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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期以来，民进党政治人
物屡屡制造“段子”，在堂堂议事场
所称深受台湾学童喜爱的校园活动

“ 扯 铃 （抖 空 竹） ” 为 “ 中 国 统
战”；骂政治对手为“番仔”……对
此，台 《中国时报》 发表社论 《评
民进党文化土豪心态》，文章摘发如
下——

蔡英文就职短短半年，民意支
持度急速滑落，最新调查只剩 26%，这固
然与蔡个人用人不当、治理无方有关，但
民进党政治人物于完全执政后暴露出来的
有我无你的偏执狂傲心态，更让人反感。
其中一些歧视原住民、文化去中国、迎合
日本史观的言行，显示文化土豪行为，粗
鲁无文。

有意参选高雄市长的民进党“立委”
刘世芳，硬把台湾孩子玩的扯铃说成是

“大陆的统战活动”，要求删减这项活动的
补助预算。

虽然有来自各界的批评，刘世芳始终
未承认错误。台湾文化主要传承自中华文
化，这是无从否认抹灭的。无论是数百年
前渡海来台，还是国共内战后迁移而来，
虽有数百年与数十年之别，但都传承自中
华文化……“世芳扯铃”反映的，是长久
以来独派想要“去中国”的政治企图。

意识形态挂帅的结果，是让自以为什
么都懂的政客忘记了文化不能分割。 如果
说扯铃来自大陆就是统战，那么孔子、关
公、妈祖、汉字乃至于许多台湾人的祖
先，是不是也都要切割清楚？切割文化一
如切割血缘，当然是不可能又愚蠢的假议
题。当政客大秀文化下限时，民进党当局
却保持沉默，令人遗憾。

第二个文化土豪是民进党“立委”邱议
莹，她居然公开以“番仔”谩骂他人，不经意
流露出其优越心态。尽管她几天后三鞠躬道
歉，但仍然让许多原住民族感到被歧视。

蔡英文曾经公开说自己有原住民血
统，邱议莹或许没有想到，“番仔”出口暴
露其对原住民族的歧视，而连蔡英文也歧视了。可叹的是，邱议
莹的丈夫、身为客委会“主委”的李永得居然还护航称“无不
当”，这会令原住民族更觉委屈。

文化土豪还有民进党的地方官员们，他们不约而同向日本史
观靠拢，台中市政府、屏东县政府蛮横恢复殖民统治遗迹。 台中
市政府欲在台中公园内重新树起代表日本神社的“鸟居”石柱，
同时，考虑拆除抗日胜利纪念碑。屏东县政府则越权去牡丹乡管
理的古战场公园，拆除纪念石碑“澄清海宇 还我河山”，理由是
要寻找日据时期总督府为了彰显“牡丹社事件”而立的“西乡都
督遗迹纪念碑”。这两起事件恐怕不是独立事件，而是纷至沓来的
复辟。不容否认，台湾有一群人认同日本，推崇殖民统治。然而，更有
一群人被日本殖民统治者屠杀与迫害，还有些台湾人因惨遭日本屠
杀而灭族、绝后，还有一群人曾在大陆对日作战……所有这些人构
成了台湾这个多元社会。对于历史的诠释，不能当权就说了算。

认清并尊重台湾的文化内涵及根源，约束民进党内文化土豪
政客们不要再乱演荒谬戏码，是蔡英文主席的当务之急。

位于台北延平南路的中山堂是一座四层高的会堂式建筑，钢筋水泥结
构，融入中西风格的设计，外表敦实坚固。在其东北侧，一尊孙中山站立
铜像静静耸立在绿叶婆娑的古树下。台北中山堂的由来和变迁，见证了台
湾从被侵略者占领到回归祖国怀抱的不平凡历史，因而被赋予了特殊的意
义。

