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錦濤與「三太子」擊掌溫馨互動
胡錦濤總書記12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參加兩岸

萬名青年大交流主題聯歡活動，親切看望兩岸青年朋

友，與大家共同領略中華傳統文化魅力，共同展望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前景。聯歡活動最受矚目的是胡錦濤

與台灣「電音三太子」喜相逢，胡錦濤隨 音樂擺動

雙手，與「電音三太子」互相擊掌，總書記展現了長

者與後輩溫馨的互動，這一鏡頭透過兩岸媒體而廣為

兩岸人民所知，胡錦濤融入台灣本土民俗的動作廣受

台灣媒體的報道，而在場的兩岸萬名青年對這一場景

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

聯歡活動中來自兩岸各界的傑出青年代表，向來自

兩岸的近萬名青少年獻上一台展示兩岸青年青春風

采、抒發對中華文化熱愛的精彩演出。台灣歌手周杰

倫演唱歌曲《青花瓷》，歌曲意境中的江南小鎮，細流

涓涓，秀柳扶風，白牆青瓦，伊人如青花瓷般尊貴、

典雅，如千年瓷釉般韻味悠長，千年文化給養的古

韻，悠遠而來。總政歌舞團青年歌唱家雷佳和來自台

灣的歌手許景淳合唱了一首閩南歌曲《天頂的月娘》，

用歌聲表達了兩岸人民的情誼。正如雷佳接受記者採

訪時說：「音樂是一個無疆界的符號，用音樂作為兩

岸文化交流的紐帶能拉近兩岸青年人心與心的距離。」

的確，兩岸青年都在追尋美，心靈深處最動情的美還

是中華傳統文化。中華傳統文化有助於增進兩岸青年

對同根的歷史傳統、同祖的血脈親情、同心的民族願

景的高度認同，為兩岸共創未來營造良好氛圍。

兩岸青年接過發展兩岸關係的接力棒
胡錦濤對在場兩岸萬名青年說，你們這次交流活動

的主題是「兩岸同心，我們同行」，這很有意義。古人

講，「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台灣青年朋友到大陸

各地走一走、看一看，一定會得到不少收穫，一定能

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大陸和台灣是兩岸人民的共同家

園，兩岸同胞的確是血脈相連的一家人。胡錦濤特別

強調，青年昭示 未來，推動兩岸關係未來發展歸根

到底要靠青年。希望兩岸青年一代接過發展兩岸關係

的接力棒，更加踴躍地投身到兩岸交流合作中來，攜

手開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美好未來。

1900年2月10日，梁啟超在《清議報》發表《少年中

國說》，大聲疾呼：「製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

少年之責任也。」他以激情澎湃的語言，呼喚 一個

氣象一新的「少年中國」的誕生。「五四運動」後，

梁啟超的「少年」標識，逐漸被「青年」所取代。青

年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相比兩岸其他社會群

體，青年人更有朝氣，更有活力，更容易超越歷史恩

怨，更容易放眼前程未來。

要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少波折，關鍵在把握住兩岸

青年的思想脈絡，才能把握住兩岸關係的未來。只有

把更多的台灣青年團結到「兩岸和平、民族復興」的

大旗下，才能使他們更加自覺反對與抵制「台獨」分

裂，支持與參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兩岸關係才能跳

出台灣選舉周期率的影響，走上和平發展的大路。

百年回首 歷久彌新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1911年4月的黃花崗起

義，是孫中山領導的11次革命武裝鬥爭中的第10次，

被孫中山先生評價為可與「武昌革命並壽」。而這次起

義的主力軍，就是一批甘願為民族復興而拋頭顱、灑

熱血的青年人。其中，24歲的林覺民在慷慨就義之前

寫下《與妻書》，纏綿與壯烈深埋於同一支筆端。大陸

與台灣皆將《與妻書》收錄為中學課文。多位歌手為

此吟唱—童安格壯懷激烈的《訣別》，李建復慷慨當

歌的《意映卿卿》，而齊豫的《覺—遙寄林覺民》亦

感人至深。百年回首，歷久彌新，激勵兩岸青年學習

先烈的事跡，同心同德，相向而行，共同參與到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洪流中來。

港台青年交流應乘勢而上
隨 兩岸關係的改善，作為兩岸關係特殊組成部分

的港台關係，也迅速升溫。港台關係取得突破，有利

推進兩岸四地

青 年 交 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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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胡錦濤總書

