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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抵御外敌相比，国民党似乎还是
对党内选举更有热情。该党今年将举行
党主席选举，目前呈现“三强争霸”的
热闹局面。除了现任主席洪秀柱外，副
主席郝龙斌 1 月 7 日已表态参选，台湾
地区前副领导人吴敦义如无意外也将于
9日表态参选。如此场景，对照去年岛
内“大选”国民党一开始无人应战，格
外令人唏嘘。岛内媒体评论，这可能是
国民党转捩契机，也可能是败亡的开
始。

三强争霸局面已成

郝龙斌 7日到桃园大溪蒋经国陵寝
谒陵，宣布带党职参选党主席。他说，
钦佩洪秀柱在党最困难时，一女当关，
也尊重聪明优秀的吴敦义，但看到党一
天比一天走下坡，与其等待，不如起而
行，决定参选。

吴敦义在同一场合受访时则表示，
是否参选党主席“现在统统不能表示意
见”，这两天要沉淀再思考“能不能真
正挑起党的重责大任”，9日会开记者会
正式说明。不过外界断言，从吴近期的
动作看，参选已成定局。

洪秀柱早早已表达寻求连任的意
愿。对郝、吴二人的动向，她表示有竞
争是好事，“我们要建立民主风范、不
能搞斗争，选完后不管谁输谁赢，大家

都团结合作。”针对外界传闻 3 人中有
人会被劝退，她干脆地回以“反正不会
是我”。

竞争也分良性恶性。在国民党危急
存亡之际出来参选的人，如果真是为了
挽救党勇于担当，来一场公平竞赛，优
胜劣汰，确实是好事。但如果还像过去
那样内斗内行，为争利益互别苗头，那
将是灾难。洪秀柱呼吁不管谁输谁赢，
选后大家都要团结。但舆论指出，至少
从她上一次赢得党主席选举到今天这段
时间，国民党完全没能做到团结。

逆境缩头顺境升官

最近有民调显示，在岛内年轻人和
高学历人群中，国民党的认同度首度超
过了民进党。但这只是因为民进党的表
现实在太糟，不能说明国民党有多成
功。在几乎要被民进党抄家灭党的当
下，国民党大佬依然积习不改，还是一
盘散沙，内斗不休。

国民党副主席詹启贤 7日发表声明
请辞，自称“阶段性任务已完成”。岛
内媒体报道指出，詹启贤之前负责处理
党产事宜，曾与台当局“党产会”达成
了一个“行政契约”，但洪秀柱拒绝在
契约上签字，是导致詹启贤挂冠求去的
真正原因。此前，洪秀柱亲任董事长的
国民党智库，两位副董事长都已表态请

辞。外界传闻，除了当事人不堪民进党
追杀，内中也有人事不和的问题。

面对民进党的“不当党产条例”屠
刀，国民党一段时间以来政出多门，

“立委”、党主席和副主席各行其是，甚
至公然唱反调；洪秀柱出访北京之前，
国民党大佬轮流施压，要求洪跟他们统
一口径；到了岁末的最后一届中常会，
国民党中常委居然状告党主席，要求不
执行改选决议。国民党的发言人话说得
很伤心：“国民党已到这番境地，为了
党内和谐团结，大家都是自己人，不需
要走到这一步。”

逆境各自缩头，顺境升官发财，似
乎已成了国民党文化。2015年面对蔡英
文 挑 战 ， 国 民 党 内 “ 竟 无 一 个 是 男
儿”，群雄齐喑高挂免战牌。“大选”惨
败后，国民党总结“不团结”是主因之
一，但山头林立、内斗不停依然故我。
现在民进党搞砸两岸关系，支持度崩
盘，国民党稍微缓了一口气，党主席选
举就又火热起来。

路线比人选更重要

国民党这场党主席之战，归根结底
仍是“正蓝”和“本土派”对抗的延
续。洪秀柱的两岸理念始终无法获得党
内高层认同。郝龙斌在参选声明中说，
希望国民党的主席“不只是热衷海峡两

岸 的 高 空 ， 而 是 知 道 老 百 姓 苦 在 哪
里”；吴敦义受访时则更明白地表示，
洪秀柱提“一中”不提“各表”，令人
担忧。

洪秀柱和“本土派”最大的分歧，
在于前者认为国民党应该在两岸关系的
道路上加大脚步，两岸寻求更多政治共
识，进而签署和平协议，后者则认为应
该效法民进党，走中间路线。洪秀柱的
主张得到蓝营基层的大力支持，但“本
土派”认为国民党的“党意”和“民
意”已经脱节，换言之，靠向民进党的

“党意”才是正途。
洪秀柱有基层人气，短板在于无法

慑服党内高层，未能有效整合国民党。
吴敦义和郝龙斌拥有人脉资源，但基层
支持度较低。上一次国民党主席选举，
洪秀柱在“防洪联盟”的狙击下仍以大
优势胜出，加上洪秀柱近期主导的“党
产”官司和党员募款初见成效，帮国民
党逃过一劫，可以推知，此次选举洪秀
柱目前占据领先位置。

