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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用粤语跟她说话，
表达对她的尊重”

高明是前年从陕西来的香港。不
善言辞的他，说起学粤语，话明显多
了起来。

“正想铆足劲学呢，办里开了培训
班，急我所急啊。”他说，关于学粤
语，自己有故事要讲。

高明在中联办财务岗位工作，负
责管理赈灾专户。上半年的一天，一
名 60多岁的香港市民过来，问询如何
捐款的事，接待的人正是他。

“老人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想给
国家尽点力。”老人的普通话说得一
般，但每一句高明都记得很清楚。“她
还说，香港回归祖国前，本地发生过

‘移民潮’，但她自己从未想过，觉得
完全没必要。”

第一次见面，老人就拿出了 200
万港元，并表示明年还要继续捐。更
让高明感动的是，老人竟提出自己百
年后，遗产会留一部分给国家。“我们
聊的时候，老人还不停地说‘麻烦’
我们了。”

高明说，老人没有留下名字。中
秋节前，办里准备去看看老人。但她
表示自己租住在九龙一间 28平方米的
公寓里，不方便，婉言推辞了。

“我本来是想，自己已经学习了几
个 月 粤 语 ， 可 以 和 她 更 好 ‘ 倾 偈 ’
了。”高明觉得，老人普通话说得也吃
力，如果自己能用粤语和她说话，即
便是简单的，也会让老人更感亲切。

“我们没什么可以表示的，这样也算表
达我们对她的尊重吧。”

对这事，高明很期待，并一直为此
作准备。学粤语期间，他特别留意一些
数字的发音，做了反复练习。“7.08亿港
元，这是汶川地震灾区收到香港赈灾捐
款的数字；1.39 亿港元，这是青海玉树
地震收到的香港善款；35 亿港元，这是
中联办赈灾账户自 1991年设立以来累
计收到的香港捐款额。”

高明说，等明年他再见到老人，
他会用粤语把这些情况介绍给老人，
告诉她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像她一样
有爱心和家国情怀的市民，国家和香
港才会越来越好。

“他们学普通话那么卖
力，感染了我”

赵振国说自己属于“笨鸟先飞”
的。办里没组织粤语培训前，他就自
费花了 4200港元到香港大学报了二期
学习班。“不学不行啊！既然派驻香
港，就得融进去，语言是‘敲门砖’。”

赵振国讲了自己的一件尴尬事。
去年 9 月，他才刚到香港，有一次参
加活动和市民交流，大家都用粤语，
他说不出，也听不懂，同去的领导倒
成了他的翻译。

“领导说得这么溜，还为我‘服务’，
蛮难为情的，也耽误事。”赵振国说，这
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另一次活动让大家
上台合影，他坐在那里等了半天都没有
听到自己的名字，原来司仪早叫过了，
只是他“唔识听”（听不懂）。“所以我就

在学习粤语上‘抢跑’了。”
最让赵振国受“刺激”的，还是与他

的工作有关。他负责联系青年工作，常
年要服务香港青年赴内地考察、交流。
他总是发现其中很多人普通话说得很
好。对比之下，他“压力山大”。

“香港青年都这么努力学习普通
话，我们在这里工作，有理由不学
吗？”赵振国认识一个香港青年，说话
有“儿化音”，带着“北京腔”，让他
很意外。作为北京人，他便好奇地问
了问，才知道这个青年为了到内地更
好学习，此前特意在网上下载了视
频，跟着练了好久。

“王志民主任说要与香港社会‘行
埋一齐’（走在一起）‘坐埋一齐’（坐在
一起）‘倾埋一齐’（聊到一起），现在每
年有70000多名香港青年到内地学习交
流，我们如果不懂点粤语，怎么能服务
好他们，和他们做到‘一齐’呢？”

“真正理解他们，才能听
到市民的心声”

“猴赛雷！”（犀利啊） “好叻！”
（好棒） 听到下面的香港同胞夸赞自
己，尤斌心里“爽爽的”。

9 月 23 日，铜锣湾协进会举行国
庆 69 周年活动，他受邀到台上致辞，
第一次全程用粤语完成。“几个月前还
不敢想象啊。”尤斌说，在香港又迈出
了“一小步”，前进了“一大步”。

