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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生文化”为主题的活动
近日在海峡两岸先后登场。第十一
届海峡两岸保生慈济文化旅游节在
厦门刚结束，“2018 保生文化祭”
便在台北大龙峒保安宫庭园举行开
锣式。你来我往的“保生文化”交
流活动为两岸民间交流掀起了一股
热潮，好不热闹！

保生托乡愁，祈愿众安康

保生大帝的原型乃是北宋年间
一位民间医者，本名吴夲，生于福
建。他医术高超、品德高尚，深受
乡民爱戴。去世之后，闽南乡民在
吴夲家乡漳州白礁村为其立祠塑
像，尊为“医神”“吴真人”，后世
朝廷敕封为“大道公”“保生大
帝”。历代帝王多为其追赐封号、
扩建庙宇，保生文化从闽南逐渐传
开，明清之时传到台湾。

位于台南的学甲慈济宫是一座
有着357年历史的古庙，其所供奉的
保生大帝像已有800余年历史。董事
长王文宗向记者介绍，当年郑成功
收复台湾时，民众将神像从福建白
礁慈济宫请出，随军渡海至台南，立
庙祭拜，自此保生文化在台湾落地
生根。清乾隆初期，入垦台北的福建
同安县先民因水土不服、疾病丛生，
专门返回家乡从白礁慈济宫请来一
尊保生大帝像，于大龙峒地区立庙，
便是今日台北大龙峒保安宫。

王文宗说，早期台湾自然条件
恶劣，瘴气四起，从福建渡海来台
垦荒的先民既遭瘟疫疾病之害，又
要忍思乡之苦，保生大帝便成了他
们在困难环境中的精神寄托。

如今，台湾各地民众仍然年年
要举行各类保生文化祭祀活动，既
是祈愿健康平安，也是感念从大陆
来的先民们为台湾早期开发作出的
巨大贡献。

美德昭后世，文化代代传

保生大帝以医德医术为后世景

仰，被视为中医在台湾的象征。庙
宇里常有供信众占卜的掷签，台湾
各地保生大帝庙里的签却有不少是
药签。药签分得很细，如“小儿
科”“眼科”“妇科”等，处方内容
多是中药材，科普了中医知识，传
播了中华文化。台北大龙峒保安宫
董事长廖武治介绍，保安宫每年举
行的“保生文化祭”系列活动中，
一项重头戏便是中医义诊、中医讲
座、中医文物，今年还将着重表扬
优秀基层医疗工作者以及对医学教
育和科研有重大贡献的机构。

作为台湾历史最悠久的民间信
仰之一，保生大帝祭祀活动还承载
了大量闽南地区传统习俗，如“放
火狮”“布袋戏”“过火”。台北

“保生文化祭”热闹约两月，除了
有传统的祭祀仪式、传统习俗展
演，还包括古建筑导览和文物展，
更是一场传统文化嘉年华。

两岸同根源，民众心相连

当年福建来台开垦的乡民将保
生文化带到了台湾，也为两岸民间
交流搭起了一座稳固的桥梁。2009
年，由两岸联合制作的电视剧 《神

医大道公》首次获得两岸官方正式
许可，成为首部赴台取景的大陆电
视剧，开创了两岸电视剧合作领域
的多个第一。

保生文化交流，把两岸民众的
心拉得更近。刚从厦门归来的台南
学甲慈济宫曾老先生激动难掩，
他终于能够亲自到漳州白礁慈济
宫和厦门青礁慈济宫祭拜了。两
宫 分 别 建 于 吴 夲 出 生 地 和 炼 丹
处，同为台湾信众祖庙。曾老先生
虽是首次到厦门，却早与大陆信众
结下了深厚的同胞情意。他依然清
晰记得，2010年青礁慈济宫保生大
帝像首赴台湾时，所到之处莫不人
潮涌动。

每年农历三月十一，台南学甲
慈济宫都要举行“上白礁”谒祖绕
境祭典。“上白礁”，就是“回到白
礁”。清朝时期，民众每年都会返
回泉州白礁慈济宫谒祖，日据以后
两岸往来不便，逐渐改为在学甲将
军溪畔举办祭典，延续至今。“将
军溪畔，是早年福建先民登陆来台
的地方。我们在此遥祭大陆祖庙，
是盼后人饮水思源，不要忘本。”
王文宗说。

