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台港澳周末 2016年11月19日 星期六

责编：汪灵犀 邮箱：peoplehwb@VIP.163.com

在香港中环熙攘的嘉咸市集旁，有一个
不起眼的古朴门框，上面墨绿的字迹已陈旧
脱落，但依稀可见“百子里”三个字。从门
框进去拾阶而上，竟别有洞天，一个郁郁葱
葱的绿意庭园呈现在眼前。公园门口工整书
写着“孙中山史迹径第八站：辅仁文社旧址
——百子里”。

孙中山先生一生的革命事业与香港有着
密切关系。香港曾是孙中山先生早年求学之
地；在辛亥革命前，香港是他和革命党人创
建革命机关、创办革命报刊、策划武装起义
的大本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二次革命”、
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以及其晚年北上
等重大事件，都与香港直接相关。

像百子里这样，记录着孙中山先生在港
的史迹还有很多。1996年，为纪念孙中山先
生诞辰130周年，香港中西区区议会设立了一
条史迹径，将孙中山生前在香港活动过的地
点串联起来，包括他在香港读书、做礼拜、
居住及革命党人聚会的地方，让市民和游客
能够缅怀孙中山先生的足迹，感受他的革命
思想及爱国情操。

史迹径第一站，便是香港大学般咸道。
这里之前是孙中山的母校：香港西医书院，
它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医学教育机构，1887
年创办，孙中山是首届毕业生。1923年2月，
孙中山在这里进行了名为《革命思想之诞
生》的演讲。

香港大学的荷花池边，立着一尊孙中山
的纪念铜像，上边刻着一句英语，翻译成中
文就是：香港与香港大学乃我知识之诞生
地。这是孙中山曾公开说过的一句话，显示
出他对香港及香港大学的深厚感情。

百子里公园展示的则是1895年至1903年
的革命历史，包括：杨衢云和谢缵泰1892年
成立文社；其后文社加入香港兴中会，孙中
山和他们一起在 1895 年末部署广州起义；
1900 年策划惠州起义失败，杨衢云身份暴
露，翌年被暗杀，孙中山撰写悼念书信石雕
……还有士丹顿街13号，它是香港兴中会总
部，见证了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开端。

然而，史迹径上许多景点在历经百年风
雨后，都湮没在香港的繁华都市中。“四大
寇”居所杨耀记旧址、杨衢云被暗杀地点、
皇仁书院旧址、中国日报报馆旧址等，而今
都成了寻常的商店、住宅楼、学校、体育
场、酒吧或者大排档，融入到市井。

除了孙中山史迹径上的景点，香港还有
其他地方记录着其与孙中山的情缘。位于中
环卫城道的孙中山纪念馆，展出了150多件珍
贵展品，包括他习医时的答题试卷、由他当
证婚人的结婚证书等；位于上环海滨的中山
纪念公园，则有着孙中山铜像及“天下为
公”的牌楼，包围铜像的地板上刻着孙中山
在世界各地曾经到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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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是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
中山先生悬壶济世之地，更是他迈入由
“医人”到“医国”征程的起点。在澳门期
间，孙中山先生得土生葡人挚友飞南第鼎
力相助，积蓄革命思想和力量。

飞南第是在澳门土生土长的葡萄牙
人，为人敦厚，富有正义感，深谙中国文
化，会讲流利的广东话。孙中山早年在香
港读书时与其相识，两人志趣相投，常在
一起畅谈时事，并结下深厚的友谊。

1892年9月，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的孙
中山应邀受聘于澳门镜湖医院，出任该院
新设西医局的首任义务医师，成为澳门首
位华人西医。同年12月，孙中山向镜湖医

院借款开设中西药局。次年租用仁慈堂畔
房屋，开设孙医馆，以“自愿赠医”“西药
赠送”的方式，推行西医。

孙中山因医术精湛、医德高尚而闻名
于坊间。当时澳门的知名人士曾多次在报
纸刊登告示，赞誉他治愈疑难杂症的事
迹，称之为“神乎其技”，又称颂其崇高医
德，称其“不欲酌定医金，过为计较”，又
“在镜湖医院赠医，不受分文，以惠贫乏”。

