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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历史回声
——记澳门保安部队博物馆

本报记者 苏 宁 文/图

到花莲 赏鲸豚
花东海岸是全台湾重要的鲸豚聚集地。每年 4 月至 10 月是在台湾花莲附近海域观赏海豚的最

佳时节，游船驶出两三海里远就能看见成群结队的海豚。有的海豚还兴奋地跃出水面，旋转着再
钻入海底；有的海豚紧贴在游船的两侧，与船并肩前行，令游人兴奋不已。

本报记者 任成琦摄

台湾“卫福部国健署”日前
公布全台最新 10 大癌症发生率，
癌症时钟较前一年又快了 12 秒，
平均每 5 分 06 秒就有 1 人罹患癌
症，总计全年癌症新发生人数达
到 10.3147 万人，不仅首度突破
每年10万人，同时，该数字较前
一年增加了4004人。

男性癌患是女性1.3倍

根据台湾“国民健康署”最
新推出的《2014年度10大癌症登
记报告》显示，岛内平均每10万
人中有 303.8 人患癌；新增患者
中，男性癌症发生率是女性的
1.3 倍 ； 男 性 癌 症 患 者 一 年 达
5.6093 万人，较前一年增加 5492
人。“国健署”推测，这与男性
吸烟、饮酒、嚼槟榔等频率较高
有关，女性患者则为 4.7054 万
人，较前一年增加2512人。

该报告显示，台湾10大癌症
依序为大肠癌、肺癌、乳腺癌、
肝癌、口腔癌、摄护腺癌 （胰腺
癌）、胃癌、皮肤癌、甲状腺癌

和食道癌。其中除乳腺癌和肝癌
互换排名外，其余 8 种癌症顺序
均与前一年相同，大肠癌已经连
续9年排名首位。

排名前四患者均破万人

数字显示，台湾癌症新增人
数不仅首度突破10万人，其中大肠
癌、肺癌、乳腺癌、肝癌等排名前
4的癌症人数，均已突破万人。

“国健署”署长王英伟说，
岛内大肠癌占所有癌症发生人数的
15％，大肠癌多发于50岁以上成
人，但可透过筛检早发现、早治
疗。统计显示，大肠癌患者若经筛
检发现，超过95％的人属于癌前病
变或0至2期的早期癌症，不仅预
后情况较佳、5年存活率更可超过
七成；反之，若非经筛检得知的癌
症，属于早期的比率不到五成，预
后状况也较差。王英伟表示，要预
防癌症，务必坚守“远离致癌因
素，坚持健康生活”和“定期筛
检”两项原则，筛检后若呈阳性，
便应详细对其追踪和治疗。

大肠癌多年高居第一

台湾罹患大肠癌再次以新增
1.5764万人、连续9年盘踞榜首；
而女性则以乳腺癌高居第一。令人
闻之色变的大肠癌，在岛内长年稳
坐癌症之首。万芳医院副院长、台
湾癌症基金会执行长赖基铭表示，
该现象和台湾人饮食习惯过于西化
有关，热量摄取常超标、饮食又常
以高油、高糖、烧烤、油炸为主。

据台湾癌症防治组组长吴建
远解释，乳腺癌发生与肥胖有关，
但其排名之所以会上升，主因是肝
癌的防治渐露成效，导致肝癌新增
人数下降。他说，台湾虽有补助乳
腺癌筛检，但符合资格的民众中，
每年仅有约四成前来接受筛检。

避免吸烟喝酒、过重或肥
胖、不健康饮食、缺乏运动、致
癌性病毒感染等危险因素，可预
防三至五成的癌症发生；台湾人
容易发生的癌症前几名，都与上
述致癌因素有关。

（本报台北5月11日电）

网络选战

社交媒体功能，已不再只是人
与人交流，它展现在产业上可以是
商品营销，在政治上可以推广理念
或助选。岛内第一个把社交媒体与
选举造势成功结合的，应该是 2014
年当选台北市长的柯文哲。

柯文哲的当选，网络战术功不
可没。据说，他幕僚中的策略分析
小组，是计算机、手机不离身的一群

“低头族”。为用好选战的“秘密武
器”，他们每天紧盯各大社群平台。

柯文哲竞选总部公民团体部主
任黄建兴说，柯 P （柯文哲） 本身
的粉丝页，就有很多年轻朋友加
入，我们就从他们关心的议题开
始，找出网络族喜欢什么、关心什
么。除了从台湾 1400万脸谱用户每
天按下的 6 亿个赞中逐一分析，优
兔、推特等网络平台，也都是讯息
搜集据点。当中民众喜欢的、有热
度的议题，就加码营销。遇到重大
争议，也能锁定民众关心的重点，
而不是匆忙回应。