保生文化连两岸民心
本报记者 冯学知

保生文化连两岸民心
本报记者 冯学知

全球移动支付市场规模 2019 年预
计将突破 1 万亿美元。在巨大商机面
前，各方都摩拳擦掌。具体到台湾，
自从去年苹果、三星和谷歌 3 大手机
支付系统登台以来，移动支付议题越
来越夯。

事实上，在台湾移动支付工具尚
未问世之前，大陆两大移动支付巨头
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便先后登岛，引发
不小反响。如今岛内有多达 6 家移动
支付机构，加上来自境外的连我支付

（LINE Pay） 加入战局，台湾市场正
掀起一波“支付大战”！

八仙过海 奋勇争先

根据台湾“金融监督管理委员
会”（“金管会”） 统计，其中，台湾
移动支付专营共有 6 家，包含国际
连、智付宝、欧付宝、橘子支、台湾
Pay以及街口支付，由银行兼营的电子
支付则有25家。

算上来自境外和大陆的竞争，僧多
粥少，“春秋战国”式的“支付大战”一触
即发。今年农历年节期间，台湾移动支
付平台上异常热闹。为了抢夺市占
率，欧付宝、台湾Pay等支付业者，不
约而同以抢红包来吸引消费者目光。

社交媒体连我则挟社群优势创建
LINE Pay，未来更将与台湾一卡通合
作，推出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小额付
费、账单付费，甚至汇款转账服务，
为支付界投下震撼弹。台湾大车队 4
月起全面提供LINE Pay支付功能。车
队整合营销处协理王嘉庆表示，7年前
至今，全台已累积 3000万笔非现金付
款方式搭台湾大车队出租车，从去年7
月以来，更从13％提升至20％。

2015年才成立的街口支付，一推出
就疯狂撒钱圈地，一举打响品牌知名度，
至今所累积的 APP下载量达 100万次，
而每月交易量自 1.9 万笔暴增至今年 2
月的 320万笔。其掌门人胡亦嘉毫不讳
言，就是要“剑指台湾行动支付龙头”。

形成共识 迎头追赶

大陆微信支付与支付宝盛行，成

为全球“无现金社会”的领头羊，让
台湾很眼热。台北市长柯文哲先前参
访上海，体验无现金消费环境后，一
再表达很深的焦虑感。

问题是，台湾能否迎头赶上？台
湾“行政院长”赖清德宣示，将建立
友善的移动支付环境，期望 2025年移
动支付普及率提高至九成。柯文哲的
忧虑以及赖清德的乐观，凸显台湾社
会对移动支付的复杂情绪。但无论如
何，共识已经形成。

“在台湾，大家都说用现金交易就
很方便，但我觉得趋势已经显示，未
来一定是往行动支付走。”胡亦嘉2006
年前往大陆昆山经商，跟阿里巴巴、
京东商城打交道。

在大陆经商的那几年，胡亦嘉观
察到，支付宝等移动支付发展太快、
太方便，他们手机跟银行账户端绑一
起，买东西直接扣款，省去跨行手续
费的问题。“反观台湾，大家太习惯用
信用卡，但信用卡不能转账、规范也
多，这样金流下不来，自然没办法像
对岸行动支付发展得那么顺，不过，
这就是台湾有发展性的地方。”

于是胡亦嘉毅然回台，加入移动
支付“战火”中。按照胡亦嘉的规
划，街口支付将朝支付宝模式走，以
APP 把叫车、送餐、缴水电及停车费
等服务纳入其中，紧扣民众生活需求。

倾力支持 欲速不达

台当局对移动支付的态度，也有
一个比较大的转变过程。在防弊重于
兴利思维影响下，台湾第一部专法

“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直到 2015
年 5月才“千呼万唤始出来”。其后监
管部门进一步简化了流程为产业松
绑，境外支付机构获得准入，各类移
动支付工具纷纷问世。

由于一开始就落后大陆等岛外社
会，当局有关部门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相关政策支持一下子就多起来。
比如“金管会”宣布自 4 月中下旬
起，开放民众可以用街口支付等电子
支付账户，购买岛内货币型基金，出
招打造“台版余额宝”。

“金管会”还制定了“电子化支付
五年倍增计划”，而台 8家公股银行为
响应政策，近来积极推广台湾Pay。台
湾 Pay 是当局着力打造的台湾本土品
牌，但成绩始终不如预期，甚至被讥

