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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立委”高志鹏在社交媒体上
发起新台币改造运动，表示要去掉现行钞
票的孙中山、蒋介石，以弃绝个人崇拜和

“独裁者”。绿营政客为了“去中国化”，
又一次脑洞大开，让人好气又好笑。

过去十几年，民进党人士奉献了大量
令人意想不到、忍俊不禁的剧情和台词。
这或许是一种平衡策略：民进党深知自己
的政策和施政在伤害台湾，所以要不断搞
怪说笑，给台湾人苦中作乐的机会。

岛内网友抓住了这次机会。台当局领
导人蔡英文、民进党籍高雄市长陈菊、李登
辉拥抱蔡英文、陈水扁寻找“海角七亿”等，
都成了修图素材，上了新台币。网友还把台
湾歌手伍佰肖像搬上钞票，一个伍佰表示
500元，两个伍佰1000元，以此类推……

娱乐明星被扯进政治议题，是台湾政
治娱乐化的缩影，而民进党正是这一现象
的始作俑者。改造新台币成为网络笑话之
前，另一名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要废扯铃

（空竹），就已贡献了搞笑成语“世芳扯铃”，
被用来比喻非常扯的言行，“比扯铃还扯”。

民进党一贯盛产“逗逼”人士。比如
陈水扁时代就有“立法院三宝”，现在又
有了“新三宝”，都以言行出格、蛮不讲
理著称。陈水扁时代的“教育部长”杜正
胜把“三只小猪”列入成语词典；陈水扁

面对蓝营抗议者，说出“太平洋没加盖，
中国那么好就游过去”之类的荒唐话；蔡
英文貌似严谨，其实也挺无厘头，比如一
边不认“两岸一中”，一边几次三番呼吁
两岸领导人“坐下来谈”。

高志鹏改币，刘世芳扯铃，杜正胜把
外国童话硬塞进中国成语，其本质都是

“去中国化”。中国文化渗透于台湾的血脉
肌体，要强行去除，就得有冲破天际的脑
洞和锥扎不透的脸皮。

陈水扁要蓝营民众游回大陆，蔡英文假
装“维持现状”，其本质都是要疏远大陆、追求

“台独”。“台独”本来就是个迷梦，一本正经地
论证迷梦的可行性，本身就是最大的荒谬，这
也是民进党荒诞言行的根源所在。

但是，民进党的平衡策略可能还有另
一层意图：用荒诞可笑来遮盖险恶阴谋。
因为绿营修改教科书，台湾年轻一代的国
家认同已出现问题。民进党当局修改“公
投法”，置换“大法官”，都可能是为“法
理台独”埋下伏笔。

民进党开的玩笑很危险，只会给台湾
带来不幸，其实一点都不好玩，大家可要
小心了！

2月10日晚，香港会展中心展览厅举办了一场以推动香港青年创新
创业为宗旨的大型论坛——“伴你启航，创业导航”，姚明被邀请作为主讲
嘉宾与场内上千名香港青年交流互动，分享创业经验及心得体会。

在当晚的论坛上，青年观众向姚明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而姚明的
精彩回答，总是能够激起青年们的共鸣，欢呼声与掌声在场内此起彼伏。

转心态带来正面价值

姚明2002年以状元秀身份入选NBA休斯敦火箭队。说起当年独自
一人提起行囊去一个陌生国度的心情，姚明坦言，当时的他感到既开心
又害怕。开心的是即将与世界高水平的教练及运动员为伍，担心的是将
要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该如何去适应。

姚明回忆说，就在当时动身前往美国、登上飞机的那一刹那，忽然意
识到，这种害怕的情绪并不是负面的，只要心态转变，它完全可以带来正
面价值。他说，人只有在害怕中才能诞生勇气，进而成为更优秀的自己。

谈起比赛，姚明表示很喜欢打球时的氛围。篮球规则在世界范围内是
通用的，队员之间不需要依靠语言的交流，而是通过手势及肢体语言。“如
果队友在场上出现一个失误，我愿意全力以赴去帮助他，不需要语言。”

成功离不开深厚积累

从篮球运动员到企业家，姚明可以说是一个成功转型的范例。2009
年，姚明收购上海男篮，成为上海大鲨鱼俱乐部的领导者。2016年3月，中
职联公司成立，姚明任董事长。同年11月，姚明出任CBA公司副董事长。

主持人提问姚明，该如何面对这些辉煌的成就。姚明谦虚地回答
道，在创业过程中，他更多的角色是扮演经营者和学习者。事业的起步
及成功与深厚的积累是分不开的，无论专业课程的学习还是向有经验的
前辈请教，都是创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011 年退役后，姚明流露出对学习的渴求，他说会回到学校，学
习不同课程，重新打磨耐性，继而持之以恒地投入工作。

谋利并不是唯一目的

在球场上拥有强大实力的姚明曾被评为全球50位最杰出的领袖人物
并入选奈·史密斯篮球名人纪念堂，他勉励在场青年，在追寻梦想的途中，要
找到更高层次的信念去支撑自己。创业途中，谋利并不是唯一目的，财富的
增加值只是一个数字，社会层面的满足感和获得感是更值得追求的。

