁写作”
展开探讨。

台湾作家郝誉翔说，我的父亲来自
山东，我自己出生在台湾。等到我长大
后踏上那块（大陆）土地，我的心中还
是有诸多感动，因为它还有与我血脉相

连的亲情。“两岸作家有着不同的角度和
思考，文学交流对于写作很有意义。”

大陆“伤痕文学”代表人物之一卢
新华说，这样的文学交流是一次美好的
相遇。两岸作家都关注着“文化中国”，
为它骄傲、自豪，希望能共同寻找它在
当今社会的发展方向。

厦门市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张萍
说，台湾文学在大陆文学的影响和推

动下，与大陆文学一脉相承。近几十
年来，台湾地区的优秀作家层出不
穷，在大陆拥趸众多，台湾文化对大
陆的影响也向多层面、深层次发展。
随着两岸文化交流的频繁与深化，两
岸文学终将携手前行，为中华文化的
繁荣作出贡献。

本次笔会由厦门市文联指导，厦门
市作家协会、台湾师范大学全球华文写
作中心共同主办，包括17日在台北举办
的两场两岸作家乡愁主题写作论坛及22
日在高雄举办的一场“两岸情思?美丽乡
愁”作家座谈会。

作家台北话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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