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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长赖清德近日抛出“亲中爱
台”说，岛内很多人直呼“离谱”。民进党
向来把“亲中”跟“卖台”捆绑，如今“亲
中”竟然跟“爱台”并列？这个“发夹弯”
转得太大太快，令人猝不及防。

不过，赖清德自有一套逻辑。他
说，他当然支持“台独”，但台湾既然
可以跟美国日本好，也就可以跟“中
国”好。原来如此，“亲中”的前提是

“台独”，赖市长是把台湾当作“主权
国家”，要搞好“对外关系”而已。

赖清德的“亲中爱台”，让蓝营委
屈又愤怒，深绿也有骂声，但民进党
当局却迅速点赞，表示“一直以来看
法一致”。绿营几位县市长旋即纷纷跟
进，台中市长林佳龙说“知中爱台”，
桃园市长郑文灿则说“和中爱台”。

其实，赖清德只是说出了绿营政
客想说又不好意思说的话而已。台当
局领导人蔡英文一直呼吁“两岸要坐
下来谈”，却坚不承认“两岸一中”，
本质上不正是又想“台独”，又要两岸
关系红利吗？

亲近大陆和爱台湾，本来并不矛
盾，甚且是相辅相成的。国民党执政的8
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台湾方方面面
蒙受其利，然而在民进党口中那被污名为“亲中卖台”。

“卖台”的证据，就是赖清德所说的大熊猫来台将上演
“木马屠城”，谢长廷所说的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将让
台湾男人找不到工作，女人找不到老公……

“亲中爱台”是自相矛盾的笑话。在赖清德们的语境
中，“爱台”实指“爱台独”。两岸交流交往的政治基础，是
双方都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主张“台独”本身就是最
大的“反中”，还谈什么“亲中”？“台独”和“亲中”水火不
容，无法兼容并存。所以，民进党“亲中爱台”的本质，不
过是一碗迷魂汤而已。

民进党选择此时说出“亲中”，乃是形势使然。“去
中”、“远中”、“反中”的恶果已显现，绿色的纸已包不住真

相之火。岛内绿营支持者应该从中学
到，“亲中”不是禁忌，不等于“卖台”，
反而是“爱台”。国民党也应该从中学
到，被扣“亲中”帽子时也无需避之不
及，自己不理直气壮才会授人以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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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与“港”的结合体

2006 年，由北京市政府和香港地铁有限公司 （简
称“港铁”） 共同出资组建的京港地铁有限公司成
立，以特许经营的方式运营地铁线路，开创了内地轨
道交通领域公私合营的新模式。提起这段合作，京港
地铁总经理邵信明认为是“两情相悦、情投意合”。他
介绍，北京十多年前已经有很宏大的轨道交通发展规
划，有空间也有意向引进不同的地铁运营模式，而港
铁也有意愿和能力参与到北京地铁的发展中。“我们是

‘京’与‘港’的结合体，它扎根在北京，又带着鲜明
的香港特色。”邵信明如是比喻。

京港地铁的“根”要在北京扎下来，却也不是那
么容易的事情，特别是来京工作的港方人员，首先要
克服的就是生活上的困难。去年正式调任北京的邵信
明，除了偶尔回香港开会，大部分时间和太太居住在
北京，他坦言最难适应的就是气候，“北京湿度比香港
低很多，皮肤一直处于很干燥的状态。”

尽管如此，适应北京生活的难度仍然比邵信明预
想得要小。“北京人率真、热情，容易沟通，而且原先

我以为在北京做业务就得喝很
多酒、抽很多烟，现在发现并
不是这样。”邵信明上一次来北
京，还是满地黄色“小面的”
的年代，而今他看到的则是拥
有2000多万人口、6万多辆现代
化出租车以及554公里轨道交通
线路的大都市。

