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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雙向交流人數
今年料破千萬大關
香港文匯報訊 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協會台北辦事處主

任滿宏衛表示，2014年兩岸雙向交流總人數達941.2
萬人次，其中大陸居民赴台總數、赴台旅遊人數均較
上年有40%左右的增長。2015年這一勢頭將持續發
展，全年兩岸雙向交流總數有望突破千萬人次大關。
據新華社報道，為貼近台灣民眾的使用需求，海旅會

台北辦事處日前在台北宣布啟用「美麗中華」facebook
粉絲專頁，滿宏衛在啟動儀式上作上述表示。
據介紹，2014年兩岸雙向交流總人數創歷史新高。台

灣居民赴大陸超過536.6萬人次，保持了平穩增長。大陸
居民赴台總數為404.6萬人次，同比成長38.56%；其中
大陸赴台旅遊人數為321.9萬人次，同比增長47.06%。

宋楚瑜首訪粵
祭黃花崗烈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俊峰 廣州報道）台灣親民
黨主席宋楚瑜1月30日上午在廣州祭拜了黃花崗七十
二烈士墓，並敬獻花圈。據了解，此次宋楚瑜以私人
身份訪問廣東，也是他首次造訪廣東，按照行程安
排，宋楚瑜已前往中山參觀了孫中山故居，之後將往
深圳探訪台商。
在烈士陵園祭拜革命先烈時，宋楚瑜隨行人員宣讀

祭文，祭文說「華夏富強已近，更盼兩岸和樂而生
平。太平洋河清海晏，大中華攜手並進」。宋楚瑜特
別要求登上墓亭後的紀功坊，瞻仰象徵72烈士的72塊
青石，這些青石分別刻上了當時國民黨海外各地支部
名稱和個人的名字，作為紀念他們捐款建設墓園有功
的「獻石」。
宋楚瑜表示，「兒時時常背誦中山先生的《黃花崗

七十二烈士事略序》，所以想着有生之年一定要來看
看。」所以，他對於烈士墓的由來和典故早已了熟於
胸，祭拜結束後，他向黃花崗公園贈送了中國近現代
教育家、書法家于右任親筆手書的《二悼黃花崗烈
士》詩。

■■宋楚瑜到廣州黃花崗七十二宋楚瑜到廣州黃花崗七十二
烈士墓祭拜烈士墓祭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勿為五十年政治
忘了五千年文化

兩岸徵文頒獎禮昨高雄佛光山舉行

柯提「兩國一制」國台辦：反對「台獨」
香港文匯報訊 台北市長柯文哲近日提出也

許兩岸該討論「兩國一制」，對此，國務院
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馬曉光昨日說，不了
解完整內容，但強調「我們對兩岸關係的基
本立場是明確的。」馬曉光早前在國台辦例
行記者會上表示，大陸政策是一貫的、明確
的，堅決反對「台獨」的立場是堅定不移
的。兩岸關係穩定發展之錨是「九二共
識」，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只有順應歷史
潮流和民意，放棄「台獨」主張，才能在兩
岸關係上找到出路。
綜合媒體報道，美國《外交政策》雜誌近
日在官網發表專訪柯文哲內容。提及兩岸關

係，柯文哲在專訪中說，「人們談到『一國
兩制』，但也許我們該討論『兩國一制』，
我們應試圖縮短差距。」

狂言「被殖民愈久愈進步」
此外，柯文哲在專訪中並聲稱，全球四個

華語地區，包括台灣、新加坡、香港、中國
大陸等，接受殖民愈久的地方愈進步。「不
好意思的講，就文化而言，新加坡比香港
好，香港比台灣好，台灣比中國大陸好」。

台各界斥言論離譜促道歉
中國國民黨籍立委吳育昇昨日說，柯文哲

愈來愈離譜，他的思維出了嚴重問題，其所
謂「被殖民愈久愈進步」是嚴重失言，應向
社會道歉。新黨主席郁慕明說，聽不懂這番
話，難道是要拋棄祖先、被異族統治？
台灣「抗獨史陣線」發起人林明正說，從

柯文哲言論可看出，他內心已完全皇民化，
只看到殖民者帶來的教育、建設，卻忽略被
殖民者施加的暴行、歧視，如果殖民越久可
以越進步，那長期被歐洲國家佔領的非洲大
陸，應該才是最先進的地區。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張亞中也表示，被殖

民是歷史悲劇，被殖民越久越進步的說法抹
煞被殖民的創傷，只從簡單的角度看問題。

■柯文哲又再口出狂
言。 資料圖片

據新華社報道，本屆徵文優秀獎作
品兩岸各兩篇、佳作獎作品兩岸

各五篇，作者依序各獲五萬元、一萬元
獎金，獲獎作品包括《你們的北京我們
的台北》、《我那真摯熱情的維吾爾族
朋友》、《南京梧桐樹撐起生活維度》
等觀察細微、文筆流麗的佳作。

