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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 台 湾
《美丽岛电子报》 公
布蔡英文执政一周
年民调，就民众如
何看待岛内经济状
况、对蔡英文的信
任与满意度、当局

在重大政策与改革中表现是否符合
民众期待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蔡
英文的年度成绩单“全面溃败”一
点也不让人意外，一路高声支持的
年轻人此番转身而去，倒是值得关
注。

过去这一年之中，总体来看岛
内民众对蔡英文的支持度呈现“雪
崩”。岛内年轻人对蔡英文的支持度
却一度相当抗跌，情况在今年三四
月才急转直下，不仅跌至总体支持
度之下，还成为最不满意的族群。
为什么岛内年轻人对蔡英文的支持
度高开低走“粉转黑”？

从 为 选 票 百 般 讨 好 年 轻 人 群
体，到就职时郑重承诺实践世代正
义、重振经济解决年轻人低薪问
题、以各项改革减缓年轻人的远虑
近忧，到上台后对“反服贸”中涉
嫌违法的学生撤告、将审议争议课
纲的权力交由学生分享……蔡英文
对年轻世代可谓“关照有加”。

出于对前任执政者的失望，对
摆脱长期经济不振和低薪失业困
局、有效改善自身境遇的渴望，不
少年轻人选择相信蔡英文当局的示
好。即使对其执政能力存有疑虑，
即使现实并未依照期待发生有利变
化，但寄望于他人的美梦还是要有
的，万一实现了呢？

然 而 眼 见 蔡 英 文 执 政 将 满 一
年，未见经济民生改善，反倒满眼
社会烽火，“一例一休”、年金改
革、“司法改革”、同性婚姻……总是承诺得很好，兑现得很
糟。有台媒直言，即使蔡英文上台后什么都不做，说不定台湾
都不会比现在更糟。年轻人被反复利用和欺骗，也总有清醒的
一天，支持有多狂热，反弹就有多激烈。

眼见执政一年小考日期临近，蔡英文频频接受媒体采访，
试图再一次以言语骗术蒙混过关，对内对外混淆视听，争取好
感。现实乌烟瘴气，蔡英文还一副“改革须承受政治风险”的
高姿态，更将不顾民众泣血反对的妄断蛮干，偷换成“虽千万
人吾往矣”的英明决断，全然不顾执政失误无能致使民众苦不
堪言，岂不可笑？

在接受岛内泛蓝媒体专访时，蔡英文又抛出个“三新”的
两岸关系互动新主张。从最初参选败北时的“台湾共识”，到去
年胜选倚赖的“维持现状”，其后放出“以新的思维和做法共同
擘划两岸互动的新模式”“下半年两岸政策有突破”，直至如今

终于道出“三新”，诚如台湾媒体
人陈文茜对“摩天轮小姐”蔡英文
两岸政策语言习惯的总结：过程滔
滔不绝，中场毫无惊喜，结尾只是
回到原点。

点亮希望画大饼，现实受挫忙
“甩锅”，转移焦点谈两岸，万事不
举因打压。一脸无辜，满腹悲情，
如此熟悉的剧情和套路，真就不怕
有一天观众忍无可忍喊出“负分滚
出”吗？

“促进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联合工作委员
会年度工作会议”日前在澳门举行。澳门特区政府
社会文化司司长谭俊荣在会上表示，澳门已正式启
动申报“美食之都”工作，澳门有望再增添一个亮
丽的城市品牌。

加减法： 孕 育 更 多 产 业

切莫小看申报“美食之都”这项具体工作，背
后是澳门要推动“经济适度多元”的大题目。早在
2014年，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就表示，建设“世界
旅游休闲中心”是澳门未来发展的主要目标，通过
发展综合旅游休闲项目，推动旅游业与文化创意、
会展等产业结合，促进关联产业互动发展。

正是利用“美食之都”等抓手，澳门在旅游上
大做文章，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谭俊荣表示，2016
年入境澳门的旅客保持3000万人次以上，首次实现
留宿旅客数量超过不留宿游客的新突破，国际旅客
也增幅明显。

回归以来，澳门特区的经济快速发展，但另一
方面，博彩业一业独大所带来的负面因素逐步显
现，对提升澳门城市竞争力形成掣肘。在澳门理工
学院的学者吕开颜看来，澳门社会各界都充分意识
到，过度依赖博彩业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不具备可持
续性。

这种情形下，澳门首先想到的是做“加减法”。
所谓“减法”，就是部分淡化博彩元素。用特区经济
财政司司长梁维特的话说，特区政府适度调控博彩
业发展规模，促进博彩业向“健康有序”“优质诚
信”的方向发展。