孙中山在飞南第的资助下，以友人之名
创办了第一份宣传革命救国主张的中文周
报《镜海丛报》，刊载其在澳门行医和早期革
命活动的消息，于救治患者疾苦的同时，积

极酝酿“驱除鞑虏，恢复华夏”的途径。
1893年，因澳门法律所限，孙中山弃

医从政，并将自己的医疗器械和生活用具
赠给飞南第留作纪念。他此后在自传中谈
及此事时说：“设医馆于澳门，为葡萄牙医
生所忌，遂迁广州。”但他在镜湖创立的中
西药局仍维持营业多年，并成为革命党人
在澳门活动的据点。

后来，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回忆
起“悬壶于澳门”的岁月时说：“实则为革
命运动之开始也”。正是这段行医经历使孙
中山开始崭露头角，登上早期革命活动的
舞台。

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策划的首次武

装起义失败，走投无路的他几经周折来澳
向飞南第寻求避难。飞南第不顾清政府的
悬赏通缉，帮助孙中山乘船经香港逃亡海
外，继续革命事业。

此后，飞南第还在《镜海丛报》刊登
了广州起义的电讯，同时在头版头条全文
刊登孙中山撰写的《农学会序》，旗帜鲜明
地公开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可谓是患
难之友。

最早向欧洲人开埠的澳门，是国人开
眼看世界的视窗。孙中山在这里执业、交
友，客观上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

题图：澳门孙中山纪念馆内的孙中山
先生雕塑。（资料照片）

“革命运动之开始”
——孙中山与澳门友人的故事

杨 懿 刘 畅

台籍空姐细致的服务态度加上轻软的
“台湾腔”，近年备受大陆航空公司青睐，引
得春秋、吉祥、海航在内的不少公司纷纷抛
出橄榄枝，而且招募人数有增加趋势。

岛内媒体报道，继2014年两岸廉价航空
公司春秋航空开创先河，大规模跨海赴台招
聘空服人员后，大陆航空公司招兵买马的脚
步便未曾停歇，大有借台籍空姐的服务提升
竞争优势之意。台籍空姐轻声细语的“台湾
腔”，甚至成为航空公司卖点。

海航台湾分公司招募首席代表张斌称，
海航今年将扩大招聘台籍空姐名额，从去
年的 50 人增加到 80 人，明年计划继续招
聘。海航集团旗下的福州航空，因两岸航
线往来密切，也将有招聘台籍空服人员的
计划。台籍空服人员将被分配到服务水准
要求相对高的“精品航线”，比如北京—海
口、北京—广州、北京—深圳、北京—上
海等经济发达城市航线及精品国际航线，
发挥服务优势。

你来我往，你情我愿。台籍空姐也愿意
飞赴大陆，因为大陆航空公司开出优越的薪
资福利条件。张斌介绍，大陆航空公司空服
人员的基本工资加上补贴、绩效、小时费，
平均薪资是台湾航空公司的1.5倍以上。随
着近年大陆旅游人数爆发式增长，加之国际
油价下降，大陆航空公司利润上升，年终奖
金相对较高，收获两三万人民币也是常事。

除大陆外，港澳、新加坡、泰国、日本
等地的航空公司都看中台湾的服务业优势，
纷纷向台籍空服人员招手。据统计，岛外航
空公司一年在台给出的空服人员职位达上千
个，薪资福利、招聘条件也优于台湾航空公
司。不过，还是大陆的吸引力最高。

曾任新加坡虎航空服人员的“亮亮”
说，虽然月收入5.5万元（新台币，下同），
但派驻新加坡期间，福利补贴不如大陆航空
好，决定跳槽报考大陆航空公司。台湾中华
航空公司庄姓空姐直言，华航新入职人员底
薪仅3.7万元，加上飞行补贴，“要很拼才能