扎根多年的京港地铁逐渐
获得了乘客和政府的信任，运
营的线路从 4 号线、大兴线增
加到现在的 14 号线、16 号线。

“我们现在是地道的北京人。”
邵 信 明 操 着 一 口 流 利 的 普 通
话，似乎已在京生活多年。记
者询问方知，邵信明自小跟着
在北京出生的母亲说普通话。

把香港特色带到北京

“以客为本”，与京港地铁的人士接触，听到最多
的便是这个词。脱胎于素以高度发达的服务业著称的
香港，京港地铁也把港铁的经营理念和精细化的服务
模式带到了北京。

“在列车维修上，港铁是首先采用航空标准的企
业，京港地铁也引进了过来。”邵信明介绍，京港地铁
建立了一套源于港铁，结合北京实际情况开发的安全
管理体系，对运营中存在的风险进行分级管理。

作为乘客，孙莉对乘车细节的体验则更有发言
权。住在马家堡，工作在中关村，她在北京生活了 5
年，每天全靠4号线通勤。有一次孙莉进洗手间给孩子
换尿布，意外发现洗手间居然有塑料材质的母婴台，
这一暖心的细节让孙莉对4号线好感倍增。

去年年底已经开通的地铁 16号线一期在细节上更
能体现京港地铁的港式特色，全线的售票窗口外都设
置了 Z 形台面，便于乘客在购票时放置个人物品；16
号线卫生间的换气次数也远高于北京市地方标准的 10
次每小时，提高到每小时不少于 20 次；关于女厕厕
位，北京地方标准是不少于4个，16号线每座车站的女
厕中至少有 6 个厕位，多的更有 11 个；客室扶手设置
防滑抓握区，并用醒目的黄色涂装，起到提示作用

……黄竞华介绍道，“当京港地铁参与这个项目时，一
些设计已经完成了，有些设计与京港的理念和标准不
太相符，我们进行了重新设计和改建。”

“地铁不只是个交通工具，也是个文化窗口。”在
邵信明看来，京港带到北京的不只是港铁的运营经
验，也带来了地铁文化的种子。“地铁影廊”“地铁图
书馆”“壁画展”“美术馆”“诗歌坊”……经常穿梭在
4号线的乘客往往能在不经意间发现地铁里这些公益文
化设施的存在，或被某个设计细节所触动。

自2009年4号线开通运营以来，京港地铁已经策划
了无数例的公益广告，发起了数百场公益活动。邵信明
说，“京港要真正扎根北京，就得为北京发展贡献力量。”

与北京携手发展

“怎么看这些年北京地铁的发展？”“非常快，也非
常好！”黄竞华不假思索地回答。作为资深的“地铁
人”，黄竞华毫不吝惜地给善于学习和创造的内地同行
打了高分。北京的地铁线路从 2006 年的 4 条增加到今
天的19条，京港地铁也从最初1000多人的规模，发展
到今天的7500多人。

与京港地铁一起成长的，还有北京姑娘王宁。在
京港地铁工作 8 年，她从一名普通的站务员成长为 14
号线北京南站的站长。“刚进公司的时候，还常会有经
验丰富的港方经理过来指导我们工作，现在我们已经
完全独立运作了。”在北京南站这个繁忙要冲，王宁已
经带领着 50多名员工值守了两年，言谈举止间，透露
着独当一面的自信。

北京地铁的大发展极大便利了普通民众的出行，家
住房山的王宁对此深有感触，过往她需要坐两个多小时
的公交车再换乘地铁上班，现在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到
公司。更让她感到欣慰的，是整个北京地铁面貌的改变。

“小时候坐地铁，根本分不清站务员和乘客，现在各个站
的站务员都身着统一制服，更专业也更友善了。”

“我们赶上了北京城市轨道交通大发展的东风。”回
顾京港地铁过去 11年的快速成长，邵信明总结道。在他
的预期中，京津冀乃至整个中国内地的轨道交通建设，
都蕴藏着巨大市场，到 2020年，北京的轨道交通里程将
是现在的近2倍。邵信明表示，京港正瞄准未来10年、20
年的发展机遇，“在北京包括内地轨道交通发展的浪潮
中，京港地铁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与北京携手发展”。

