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局救觀光業 釋74億優貸
業者：非長久之計 兩岸和平穩定方可促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蘇榕蓉綜合報

道）台灣新當局上任後，陸客赴台人

數縮減，觀光產業喊苦。為此，「行

政院」決定將為觀光業提供300億元

（新台幣，下同，約合港幣74億元）

優惠貸款，為觀光業者紓困。不過業

者認為這非長久之計，兩岸政治氛圍

會嚴重影響消費者意願，只有和平穩

定的兩岸關係才能真正促進台灣旅遊

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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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晚「行政院」召開陸客減少之衝擊與因應會議，通過
交通部門提出的四大因應策略，除了推出優惠貸款紓

困，還涉及開拓多元市場、擴大島內旅遊、以及創新產品穩
固陸客市場。針對貸款具體措施，發言人童振源會後稱，單
一旅行業貸款上限6,000萬元，至於單一旅館業、觀光旅館業
及觀光遊樂業，上限各是3億元。
台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許禓哲接受香
港文匯報記者電話採訪時表示，在政治氛圍不穩定的情況
下，會嚴重影響消費者意願。台灣新當局提出因應陸客縮
減的具體對策，「能夠正面回應目前看來是一件積極的
事，『政府』幫助經營困難的旅遊業者渡過難關，業者都
引頸期盼。」

藍：「九二共識」方治本
台北導遊林朝宗認同許禓哲的說法，但他亦認為，原本充
滿活力的觀光產業淪為觀光慘業，當局責任不可推卸，砸300
億元搶救觀光業不是長久之計，只有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才
能真正促進台灣旅遊業發展。
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副書記長李彥秀昨日表示，台
灣現階段觀光產業面對的是大陸觀光客不造訪台灣，其中最
大問題是民進黨執政當局是否承認「九二共識」，這才是治
本方法。
李彥秀指出，明眼人都清楚，即使當局開放更多的貸款，都

不足以搶救目前的經濟狀況。觀光產業現面臨的問題就是陸客
不來，因此，台灣未來在觀光的政策上，應該做中、長期的規
劃與考量，短期則解決陸客問題。她認為，最大的問題還是在
於，民進黨政府是否要承認「九二共識」。所以，民進黨應該
好好思考兩岸問題，這才是真正治本的方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中國國民黨文傳
會主委周志偉昨日表示，國民黨並沒有路線問題
懸而未決的情況，黨主席洪秀柱在全代會提出的
「用和平政綱對抗『台獨』黨綱」，已經成為全
黨共識。
《聯合報》社論前天刊登「國民黨轉型的腳步
必須加快」一文。周志偉表示，感謝《聯合報》
以珍貴的社論篇幅，對國民黨提出諸多鞭策與建
言，但文中所述與事實不符之處，國民黨必須進
一步說明，讓社會大眾充分了解。
周志偉提到，有關6位「不分區立委」只任兩年

就必須辭職參選一事，並非事實，切結書只要求
「不分區立委」必須配合地方部署需求，參與提

名初選或接受徵召參選，不得拒絕，並應自參與
初選、提名或徵召之日起，辭去「不分區立委」
職務全力投入選舉。另外，對於選舉人才的培
養，國民黨也將主動出擊，並依初選機制讓優秀
戰將出頭，比照花蓮補選的做法，全力支援優秀
候選人，為國民黨贏得每一場選舉。
周志偉重申，有關黨產問題，洪秀柱已明確表

達立場，並無所謂「難以割捨」或「猶豫難決」
的情形，國民黨一再強調，即使「釋憲」或行政
訴訟成功，也會在扣除負債、支付退休金與現職
人員結算金、保留合法辦公廳舍後，將餘額全數
捐作公益。國民黨現在的努力，是要討公道，而
非護黨產。

藍：和平政綱對抗「台獨」黨綱為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率團到香港參加「國際時尚服飾
展」的台灣紡拓會中的多位台灣紡
織業者在接受專訪時都強調，她們
仍然十分看好大陸市場，未來進軍
大陸拓展的步伐不會停。