弘揚文化 兩岸青年多交流
中國文化院院長許嘉璐在儀式上表
示，中華文化具有獨立的性格，成就更
是熠熠生輝。兩岸應攜手弘揚中華文
化，在其中為兩岸青年人創造交流機
會，讓他們彼此熟悉對方的生活。
台灣著名詩人、高雄中山大學教授

余光中表示，「不要為了五十年的政
治，忘了五千年的文化。」兩岸青年應
該加強交流，特別是文化方面的交流。
他還以大陸作家王安憶曾任高雄中大駐

校作家為例，表示希望當天的獲獎作者
能成為未來的「王安憶」。
兩岸徵文活動始於2010年，由台灣

《旺報》與鳳凰網主辦，以「大陸人看台
灣」與「台灣人看大陸」為主題，通過民
眾投稿，以個人真實經歷、切身感受，寫
下對彼此最直接的認知，呈現兩岸同胞對
兩岸社會的觀察，令台灣讀者得以更了解
大陸，也加深了兩岸的交流及互動。

應徵作品 陸尋異台求同
《旺報》社長黃清龍表示，活動舉辦

五年來發生有趣的變化：「大陸人看台
灣」早期應徵作品主要在「求同」——
找台灣與大陸相同的地方，這幾年主要
在「尋異」——找台灣不同於大陸的地
方；「台灣人看大陸」的應徵作品正好
相反，早期尋異，近幾年求同。
黃清龍表示，兩岸關係要求同存異，

未來才能化異。希望這一徵文活動未來
能更上一層樓，增進兩岸民眾對彼此的
觀察與分享。
另據中新社報道，參與徵文活動的香

港《文匯報》、《北京日報》、《環球
時報》、鳳凰網、《湖南日報》、《四
川日報》、深圳報業集團等近20家香港
和大陸媒體高層出席頒獎典禮。

余
光
中
：

香港文匯報訊 第五屆兩岸徵文頒獎

典禮暨大學生文化體驗營結業式昨日

在高雄佛光山佛陀紀念館舉行。本屆

徵文首獎作品是大陸作者陳凱翔的

《司馬庫斯的美麗與靈性》和台灣作

者張雁雯的《一條圍巾下的文化分

野：烏魯木齊》，兩人各獲頒10萬元

（新台幣，下同）獎金。台灣著名文

學家余光中出席頒獎儀式時表示，

「不要為了五十年的政治，忘了五千

年的文化。」兩岸青年應該加強交

流，特別是文化方面的交流。

■台灣著名
詩人、高雄
中山大學教
授 余 光 中
（左）與中國
文化院院長
許嘉璐在頒
獎典禮上交
談。
網上圖片

在河南省鄭州市二七區隴
海大院，現年 64 歲的高新
海，40年前，因病毒感染高
位截癱，胸部以下完全失去
知覺。然而，禍不單行，不
久高新海的父母及哥哥相繼
去世，讓他一度失去了生活
的勇氣。就在他自暴自棄的
時候，大院的街坊鄰居們伸
出了援助之手，40年如一日
地接力照顧高新海，不僅讓
他從截癱的陰霾中走出來，
也給了他繼續活下去的希望。
雖然已經癱瘓了40年，但目前高新海精神狀態很好，他還在鄰居
們的幫助下學會了開電動三輪車。新的一年又開始了，高新海最大
的期盼就是希望老鄰居們能盡快回遷，與他們住在一起，才有家的
味道。 ■記者 曹宇 鄭州報道

維和警察非洲家書傳親情

昨日，上海玉佛禪
寺十多位法師，在山

門前為請贈春聯的市民揮毫書寫。為期兩天
的「送福到萬家‧共圓中國夢」迎新春慈善
活動，預計可為市民免費題寫上千幅春聯。

中新社

友鄰愛心接力友鄰愛心接力 照顧病翁照顧病翁4040載載

迎新春聯

據吳希章介紹，這張「正實收」收藏於家中
的一個小木箱中，是世代傳下的，近日在

整理時意外發現。

捐款為名 實則買官
經測量，該收執長68厘米、寬36厘米，棉

紙質地，正上方有「正實收」三個大字。內中
文字詳細記載了浙江處州府龍泉縣人吳錫書給
四川災區捐款的緣由、銀両等內容。
按收執記載，光緒二十九年，四川省遭受旱

災、雹災、水災有90多地，川北一帶災情最
重，災民缺衣少糧。政府「按照各省賑捐章
程，開辦賑捐所有虛銜。」
當時，39歲的吳錫書捐出白銀四十三両二

錢，名義上為四川賑災之用，實則以此獲得了
進入清朝最高學府國子監讀書的資格。
「他捐款的數字，收執上寫的是『四十三両

二錢』，相當於當時一位六品官員一年的俸
祿。」麗水學院人文學院副教授沈桂松說。

「正實收」助研吏制
此外，「正實收」分為存根和正頁，且蓋了

騎縫印，上面註明了買者籍貫及曾祖父、祖
父、父親三代的姓名。
據悉，在中國封建時期，曾有過公開、明碼實

價賣官買官的事，稱為「捐制」。清朝中後期，
戰爭不斷，內外交困，政府財政空虛，「捐制」
被當做增加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手段。