提起京港地铁，北京市民多半不会陌生。自2009年地铁4号线
开通，在北京的地下，便多了一道别样的风景线。提款机、售货
机、自动拍照机等站内便利设施，加之创意满满的地铁廊道灯箱和
轻松明快的车厢内景，一切都表明，地铁扎根北京，又带着鲜明的
香港特色。

北京地下的“香港设计”
本报记者 冯学知

台北捐血中心 6 月 12 日举办“捐血成人礼”活
动，号召 30位青年学子参与。古人称作冠礼或笄礼
的成人礼习俗，台湾至今保留，并衍化出多种多样
的新鲜形式。

让年轻人学会奉献

据台 《中国时报》 报道，受少子化影响，台湾
17至20岁年轻人捐血总人数跟10年前相比下降了一
半，从近20万人降至10万人左右。台北捐血中心举
办“捐血成人礼”，鼓励年轻人奉献爱心。

参加成人礼的基隆高中2年级学生李国弘接受媒
体访问时说，从小就常看着爷爷收到捐血中心寄的
通知，上面写着血液已经供给病人使用，他想着自
己长大也要像爷爷捐血救人。他说，很多人想捐也
没办法捐，血没捐就是摆在体内，多我一袋血就能
多救一个人。

台北捐血中心企画课长陈絜先表示，高中生、
军中部队是培养捐血习惯的重要阶段，17 岁代表青
少年另一个人生阶段的开始，也意味承担个人与社
会责任的转变，望透过这次活动，证明他们不再是
小孩子。

在台湾，成年又叫“转大人”。在“转大人”当
天做一件实实在在的公益，让年轻人学会扛起社会
责任，“捐血成人礼”称得上是有创意又有意义。

台湾古礼源于信仰

中国古代通常以 20 岁为
成年。据《礼记》所载：“男
子二十为弱冠，冠字，成年
之道。”又 《礼记·杂记》 所
载：“女子未许嫁者，二十则
笄。”《周礼》所载：“女子以
许嫁者，笄而礼之，称字。”
就是说男女均以 20 岁为成
年，女子若未满 20岁而未嫁
者，也视之为成年。

台湾因为受民间信仰影
响，发展出 16岁做成人礼的
习俗。《台湾省通志稿》 记
载：“台俗崇信神佛，以为子
女成长有赖于注生娘娘、七
娘妈、妈祖、观音、床母之
护佑，故奉之为呵护神……
迨年十六，认其以达成年，
仍依名护神诞辰。”按照这一

习俗，当子女在襁褓时，台湾民众会携至神明面
前，求“絭 （束腰或衣袖的绳子） ”为孩儿护身信
物，并借由每年“换絭”祈求神明保佑孩童。直到
孩童满 16岁，以“脱絭”谢神的仪式，确认孩童已
长大成人。

不拘一格花样翻新

到今天，台湾各地的成人礼有了许多新形式。
比如，台北大学中文系为大二学生加冠、加笄 （指
发簪），提醒他们当一个谨言慎行、独当一面的成年
人，从被照顾的角色转换成照顾别人的角色。另外
由系上师长依每位学生的人品、志向等为其“命
字”，希望他们能够以成圣成贤来自我期许。

台中市的晓明女中，则以“画 15年后的我”作
为成人礼。高二学生透过祈祷、座谈与同学、老师
和家长分享成长体验，最后戴上有鲜花和荆棘的莿
冠，象征为自己的荣耀和苦痛负责。再让学生用绘
画，画出 15年后的自己，让学生审慎思考自己的人
生。

