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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攸關軍公教及勞工群體的台灣年金

改革「國是會議」昨日在台灣「總

統府」舉行，台灣地區「副總統」

陳建仁日前公佈方案，計劃砍掉軍

公教18%的優惠存款利息，社會

各界不滿方案內容及未開會先公佈

的黑箱作業行為。反對年金改革方

案的民眾昨日湧上凱達格蘭大道抗

議，當天下午3時，主辦抗議行動

的單位宣佈，參與陳情抗議的人數

已達3萬人，且人數持續增加中。

國民黨「立委」陳宜民昨天代表國民黨
「立法院」黨團參與年金改革「國是

會議」。他在第三組「制度架構、特殊對
象、制度轉換」討論中發言表示，無法認
同這樣開「國是會議」。

陳宜民在會中並代表國民黨團要求，未來
相關法案於「立法院」審議時，應再召開至
少5場以上的公聽會，並事先向社會大眾預
告，以聆聽各界意見。陳宜民說，改革不應
躁進，不應製造階級與世代對立。目前問題
肇因於整體經濟不好，各類退撫基金投資報
酬率太低所致。唯有政府彈性引進外部專業
經理人經營各類退撫基金，提高投資報酬

率，才能讓年金真正永續，但政府卻企圖利
用改革之名，迴避投資報酬效率不彰的事
實。陳宜民表示，蔡英文政府常常選擇性推
動法案，且法案都是推半套，年金改革也是
如此，先批鬥過去不支持「民進黨」的公教
人員，卻沒有整體宏觀的處理退休撫恤問
題，他呼籲政府一次性把軍、公、教、勞退
休撫恤進行改革。

軍公教勞群體均不滿
改革會議昨日上午9時登場，大多數軍
公教勞群體均對方案不滿，此前已經有人
絕食124小時送醫。由台灣退休軍人、公
務人員、教師、警察、消防人員、勞工團
體組成的監督年金改革行動聯盟，此前表
示將號召25萬人走上街頭抗議。面對超大
規模的遊行示威活動，警方大陣仗對待，
早早在會場外佈置帶鐵絲的障礙物，並部
署兩千警力，在「總統府」周邊實施全天
交通管制。
台灣各級公教人員總會代表陳川青表

示，公務人員堅決反對此次改革，18%優
存被污名化，我們願意改變，但請回歸到
公務人員退休法，優存額度可以協商，其
他給付退休條件請按退休法執行。
法院公務人員協會代表林如恩表示，公

務員為公家奉獻30年，兢兢業業。台灣每
年稅收超徵1千多億元，卻要砍公務人員
薪水，很多房貸與保險費都要繳，她主張
應該放慢速度砍，否則將招不到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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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3萬人上街抗議年金改革
民眾批蔡當局黑箱作業 藍營促事先開公聽會

工商團體
促漸進式改革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年金改
革「國是會議」昨天在「總統府」召開，
工業總會常務理事何語表示，如果勞保費
率每年調整0.5%或1%，「台灣的中小企
業會全部禁止調高薪水」，希望只微幅調
升0.3%。
何語表示，工商團體支持年金改革，但

希望漸進推動，微幅調升0.3%，反對每
年提高0.5%或1%的大幅調高，若政府堅
持，「我想台灣的中小企業會全部禁止調
高薪水，只有大企業才有能力調高薪
水。」
「勞動部次長」林三貴表示，有關勞保
費率，當初設計是更緩和一點，但若依照
現在整體搭配，調整0.5%應該已經是微
幅調整。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廈門
市同安區祥橋蓮湖里的幽靜小巷中，
坐落着非遺傳承人、錫雕匠人鄭天泗
和莊亞新夫婦的工作坊。春節將至，
夫妻倆忙着趕製此前客人預訂的工藝
品「鳳凰來儀」。

結緣台灣錫雕大師獲靈感
「一開始匠人打錫，主要用來製作
祭祀禮器，但現在我們的錫雕更多是
工藝品和伴手禮。」鄭天泗說，「錫
雕在台灣十分盛行，錫器諧音『喜
氣』，往往被人們作為禮品相送。」