近日，记者在研究台湾抗日史的当地文史作家张健丰、钟志正的陪同
下，走访了台北中山堂，探寻那“不可被湮没”的故事。

据史料记载，中山堂原址上曾是 1889 年建成的清朝台湾布政使司衙
门。1895年，清政府因甲午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和澎湖列岛
割让日本。消息传来，全台军民“激于义愤，万众一心”，奋起抵抗。同
年，日本派皇室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率近卫师团精锐部队镇压岛内抗日军
民。6月，日军攻入台北，占领布政使司衙门，并举行所谓“始政”典礼，
日本由此开始了对台湾长达50年的残酷殖民统治。

张健丰与钟志正告诉记者，当时岛内民众激烈抵抗日本侵略者，主要
武装力量包括：没有撤回大陆的清朝巡抚唐景崧和他招募的广勇、驻守在
台湾的刘永福和他的黑旗军、丘逢甲组织的义军以及雾峰林家林朝栋的子
弟兵等，他们由北到南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日军在付出惨重代价后，
于登陆184天后攻占了全台湾。

日本官方记载，北白川宫在与台湾军民交战时，于当年10月28日在台
南病死。但台湾民间认为他是死于与台湾抗日义军的激战中。侵略者为北
白川宫在台湾各地多处建立了所谓“纪念碑”。

“现今孙中山先生铜像的所在地，就是当年日本侵略者为了‘纪念’北
白川宫在布政使司衙门停留一个多月而建的‘纪念碑’的原址。”张健丰介
绍说。

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后，北白川宫的“纪念碑”被推倒。1949年，孙
中山先生铜像在此隆重揭幕。这座铜像高 3 米，重 1700 斤，含基座共 10
米，是台湾著名雕塑家蒲添生以孙中山先生1924年在日本长崎演说的照片
为蓝本创作的。由于表情生动、肌肉衣褶表现自然，整体刚中带柔，被誉
为台湾户外雕像佳作。

中山堂的历史更为曲折。日本侵略者占台之初，曾把布政使司衙门作为
“总督府”。1928年，日本殖民者为纪念日本天皇裕仁登基，并作为“施政纪念
事业”重要建设项目之一，拆除了布政使司衙门，在原址兴建“台北公会堂”。

1945年，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台湾终于摆脱日本殖民统
治，重回祖国怀抱。10月 25日，盛大的台湾省受降典礼在“台北公会堂”
二层大厅隆重举行。之后，“台北公会堂”为纪念中国革命伟大先行者孙中
山先生而更名“中山堂”，二层大厅取名“光复厅”。

回顾历史，台北延平南路上这一方3000余平方米的土地，历经清朝布
政使司衙门、日本在台“总督府”、“台北公会堂”到“中山堂”的变迁，
见证了台湾的苦难与重生。

1999年10月25日，“抗日战争胜利暨台湾光复纪念碑”在台北中山堂
前广场揭幕。纪念碑由朴拙粗犷的石材建成，碑上以日本占领台湾的1895
年为起点，每年一刻痕，不铭碑文，无言地记录着历史。2011年，台北市
政府与碑文委员会筹撰碑文，设计师再以“历史长轴”的概念呈现碑文，
长轴记述了抗日战争的历程，永志怀念牺牲的同胞。

张健丰和钟志正两人常年进行文献和田野调查，发掘台湾民众的抗日
历史和抗日遗迹。2009年，两人合写了第一本书籍《乙未战争研究》。随后
的 7 年间，张健丰又陆续推出了 《乙未割台湾旧路》《日落台南城》 以及

《探访北白川宫遗迹》 等三本著作。他们在书中详细记述了包括台北中山
堂、中山铜像等史迹背后台湾民众英勇抗日的光辉事迹。

“光复后，侵略者为纪念北白川宫而建的几十座‘纪念碑’都被推倒，
留下的基座还不到 10处。”钟志正说，“我们寻找到的‘纪念碑’所在地，
其实正是台湾民众与日军鏖战的战场。我们寻找当年的战场，就是想给先
辈们一个交代，告诉他们，我们赢回来了。”