当晚，现场观众通过网上互动纷纷向姚明提问，很是热闹。其中有
一个问题是“在追求财富时该持有怎样的心态”，姚明的回答是：“财富
只是让人保持快乐的其中一个因素，它应该是随着我们所热爱的事业、
努力将想做的事最大限度完成后随之而来的。”

在论坛的尾声，有观众提到：论坛结束后最希望收到一个怎样的反馈短信。姚明顿
了顿，缓缓地说，“只要不是诈骗短信就好了。”他的回答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论坛在一
片欢笑声中落下了帷幕。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丁梓懿）

“人是可以害怕的，从害怕中才能诞生勇气。如果
没有害怕，勇气便没有价值。”著名篮球运动员、CBA上
海东方篮球俱乐部董事长姚明近日在香港出席一场青年
论坛时表示。 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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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在海峡两岸暨港澳盛演 13 年之久的华
语音乐剧 《地下铁》 13 日首次“走进”上
海地铁车站。在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站

“地铁音乐角”，台湾青年歌手演出了 《地
下铁》 3.0版的多首经典曲目，吸引众多路
人和游客驻足欣赏。

音乐剧 《地下铁》 改编自漫画家几米
的绘本，讲述了一个抚慰人心的童话故

事：一名失明女孩走进地下铁，在列车、
月台与车站之间展开了充满奇异想象的冒
险。自2003年以来，《地下铁》经历了首演
和2012版、2017版两次复排。

导演黎焕雄说：“从绘本到舞台剧，
《地下铁》有它独特的生命力，整个作品充
满了具有哲理的歌词和台词，视觉呈现富
有超现实感，整体表达出当代社会人们对
美好事物的执著追求，因此在两岸几代观

众中都能引起共鸣。”
担任《地下铁》3.0版女主角的是台湾青

年歌手魏如昀，她是一名集创作、演唱、表演
才艺于一身的青年演员。此次她应邀与男主
角在上海“地铁音乐角”演唱了两首《地下
铁》经典歌曲。她对记者说：“赴大陆参加音
乐剧演出，并走进地铁站与观众亲密接触，
这是第一次，非常有意义。”

据悉，音乐剧《地下铁》将于 3月 31日至
4月 1日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上海“地铁音
乐角”自 2013 年设立以来，吸引了众多青年
艺术家到此演出。台湾音乐剧剧组的到来，
也为这一流行文化集聚地再添“文艺风景”。

也说民进党的脑洞和脸皮
王 平

刚刚过去的 2016 年，京剧界痛失名
宿，梅葆玖、李世济、王金璐、顾正秋等
多位表演艺术家相继辞世。在不少戏迷看
来，传奇人物的离去，似乎意味着传统艺
术世界中的历史断裂，有关京剧的“美好
时代”仿佛正渐行渐远。

“2016年是个转折点。”有台湾的京剧
工作者对记者如是说。在大师身后，经典
如何继承，京剧的未来又在何方？二三十
年前，京剧在台湾正值危急存亡之秋，有
剧团以“唯有大破方能大立”给出答案；
而今，台湾的“京剧新美学”备受瞩目，
但“京剧是否姓京”的争论也从未止歇。

曾贵为“国剧”，慰藉乡愁

京剧在台湾生根的故事，要从六七十
年前说起。1948年，梅兰芳爱徒、仅有20
岁的名伶顾正秋，从大陆带着自己的“顾
剧团”，应邀至台北永乐戏院演出，京剧
的唱念做打首度在宝岛完整呈现。“顾剧
团”在戏院一驻约 5年，顾正秋等人也终
于留在台湾，成为京剧的播种者。“一曲
苏三惊四座”，著名的“四郎探母”选段
更让随国民党迁台的外省人泪落沾襟，国
粹成为老一辈乡愁的慰藉。

随后台三军各自成立剧团，分别名为
陆光、大鹏、海光，既有公演也有劳军任
务。军中剧团同时设立剧校，民间亦有

“票友界的梅兰芳”王振祖创办的复兴剧
校 （今台湾戏曲学院），京剧贵为“国
剧”，梨园香火不绝。然而盛景难常，随
着外省官兵凋零，社会多元娱乐兴起，京
剧遭遇“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尴尬。

台湾“当代传奇剧场”艺术总监、
导 演 、 主 演 吴 兴 国 向 记 者 说 起 一 段 往
事：与位列“台湾四大老生”的师父周
正荣去劳军，有些老长官爱看名角儿的
戏，过来撑场面的年轻阿兵哥们却不买
账。《将相和》《失空斩》 这类大文戏在
台上唱，阿兵哥交头接耳，吵闹到听不
见演员在唱什么。长官虽几次命令全场
肃静，甚至全体罚站警示，但没多久底
下人又吵作一团。