破6万元”。至于年终分红，也不如大陆航空
公司优渥，最低只有2万元。

在高薪的光环下，空服人员成为不少人
梦寐以求的职业选择。台湾1111人力银行调
查显示，有61%的台湾上班族有意从事空服
工作，“喜欢旅游”、“薪资待遇佳”、“可增
广见闻”是3大主因，其中20—24岁受访者
“冲上云霄”的动机最为强烈。

受此影响，近年台湾不少“空姐补习
班”、“空姐教室”也应运而生。这类培训机
构多请资深空姐授课，除提供考试情报外，
另有履历写作、面试技巧、美姿美仪、化妆
和服装等课程内容。空姐补习班近来生意颇
佳，课程收费3—5万元不等，还有“终生保
证班”、“6小时速成班”。

开班授课的空姐名师刘平分析称，大陆
航空公司招聘常出现“团体讨论”或“情境
题”，台湾航空公司面试则通常“一成不
变”，流程中规中矩，即使在面试、自我介
绍环节，也是一两分钟就匆匆结束。

大陆航空爱招台湾空姐
本报记者 张 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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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两名发表

辱国言论的候任立

法会议员梁颂恒、

游蕙祯日前被裁定

丧失议员资格后，

即被收回位于立法

会大楼的办公室。同时，香港立法会秘

书处正研究如何追讨已向两人发放的薪

津，预料两人最多需交回186万元（港

币，下同），其中包括两人已各自领取

的95180元月薪以及申领预支83.44万元

的营运资金。

两人位于立法会大楼的办公室已人

去楼空，不少传媒进内拍摄。据香港媒

体披露，两人的办公室贯通相连，内部

非常混乱，留下大堆杂物，包括10余个

酒瓶，价值千元

的苏格兰威士忌

酒、西班牙汽酒

等酒瓶散落不同

角落，有的喝剩

大半，有的则空

空如也，地下纸箱内也有多个空酒瓶。

房内还有游戏机PS4的盒子，已开封的

零食包装及未吃完的快餐等。

在另一房间，有多个松弛熊卡通公

仔、衣物及鞋子。书桌上放着希特勒的自

传《我的奋斗》，还有眼镜、厕纸等杂物。

有媒体质问二人如何应付立法会追

讨议员薪酬及津贴，梁颂恒支吾搪塞

道，待司法程序完成后再打算。

（汪灵犀）

据香港《商报》报道，“上楼”是不少香港人的目标。香港青年协会日前
公布一项调查发现，逾六成受访者认为拥有独立的居住空间是人生目标之
一，但只有约二成半人表示有意置业，不少青年不想一生成为“楼奴”，肩负
长期的供楼重担。

调查显示，仅有约一成受访者已置有物业，逾两成半受访者表示有置业
打算。在表示有意置业的受访者中，35%预计可负担的最高楼价介于300万
（港元，下同）至399万，其次为400万至499万，另外55%估计置业时需要家
人提供经济资助。逾半表示预计需工作6至10年才有机会拥有自己第一个物
业，另有两成更预计要工作长达21至25年才有机会。

而不想置业的受访香港青年则表示，他们不想一生成为“楼奴”，肩负长
期的供楼重担，并认为人生目光不应限于赚钱供楼，应该还有更多可能性。

香港建筑师学会建议，在善用土地资源的原则下，政府应考虑逐步提高人
均居住面积，或放宽单位楼底高度，改善市民的居住空间。 （周伟立）

一周热词

追 薪

▲ 香港孙中山纪念馆。 （资料照片）

� 香港西营盘海边附近的孙中山纪念公

园里，有一个描绘“四大寇”的浮雕。前排

左起为：杨鹤龄、孙中山、陈少白、尤列；

后立者为关景良。 （资料照片）

不想一生成为楼奴

仅25%港青有意置业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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