“在台湾，1895年的‘乙未抗日’已很少被人提及，历史教科书对这段
历史只有区区 700 多个字的描述。”张健丰说，“这是一段不能湮没的历
史，希望我们的研究能让这段历史更为翔实，让年轻一辈认识了解这段历
史，并知道战争的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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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习惯将强词夺理称为
“拗”。时近岁末，按照惯例不少
机构都发起票选年度代表字，

“拗”字成为不少人的选项。
《中国时报》 刊文分析称，

今年台湾情势起伏不定，最大变
化是第三次政党轮替，老百姓本
来怀抱希望，希望新人新气象能
给生活带来好的改变。但半年过
去了，大家很失望。蔡英文的政
策选前选后不一，经常上演“发
夹弯”，变来变去，社会因此不
断付出成本，台湾竞争力一点一
滴地流失。而且蔡英文团队解决
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字“拗”。

“劳基法”被批选举支票跳票，
硬“拗”说这是对劳工最友善的
修法；冻结“核四”，高举非核
家园神主牌，却打算开放日本核
灾食品进口，硬“拗”说是国际
趋势；坚不承认“九二共识”，
导致两岸关系紧张，观光、航
空 、 餐 饮 等 业 萧 条 倒 闭 ， 硬

“拗”说是力抗“中国强权”，维
护台湾的民主与自由。“拗”，民
进党上台半年一直荒腔走板，未
来 3 年 半 是 否 能 “ 拗 ” 就

“拗”，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邰文欣）

台湾诚品书店近日公布2016年度畅销书榜，台
湾作家 Peter Su 的 《如果可以简单，谁想要复杂》
夺冠，风靡日本的心理学书籍《你所烦恼的事，有九
成都不会发生》位居第二，进入前十的还包括《静
坐》《一戴深睡眠：消除疲劳的神奇颈带》等健康养生
书籍。有评论指出，此榜显示轻松阅读成为台湾社会
的主流，读者正在追求身心宁静。

十大畅销书榜单中，除了生活题材，小说类上
榜的是两本日本推理小说《拉普拉斯的魔女》、《平
行世界的爱情故事》。龙应台的 《倾听》 排名第

八，此书集结她在世界各地的演讲文集，提醒台湾
在纷乱中静下来“倾听”，契合了读者心灵。

高居榜首的作家 Peter Su喜爱旅行，2014年便
以第一本书 《梦想这条路踏上了，跪着也要走完》
爆红。他擅长以感性、励志的手法书写旅行、生
活、两性等题材，在网上拥有超过60万粉丝。

诚品书店还由店员投票选出了“最想帮孩子
说服爸妈买的”书：《小狐狸与星星》，此书由英
国企鹅出版集团的美术设计科罗莉·毕克佛史密斯

（Coralie Bickford-Smith）绘制，为中文版图画书。

1945年日本战败，中国政府在中山堂举行台湾地区受降典礼，举
行典礼的大厅更名为“光复厅”。图为“光复厅”入口。 陈晓星摄

香港消费者委员会 （消委会） 近日发表一份研
究报告指出，医疗美容已被香港市民广泛接受，
在 15 岁至 64 岁的人口中，每 5 人就有 1 人曾接受
过相关服务，其中超过八成为女性，平均每人次
消费约 6600 港元。消费者对医疗美容的整体满意
度高达七成，有超过九成的消费者相信医疗美容
可达至预期效果。

对此，消委会提示港人不可忽略医疗美容的潜
在风险。特别是一些应由专业医生实行的高风险项
目，不应由“美容师”“治疗师”或“美容顾问”来

完成。逾八成消费者误以为医疗美容是一般美容服
务，部分美容院在宣传和广告中使用“医疗”“专
科”“科学”等专业用语，加上从业人员身着医生的
白袍，容易给消费者错觉。事实上，医疗美容如稍
有不慎，可能导致容貌受损甚至危及性命，香港曾
经发生过致命的美容事故。