作为中联办港岛工作部的一员，
尤斌常年在地区工作，免不了要和本
地市民打交道。“我们的一项职能就是

联系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增进内地与
香港之间的交往。反映香港居民对内
地的意见，语言不通是‘大缺陷’。”

为贴近香港社会，服务基层市
民，提供更好服务，中联办对地区工
作部员工的要求有点高，会粤语就是
其中一项。尤斌刚从机关部门下去的
时候，心里还“有点怵”。“我告诉自
己，你这个上海人得加把劲了。”

这两年，他没事听广播，有空哼
唱粤语歌，也下了番工夫。这次办里
组织培训，班次分为入门、基础和进
阶，他凭着自己“少少”的功底，被
划到了“进阶班”。

“学粤语对我们是现实要求。”尤
斌说，市民反映对内地的意见建议，
本来人家就不好意思说，要是有语言
障碍，心里又隔了一层；对他们来
说，如果不会粤语，理解起来也未必
完全、透彻。“必须要掌握。”

他是有体会的。自从学了粤语，
再和市民聊天，气氛明显活跃了，话
题也多了。“东拉西扯中，大家都很放
松，讨论问题已更具体和深入。”

“我们一批批人都在努力融进这
里，走到他们心里去。”尤斌说，正是
因为真诚倾听市民诉求，排除各种交
流障碍，才为两地深化合作交流、中
央持续出台惠港便民政策打下了基
础。“最近国务院印发的《港澳台居民
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就是听取各界
意见建议的一个成果。”

中央表示，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
工作和生活的政策措施还会陆续有
来。和尤斌一样的中联办人，也是这
些政策措施的“促成者”，他们学粤
语、讲粤语，桩桩小事都透着用心。

“蛮感动的。”香港管理学院负责此
次中联办员工粤语培训的执行工作，据
其负责人于克凌介绍，培训班都安排在
晚上，有的还离中联办大楼很远，但学
员的出勤率很高，课堂学习气氛浓厚。

于克凌透露了另一件事。超强台
风“山竹”袭港后，有的海滩、社区
多断树残枝。中联办粤语培训班的学
员还组织了一个主题活动，到港岛杏
花邨和新界银线湾清理风灾造成的垃
圾。“他们说借此练练口语。叻！”

（本报香港10月21日电）

香港中联办员工掀起学粤语热

话与话相投 心与心相近
本报记者 张庆波

台湾歌手林宥嘉近
日在台北举办记者会，
宣布其全新世界巡回演
唱会“idol”（偶像），将
于 12月 29日、30日在台
北小巨蛋率先登场。记
者会现场邀请8名扮演不
同职业身份的小朋友同
台，寓意人人皆可为偶
像，平凡中蕴含不凡的
力量。

图为林宥嘉与小朋
友互动留影。

本报记者
张 盼摄

最近，一则新闻在台湾引发社会热议。
位于台中市的中兴大学9月底公开征招3名

“临床兽医学”“不支薪”“不占缺”讲师，被外
界称为“0元教师”。舆论一片哗然后，近日又
曝出中兴大学校长事后表示为避免社会不
安要给教师支薪，但“可商讨是否要回捐给
学校进行运用”。言外之意，老师还是要义务
工作。

中兴大学当然成为众矢之的，更令人讶
异的是，一所高校开出这么匪夷所思的要求
能招到人？据报道，中兴大学并非第一次征
聘“0 元教师”，此前该校景观与游憩学就这
么征招过，而且招聘门槛不低，比如此次兽
医讲师申请条件须有硕士学历、曾担任教学
研究或临床工作两年以上等。台湾教师的就
业环境由此可见一斑。