“遭 Apple 等 3 大 Pay 打趴”。心急之
下，有关部门就为其开小灶。银行业
者透露，去年缴纳地价税时，“财政
部”就首度要求公股银行每家台湾Pay
缴纳笔数需达 1.25 万笔，但仅 4 家达
标。今年 4 月缴纳牌照税，目标加倍
至2.5万笔，公股银行为此给员工订下
绩效指标。但有“立委”爆料，彰化
银行的行员为达标，收取客户的牌照
税款项后，再用自己开通的台湾Pay私
下代缴，比例高达六成。

如此离政策初衷相差甚远。台湾
拍付国际咨询股份有限公司营运长韩
昆举指出，光是改变用户消费习惯，
形成比较成熟的移动支付环境就至少
需要 5 年。欲速则不达，尊重商业发
展规律很重要。

愿景明确 考量更深

最近几年，台当局对移动支付越来
越重视，年年以“行动支付元年”炒热议
题。台“行政院长”赖清德最新又喊
出“2018 行动支付元年”的口号，要
力拼 2020 年移动支付普及率达六成、
2025年达九成，实现“无现金社会”。

台当局之所以着急短期内改变台
湾消费者的支付习惯，积极扶持本土
品牌，还有更深的考量。如果本地的
支付服务品牌胜出，可以确保台湾在
移动支付金融体系的自主权。在手机
新经济的全球浪潮下，如果台湾不能
自己发展出这一“新兴产业”，由岛外
支付品牌主导岛内市场，未来台湾人
日常生活的小额支付行为，还有牵连
甚广的跨境电商规模，可能会被“整
碗捧去”。

再说，移动支付背后是更大的数
字金融产业市场。从 ICO、区块链到
P2P 都成了最夯趋势，对台湾的诱惑
不小。台湾KNOWING新闻总编辑杨
方儒认为，如果台湾以数字金融产业
市场的“抢头香”开放来吸引人才资
金，再跨境去赚别地的钱，就能进一
步拉抬台湾就业率与 GDP。这一波新
兴金融体系的崛起，对台湾是挑战更
是机会。抓到的话，台湾就能为过去
失败的“亚太金融中心”政策雪耻。

台湾上上下下以岛外包括大陆业
界为榜样，奋起直追的心态一览无
遗。问题是如今大陆金融创新已经走
在台湾前面，要奋起直追已经很不容
易，再弯道超车似乎更是难上加难。
但愿提出明确愿景的主政者勿食言而
肥，除了口头上的别样“务实”，在发
展金融产业方面也是务实且有方的。

（本报台北5月3日电）

台湾“支付大战”硝烟弥漫
本报记者 任成琦

第十一届海峡两岸保生慈济文化旅游节近日在厦门举行，图为
开幕式上的锣鼓表演。 资料图片

本报香港5月3日电 （记者张
庆波） 为提升内地农村教育水平、
缩小城乡教育差距，香港岭南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院长魏向东教授日前
发起了一项名为“大学生在线支教
计划”的活动。该活动由田家炳基
金会资助，通过在岭南大学搭建网

络课堂，组织招募岭南大学学生参
与支教，为内地偏远农村地区提供
远距离教学。

据 悉 ，“ 大 学 生 在 线 支 教 计
划”目前已联系确定湖南、江西等
贫困地区89所农村学校作为支教对
象，4 月份以来，30 多名岭南大学

学生义工已为其中 6 所学校提供了
超过30堂的在线支教课。

项目发起人魏向东教授表示，该
计划本学期的支教课程主要是音乐
及美术课。日后还会开发一套体现岭
南大学教育优势、适合内地农村地区
学生学习的文化修养课。支教的地域
范围也将陆续扩大至广东、广西等
地，并计划带大学生到中国农村实地
考察，进行相关教育交流活动。

新华社香港5月3日电 （记者
丁梓懿） 香港邮政3日宣布，将于本
月8日发行一套以“香港消防处一百
五十周年”为题的纪念邮票及相关集
邮品。这套邮票中加入了增强现实

（AR）技术，为人们带来互动体验。
香港邮政高级经理李振宇当天

介绍了邮品的设计特色和销售详

情。李振宇表示，香港特区政府消
防处成立于1868年，一向致力于保
障市民生命和财产免受火灾等灾难
侵害。今年正值消防处成立 150 周
年，香港邮政特发行这套邮票，以
展示该处于不同年代在灭火、通讯
及救护服务三大范畴所使用的车
辆，反映150年来的发展变化。