目前香港还没有规管医疗美容的特定法例，对
医疗美容也没有清晰定义。消委会建议香港尽快建
立牌照制度和资质认证体系，规管相关的医疗仪
器，确保医疗美容的品质。

轻松阅读成主流
虹 文

轻松阅读成主流
虹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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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2013年设立“癌症日”，每年于“癌症日”举办活动，加强
公众对癌症的认识和预防能力。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
近日出席“香港癌症日 2016”活动时披露，癌症已成为香港的头号
杀手，随着人口老化，癌症的新增个案还会持续上升。今年香港

“癌症日”的主题是“识饮识食惜健康”，倡导吃得均衡，活得健
康，鼓励市民多做运动， 并介绍癌症治疗、康复的最新信息，以减
少癌症的高发。

香港防癌会表示，癌症已由“绝症”逐渐变得像慢性疾病，大
部分癌症是可以预防的，改变饮食模式和生活习惯有助预防癌症，
尽早发现并接受适时治疗可以提高发病后的存活率。

寒冬已至，香港人喜爱“打边炉 （火锅） ”，香港防癌会问卷调
查了1013名香港市民，结果显示，超过七成表示冬天与朋友餐叙首
选火锅，食材多肉少菜，平均一餐有 270.1 克红肉、103.2 克加工肉
类。其中红肉以牛肉最多，达 157.7克，猪肉为 112.4克。此项调查
显示，26%的受访者平均日食逾160克红肉，较“世卫”发布的标准
超标最少1.2倍。有市民表示，冬天每月至少吃一次火锅，不会因为
忧虑患癌而减少肉食。也有市民表示今后在吃火锅时考虑“多菜少
肉”。

针对这份调查，香港防癌会癌症教育小组委员会主席廖敬贤分
析称，世界癌症基金会研究显示，日食100克红肉，患肠癌风险增加
17%，进食30克加工肉类即一条香肠或1/3片午餐肉，患肠癌风险增
加10%。而每日多吃蔬果，患癌风险降20%。有营养师建议市民吃火
锅时少选用猪骨汤、沙爹、鸡煲等高盐多油的汤底，宜先煮蔬菜后
下肉类，或肉菜分锅避免蔬菜从汤汁中吸收油分。如果吃烧烤，可
将肉分成小块，缩短烧烤时间，减少有害物质的生成。

香港特区政府一直推动抗癌工作，林郑月娥在出席今年的“癌
症日”活动时介绍，香港医院管理局近年已引入新型号的治疗系统
和高疗效的治癌药物，又在筹划设立第七个癌症病人资源中心，为
癌症病人提供更多的服务。香港自 2004 年起推行子宫颈普查计划，
以减少香港女性患上子宫颈癌的风险；2016 年 9月，香港又实施大
肠癌筛查先导计划，鼓励市民接受检查，防患未然。

香港的民间机构也为提升全社会的抗癌水平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1963年，已故何鸿超教授便发起成立了香港防癌会，1967年防
癌会设立为癌症病人提供临终服务的机构。防癌会一直为病患和家
属提供收费和免费的多元化服务，包括专业治疗、心理辅导、家庭
支援，还举办讲座、抗癌分享会等，向社会普及防癌抗癌知识。

在香港，这样的民间机构还包括：香港癌症基金会、癌症资讯
网、香港乳癌基金会等。设立肿瘤科的香港医院有：威尔斯亲王医
院、玛嘉烈医院、伊利少伯医院、玛丽医院、屯门医院等。

香港一些演艺明星也积极参与防癌抗癌公益活动，像张学友、
汪明荃、罗家英、周慧敏等，都曾站出来呼吁市民了解更多防癌知
识，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罗家英以癌友身份鼓励患者“把癌症当
成发烧感冒一样看待”，保持乐观感恩的心态，积极治疗和生活。

香港“癌症日”倡导“识饮识食”
本报记者 陈晓星

汪明荃出席筹
款晚会记者会，为
抗癌组织筹募经费。

谭达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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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美容要严管
小 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