台南市的青少年在 16岁那年的七夕当天，男生
头戴状元帽、女生戴凤冠。钻“七娘妈亭”开启智
慧的窍门，出“鸟母宫”筹谢神恩及父母养育之
恩。最后走花道，象征往后人生多彩多姿，再肩挑
花担登王城“安平古堡”，象征肩负责任、脚踏实
地、步步高升。

乘客在4号线国家图书馆站参加京港地铁举办的公益文化体验活动。
（资料图片）

台湾成人礼五花八门
闵 喆

台北捐血中心举办捐血成年礼活动。 （台北捐血中心提供）台北捐血中心举办捐血成年礼活动。 （台北捐血中心提供）

6 月 13 日，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举行临水夫人祭祀大
典，为海峡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陈靖姑文化节拉开序
幕，来自港澳台及内地近千名信众共同参加。

左图：演员在临水夫人祭祀大典上表演传统乐舞。
上图：信众在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临水宫参加临水夫人

祭祀大典。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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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6月13日电（记者张盼） 国台办发言人
马晓光 13 日应询表示，外交部已就中巴建交发表谈
话。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
社会普遍共识，中巴建交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马晓光指出，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定海神针。只有承认“九二共
识”，认同其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两岸关系才能
重回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台湾当局应认清客观大
势，做出明智抉择。

国台办

中巴建交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新华社拉萨6月13日电（记者张
熠柠、朱青） 13 日，来自香港 6 所高
校的近 30 名青年，带着满满的回忆，
依依不舍地离开西藏。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卡若拉冰
川……对于这些第一次来到西藏的香
港青年，风景名胜自然是他们回忆的
重要部分。

但这不是他们回忆的全部：
香港城市大学广告学一年级学生

杨天诚，对藏餐的美味念念不忘；
香港公开大学护理系二年级学生

黄淑欣，不会忘记在西藏藏医学院，
藏医药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嘎务向
她解释藏医与西医的医理有何不同；

香港树仁大学市场专业三年级学
生黄翠玲，想起在羊卓雍措湖畔，和
陌生人互道“扎西德勒”；

香港公开大学管理学三年级学生
邓蔼翎，谈到和西藏同龄人的情谊：

“我们只是聊了几句，他们就牵着我的
手不让走，一直送到车上。”

而他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亲眼
所见的西藏，与之前听说的西藏有诸
多不同。

“之前听说西藏高寒缺氧，内地
人初到呼吸会很难受，但我一到这
里 ， 感 觉 空 气 格 外 清 新 ， 格 外 舒
服。”香港科技大学会计专业三年级
学生廖港立说。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年通
过亲眼目睹，修正了对西藏的印象。
据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学校部介
绍，自 2003年起，共青团西藏自治区
委员会和香港游乐场协会共同建立藏
港青少年互访交流机制，迄今参与的
青少年已近700人。

“‘用当地人的眼光，看当地人
的世界’，这是我们当年向西藏提出互
访交流的初衷。”香港游乐场协会高级

发展主任郭耀民告诉记者，“境外流传
着一些有关西藏的不实说法，不可避
免地对香港青年造成影响。单凭说教
不起作用，亲眼看过后，他们对西藏
的看法都有了改变。”

在 12日晚的总结交流中，共青团
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格桑卓玛提
出三个问题：

“西藏美不美？”“西藏建设得好不
好？”“西藏人民的脸上洋溢着幸福没
有？”每个问题都得到香港青年异口同
声的肯定。

“这都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祖
国，一个可以让我们信赖依靠的祖
国，才会有现在幸福的生活，灿烂的
笑脸。”格桑卓玛说，“我们都是祖国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是，香港也
是。希望香港大学生毕业后也能来建
设我们美丽的西藏，实现你们想象中
更美丽的西藏。”

为期一周的交流还没结束，杨天
诚、邓蔼翎，还有他们的很多小伙
伴，就已经计划重访西藏，“下次还要
带上家人和朋友”。

香港青年行走西藏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