这套六枚纪念邮票色彩鲜艳，
以金、银、红色为主。邮票内容分
别为上世纪50年代的大楼梯车、第
一代流动指挥车、上世纪80年代的
救护车、现役泵车、现役流动指挥
车和现役救护车。

值得一提的是，这套邮票中加入
了 AR 技术，增强互动性和趣味性。
利用“香港邮政邮票”手机软件扫描
邮票，便可看到邮票中车辆的3D立
体模型，还可从不同角度细看模型。

新华社香港5月2日电（记者周雪婷） 香港特区区域法院
2 日再裁定 10 名参与旺角暴乱的人员构成暴动罪及刑事毁坏
罪等罪行，其中9人被裁定暴动罪等罪行，1人被裁定刑事毁
坏罪。区域法院将于23日对这10名被告判刑。

旺角暴乱期间，有 11 人在旺角弥敦道围攻警务人员及警
车，共造成数十名警员受伤及一辆警车损毁。事后，特区政府律
政司对上述参与暴乱人员提起诉讼，控告他们参与非法集结，
破坏社会安宁，构成暴动罪等罪行。此案是香港特区区域法院
审理的旺角暴乱系列案件中，涉及人数最多、范围最广的一宗。

该案于 2017 年 6 月开审，11 名涉案被告分别被控暴动、
袭警及刑事毁坏等罪名。其中 1 名被告开庭审理后承认暴动
罪，9名被告不认罪，另有1人在提讯期间潜逃。

区域法院公布的判词表示，暴乱当晚有数十至超过一百
人走向警方防线，集体作出威吓行为。有数十人向警方掷砖
头等杂物，而且没有理会警方要求他们停手的信号。可见被
告是蓄意破坏社会安宁，促使暴乱发生及持续，因此确定各
被告都有实质参与暴乱。

2016年2月8日晚至9日凌晨，数百名暴徒与警方爆发严重
冲突，造成100多人受伤，其中大部分是警务人员。香港警方在
旺角暴乱后拘捕超过90人，特区政府律政司陆续对参与暴乱人
员提起诉讼。此前，多名旺角暴乱参与者被定罪及判监。2017
年3月，区域法院判处3名人员暴动罪成立，判处3年监禁；2017
年8月，区域法院判处2名人员监禁3年、1名入教导所；2018
年4月，区域法院判处1人暴动罪成立，监禁2年10个月。

10名旺角暴乱参与者被定罪

香港邮票融入 AR 技术

香港岭南大学鼓励学生在线支教

新华社香港5月3日电（记者周雪婷）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 3 日在立法会表示，自去年 10 月发布施政报告至
今，特区政府已落实了报告中提出的33项措施，约85％正按
计划推动。下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推动立法会通过“一
地两检”条例草案。

林郑月娥当日在立法会出席行政长官问答会，向立法会
议员介绍施政报告政策的落实进度并简短回答议员提问。她
还递交5500字的书面材料，从良好管治、多元经济、改善民
生、培育人才等多方面介绍政策落实进度。

林郑月娥表示，特区立法会在本立法年度已通过了18项
法案，并正审议12项法案。特区政府仍有不少工作急需议员
支持，重中之重是尽早通过 《广深港高铁 （一地两检） 条例
草案》，以配合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今年9月通车的目标。

她说，香港不可以再“食老本”和“等运到”，而是需要
巩固提升优势产业，开拓新经济，增强对外联系，用好“一
国两制”及中央对香港的支持这个独特优势。“香港社会不应
该、也不可以再内耗，争议不断，裹足不前。”

林郑月娥表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不但不会弱化“一
国两制”或者香港自身的独特制度，反而可以确保香港在

“一国两制”下保持长期的繁荣和稳定。
她表示，立法会议员作为特区政治体制中重要一环，对

于违宪、违法、破坏“一国两制”的言论行为必须立场鲜
明。她希望立法会议员继续以务实包容的态度议事论事，为
市民谋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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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上市新规4月30日开始生效。小米集团5月3日正式以“同股不同权”公司身份向港交所提交
IPO （首次公开募股） 申请文件，中信里昂证券、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为联席保荐人。图为5月3日，顾客
在位于香港铜锣湾的“小米之家”选购小米产品。 新华社记者 李 鹏摄

港交所新规吸引内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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