記紀念《告台灣同胞

書》30周年發表重要講

話，特別提到要加強兩岸青少

年交流，不斷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增添蓬勃活力。隨

兩岸關係改善和升溫，港台關係逐漸熱絡，港台青

年交流，應抓住機遇，乘勢而上。

香港在兩岸四地青年交流方面，湧現了一批有代表

性的團體，取得了豐富的成績和經驗。為了進一步加

強香港青年與內地及台灣青年的交流往來，在過往成

功推動兩岸四地青年交流的基礎上，香港多位青年社

團領袖和熱心人士，於2008年共同發起成立了「香港

青年交流促進聯會」。3年來，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

充分發揮香港開展兩岸四地青年交流的優勢，整合青

年社團力量，運用多種資源，匯聚青春力量，搭建交

流平台，擴大交流規模，拓展交流領域，構建交流機

制，推動兩岸四地青年交流再上新台階。

全面加強和推動港台青年交流，將有利於增加台灣

青年對香港和祖國大陸的了解。香港青年熱衷參與交

流，而台灣青年更是非常渴望了解香港。不過，由於

人力物力資源有限，使港台青年交流未如內地與香港

青年交流一樣頻繁。建議特區政府成立「港台青年交

流委員會」，結合政府與民間資源和網絡，擴大和促進

港台青年交流，協調及規範不同交流團體所擔任的工

作，使港台青年交流恆常化、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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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務院台辦、共青團中央、全國台聯、教育部等17家單位共同主辦的兩岸萬名青少年

大型系列交流活動「兩岸同心 我們同行」，7月上中旬分別在北京和相關省市相繼展開。這

是迄今規模最大的兩岸青年交流活動，內容豐富，形式新穎，尤其是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

濤親切會見了參加聯歡活動的兩岸青年代表，更開創兩岸青年交流的新高度。「兩岸同心

我們同行」貼近青年、貼近時代的交流形式，值得港台青年交流活動借鑒。

兩岸青年交流推動港台青年交流

■責任編輯：袁偉榮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主席

告別立會大樓
幾代議員聚首

92歲王霖字號最老搶鏡
今年92歲，76年擔任立法局議

員的王霖為全場「最老議員」，亦
成謀殺最多菲林的「布景板」。他
笑指自己同期的還有鄧蓮如、胡
鴻烈、王澤長等，當時議員都以
英語發言，只有他第一個使用粵
語辯論，當時更有美女坐在身邊
做翻譯，又有「大眾媽打」李麗
娟作為師父。當年出席會議時，
大家都要穿 整齊西裝，座位是
論資排輩：「大家都很斯文，並
無掟 。」85年退休正值立法局
從政府總部搬到現址，當年他亦
有主持開幕儀式，今番為第二次
進入大樓，感覺親切。
今年88歲的黃保欣則重坐當年

座位，笑指79至88年擔任立法局
議員，9年議員生涯中，首6年在
政府總部舉行會議，後3年就搬往
大樓，如今感覺好像時光倒流，
「我都後生了很多」。

阿曾報上大樓歷史紀錄
最後話別，難得「齊人」，有部

分議員帶了一張畫滿議員肖像的
漫畫，四處找「當事人」簽名，
亦有議員在會議廳內拍照留念及
寒暄。當主席曾鈺成準備發言
時，前立法會議員李柱銘及鄭經
翰突然將紙飛機擲向曾主席，叫
他「接招」，曾主席就笑 回應：
「有其他前議員在，不要失禮。」
曾主席續以一連串數字為舊大樓
完結歷史任務作「美麗句點」，笑
說立法會大樓在85年10月30日正
式啟用，共用了9,393天，有522
名來自各界的議員在此宣誓，更
開了948次立法會大會，共通過
1,600條法例。
在惜別大會上，曾主席又向數