不可讳言，台湾高等院校数量严重过
剩，不少高校招生不足，财务捉襟见肘，唯有
不断压缩各项开支度困。不仅高教界就业环
境差，其他行业也有类似问题。台湾草根影
响力文教基金会近日发布民调显示，六成受
访者认为，与大陆相比，台湾提供的就业发
展机会不足，青年创业发展机会不足的比率
更高。这一结果并不意外，困扰台湾多年的
低薪问题便是表象之一。因为发展空间有
限，没有其他选择，劳动者只能长期忍受低
薪。而今中兴大学更低至“0元”，最该质疑的
不是中兴大学校长，而是台湾的就业环境何
以至此？

经济增长乏力、企业竞争力不足，台湾
就业环境差背后原因很多。大陆本着“两岸
一家亲”的理念，今年2月底发布“31条惠台
措施”，为台资企业、台湾同胞到大陆发展、
工作提供与大陆企业和同胞同等待遇。这些
措施无一例外都在努力为台湾同胞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几个月
来，一边是大陆各省市陆续推出多项落实措施，一边却是台湾
民进党当局不断阻挠，通过各种方式攻击“31条惠台措施”。

尽管两岸没有语言、习俗障碍，离开家乡、出外谋生仍有环
境适应问题。大陆方面上个月推出居住证制度，就是让台湾同
胞在大陆就业、生活更便利。而台湾民进党当局不但不体会大
家背井离乡的辛苦，还扬言惩戒领取居住证的台湾同胞。这真
是匪夷所思。

草根影响力文教基金会的民调还显示，未来如有机会，
五成受访者愿意到大陆就业或创业；如果长期在大陆就业或
就学，五成受访者愿意
申 请 居 住 证 。 民 意 难
违，还用多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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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是 两 岸 出 版 交 流 30 周 年 ，
以“两岸出版交流，三十载正青春”
为主题的第 19 届大陆书展 10 月 17 日
在台湾实践大学台北校区开幕，参展
图书为近三年出版的新书及优秀作品
等 8000 余册。书展同时举办多场活
动，推动两岸共同阅读，促进两岸文
化交流。

在当天举行的开幕式上，中国出
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说，出版
是两岸交流的重要方面，也是两岸同
胞以心相交、增进理解，不断加强文
化认同的重要载体。两岸出版交流始
终立足于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为
厚植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促进心灵

沟通发挥了重要作用。
邬书林表示，大陆书展是两岸出

版业促进交流增进互信的重要平台，
经过多年发展，大陆书展通过多种形
式推广文化交流活动，扩大了书展的
影响力和覆盖人群，使众多台湾民众
有机会参观书展、了解大陆出版状
况，为推动两岸出版交流和文化交流
作出了重要贡献。

台湾图书出版事业协会理事长林
洋慈表示，2018 年是两岸出版交流 30
周年，对老出版人来说，出版交流的
过程唤起的是许多回忆。但对年轻人
来说，30 岁正适合创新创作，为生命
留下足迹。此次书展主题，兼具纪念

性和开创性，而要了解青春，最好的
办法就是走入校园，接近青年学子。

开幕式上，中国图书进出口 （集
团） 总公司副总经理庞莉莉向台湾实
践大学、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台湾辅
仁大学和台湾逢甲大学四所台湾学校
图书馆赠送图书。台湾实践大学代表
李建国说，阅读是知识的泉源、文化
的基石，通过图书展览和阅读论坛，
期盼两岸人士可以在浓厚的学术氛围
之下，增进文化交流互动。

在书展现场认真翻看图书的台湾
实践大学大一学生黄婉玲说，此次书
展参展图书类别丰富，既有台湾作家
的文学作品，也有大陆作家的著作；

同时涵盖小说、历史、地理、政治等
类别，能让大家有很多选择。“我很喜
欢这样的展览，在这里也找到了很多
好书。”

第 19 届大陆书展由中国出版协
会、台湾图书出版事业协会主办，于
10月17日至19日在台湾实践大学台北
校区举行。参展出版社包括人民出版
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
社等近百家出版社。期间还将举办第
五届两岸全民阅读论坛，围绕“两岸
共读青春”的主题，通过两岸作家、
出版人、书评人现场分享交流，促进
两岸青年的相互了解。