未來拓展二三線城市
台灣的高級男鞋生產商「順力特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林慧華在接受
採訪時表示，她的公司是在去年四
五月才首次接觸大陸市場，沒料到
參展期間已接獲不少大陸「買手
店」主動接洽訂貨，市場迅速由上
海向西安、杭州、深圳等地擴展。
短時間內，該公司的總營業額就因
大陸市場的帶動而大幅增長了
20%。
不過，談到今年的發展，她則表

示，因受全球經濟不景氣影響，大
陸的訂單也出現減緩。但她也指
出，公司未來將會繼續搶攻大陸市
場。下個月，她將前往西南地區的
重慶、成都等地考察，而未來開拓
進軍大陸西南地區以至二三線城
市，將是該公司主攻大陸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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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因採購程序
作業，導致外界認為蔡英文上任百日就三換座
駕，挨批「富家女」並引發廣泛關注與爭議。
傳台「國安局長」楊國強將因此下台。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今年台灣地區領導人大
選後，台「國安局」採購9輛奧迪作為正副領
導人轎車，並編列新台幣2,500萬元預算，加
購安全系數更高的防護警備車，被外界解讀成
蔡英文上任百日換 3次座車，挨批「富家
女」。這一採購程序作業上的失誤與疏漏，被
綠營稱為害蔡英文背「黑鍋」。因此台政界盛
傳，「國安局長」楊國強將因此丟官下台。

蔡遭批三換座駕
「國安局長」或下台

■■台紡織業者表示台紡織業者表示，，未來進軍大陸的步伐不會未來進軍大陸的步伐不會
停停。。圖為廠商在展示參展商品圖為廠商在展示參展商品。。 中通社中通社

■「「行政院行政院」」決定將為觀光業提供約決定將為觀光業提供約7474億元港幣優惠貸款億元港幣優惠貸款，，為觀光業者紓困為觀光業者紓困。。圖為早前觀光業者抗議圖為早前觀光業者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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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蘇州園林和綠化管理局向記
者提供的一份繡園歷史資料，

繡園亦稱「龐家花園」，始建於清
光緒元年（1875）。原名謳園，是
清末詞人鄭文焯的寓所。

沈壽在此建繡校
光緒三十一年，刺繡大師沈壽與
丈夫余覺，得劉伯年三四千銀元，
購得謳園，創辦「同立繡校」，兼
作福壽繡品公司，培養了不少刺繡
能手。翌年5月，余覺、沈壽夫婦進
京，此園屋出租予人。

百年來幾經易手
民國2年（1913年）後，余覺由
張謇委派赴上海負責經營福壽繡
品公司，後因經營不善，公司虧
損，余覺以4,000元將馬醫科園宅
作價給張謇，以此抵償公司債務。
之後張謇又以 4,500 元售與龐國
鈞。龐氏後將此改為龐氏義莊，取

名「居安」。
新中國成立後，園子轉為直管公

房，1966年由蘇州市房管局整修，
取名「繡園」。其內主建築為「墨
繡堂」和「雲芝軒」，池水居中，
東增建「片雲亭」，南有「杏蔭
榭」，迴廊西面建有扇形餘風亭。
大廳南有園，其平面為狹長曲尺
形，以水為主。池形由2個曲尺連
成，三面繞以廳堂及廊。
1995年，蘇州市國有房產發展公

司在當地文管會指導下，重新規劃
整修，後售予城灣塑料廠廠長繆瑞
忠。20年來，繡園也幾經易主，但
是房屋保存完好，白牆黛瓦，屋頂
四角翹起，地面鋪設青磚和鵝卵
石，玉蘭樹、紫薇樹等各式古木掩
映着木花格窗門，池水環繞着太湖
石堆砌的假山，一派蘇州古典園林
的風貌，頗有「庭院深深深幾許」
的意境。正是這般婉約的山水，孕
育出了沈壽和她獨特的蘇繡技藝。

