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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热词

说香港

人物志人物志

助 日 代 表

一年一度的香港美食博览8月16日至20日在港举
办。一如既往，博览会主打美食之“多”与“精”。为
期5天的展览汇聚23个国家的1560个参展商，数千种
来自世界各地的高品质食品，吸引大批老饕和游客前
来“抢鲜”。

好吃不贵

为推高人气，第二十九届香港美食博览首日按惯
例推出“1蚊 （广东话，1元） 优惠”活动，许多价格
不菲的食品以 1元 （港币，下同） 价格出售。16日 10
时许，香港会展中心的美食博览刚一开放，现场大批

“爱吃一族”就手持购物清单、推着手推车一拥而入，
冲向自己心仪的食品。

香港安记海味今年推出“一蚊皇鲍车”游戏，首
10位入场者划分为两组比赛。结果年近七旬的陈婆婆
与4名“队友”胜出，1元捧走26盒鲍鱼礼盒，以每盒
零售价300多元计，总值至少7800元。败方5人则获得
12盒鲍鱼礼盒。陈婆婆对媒体表示，去年参赛战绩欠
理想，今年再接再厉，“虽然通宵排队两晚很辛苦，但
十分值得”。

其他美食也比市场上便宜许多。日本蔬果进口商
“味珍味”助理总经理崔耀昌说，青森县蜜瓜场内每个
售约90元，较市价150元“平一截”。福冈县菇类20元
3包，性价比很高。连续六七年入场搜罗水果的市民郭
先生说，入场一小时买满一车战利品，包括 6 箱白
桃，与油麻地市场的白桃相比，每个省了18元。

美食荟萃

除了价格优惠，香港美食博览主打的还是高品质
特色食品。本来跑遍世界才能吃到的道地美食，现在
可以“一网打尽”，对老饕来说简直是梦想成真。

网友例举现场特色美食，如香港长洲大鱼蛋，“Q
弹爽口，每一个都有拳头大小，还有 7 种酱汁任选”；
日本黄油帆立贝，“大个的新鲜帆立贝只需要用黄油一
煎就会冒出扑鼻的香气”；韩国鲷鱼烧雪糕，“外脆里嫩
的鲷鱼脆皮里包着低脂奶酪雪糕，酸酸甜甜的”；日本
A5和牛，“牛肉中的极品，雪花状的脂肪稍稍煎过便甘
香四溢，入口即化”；伊朗鲟龙鱼鱼子酱，“传说中世界
上最名贵的鱼子酱之一，简直就是黑色黄金，每一粒圆

润饱满的鱼子吃到嘴里都感觉味蕾要爆炸”。
专售日本酒、红酒的合兴隆有限公司总监连家强

对媒体表示，“港人愈来愈识拣，要求的品质愈来愈
高”，单以日本烧酒为例，美国是最大数量的出口地，
香港是最高销售金额的出口地，代表港人都很愿意为
高品质产品花钱。

与美食博览一起举办的还有国际茶展、美与健生
活博览、家电家品博览，香港贸发局 20 日晚表示，4
个展览共吸引 151 万人次入场参观，打破历年纪录，
其中美食博览贸易馆吸引了超 2.1万名专业买家入场，
较去年升3.5%。

借船出海

内地多个省市也赴港参展，为博览会贡献了风味
独特的南北美食。青海省有60家企业参展，展销商品
涵盖蜂产品、枸杞、牛羊肉制品、乳制品等9大类400
余种高原名优特色产品。四川省的眉山综合形象馆里
有近百种川味食品，包括方便火锅，四川泡菜，小包

装东坡扣肉、东坡肘子等。湖南馆则主推湖南红茶、
安化黑茶、湖南茶油系列产品和南县小龙虾、老蔡牛
肉、果秀食品等数十种特色农产品，湘味浓浓。

内地美食正通过香港美食博览走向世界。青海杞
九庄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耿万益介绍，这是他
们第三次参加香港美食博览，香港是走向国际市场的
平台和通道，公司现在已与泰国、新加坡等国家的代
理商取得联系，并将于明年 4 月在马来西亚率先试水
海外市场。

“这些泡菜咬起来很脆，还有酸甜辣三个层次的味
道。”活动现场，来自伊朗阿巴斯港商会的阿布杜马吉
德萨巴吉接连品尝了好几个品种的“东坡泡菜”，直
呼：“很爽口很好吃。”四川省吉香居食品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窦成良说，为了适应国际消费市场的需求，
2018年以来，该公司特别推出了多个口味的泡菜。

博览会上，内地企业与港企签了多个大单。如青
海和香港两地企业签约 9 个项目，金额约 8 亿元人民
币。湖北宇祥畜禽有限公司与香港公司签订蛋品采购
协议，订购金额高达1.3亿元港币。

