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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街，人称深圳特区中的“特区”。一半是内
地，一半是香港，“一街两制”，恰是“一国两制”的缩
影。时至今日，中英街特殊的文化景观和免税购物环境
仍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但由于老旧失修，缺乏管
理，其商业地位和人流量都在走下坡路。香港“一国两
制”研究中心近日发表研究报告，建议翻新中英街，打
造成跨境购物及文化区。

善用大湾区发展机遇

上世纪 80 年代的中英街，街道两旁都是商店，经
销着世界各国的产品，所售货物在内地大都难得一见。
中英街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一下子成了全国知
名度最高的购物天堂，据称当时每日人流量几近 10万
人次。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的中英街已经看不
到这幅景象。曾经的“免税购物天堂”，如今充斥水货
客，出售的商品日渐沦为“淘宝货”，临街店铺由于年
久失修显得破旧，每日人流量只剩1000多人。“我曾与
香港及深圳的政府官员讨论，大家都认同中英街情况需
要改善，但不知如何下手。”“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

张志刚因此于1年前研究如何活化中英街，并于近日
发表《大湾区优质旅游购物及文化区——港深边境沙
头角地区中英街活化改造》研究报告。

中英街“一街两制”的管理形式独特，对内地是
极具吸引力的免税区。张志刚建议香港及深圳配合国
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联手翻新中英街，将其打
造成为旅游购物及文化区，与作为创新科技平台的落
马洲河套、提供金融专业服务的前海，并列为大湾区
3个重点合作区，彼此遥相呼应。

“不少香港新界区的居民都关注区内商场旅客过
多的问题，将中英街升级发展成边境商贸购物街，有
助于疏导热门购物区的旅客，既避免扰民，又带来人
流财流。”“一国两制”研究中心主任朱岩表示。

简化手续延长通关时间

中英街其实不大，站在街头几乎就能看见街尾。
整条街长约250米，宽3至4米，由香港及深圳两地各
占一半，分开管理，无论香港居民或内地居民，均需
向各自政府机构申请通行证方可入内。目前香港一侧
共有60余家店铺，深圳一侧则有136家商铺。

针对目前现状，“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的报告建
议，翻新中英街不必改动它现有风貌及地面商铺规模，
法律、税制等也可维持现状，仅将老旧店铺翻新改造，
并以玻璃天幕覆盖中英街商铺。再好好利用地下空间，
在地下建个三四层，发展购物娱乐场所。

不过，报告认为，目前的繁琐通关手续及限流措施
是不利因素。报告建议简化深圳一侧内地居民出入中英
街的手续，目前通关时间为早上7时至晚上6时，办证
中心下午4时就停止办证，这对购物消费、旅游及餐饮
行业来说都太早了，建议延长通关时间至少至晚上 10
时，消费限额也应该由目前的 5000 元至少提升至 8000
元。这样一来，日后人流量有望达到每日1至2万人次。

人文景观最具潜力

中英街的历史奇妙而有趣，每块界碑、每棵草木都
记录着一段故事。比如在中英街第4号界碑旁，有一棵
100 多年的古榕树，树干苍劲，枝叶繁茂。最绝的是，

这棵榕树的树根长在深圳一方，枝叶覆盖着香港一方，
因而被喻为“根在祖国，叶覆香港”，成为文人墨客们
采风创作的绝佳题材。

中英街的后街边还有一口古井，为清代康熙年间迁
来沙头角拓荒的客家人所建，已有300多年历史，是当
地人的饮用水源。直到现在，中英街两头的人口中都还
流传着“同走一条街，共饮一井水”的民谣。

“中英街及其周边保留了不少历史文物，也保留了
岭南风情和客家文化。客家古村可以发展成民宿，鱼灯
舞、麒麟舞及客家山歌等，均是具有旅游发展潜力的人
文景观。”张志刚说，港深两地可以长远规划，整合两
地旅游资源，甚至吸引内地和东南亚游客前来观光特色
旅游线路。

香港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建议，在活化当地文
物古迹的同时，增加新的旅游元素，比如开发回归纪念
景点，介绍相关历史，甚至可以作为国民教育的一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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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街一景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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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汪灵犀

2月 4日是农历立春，连绵一
周的降雨让台北的气温降到8摄氏
度。寒雨寒风中，一场街头举办
的迎春“尾牙”让 2 万多名“寒
士”（弱势人群） 感受到了春天的
温暖。