據負責此次司法拍賣的蘇州市姑蘇
區人民法院工作人員繆偉介紹，繡園
房產面積為628.43平方米，土地使用
權面積為 812.30 平方米。繆偉介紹
說，繡園原房東因涉及民間借貸糾紛
無力償還，被債權人申請強制執行，
產權期限還有近50年。
繡園最終的成交價格相當於每平方

米10萬元，這次拍賣也成為中國園林
史上最大的購入。關於買家身份，法
院以涉及個人隱私為由不便透露。而
「神秘買家」亦謝絕了多家媒體的採
訪，其購買目的、今後將把繡園作何
種用途均不得而知。

屬市級保護建築 需維持原貌
據了解，蘇州已有69座園林納入保

護名錄，其中有拙政園、網師園等名
園，還有繡園等5座私家園林。蘇州園
林局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根據國家法
律法規，私有園林符合相關條件是可
以進行產權轉移和過戶的。不過，因
為繡園是市級控制保護建築，所以拍
賣易主後需報該局備案，買家必須履
行保護和管理繡園的義務，不得轉讓
抵押給外籍人士，不得改變園林原有
佈局，不得任意改建、拆除原有建築
設施和擅自新建建築物、構築物，切
實保護繡園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清末蘇州繡園清末蘇州繡園65265255萬成交萬成交
拍出園林史上最高價拍出園林史上最高價

坐落在江蘇省蘇州市古城區馬醫科巷東

段的「繡園」，是被列入《蘇州園林目

錄》的四大私家園林之一。近日，繡園因

被司法拍賣而廣受關注。8月29日上午，

經過309輪競價，繡園被一位來自陝西咸

陽的中年男子以6,525萬元（人民幣，下

同）競得，溢價達到3,625萬元，拍出了

蘇州私宅司法拍賣的最高價。而每平方米

相當於10萬元，也是中國園林史上最大

的購入。9月9日，記者從負責拍賣的蘇

州姑蘇區人民法院獲悉，買家通過幾次匯

款，截至當日，已將錢款全部付清，接下

來將辦理過戶等手續。

■香港文匯報記者田雯江蘇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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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於1874年的沈壽，
初名雲芝，自幼跟姐姐學

習刺繡，悟性極高，16歲時已頗有繡名。
1904年，沈壽繡了《八仙上壽圖》等八幅
作品，進獻清廷為慈禧太后祝壽，慈禧極
為滿意，賜「壽」字，遂易名為「沈
壽」。她自創「仿真繡」，在中國近代刺
繡史上開拓了一代新風，被清末著名學者
俞樾譽為「針神」。

沈壽也是第一
個把西方繪畫融
入 東 方 繡 藝 的
人。1911年，沈
壽繡成《意大利
皇 后 愛 麗 娜
像》，作為國禮贈送意大利，意大利皇帝
和皇后曾親函清政府，頌揚中國蘇州刺繡
藝術精湛。1915 年，沈壽又繡出《耶穌

像》，參加美國三藩市「巴拿馬—太平洋
國際博覽會」展出，得一等大獎。

沈壽還致力於傳授刺繡技藝，曾在中國第
一所正式的繡藝學校——女子繡工科，擔任
總教習，並先後在蘇州、北京、天津、南通
設立繡校。後將自己的繡藝口授張謇，由張
謇執筆出版了刺繡理論著作《雪宧繡譜》，
首次研究了西洋油畫的光與影在中國刺繡上
的運用。如今，身處蘇州繡園，彷彿還能
看到沈壽教習刺繡技藝的身影，追憶一代
「繡聖」不平凡的一生。

「繡聖」沈壽0�0�$$

■沈壽於繡園創辦「同
立繡校」。 網上圖片

■蘇州繡園門口。 通訊員蘇迷攝

■地面鋪設青磚和鵝卵石顯出古典園
林風貌。 通訊員蘇迷攝

■繡園內風景優美，吸引不少遊客前
往。 法院供圖

■■繡園一隅繡園一隅。。 通訊員蘇迷通訊員蘇迷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