香港举行美食博览

内地美食借船出海内地美食借船出海
本报记者 王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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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港澳台居民居住
证申领发放办法》，9月1日将正式实施。这一
利好消息甫一公布，即引起热烈反响。看似普
通的居住证，却承载着深刻的意义，凝聚着深
挚的情感，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一最新举措，是中央着眼保持港澳长期繁荣
稳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
一项以人为本、为民谋利的重要制度性安排，充分体现
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港澳台同胞的真诚关
怀。

——持证的港澳台居民可在居住地享受劳动就业、
参加社会保险、依法缴存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等3项
权利，义务教育、就业、卫生、文化体育等6项基本公
共服务，以及涉及诸多方面的9项便利。居住证采用居
民身份证技术标准制作，具备视读与机读两种功能，确
保在公共服务系统用于识读身份证的所有终端和设备都
能快捷识读。

——这项实实在在增进港澳台居民福祉的便利化、
人性化措施，抓住了港澳台同胞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
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在港澳台工作上的具体
体现。

——推出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就是贯彻落实十九大
精神的重要举措，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支持港澳台同胞共享国家发展机遇的决心诚心。

——取消就业证与发放居住证，这“一减一增”耐
人寻味、意涵深刻。这些政策措施都切中肯綮，且细致
入微。从长远看，这些政策举措为港澳台同胞在内地

（大陆） 发展筑梦创造更加优越的条件和环境，有助于
港澳同胞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台湾同胞在参与两岸经
济社会融合发展中大展宏图、大有作为。

小证件寓真情
新华社评论员

声 音

“企业家和生意人不一样。生意人的主要目的就
是赚钱，但企业家是有愿景、有使命感的。”陈立恒投
身文创的初心愿景，就是打破欧洲人称霸高端瓷器市
场的局面，让华人品牌重回聚光灯下，赢得世界尊
重。如今，法蓝瓷营业额已经跻身全球第四，风头胜
过不少欧洲百年老店。

一腔情怀，重现民族荣光

如果以生意人的标准，陈立恒早就成功了。上世
纪80年代起，趁着台湾经济腾飞的东风，陈立恒在国
际礼品行业折腾出一番成就。当时，光是做一只树脂
的小熊饰品，10 年间在全球卖出 1 亿件，一条产品线
就赚进1亿美元。

但为外国工厂做代工，终究不是首选。虽是迪
士尼、华纳兄弟等大企业的合作伙伴，多年在国外
跑业务，一张华人面孔却使他受过不少委屈。陈立
恒渴望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肯定。怎么办？不如自己
来做品牌吧！

说干就干。2001 年陈立恒创立法蓝瓷，口号是
“china is China ，from China back to China（让瓷器
的荣光回归中华） ”。靠着代工时期积累的资源和人
脉，以及对西方人审美喜好的熟稔，法蓝瓷市场打开非
常快。“2002年我们的蝶舞系列在‘纽约礼品展’荣获

‘最佳礼品收藏奖’，打败了施华洛世奇。2004年获得英国
‘最佳陶瓷礼品’奖，2006年又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章’……”国际大奖名单很长，很
多奖项都是首次被华人品牌斩获。

通过18年的耕耘，法蓝瓷在全球66个国家有大大

小小五六千个销售点。“台湾有 5位设计师，大陆有 4
位，国外有 4 位。为什么要国际参与？因为我们一定
要成为国际品牌。”陈立恒说，他们还在向前挑战，争
取更上一层楼。

困境之中，转身闯荡大陆

2008 年金融危机袭卷全球，欧洲市场为了自保，
向中国陶瓷企业增课 46%的反倾销税，美国市场也很
不景气，这让陈立恒太难受了。“所以我们转到了大
陆。还好有大陆这个市场。”

陈立恒是最早“登陆”的那批台商，1989年就在
厦门和深圳设了两个工厂，主要做代工。法蓝瓷成立
后不久，他又把生产基地转到景德镇。“最初印象其
实并不怎么样，当时景德镇烧瓷用的还是焦煤，到处
烟囱冒烟，乌漆嘛黑，我心想来这儿就算赚了钱也赔
了命。”

可是大陆改变很快。景德镇的焦煤换成了天然气，
旧公路换成高速、高铁、机场，人们从口袋瘪瘪到钱包
鼓鼓，陈立恒在这里看到了生机和潜力，决心扎根发
展。2005年法蓝瓷开始在大陆做内销，不断扩张至直营
实体店100多家，网店估计年底开张。“现在大陆市场
已经超过海外市场份额。”