由台湾民间慈善机构举办的
第 28 届“寒士吃饱 30”爱心尾牙

（简称“寒士尾牙”） 当天中午在
台湾各地同步举行。其中，位于
台北市凯道及附近广场的台北场
临时搭建了630个帐篷，开席2200
桌，邀请低收入户、街友 （流浪
人士）、单亲妈妈、独居老人等 2
万余人聚会，品尝热乎乎的团圆
饭，感受社会的温暖和关怀，迎
接狗年新春。

10 时许，受邀的民众就冒雨
络绎不绝入场，在义工的帮助下
有序落座。不到 11 时，各个大棚
已人山人海，2200 套桌椅整齐排
开，绵延数百米，蔚为壮观。在
中心舞台，艺人们送上贺岁的歌
舞音乐，祝福大家新春快乐，身
体健康。

12 时整，开宴炮声响起。10
道现场制作的佳肴依次上桌，包
括鸡、鸭、海鲜、蔬菜、汤品、
甜品、水果等，都是台湾民间经
典年菜。主办方还贴心地为素食
者准备了35桌素菜。

坐 在 轮 椅 上 的 林 爷 爷 虚 岁
100。他曾经是一位理发师，靠微
薄的收入支持生活所需，如今一
人独居。“义工开车接我来参加尾
牙，我心里好高兴。有这么一个
机会和大家在一起过年，很热
闹，很温暖。”

为了台北这场爱心尾牙，120 名厨师 3 日下午 3
时就提前入场准备，并挑灯彻夜蒸煮；而主办方则
动员近 3000名义工投入服务。据主办方介绍，除台
北场外，台湾各县市也同步举办“寒士尾牙”，共服
务近4万“寒士”。

“寒士尾牙”源于1987年除夕，创办人曹庆当年
号召几位义工妈妈，准备了 30个便当发送给饥寒交
迫的街友，后于 1991年在台北万华旧火车站前骑楼
举办桌宴，开启第一届“街友”尾牙；2012年扩大
邀请清寒单亲妈妈、独居老人等参加，更名为“寒
士吃饱30”尾牙；至今迈入第28个年头，累计办理
近3万桌尾牙，服务“寒士”30万人次。

曹庆在现场说，今年的爱心尾牙得到35996名善
士捐款，金额从1元到950万元新台币不等，大家同
心合力为老、残、穷同胞献上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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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东县东临太平
洋，拥有丰沛的天然
资源。这里的人文资
源也颇具特色，全县
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
是少数民族，有相当
丰富的部落文化。

游客可以在这里
吃海鲜、泡温泉、乘
坐热气球，体验远离
都市喧嚣的“慢生
活”。

图为一对情侣在
台东县池上乡伯朗大
道拍照。

新华社记者
赵颖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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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100元新台币的纸钞翻到背面，你会看到一座宏伟
的中国宫廷建筑，这便是中山楼。也许有人会问，为何
中山楼能如此高规格地印在纸币上？记者带你一探究竟。

雕梁画栋

从台北士林进入阳明山，汽车开始顺着山路曲折盘
旋。当车子驶入相对平坦的山谷，不远处充满中国风的
中山楼便映入眼帘：它依山而建，面向水潭，白墙、绿
瓦、红檐，搭配圆形攒尖顶和歇山顶的屋顶、气派的牌
楼，显得错落有致。

步入大厅，各种传统中华文化的元素更是扑面而
来：过道、大厅、会客室，40 多种不同造型的 400 多盏
宫灯随处可见，圆柱形、八角棱形，木质的、布料的，
画着牡丹、印着梅花的，挂红须、不带红须的，各有各
的古朴典雅；室内的装潢皆以明清两代的风格为主，雕
梁画栋，搭配红木桌椅、茶几、屏风，呈现传统的中国
韵味。

中山楼是当年台湾当局为纪念孙中山诞辰百年而兴
建，由修泽兰女士设计，1965年10月开始建设，在退伍
老兵们的努力下仅用了13个月就建成。同时，它还是目
前世界上唯一建在硫磺坑口上的超大型建筑。它楼高34
米，有一般建筑11层高，却仅分三层，建筑面积逾18万
平方米。它建有一间容纳1800人开会的大礼堂和一间容
纳1500人就餐的大餐厅，神奇的是，大厅中间未用一根
柱子。正因为如此，中山楼在台湾地区的建筑史上有着

重要地位。

阅尽沧桑

不过，比建筑本身更有影响力
的，是中山楼的历史地位：早年
间，中山楼是台湾“国民大会”的
专属会场，见证过诸多重大历史时
刻，还是多任台湾当局领导人就职
及接待贵宾的场所。可以说，当年
能进中山楼开会、用餐的人，都有
一定的权力和社会地位。在两岸军
事对峙、台海形势紧张的年代，中
山楼还作为蒋介石的战时指挥所，楼内会议厅的12层电
动活动看板，当年就曾用于军事地图、简报资料的粘贴
及展示。