比起选党主席，也许国民党更应想
清楚的是如何选择发展路线。民进党当
初从国民党偷师“两岸维持现状”，是
取长补短，不得已而为之。国民党“本
土派”却要在自己的长项上学民进党，
岂不是“削长适短”？能否守住党魂和
核心价值，才是国民党再起的关键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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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立法会反对派议员朱凯迪、罗
冠聪、姚松炎及“港独”分子黄之锋，
到台北参加由岛内“台独”政党“时代
力量”于7日和8日组织的两场所谓“台
港新生代议员”论坛，所到之处，遭到
台、港两地许多民众抗议。有香港立法
会议员表示，反对派议员和“时代力
量”见面，不仅刻意挑战中央底线，也
玷污大部分理性港人的形象，该事件完
全不能接受，呼吁各界予以谴责。

赴台“播独”等于分裂国家

朱、黄等人 6 日晚在香港机场离境
时，就有近 50 名示威者到场痛批“港
独”行径，并称其前往台湾“播独”，做
法等同于分裂国家。抵台后，更遭到岛
内统派人士近 200 人举牌抗议，要朱、
黄等人滚回去。在接下来的论坛中，每
天都有数十名手持“港独台独都是卖国
贼”标语及条幅的民众，全程守在会场
门前，有关人等不得不“走后门”入
场，躲避高声抗议的民众。

台湾中华统一促进党副主席曾正星
表 示 ， 到 场 抗 议 民 众 均 坚 持 反 “ 台
独”、“港独”立场，台湾经济已被“台
独”搞得民不聊生，不需要“港独”来
台，要他们滚回香港。曾在机场抗议的
台湾新竹市建功里里长邱汉奇说，抗议
是要告诉“港独”分子，“台独”、“港

独”都是绝路，台湾现在需要拼经济而
不是内乱。

“台独”、“港独”沆瀣一气

黄之锋是前“学民思潮”召集人、
“占中”学生头目，在论坛上代表“香港
众志”发言时诡称，很多媒体或“亲中
人士”都“抹黑”他们，为他们“扣上

‘港独’的帽子”。该组织没有要求“港
独”，而是认为香港前途应由港人通过

“民主程序”来决定云云，又说什么台湾
跟香港都受到“中国因素”影响，期望
未来可有更多交流机会。

“时代力量”主席、台湾“立委”黄
国昌则称，虽然包括自己在内的“时代
力量立委”均无法前往香港，但未来仍
会用各种方式“与香港的议员及政治组
织交流”。“时代力量立委”林昶佐的助
手吴峥更透露，去年 1 月台湾“立委”
选举前，他曾与赴台的黄之锋及罗冠聪
私下见面交流。

对此，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中
国旅行社有限公司荣誉董事长卢瑞安认
为，此次明显是“台独”、“港独”势力
的联合，意图将香港及台湾从国家分裂
出去。有关人士虽称并非支持“港独”，
但其言行却是明显“播独”，将香港、台
湾与国家区隔，所谓“中国因素”之说
根本就是歪理邪说。

出席本身即是政治表态

香港立法会去年曾发生“宣誓风
波”，在宣誓时公然侮辱国家民族的游蕙
祯和梁颂恒最后被剥夺议员资格，此次
来台议员中，姚松炎、罗冠聪的议员资
格也正处在司法复核中。

朱、黄这一小撮人口口声声辩称
“争取的是香港自由民主自治，并非提倡
香港独立”，极力与“港独”撇清关系，
并将会面过程持续高调在脸谱 （FACE-

BOOK） 上发布，态度轻佻地嘲笑抗议
民众，直播 8 日的论坛全程，大谈“民
主交流”。

脸谱网友们看得明白，纷纷在直播
中实时评论：“卖国贼大聚会”“这帮人
是不敢明讲独立，包装成自决，搞笑”

“出席‘台独’分子的会议，本身就是政
治表态”。香港经济民生联盟副主席梁美
芬称，虽然香港现在尚未就 《基本法》
第 23 条立法，但四人到台湾参与主张

“台独”的政党活动在政治上仍有不妥，
有结连“台独”之嫌。

“港独”分子到台湾被一路喊打
俞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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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台北1月7日电（记者刘欢、吴济海） 5岁的
台湾女孩张嘉云7日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山东粮画艺术
家韩国瑞用可以吃的蚕豆、豇豆、油麦菜籽和黑芝麻，创
作了一幅粮画作品 《梁祝》 送给她。看着栩栩如生的两只
蝴蝶，张嘉云笑得很开心。

“大吉大利迎新年——齐鲁文化南投行”当天在南投虎
山艺术馆拉开帷幕。山东快书、琴书、木偶戏、剪影、年
画、粮画，以及山东北朝摩崖刻经拓片展、孔子画像展等
精彩演出和展览，将齐鲁文化的神采风韵呈现在台湾民众
面前，获得众人称赞。