柯文哲在网络上强大的磁吸效
应，已让蓝绿两党都急着出招想要
挽回“婉君”（网军）的心。2014年

“九合一”选举后，国民党积极经营
网络，“行政院”邀集网络上“大神
级”人物帮政务官上课，国民党“立
委”则成立政策会脸谱粉丝团；国民
党要提升败选后低迷士气，似乎都
寄希望于网络与社交媒体。连民进
党主席蔡英文投入 2016年台湾“大
选”，也是在脸谱上首先宣布，紧跟
巧借社交媒体的潮流。

这种与时俱进的选举方法，讨
巧是讨巧，但在台湾这个选举挂帅
的地方，往往容易流于舍本逐末。
有人就反思说，台湾媒体、政客整
天只讨论谁能当选，却很少讨论谁
能胜任。如今，当年风光无限的柯
文哲民调不佳，顺利上台执政将满
一年的蔡英文也被众多年轻拥趸

“粉转黑”。

推特施政

话说今年年初，出访后返台途
中，蔡英文在美国旧金山参观了推
特总部，贴出参观的照片和英文留
言，正式恢复在 2014年停用的推特
账号。这也成了如今十二度发推却
推不开世卫大会之门的前传。

资料显示，目前蔡英文的推特
粉丝数约 4.19 万，不到其脸谱的
2％。台湾民众、尤其是常用社交
媒体的年轻群体仍以脸谱用户居
多。外界难免好奇，蔡英文要发
声，有脸谱就够了，为何多此一举
再用推特？

且看她推特的文章。一是多用
英文、日文等外语发言，最多一次
用了 9 种语言，显然对准的是岛外
和国际读者。比如有日本政客为台

参与世卫大会说话了，蔡英文立马
就发推特以日文道谢。二是多为涉
外内容，比如出访拉美巩固“邦
谊”啦，落实“踏实外交”啦，会
见美国访客啦等等。

可见，提升台湾“国际能见
度”的意味浓厚。岛内推特用户
少，但国际使用者多。美国前总统奥
巴马、印度总理莫迪再到号称“推特
治国”的特朗普，都是推特的忠实用
户。除了跟国际政治大腕的潮流接
轨，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
助理教授黄介正分析认为，台湾“外
交”艰困，“现代科技将有助于开拓
新的沟通方式”，即便台湾领导人

“无法参访非‘邦交国’，科技还是可
能让他们与对口联系。”

利用新媒体的格局中，“推特主
外，脸谱主内”的思路非常清晰。
但蔡英文仍然免不了遭到蓝营“东
施效颦”的指责。针对台湾未获邀
出席世卫大会，有蓝营人士批评
说，蔡除了发推特还做了什么？

自去年上台后，蔡英文始终拒
绝承认“九二共识”，导致两岸关系
陷入僵局，台湾的“国际空间”明
显紧缩。不过，对于蔡当局试图在
舆论上营造大陆打压、“矮化”台湾
的甩锅行为，明眼人早就一针见血
指出，这不是“推特施政”，这是

“推脱施政”。

撕裂效应

岛内政客往往是政坛老手，也
是“婉君”群体中的重要一员。两
个身份合一，决定了他们跟普通网友
的能量不同，在社交媒体这个政治江
湖中，能掀起更大的浪涛。当中不少
恩怨情仇，就在网络上现场直播。

当局“行政院政务委员”张景

森，刚就任还没来得及放三把火，
就有火烧到家门口来了。民进党台
北市议员高嘉瑜在脸谱贴出台“监
察院”报告，指当年台北京华城变
更案，张景森是都发局局长，曾被
质疑图利，对该案的争议有责任。
这话让张景森大怒，直接跑到高嘉
瑜脸谱上和她开撕，指控对方抹黑
诬蔑他，并酸说“不要学那些下三
滥政客手法”。

去年 4 月，包含部分台湾嫌疑
人在内的肯尼亚电信诈骗犯被遣返
回中国大陆，这可在岛内社交网络
上炸开了锅。蓝绿两大政党在脸书
上隔空叫阵，各持己见，互不退
让。看到了挑动民意的契机，不少
政客当然要在脸谱上作秀一番。

“时代力量”党主席黄国昌夸
张地表示，“如此无所不用其极地
绑架台湾人，无异蔑视国际惯例及
基本人权。”至于遣返大陆原因却
只字不提。这口气，简直就是仇恨
动员令。

1987 年出生的王炳忠立场鲜
明，曾与“太阳花学运”风云人物
林飞帆公开辩论两岸议题。此前，
他在脸谱上评论表示，“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 2 个“不同的