（据新华社台北电）

“ 三 十 载 正 青 春 ”
——第19届大陆书展台北闭幕

刘 欢 吴济海

本报台北10月21日电（记者张盼、孙立极） 据台湾宜兰
县政府官员 21 日 22 时 42 分通报，普悠玛 6432 次列车出轨翻
覆事故已致 18人死亡、164人受伤，其中 171人已确认身份。
伤亡旅客中，除了一名美籍旅客外，均为台湾籍。

台湾铁路管理局 21 日晚间召开记者会，局长鹿洁身介
绍，发生事故的普悠玛 6432 次列车 21 日下午 3 时 9 分从树林
出发开往台东，共8节车厢，下午4时50分在宜兰新马车站出
轨，其中 4节车厢翻覆，造成严重伤亡。全列车载客 366人。
事故发生地点为300米的弯道路段，司机有5年驾驶经验，轻
伤在医院救治，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本报台北10月21日电（记者张盼、孙立极） 由中华文化
联谊会指导、福建省文化厅、福建省南平市人民政府主办，
福建省闽台文化交流中心、南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承办
的“走万里茶道，寻朱子足迹”台湾青年摄影营活动今年暑
假顺利结营并举办摄影展。专家评审从584幅作品中，精选出
102幅作品集结成册，并于10月21日邀请50多名参与营队的
台湾青年，在台北市举办“朱子之路摄影展座谈会”。

朱子摄影展以寻朱子足迹路线为主轴，沿途经过南平武
夷山风景区、下梅村、五夫镇及邵武和平古镇等景点，透过
台湾摄影学者、青年学生的镜头，聚焦不同风貌的新福建。

福建省文化厅副厅长林守钦、闽台文化交流中心主任黄
星及南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谢秀端此番来台座谈，
将摄影营活动精心制作的纪念画册赠送给台湾青年。林守钦
在座谈会致辞中说，邀请台湾青年以闽都文化、朱子文化、
茶文化为主题，在闽开展摄影创作活动，对增进两岸情谊、
促进台湾民众了解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台湾铁路列车出轨事故
已致18人死亡164人受伤

寻先贤朱熹足迹 促闽台文化交流

朱子之路摄影展座谈会在台举办
寻先贤朱熹足迹 促闽台文化交流

朱子之路摄影展座谈会在台举办

随着霜降节气的到来，新疆塔里木盆地的胡杨林陆续变
黄，吸引着中外游客前来观赏。图为自行车爱好者在新疆尉
犁县罗布人村寨参加沙漠自行车比赛。胡 热摄 （人民视觉）

“aai，aau，aap……”晚上 8点，44岁的郭韶伟坐
在香港北角的一间教室里，正跟着老师“咿呀学语”。
连续几个月，这个北方中年大叔嘴上吃了不少苦头。

“粤语真难啊。”他笑言：“有时候真觉得加班更轻松。”
郭韶伟是香港中联办的一名员工。同他一样，这

阵子，他的200多名同事都在下班后齐刷刷地钻进了
教室，拾起了课本，跟拼音字母“较上了劲”。“工作需
要，办里鼓励，领导也带头学、带头讲。”郭韶伟说。

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就可谓“学习标兵”。第
一次从福建来港工作时，他也不通粤语，多年注重
学习运用，如今已讲得“好掂”（好好）了。“你哋

真係好搏！真係抵赞！”（你们真得好拼！为你们点
赞），去年一次国庆活动上，他还用粤语撑了一把香
港传媒朋友。

“与香港同心同行”，中联办工作人员有言有行有
“讲”，组织非粤语地区来的干部学粤语，他们也视为
“一件大事”。“开班前，其实办里很多人都有自学，许
多人也会讲。”郭韶伟说，对比之下，自己压力颇大。

压力大、动力足，学习自奋蹄。结业考试时，
郭韶伟已然从容了起来。“我来自首都北京，……如
果你嚟（来）到北京，一定要嚟搵（来找）我，等
我请您食啲好嘢（好吃的）。”87分，达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