在山东民间剪影艺人周克胜的展台前，人们排着队等
着感受其神奇的“剪功”。林女士告诉记者，周老师技艺高
超，不到 1 分钟，就可以剪出一幅形象逼真的人物头像。

“这样精彩的表演，我以前在台湾从没见过。”
南投县副县长陈正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华传统

优秀文化植根在两岸同胞内心深处，是两岸同胞的“根”和
“魂”。文化交流有助两岸同胞加深感情、促进合作。近年来，
南投与山东、四川、江苏、北京、上海等地开展了广泛的文化
交流，相信未来两岸文化交流仍会“好戏不断”。

近日，香港绿汇
学苑即旧大埔警署，
获得 2016 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亚太区文化
遗产保护奖。

旧大埔警署建于
1899 年 ， 属 香 港 一
级历史建筑，曾一度
废弃，后经香港特别
行政区政府发展局与
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
公司合作，借助“活
化历史建筑伙伴计
划”，将其改建为绿
汇学苑。

图为由旧大埔警
署警察宿舍改造成的
香港绿汇学苑旅社客
房。

王 申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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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滇云》在台研讨

齐鲁文化展览走进台湾

香港嘉许优秀义工
本报香港1月8日电（记者陈然） 7日下午，香港义

工联盟于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举行“2017杰出义工嘉许
礼”，嘉奖2169名优秀义工及200队优秀义工团队的无私
奉献。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
络办公室副主任林武、香港特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
宗等出席嘉许礼，并举起象征义工精神的火炬，一同点
亮香港的“城市版图”，寓意燃亮爱心、义工力量薪火相
传。

梁振英致辞时表示，除了政府和商界人士，香港社
会还有许许多多的有心人，积极为社会发展出钱出力，
而义工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感谢所有义工将这份心意
无私传递，使香港市民感受到730万人是一家。

随后，典礼嘉宾为获得个人及团队金、银、铜奖的
义工代表颁发奖杯及纪念状。获优秀个人义工金奖的张
浩明表示，自年轻时开始做义工，至今已40余年，从简
单的社区工作到策划及推行社会服务，无论什么岗位需
要他，他都会全情投入。

港本地注册公司增5万
本报香港1月8日电（记者陈然） 香港特区政府公司

注册处今天公布统计数字，截至2016年底，在香港注册
的本地公司总数达 1341223 间，较 2015 年底增加 52557
家。

去年新成立的本地公司总数为 144883家，其中通过
“注册易”网站注册成立的新公司有 36166家。而去年在
香港设立营业点并根据 《公司条例》 注册的非香港公司
共 874 家，截至 2016 年底，注册的非香港公司总数为
9983家，同比下跌0.46%。

公司注册处还推出全面公司查册流动服务，市民可
随时随地使用智能手机和流动装置，对所有类型的公司
查册。

据新华社台北电（记者吴济海、胡龙江） 长篇纪实
文学作品 《台海滇云》 分享会近日起在台湾南投、台
北、桃园接连举办三场，两岸作家、文学爱好者、台湾
云南籍同乡参加，共叙两岸亲情，共话文化传承。

7日晚在台北举办的分享会，由云南省海峡两岸交流
促进会、云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台湾夏潮基金会共同主
办，两岸30余名作家、文艺界人士参加。

《台海滇云》由云南省作协原副主席、作家欧之德创
作。作者近年多次到台湾南投、屏东、桃园、台北等地
采访大量云南籍国民党老兵及其后代，在此基础上完成
创作。该书讲述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从云南及海外撤
到台湾的云南籍国民党老兵的坎坷命运，和几代人不忘
根、不忘本，在台湾发扬云南人吃苦耐劳的精神，辛苦
打拼取得实绩，并一直深爱着云南故土、传承中华文
化，盼望和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的故事。

欧之德在分享会上表示，这本书真实记录了云南籍
老兵在台湾的艰辛创业经历，希望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
不易。他们把云南的文化、人情风俗、云南菜带到了台
湾，他们的二代、三代在南投清境等地至今仍保留着火
把节、泼水节、打歌等传统节日和习俗，文化传承得很
好，在台湾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说，文化是民族的血
脉，是支撑民族发展的根本动力，两岸共同的文化和血
脉亲情，是割不断的。

夏潮基金会、若水堂简体书店董事长宋东文表示，
《台海滇云》很好地记录了云南籍老兵及其后代在台湾的
生活故事，是很难得的作品，可以增进两岸人民相互了
解。若水堂将尽快引进 《台海滇云》 在台销售，并联系
出版繁体字版。

《台海滇云》 分享会已于 3 日在南投清境举办一场，
桃园分享会8日举行。

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穆绪建现场制作以丁酉鸡
年为创作元素的面塑作品。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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