名具代表性的議員致送禮物，包
括前首席議員李鵬飛，飛哥發言
時重提往事，指當年前民主黨議
員鄭家富曾說「連李鵬飛都可以

做議員，點解我唔做得！」一番
「爆料」引起在場其他議員向鄭家
富報以「噓聲」！
另一名「獲獎」的前立法局議

員黃宏發則指，當年自己一手推
動中文開會，但直言現時議會不
夠嚴謹，權力較小。上屆立法會
主席范徐麗泰同樣「獲獎」，在曾
主席手中接過禮物時，兩人更不
忘互戴高帽，曾主席笑指很多規
例已由范太定下，自己只需跟
隨，工作「倍感安心」。范太則寄
語一眾議員只記 開心事，他日
詞鋒繼續厲害，但要多點包容
心。

工聯安老目標14年未變
立法會在1997年回歸前，於停

車場埋下時間囊，昨日就有儀式
將時間囊掘出，大部分議員都是
放置當年的新聞、報章、雜誌及
會議記錄等，這些物品將移往新
大樓檔案庫「珍藏」。工聯會的鄭
耀棠、陳婉嫻、陳榮燦當年放入
「老有所養」綜合退休保障方案的
建議書，有份出席的陳榮燦慨嘆
14年過後，香港仍然未有完善的
老人及退休保障，強調工聯會一
定會繼續爭取全民退休保障，優
化現行的強積金，達致老有所
依。

葉國謙珍藏梁銘彥事件
民建聯的葉國謙則擺放了轟動

一時的「梁銘彥事件」報道，表
示當時自己更曾以「震驚」形容
事件，及後更成立調查委員會調
查事件，而立法局最終發表報告
指梁銘彥的品格操守判斷能力有
嚴重缺陷。自由黨劉健儀當年亦
埋下兩條鐵路加價機制的草案，
對10多年後九鐵與港鐵成功「結
婚」感覺神奇，見證社會變化、
對公共交通的要求、加價的透明
度及問責性提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范太意向最快下月揭盅
來屆特首參選人選仍未揭盅，多名

「疑似候選人」繼續成為社會熱話。
立法會昨日舉行惜別儀式，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及全國
人大常委范徐麗泰，亦有親臨立法會大樓見證歷史時
刻，並在立法會走廊碰頭時相互寒暄一番，頓成全場
焦點。范太向唐英年大送高帽，笑言唐英年曾經在立
法會被譽為「最開明的工業家」，身旁的唐英年笑而不
語；其後被問及唐英年今日是否仍然是「最開明的工
業家」時，范太卻未有回應。
正考慮是否參選特首選舉的范太，被問及議會經驗

會否成為參選優勢時，范太就澄清自己從未表態參
選，並強調自己從無「駕御」任何人，笑言自己只是
依照議事規則做事，與議員相處融洽是議員「畀面」。
范太又說，現階段會繼續檢視自己不足，以及研究不
足是否能夠彌補，最快要到8月才有定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立法會昨日舉行舊大樓的告別晚會，成

功號召城中政界人士紛紛「回巢」，由回歸

前的立法局議員，到現在的立法會議員；昔日由港督委

任議員，到現在的直接或間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新知舊

雨聚首一堂，氣氛熱鬧。百多名前任及現任議員同時在

會議廳內出現，當然要來一個大合照，但難免混亂，最

後要由「年輕一代」的涂謹申出馬，站到 上，指揮記

者走上公眾席，從高處橫拍會議廳，議員們數度揮手才

能滿足全部傳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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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定案

曾憲梓：新特首要「襟」鬧
下屆特首選舉的聲勢近日有越炒越

烈之勢，多位盛傳的疑似特首候選人
更已在不同程度上對參選問題有所論述。前全國人大
常委曾憲梓雖暫未肯講自己的心水人選，但先奉勸各
位有志之士要有被人批評的心理準備才好參選：「做
特首，就要預 俾人鬧到×街。」他亦認為，坊間盛
傳的3位疑似特首候選人唐英年、梁振英及范徐麗泰均
符合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所說的特首條件，自己要待3人
真的決定參選，提出政綱後，再找機會見下他們。
近年政府施政經常受到不同方面的批評，曾老嘆