但是，随着“国民大会”的“虚级化”和消亡，中
山楼的显赫岁月也走入了历史。由于不再承担政治用
途，中山楼的官方补助变得十分有限，需要自谋出路，
比如开放会议厅、宴会厅的有偿使用，出售宫灯、书籍
等纪念品，售卖门票等等，收支勉强持平。现场导览员
告诉记者，大礼堂的灯只有在给游客介绍时才限时点
亮，否则一年的电费付起来都有些吃力。仔细看看如今
的中山楼，外墙已有些斑驳，牌坊前的配楼更是破损不
堪。由于历经数起强震，中山楼日渐颓倾，馆舍多处漏
水，加上建在硫磺口上，亦有被硫磺气体侵蚀的隐忧。

魅力再现

为了盘活中山楼的历史文化资源、重现它的魅力，
相关主管单位推出“中山楼活化策略”，比如重新规划中
山楼整体视觉设计，征集各界创作中山楼标志及文创商
品，以提升其知名度和美誉度；在台北市政府协助下，
于楼前正门设立公交车站；与周边活动结合，形成和士
林官邸、台北故宫、草山行馆等著名景点连线的带状观
光路线；开办艺术展、借助虚拟视觉等科技手段的故事
展等等。

这些举措的推出，就是希望人们对中山楼的印象不只
是停留在100元新台币背后的图案，而是真正能进入其中，
了解它的前世今生，同时也让中山楼拥有更多的功能。

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 战艳） 香港特区连续24
年获评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美国传统基金会2日发布
年度 《经济自由度指数》 报告时称，香港经济自由
度总分为 90.2 分 （100 分为满分），是唯一一个总分
超90分的经济体。

同时，香港总分较去年增长较大，达0.4分。新
加坡再度排名第二，得分为 88.8，较去年增 0.2 分。
新西兰排名第三，得分为84.2，较去年增0.5分。

在报告列出的 12 项评估因素中，香港在 8 项上
取得了 90分或以上的佳绩，且在财政健康、营商自
由、贸易自由和金融自由方面，获全球最高分。

负责编制此份报告的美国传统基金会一位政策
分析员说，自 1995年开始编制此指数以来，香港便
盘踞榜首，主要原因是，在指数涉及的四大领域：
法治、政府规模、监管效率、市场开放，香港表现
出色。

报告称，作为极具竞争力的金融和商业中心，
香港是全球最具弹性的经济体之一。优质的法律制
度，确保了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对腐败的低容
忍、政府高度透明化，提升了政府廉洁度。高效的
监管和对全球商业的开放，强化了创业氛围。

报告指出，香港与内地在金融与贸易领域的交
流最为活跃。

报告发布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对此表示
欢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声明中说，恪守自由
市场原则向来是香港维持经济繁荣和国际竞争力
的基石。很高兴香港连续 24 年获评全球最自由经
济体，香港对维护自由市场原则的坚持，再次受
到国际肯定。

中山楼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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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山楼外景

连续24年

香港获评全球最自由经济体

台北书展拍卖名家珍本书籍
据新华社台北电（记者喻菲、祁星） 2018台北国

际书展将举行“春风似友珍本古籍拍卖会”，鲁迅、
胡适、张爱玲、周梦蝶、余光中、三岛由纪夫等名
家的限定本、签名本、毛边本、初版本、线装本等
197件珍本古籍将被拍卖。

在近日举行的拍卖会预展上，策展人傅月庵介
绍，此次拍卖已吸引海峡两岸及香港地区的不少古
书玩家参加。拍卖品中的胡适自印覆刻本 《乾隆甲
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尤其引人瞩目。

傅月庵说，1927 年胡适购买到 《乾隆甲戌脂砚
斋重评石头记》 后非常高兴，并且撰写文章，认为
这是当时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版本的《红楼梦》，他称
之为“我的宝贝”。1949年胡适离开北平时，仓促之
中无法带走自己的众多藏书，却只带了这部书到台
湾。1961 年他请台湾的印书厂将此书翻印了 1000
套。这次拍卖的就是他送给朋友的一套。

据介绍，因这套书像初版本，且有胡适毛笔亲
题，外加一封信札，起拍价虽仅 30万元新台币，预
估或将翻倍。

傅月庵介绍，这次拍卖会中最古老的书籍是乾
隆刻本的侯方域《壮悔堂诗文集》，而起拍价最高的
拍品是胡适的两封私人信札，为50万元新台币。

2018台北国际书展将于2月6日至11日举行，其
中珍本古籍拍卖会将于2月10日下午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