只有“减法”是不够的，还要做“加法”。澳门
2017年经济财政范畴的施政方针中提到，继续促进
博彩业健康有序发展，实现博彩业与非博彩行业联
动发展，推动以“会议为先”的会展业、中医药产
业、文化创意产业、特色金融产业等新兴行业成
长，推动工业转型升级，逐步孕育更多支柱产业。
其中，会展业和金融业是澳门落实国家“十三五”
规划、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着力点，同时
能为本澳的专业人士、青年等提供更多中高端就业
职位和发展空间。加上综合度假村模式引入澳门，
非博彩元素明显增加。

乘法： 融 入 国 家 战 略

梁维特介绍，会展业是助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
发展的重点产业之一，也是粤澳合作的重点领域之
一。在 《粤澳合作框架协议》 下，两地政府于会展
方面建立了长期合作机制，包括合办大型经贸展
会、相互组织企业参展参会、共同培训两地会展人
才等。

要念好多元化发展的真经殊为不易。梁维特表
示，“我们要采取‘两条腿’走路：一是提升自身发
展素质能力，二是加强区域合作。一言蔽之，澳门
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和加强与内地的多方合作，
实现本地发展更大的“加乘效应”。

中央在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方面
给予了大力支持。2016年10月，李克强总理到访澳
门并宣布了包括支持在澳门建设葡语系国家人民币
清算中心和设立中葡合作发展基金总部等19项惠澳
政策，更进一步凸显澳门作为中葡商贸合作平台的
定位。国家“十三五”规划也把支持澳门多元可持
续发展纳入其中，规划支持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
中心 （“一个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
务平台 （“一个平台”）。同时，在“一带一路”倡
议的持续推进中，澳门可借助发展机遇发挥独特作
用，将中葡平台融入当中。

谭俊荣称，澳门特区政府十分关注未来与国家
“十三五”规划对接，参与 “一带一路”以及融入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建设。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李
世宏指出，澳门正面临各种不同机遇，内地与澳门
要深化从单一市场交流走向深度推广合作、从现在
的单一市场合作走向综合产业合作，两地合作走向
内部多变性合作等。

除法： 开 拓 发 展 空 间

当然，要迈向经济适度多元和可持续发展，不
可能一片坦途，中间必然会遇到各种“拦路虎”。

土地资源制约，是澳门发展过程中一个很大的
挑战。由于地狭人稠，作为市区的澳门半岛所有土
地几乎都已被利用，如何利用澳门的优势，通过区
域合作，扩大澳门发展空间，对澳门的发展有着重
大影响。

“澳门经济要适度多元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缺
乏人才。”澳门立法会前主席曹其真介绍，她在立法
会工作期间，曾深受澳门法律圈子里葡萄牙语人才
匮乏的困扰。澳门镜湖医院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
一直在人才不足问题中煎熬。医院副院长吴培娟表
示，“由于没有人才引进政策，医院人才流失很厉
害，过去两年，每年流失人才 200 多名，加剧了澳
门护理人员不足的社会问题。”

面对种种难题，澳门没有知难而退，而是努力
做起了“除法”，把空间及人才资源短缺逐渐消除
掉。

2015年12月，国务院明确了澳门85平方公里的
水域管理范围和陆地界限。澳门特区政府倍加珍惜
这利好政策，今年成立了“海域管理及发展统筹委
员会”，加快实现对相关海域的管理和利用。同时，
启动了 《澳门特别行政区海域利用与发展中长期规
划 （2016-2036）》的研究工作。

崔世安在施政报告中提出，将选拔优秀的澳门
学生、高校年轻教研人员到国际顶尖院校进行学
习；加强与内地及葡语国家的人才交流协作，把澳
门打造成为“中葡双语人才培养基地”。人才发展委
员也将订定紧缺人才目录，为人才流动提供参考依
据。同时继续推行“海外人才短期回澳工作计划”，
吸引在外的澳门人才回澳发展。

为何要下这么大力气来做“加减乘除”运算？
梁维特说，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既是中央政府的要
求，也是澳门全体社会的共识，更是澳门必走之
路、也是唯一出路。

为“经济适度多元”解题

看澳门如何“加减乘除”
本报记者 任成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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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台北5月 7日电 （记者孙立极、王连伟） 6 日下
午，一场为资助身心障碍小朋友赴香港演出而举办的义卖
活动在台北举办。

义卖活动由炬轮技艺发展协会主办，发起人之一、台
湾工商企业经营发展协会理事长郭煜杰邀请多家赞助商提
供了皮包、儿童书包及面膜作为义卖品。他介绍，小可乐
果剧团由患有自闭症、唐氏症、发展迟缓等身心障碍疾病
的小朋友组成。希望通过语言锻炼、肢体锻炼，对他们起
到医疗的效果。

郭煜杰表示，自 2009 年以来，他们已多次举办义卖
活动，资助小可乐果剧团巡回演出。此前，他们去过北
京、上海等四五个大陆城市，今年年底准备去香港演
出。通过巡演，一方面让小朋友多接触社会，另一方面
也希望让其他地方有类似情况的朋友和家人有所启发，
不要整天闷在家里，鼓励他们同样不畏肢体障碍，勇敢
走出家门。