由於買官的人很多，有些官員便中飽私囊。
為避免這一現象，就統一印製了買官收據，並
將有關規定清楚地印在上面，在清朝，這個買
官的收據被稱為「正實收」。
此次發現的「正實收」至今已有100多年歷

史，但仍保存較為完整，對研究當時的吏制有
重要的價值。

辛越是一名中國維和警察培訓中
心教員，現為中國第二支駐利比里
亞維和警察防暴隊聯絡官。去年6
月他赴任務區並出色的完成了各項
維和任務，榮獲和平勳章，但榮譽
的背後卻是他對愛人和孩子的虧欠
與愧疚。身處異國的他，懷着對親
人的無限思念，寫下了兩封家書。
以下是兩封家書的內容：

明天我們都不許哭
我們的結婚證領在美麗的雪域高

原，一位叫做卓瑪的藏族大媽見證
了我們的愛情。當我們愛情的結晶
在你肚子裡成長孕育，正準備騰空
出世的時候，我卻離開了你遠赴非
洲執行維和任務。臨走前一晚，你
拉着我的手說，明天，我們都不許

哭。我看着你的眼睛告訴你，無論
走得多遠你始終是我的眷戀。

爸爸須積累戰地經歷
爸爸是一名軍人，服從命令，聽

從指揮是軍人的天職；爸爸還是一
名警察，扶危濟困，危難之處顯身
手是爸爸的職責；爸爸又是一名教
員，肩負着國家所有維和警察和防
暴隊的培訓任務，為了能夠更好地
履行自己的使命和職責，爸爸必須
到維和的第一線去積累充足的戰地
工作經歷。
我希望你要常懷知足和感恩之

情，在祖國需要你的時候，也能勇
敢的站出來，在歷史的畫卷中留下
屬於你自己的濃墨重彩。
■記者 郭建麗、實習記者 圖們

重慶一些家政公司近期
推出了「年夜飯廚師」服
務，可以按要求為家庭私
人定制團年飯。這項服務
給既想團圓又不願受累的
人們提供了新選擇。
王渝從事廚師行業已有

28年，目前已開始接受家
宴的預訂。他說，請廚師
上門做年夜飯，一般要去
3次左右。第一次去和主
人家商量菜單；第二次去
準備菜品；第三次是上門做菜。
「價錢一般是300元起，具體多少需要雙方商量。如果菜品比較

複雜，花費的時間比較長，費用基本上按照成本價格的30%收
取。」王渝說，廚師上門定制家宴，看似收費不便宜，但實際上算
下來，還是比酒店划算。
目前在重慶，廚師上門定製年夜飯越來越受歡迎，但主要還是在

一些高檔社區。 ■記者 楊毅 重慶報道

渝私人定製團年飯渝私人定製團年飯 最低消費最低消費300300元元

陝西省西安公安碑林分局南大
街派出所警務站近日接到報警，
一位老人在35路調度站附近站
了很久，像是迷路了。民警張少
偉前往詢問，但老人說不清住
址，身上也沒能證明身份的東
西。
張少偉把老人帶回派出所，試
着在微博上搜索尋人啟事，發現
一位漢中網友發的尋人啟事，上
面的照片和老人非常相似。

經聯繫，確定老人就是對方要
找的人。據悉，老人叫張仁傑，
80歲，家屬稱其有腦退化症。去
年4月，老人就走失過一次，也
是到了西安，但很快就被接了回
去。11月，老人再次走失，本來
家人已經不抱希望了，沒想到還
能找到。
目前，張仁傑已被家人帶回漢
中老家。

■《華商報》

八旬翁走失逾八旬翁走失逾22月月 警微博助尋親警微博助尋親

■鄰居們陪高新海外出散步。
本報河南傳真

■在私人家裡，大廚王渝的菜也能做出
酒店一樣的味道。 本報重慶傳真

收據曝光收據曝光
浙江麗水龍泉市民吳希章近日在家中翻出一份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正實

收」收執。憑這張「買官收據」，吳希章祖上的秀才吳錫書以四十三両二錢的捐

款，獲得進入清朝最高學府國子監讀書的資格。清朝末期，由於戰爭不斷，內外

交困，清政府財政空虛，「賣官、買官」曾一度被當做增加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

手段。 ■《現代金報》

■辛越和愛人的軍裝照。
本報內蒙古傳真

■辛越愛
人和孩子
的合影。
本報內

蒙古傳真

■吳希章家中發現的「正實收」收執
網上圖片

祖上清末買官入國子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