“‘一带一路’是台商的新机会。”陈立恒去年底
开始和宁夏智慧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作，把法蓝瓷
的陶瓷文创产品推到阿联酋等“一带一路”沿线中东
国家，在浙江义乌、广西、贵州也都有合作计划，甚
至打算进军东盟。

创意不竭，人生没有局限

法蓝瓷的产品，有人形容为“经典而不失时尚，创
新而又韵味十足”。花鸟虫兽、山川原野、凡夫神灵、
古画今事皆可入作，用色丰富大胆，线条流畅雅致。这
样的突破，源自陈立恒从不设限的开放与创意。

陈立恒年轻时酷爱音乐，也玩美术，有一身艺术细
胞。对美的东西，他有着自己的理解。“文化是岁月才情
的有机生长，日积月累，然后开花结果。”他将故宫典藏
的艺术精品进行二次设计，挖掘其中的意义和价值，做出来
的产品不但有传承，还有创新。“我们甚至还用陶瓷做了
一套产品，来诠释红楼梦中的故事。”

17 年前，陈立恒花 100 万美元买回一台 3D 打印

机，摸索、试错、再摸索，研发出栩栩如生的迷你微
雕陶瓷艺品。后来他又花 200 万美元买回防弹玻璃工
艺，玩起植入工艺品。“我喜欢永恒的作品，这些材料
埋到土里都可以千年不变，尤其适合爱情故事。”

“当你在扎扎实实打造有自我理念和文化内涵的产
品的时候，这些美的东西，其实它们自己就会说话，或
是给你带来祝福，或是告诉你生活的美好。陶瓷虽然是
哑巴，可是它其中的寓意或是背后的故事，能给人生带
来前行的正能量。”陈立恒说。

两岸合作，年轻人请接棒

在问及他成功的秘诀时，陈立恒也大方吐露。“我
很乐意把我们怎么成功，怎么失败，走过的路是怎么
样的，告诉后面的年轻人。”

陈立恒认为，现在年轻人的问题是眼界不够宽阔。
“学校教的东西太狭隘了，比如你是学设计的，老师可能
一天到晚讲的都是设计，没讲到市场调查、营销、售后
服务等，而懂市场很重要。”

文创公司卖的是创意，需要常常去接触新的东西。
“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宗教……要习惯于被挑
战。”他现场给记者出起了考题：“怎么设计一款手表，
把它卖给‘一带一路’国家伊斯兰教信徒？他一天要朝
拜5次，那你在手表上帮他设5次闹钟。你还可以加一
个指南针，指示麦加的方向。”

如今大陆的惠台政策越来越吸引年轻人。陈立恒
鼓励他们到大陆闯荡，还给他们提出一些建议。“首先
要打开心扉，快速融入，结交当地朋友。其次，要懂
得作出贡献，让别人看到你的才华，这个时候不要怕
吃亏。第三，要不断学习和积累，积累财富、积累人
脉、积累创意。沉得住气，才有可能出得了头。”

（本报台北8月24日电）

如果你见过法蓝瓷，一定会惊叹于这些精美的艺术品。这个才创立17年的年轻陶瓷品牌，不仅备受民众喜爱，连见多识广的国
际名人政要也格外钟情，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网球选手纳达尔都有收藏。品牌的成功秘诀何在？记者近日走访台湾知名文创公司法
蓝瓷的台北总部，专访总裁陈立恒，听他讲述几十年的文创人生路。

“美的东西自己会说话”
本报记者 汪灵犀 文/图

陈立恒在接受采访

法
蓝
瓷
作
品

台“驻日代表”谢长廷近日在脸书发文，中日文
并列，批判台湾的“中国政党”在台南市主导设置慰
安妇铜像，其用意在破坏台日关系。台湾网友就此讽
刺：“助日代表”又出场了。

全台湾首座慰安妇铜像 8 月 14 日在台南市揭幕，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出席揭幕仪式，公开呼吁日
本政府正式道歉。16 日，“日本台湾交流协会驻台代
表”沼田干夫紧急联络请见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希望

“妥善处理”慰安妇铜像，吴敦义当场回绝：不可能！
而民进党当局则赶忙对日本解释，树立慰安妇铜

像“为民间团体的自发行动”，第一时间撇清关系。岛
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为了逢迎日本，竟对台湾妇
女当年遭受日军凌辱的历史选择性无视。

谢长廷更进一步，称国民党为“中国政党”，不
仅是替日本人修理国民党，更暗藏“一边一国”潜台
词。此前，谢长廷还曾鼓励台湾民众食用日本核灾食
品，要求台湾开放此类食品进口。

如此媚日成性、吃里扒外的“驻日代表”，确实该
改名为“助日代表”。

花莲稻田美如画
位于台湾花莲县丰滨乡海边的稻田景色秀美，稻

田与海水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