6日的募款活动由台东“原住民”盲人演员卡布达漾演
奏萨克斯风开场，两位肢障演员表演小提琴双重奏，小可
乐果剧团也表演了歌舞和舞台剧 《小飞侠》 片段。看到他
们天真可爱的表演，现场观众均报以热烈掌声。

4月24日，台中市。东海大学社会
科学院中庭广场挂了近百幅图文，这
是“反殖民与台湾光复——日据时期
历史图文展”的第十五站。

由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台
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共同主办的“反
殖民与台湾光复”图文展，以丰富史料
展现了从1895年台湾被迫割日，台人武
装抗日、文化抗日，台人参加全民抗战
到1945年台湾光复，详细介绍了台湾人
民抗日史。

把歪曲的历史纠正过来

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主席蓝
博洲是策展人。他介绍，展览 2015 年 11
月自苗栗开始，一年半时间，已先后在
新竹、花莲、嘉义、台北、彰化等地展出
14 场。蓝博洲表示，展览目的正是针对
在台湾当下，沸沸扬扬的“日本殖民有
功论”以及对教科书的种种修改，“我们
希望观众看了后，能对台湾日据50年有
初步的认识”。

开幕海报特别选取曾居于东海大
学附近的作家杨逵1982年的自述：“对
我们而言，噍吧哖事件是对抗日本迫
害的民族运动，参加的都是民族烈
士，而日本人竟把他们当做匪徒……
因此我才理解到有些历史之不可靠，
有些法律之不公道……我决心要做一
个小说作者，把这些被歪曲的历史纠
正过来。”

开幕座谈会上，东海大学教授赵
刚则举例，他有一次经过台北芝山
岩，才知道发生在“皇民化”运动初
期的“芝山岩事件”。当时日本人调来6

位老师教台湾人日语，结果 6 人被抗日
人士杀了。维基百科的解释是，“六氏先
生”遭土匪杀害。赵刚说，杀人恰当与否
道德上可以讨论，但他们是政治意义上
的反抗者，不是劫财劫色的土匪，却是
可以分辨的。“名词关系我们的记忆，决
定我们是谁。如果之前反抗日本的人都
变成了土匪，你就没办法对殖民统治进
行清算。”

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同样是名词的变化，诗人钟乔认
为，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李登辉执政
时，把“日据”改成“日治”，“这是
一个关键性的事情”。因为“日治”隐
含着“殖民有功论”，最近关于日籍工
程师八田与一对台湾的贡献论，都是
在这个思维下衍生的。

赵刚介绍，他的学生写论文用了
“日治”。赵刚建议他：“如果用‘日
据’有困扰，可改为‘日殖时期’。能
不能用一个中性词语？”结果学生还是
放弃了。因为一个词便讲出你的倾
向，即使用“日殖”，也知道你本来想
用“日据”，可能这份工作就不找你
了。“语言已经不是中性了。”

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常务理
事萧开平认为，殖民统治“不让你用
自己的语言，不让你读你想要读的
系”。他说，早年台湾优秀的人才都去
读医，是因为日据时期台湾人不能读
政治、法律等人文专业。

赵刚表示，日本人或许为台湾带
来了现代化，但日本非常刻意地不让
台湾人进入现代性。他介绍，1911 年

梁启超到台湾来与知识分子座谈。当
时台湾知识分子非常兴奋，因为他们
从来没有听过计划、主义、思想等现
代性思想名词。“日本人让台湾最高级
的知识分子去学医，而能够让心灵独
立自主的东西，日本人是不给你的”。

蓝博洲更认为，现代化也不是日
本人主动给台湾的。“老一辈讲，你不
能说，小偷来偷东西，把梯子留在你
家，你就要感谢小偷的梯子吧”。

还下一代真实的历史

日据时期作家及社会活动家叶荣

钟之子叶蔚南举了波多黎各的例子。
他说，1898 年美国和西班牙战争后，
波多黎各变成美国的属地。第一次世
界大战时，因为需要大量征兵，美国
国会特别立法，让波多黎各人变成美
国公民。叶蔚南说：“这和当初日本推
动‘皇民化运动’一模一样……你被
日本人征到中国大陆去杀自己的同
胞，这是多凄惨的事情。如我父亲
说，有时你需要忍泪欢呼。”

萧开平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
站在这里，恢复我们的历史。把展览
一场场办下去，还下一代真实的历
史。”

纠 正 被 扭 曲 的 历 史
——反殖民与台湾光复图文展侧记

本报记者 孙立极文/图

澳门特区旅游局联同民政总署在澳门大三巴牌坊广场及议事亭前地举行庆祝活动，并安排一条
长达238米的“金龙”在澳门多个世遗景区巡游。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看 台

絮 语

看 台

絮 语

更多评论请关注“港台腔”

“反殖民与台湾光复——日据时期历史图文展”在台中东海大学举行。“反殖民与台湾光复——日据时期历史图文展”在台中东海大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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