‘政府’”，实际上我们的祖国只有一
个，那就是“中国”。随后文章被
台媒和某些政治人物断章取义予以
转发、驳斥，他本人更被骂作“神
经错乱”。

怪不得外界公认台湾是一个撕
裂的社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这话不假。但做事要正心
诚意在先。如果有人手握新时代
的利器，却为了政治利益党同伐
异，把血淋淋的伤口出示在公众
面前，展现的只能是更强的撕裂
效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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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围绕台湾能否参加世卫大会，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创纪录地十二度发推特
（Twitter） 表态。其实推特在台湾用户不算多，脸谱 （Facebook） 才是社交媒体中的一方
霸主。统计资料显示，超过96%台湾网友近期曾使用脸谱、推特、优兔 （Youtube） 或者
PTT等媒体产品。面对如此一块民意大饼，政客们自然不会放过。可以说，在台湾，社交
媒体也是他们与民众互动的秀场、政治表态的舆论场和选举乃至互撕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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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

漫步澳门半岛，一不留神就会走进数百年前的历史里。
在那座著名的金色莲花形建筑物脚下，有一幢掩映在绿树丛中

的桃红色二层小楼依山而立，这是澳门保安司司长办公室和保安部
队事务局所在地，保安部队博物馆也藏身这里。

保安部队前世今生

为什么叫保安部队博物馆？这还
得从澳门独特的历史说起。400多年
前的 1580 年，澳门刚刚开埠不久，
西班牙传教士在依山傍海的东望洋山
脚下修建了一座“嘉思栏修道院”，后
来它被葡萄牙人改建为兵营、炮台。从
19世纪开始，这幢红色建筑是“独立地
区司令部”——澳门最高军事指挥机构
所在地。1974年，葡萄牙发生“康乃馨
革命”，次年所有军人陆续撤出澳门，这
里又变身“澳门保安部队司令部”。1991
年1月，澳门保安部队事务局成立，取
代了之前的保安部队司令部。

从修道院、炮台到军营，现在这
里的地名还叫“兵营斜巷”。因此，
这座1984年在保安部队司令部办公大
楼内设立的博物馆当初就叫“军事博物
馆”，直到回归后的2004年11月16日
才正式易名为“澳门保安部队博物馆”。

珍贵馆藏见证历史

走进这座以军事题材为主的博物
馆，唯一的展览大厅，面积大约 500
平方米，展品主要来源是回归前的军
事、警察用品。一进门的左手是一排
过去治安警巡逻用的摩托车，其中居
然还有一辆上世纪90年代离岛警察用
于巡逻的自行车。

矗立在墙角的那个交通岗亭，则
是澳门交通沧桑巨变的见证，它原来就
在澳门今天最繁华的新马路和南湾大马
路路口。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交通
灯在澳门都尚未普遍使用，交通枢纽、
重要路口都要靠警察指挥交通。

在一面墙的老照片里，有上世纪
初叶，在今天保安部队博物馆脚下的
陆军俱乐部前举行阅兵仪式等老照片，
记录了当时澳葡政府保安部队的所有重
大活动，如治安警察局周年纪念仪式、
水警队（今日海关）接受检阅等。

既然前身是军事博物馆，馆内陈
列品中必然少不了当年葡萄牙军队曾

经使用过的各种军事装备。由于葡萄
牙在二战期间加入德国阵营，二战结
束后又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所以
展品中还能看到有很多德制和美制的
枪械。比如著名的德制毛瑟手枪、美
制左轮手枪、春田步枪等。军用双筒
望远镜、手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
使用过的机枪弹药箱、手榴弹等，都
有上百年历史了。最上面展示的德制
G3 自动步枪，至今仍是澳门保安部
队学员训练都要用到的。

另一面墙的乐器和几位假人模
型，展示了警察银乐队 65 年的历
史，成立于 1951 年的这支乐队除了
参加澳门社会各项重大活动外，还代
表澳门赴海外演出，屡获殊荣。

展品中还有两门 60-65 米的远
程火炮，葡国军队的指挥军刀，以
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警队使用过的器
材：999报警电话，警察联络指挥系
统、无线电收发器、雷达测速器等。

参观拉近警民关系

保安部队博物馆向公众免费开
放，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一个了解澳门
保安部队历史的场所，常有澳门的中
小学生和社团集体组织来这里参观。

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的澳
门保安司司长黄少泽，2014 年上任
前曾任司法警察局局长多年。他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澳门保安部队
博物馆开馆的历史并不长，但馆中
的 珍 贵 馆 藏 一 方 面 记 载 了 葡 萄 牙
400 多年来在澳门的军事部署和警
队沿革的历史，另一方面，反映了
国家富强与澳门命运之间的内在联
系。“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让
游客和市民了解澳门安全和稳定的
重要性及警队的重要作用。同时，
也希望这些馆藏成为推动警民关系
和澳门旅游文化的重要工具，持续
提升公众的安全意识，增加警民之
间的相互认同，推动游客对澳门历
史的完整了解。”

台湾人患癌速度创新高
本报记者 王连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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