“你挡得住吗？”吴兴国紧锁眉关，神
情有些凄然，“我在旁边看着掉眼泪啊，
我的老师这样坚持，这样受辱，你们再
吵，我还是最饱满地表现给你们看。为什
么？他舍不得这个行业嘛。”交谈中，吴
兴国反复提到一句话，“时代变了”。

因时代迁移，创新求存

时代变了，年轻阿兵哥已经不看京剧
了。名角儿尚且受辱，普通演员更不用

说。台三军剧团原本承担一定量的劳军演
出任务，普通演员却被在演出记录上直接
盖章打发完事，观众不爱看了，演员便也
不必再演。

1979年，原大鹏京剧队知名旦角郭小
庄创办民间京剧团“雅音小集”，在台湾
率先将传统京剧与现代剧场结合，并首创
京剧导演制。在唱念做打与流派艺术之
外，京剧在台湾从此拥有更广阔的面向，
新编戏也逐渐受人瞩目。1986年，吴兴国
夫妇创办“当代传奇剧场”，创团之作

《欲望城国》（改编自莎翁悲剧 《麦克
白》） 中，苏格兰将军麦克白变身东周蓟
国大将敖叔征，传统京剧中的忠孝节义也
改换为“欲望”主题，京剧唱腔虽在，表
演中却已融入现代舞，服装也大为革新。

当代传奇剧场创立时，正是京剧在台
湾艰困关头，30年勉力延续京剧血脉，吴
兴国事后看来也是“辛苦得一塌糊涂”。
与吴兴国“大破大立”地将传统戏曲视作

“元素”拆解活用、主要演出新编戏不
同，台湾公立京剧团“国光”由三军剧团
遭裁撤后整并而成，身肩延续传统戏剧和
推动艺术教育的使命，如今传统戏和新编
戏演出占比约为7∶3。

“国光”剧团团长张育华对记者说，
剧团1995年成立，成团的第一出戏是《新
编陆文龙》，在“国军文艺中心”演出，

“真的都是白头观众。作为京剧工作者，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观众才是最关键的
问题，有观众才能往下走。”

如何应对大陆热、本土化“夹击”？

“21 世纪的新观众搞不清梅尚程荀、
分不清西皮二黄，但是他们喜欢音乐、舞
蹈、电影、舞台剧、文学，他们不是戏迷
却爱好艺文。”“国光”剧团艺术总监王安
祈说，为了让京剧更贴近时代脉动，“国光”
剧团颠覆戏曲一向“看角儿、看流派”的观
看焦点，积极融合电影运镜、多媒体影像等
现代剧场观念，扩大京剧艺术视野，竭力
让京剧现代化、文学化与生活化。

上世纪90年代两岸开放交流，一时间
大陆京剧团纷纷登场，梅葆玖、杨秋玲、
刘长瑜、裴艳玲……在对岸京剧“正统”
到来、台湾本土意识高涨的“双重夹击”
下，京剧在台湾的发展似乎无以为继。通
过主推“传统是永恒的时尚”概念，“国
光”剧团每年坚持推出新编戏，同时以贴
近年轻人的主题重新包装老戏，多年来致
力于培育跨越各年龄层的观众群，近些年
成效已经显现。

原大陆知名昆曲小生、后加入“国
光”剧团的温宇航说，虽然可能有人觉得

“国光”剧团既没有翻也没有打，唱功也
不如大陆名角儿，但我们是很有向心力的
团队，表演的整体性很强。“京剧在台湾
一直有‘原罪’，政治不正确。民进党执
政后，这种舆论从未停歇过。”温宇航对记
者说，10多年剧团所获资金支持逐年削减，
而大陆相关重视度却在提高，“你加 1，我
减1，长期下去就差大了。”

台湾如今有公立、私立京剧团体各两
家，分别是“国光”剧团和台湾戏曲学院
附属京昆剧团，吴兴国的当代传奇剧场和
李宝春 （知名来台老生演员） 的台北新剧
团。近年的新编戏甚至老戏公演，观众年
龄层有所降低，上座率也相对理想。专业
师资、人才传承，虽然依然令人忧心，但
张育华说，在台湾，京剧土壤虽然贫瘠，
可戏曲生命总会找到自己的出口。

图为当代传奇剧场作品 《等待果陀》
（改编自贝克特 《等待戈多》） 宣传照。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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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戏曲传统戏曲
在台湾在台湾③③

台湾《地下铁》和上海地铁有个约会

图为“国光”剧团推出的“现代京剧”《金锁记》（改编自张爱玲同名小
说） 剧照。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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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一游览车翻覆 32人无生命迹象
尚未发现陆客

本报台北2月13日电（记者吴亚明、冯学
知） 台湾一游览车13日晚上9时12分许在台北
市南港附近翻落边坡，截至记者发稿时，有32
人已无生命迹象。目前台北市、新北市上百名
警察、消防人员正在现场全力抢救。

据台湾媒体报道，车上游客为台湾“蝶恋
花旅行社”的武岭农场赏樱团，包括司机在
内约 44 人，目前 32 人已无生命迹象，10 余人
正在急救中。据初步了解，事发原因疑似为车
速过快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