一次偶然機會，鄭天泗夫婦倆在網
上「邂逅」了台灣錫雕大師陳萬能的
作品。「他的錫雕精美絕倫。」令鄭
天泗讚歎不已，「第一次知道除了禮
器，錫還能做出如此漂亮的工藝
品」。「儘管素未謀面，但陳老師的
作品給了我很多靈感，期待未來能有
機會與他面對面交流。」鄭天泗說。
受陳萬能啟發，鄭天泗夫婦開始在傳
承錫雕的過程中不斷創新，不僅將領
域由宗教禮器拓展到各式生活用品和
文創作品，也嘗試將現代元素融入錫
雕作品的創作中。

錫雕是中國的一門獨特工藝。據史料
記載，明清時期，大批福建人赴台，帶
去了先進的民間手工技藝。不過，錫製
品後來逐漸被價格更低的鋁、不銹鋼製
品取代，歷經數百年的錫雕技藝也日漸
衰弱。2014年，錫雕被列入國家級非物
質文化遺產項目名錄。除了創新，錫雕
技藝目前面臨的另一困難是後繼無人。
「沒有一顆『出家的心』，真的很難堅
持。」莊亞新坦言，「目前在台灣，錫
雕主要依靠家傳，但我們不希望這一技
藝『藏在深閨無人識』，若有志同道合
之人想要學習，我們一定傾囊相授。」

廈門匠人借助「兩岸錫緣」打磨「萬千世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親民黨秘書長

秦金生本月8日因心肌梗塞辭世，家屬昨日在台
北第一殯儀館舉辦公祭。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
室主任張志軍致贈花籃。
秦金生祖籍河南焦作，1947年出生於南京，
曾任中國國民黨南投縣、新竹縣等地方黨部主
委；1993年他加入「台灣省政府」，歷任副秘
書長、委員、發言人等職；2000年親民黨成立
後，他擔任副秘書長，2005年升任秘書長。
與秦金生相識約三十年的《中華日報》董事長

黃肇松當天前來送別老友。據了解，秦金生待人
和善，近年常奔走於兩岸，為的是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而非為個人。

張志軍致贈花籃
送別秦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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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天泗和莊亞新夫婦手下的錫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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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近 農
曆新年，重
慶一年一度
的江津中山
古鎮「千米長宴」民俗
文化節21日啟幕。本
屆「千米長宴」民俗文化節
上，古鎮1,132米長的老街開席達800餘
桌，其間，舞台劇、打盆端菜、少林武
術、民間雜耍、祭祀祈福等傳統文化活動
輪番精彩亮相，吸引了西南地區及江浙、
沿海經濟發達地區三萬多遊客慕名而來。
據了解，重慶江津中山古鎮由來可追溯

到宋朝時期，素有「商德古鎮、民居樂
園」美譽。「千米長宴」活動始於2005
年，至今已連續舉辦十一屆，每年吸引數
萬遊客慕名前來。

一雙筷子吃遍整條街
「開席了！」祭祀祈福儀式後，第五屆

全國道德模範、中山古鎮居民方聯海用純
樸的方言喊着。重頭戲「千米長宴」正式
開席。
蒸籠一揭，千米老街一時間香氣四

溢，人聲喧嘩。只見人群中，「打盆」
老人頭裹白帕、健步穩重，頭頂長長的
菜盤穿梭其間。俯仰之間，菜盤中的菜
餚平穩落桌，遊人無不交口稱讚——
「絕活，絕活！」
在千米長宴上，素來有「一雙筷子吃遍

整條街」的習俗。不管是否相識，都可以
聚在一張桌上品嚐美食、暢飲美酒。今年
的菜單上，「愛情盛宴」、江津富硒特色
宴等10多道地方菜，讓來自四面八方的
「吃貨們」享受着「一雙筷子吃遍整條
街」的暢快淋漓。
在現場，一張桌子上坐的都是白髮老