言，現在做特首，即使做到99.9%都是好的，但只要有
0.1%做得不好便會被人「鬧到×街」，所以他提點各位
有志之士要放開心胸，做特首就要準備好被人「鬧」。

稱遞補諮詢體現聽民意
不過，曾老亦說，只要政府真的做得不好的，無論

是否有公職，任何人都應提出；批評得對的，政府更
應該要聽和改進，好像遞補機制方案中，大家批評
後，政府便決定押後2、3個月表決並做諮詢，「做政
府一定要聽民意，不能一意孤行」。
對於傳媒近期必問「誰人做下屆特首」？曾老就笑

說，坊間盛傳的3位疑似特首候選人都是他的好朋友，
各人有各人的條件，「唔好叫我估啦，唔係就到我俾
人鬧啦」。
至於尚有不到一年任期的特首曾蔭權不時被批「夕

陽政府」不願做事，曾老坦言，曾特首肯定不會做看
守政府，「佢唔係咁 人，就算被人『鬧到×街』，佢
都會好努力去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另類條件

歷史時刻

告別立法會大樓之夜，前現
任議員、政府高官雲集此間，

均表現得依依不捨，既緬懷昔日的「議會生
涯」，亦展望未來議會搬往新址後，行政立法關
係能更為融洽，合作順利。

主席椅難坐 范太偏愛
前立法會主席、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坦言，

離別一刻別有一番感受，當中最捨不得的是會議
廳內坐了多年的主席椅，認為主席椅與自己一樣
曾經是立法會的「布景板」，希望歷史博物館能
夠收留它，「主席椅最大的優點是不舒服，我全
靠它先能專心聽會，算得上是最有感情。議事堂
太多開心回憶，使我好喜歡議事廳，但我只會記

掛議事堂的開心回憶」。
范太笑言，出任主席最難忘是在世界盃期間，

議員不斷在議事堂討論賽果，令她不得不「傳紙
仔」提醒大家收小聲浪；立法會走廊的「木人巷」
亦教她印象深刻，「『木人巷』其實好難行，每
次經過都會被記者問一些難答的問題，但身為主
席不得不面對公眾」。展望未來，范太希望議員
與政府官員能夠比鄰而居，礙於雙方角色位置不
同，建議大家增加相互交往，做到監察之餘亦相
互體諒。

珠姐不覺已退下火線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惠珠表示，出席告別立法

會活動遇到許多老朋友，感覺像沒有離開過一

樣，更笑言大家依舊是青春少艾，沒有人忘記過
去發生的事。珠姐坦言，自己最深印象的是當年
經歷《中英聯合聲明》及討論《基本法》時期，
兩件事均為香港的里程碑，雖然立法會大樓結束
歷史任務，期望政府總部與立法會地理毗鄰，會
增加行政立法效率，大家有更多機會培養感情，
祝願他們合作順利。

黃錢其濂懷念吟詩議事
移居澳洲多年的前衛生福利司兼立法局票后黃

錢其濂，回味議事堂的點滴時，表示最大感觸是
議政作風有別於昔日，「我們以前都會鬧政府，
不過是以詩詞對罵，而非現時的激烈抗爭」。前
立法會議員陳方安生亦有到場，她表示在立法會
中最難忘的一次，是開會途中不適，以及自己過
去參與的多項工作，包括性別歧視條例審議、平
機會工作等，期望政府及議員日後能夠真正合
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展望未來

范太珠姐同盼行政立法融洽

■百多名前任及現任議員，昨在會議廳內聚首一堂，氣氛熱鬧，議員們要數度揮手
才能完成大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回歸前埋於大樓停車場的時間囊，昨晚終「重
見天日」，內裡的物品將移往新大樓檔案庫「珍
藏」。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唐英年與范太在走廊碰頭，
頓成全場焦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