人，還有幾個陪同的工作人員。「他們都
是來自附近蔡家鎮敬老院的，6位老人加起
來有500歲了，最大的陳國富老人已年滿
105歲。今年帶着6位老人參加千米長宴活
動，也是為了讓老人們沾一沾新春的喜
氣，與大家迎接新年。」工作人員介紹。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蕊、孟冰重慶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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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康熙年間，家住沈丘老城的御醫劉
璐，將顧家饃帶進皇宮獻給康熙皇帝品嚐，
由此成為宮廷貢品。
顧家饃早先只流傳於顧姓人家，且傳男不
傳女、傳媳不傳婿。1958年，當地政府為
推廣傳承顧家饃的傳統文化藝術，組織大規

模生產，顧家饃的絕技被推廣開來。現在生
產顧家饃的也不單單是顧家人了，李、陳、
張、岳等姓氏，200多戶人家，家家有顧家
饃生產作坊。2009年，沈丘縣城關鎮因顧
家饃麵塑工藝被文化部評為「中國民間藝術
之鄉」。

目前世界上最長的家譜《孔子世家譜》正
在世界文化遺產曲阜「三孔」之一的孔廟景
區展出。展覽以世家譜譜牒展示為脈絡，展
現孔子後裔繁衍傳續的歷史進程和孔氏家族
的家風家訓文化。
據山東省曲阜市文物局介紹，《孔子世家

譜》展陳項目是「三孔」景區展陳提升的重
要舉措，已籌劃一年多時間，本月開展後將
長期在孔廟景區展出。
《孔子世家譜》是中國歷史上延續時間最

長、包羅內容最豐富、譜系最完整的族譜，是
儒家文化的重要典籍，已作為世界上最長的家
譜列入健力士世界紀錄。尤其2009年新版《孔
子世家譜》，全譜共80冊，4.3萬頁，2,000餘
萬字，錄入孔氏族人總數約200萬人。
曲阜市文物局表示，《孔子世家譜》是孔子

後裔對孔子思想重視的體現，也是維繫海內外
孔子後裔的重要紐帶，對研究儒家學說及人口
學、社會學、教育學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新華社

臨近春節，擅長做十二生肖饃的陳志
剛家裡開始忙碌起來，前來訂購饅

頭的人在門口排起了長隊，如果不是熟人
關係，是很難搶到手的。蒸好的饅頭，咬
一口，十分筋道，而且饅頭的表皮比一般
饅頭厚實得多。「這些饅頭，放幾年都不
會裂開，也不會霉變，可以在長途旅行中
帶到各地。」老陳介紹道。

做工複雜 老藝人駕輕就熟
在不添加任何防腐劑的情況下把饅頭

做成這樣可不容易，其中有一系列複雜
的環節。但是，現年64歲的老匠人陳志
剛做起顧家饅頭顯然已經輕車熟路。只
見他先和麵，然後加入麥麩子做的酵
皮，發麵20分鐘。「軋麵要勻稱到位，
還要夠硬，不然蒸的過程中會變形。」
他邊做邊介紹道。
發麵之後，老陳拿出小刀、剪刀、鑷

子、夾子等工具，一邊將麵團捏成各種

小動物，一邊用工具雕刻出
五官、手腳、耳朵等器官。
「至於捏成什麼樣的形象，
全憑腦子想像和臨時發
揮。」陳志剛說。
捏好之後，就可以下鍋
了。蒸饅頭的鍋是傳統的大
鐵鍋，燒火用的是農村的土
灶台，燃料是劈的柴或者莊稼秸稈，「如
果用煤做燃料、用箱籠蒸熟，饅頭會變
形，而且會出現裂口裂紋等瑕疵。」陳志
剛介紹。在開水鍋上蒸20分鐘左右，饅
頭就可以出鍋了，其間要經過一次手扶，
以防饅頭變形。

外形美觀 顧客絡繹不絕
老陳家的饅頭賣7元一斤，這個價格

幾乎等同於法式小麵包的價格，但是求
購的人仍絡繹不絕，而且要靠朋友關係
才能買到。

一位買饅頭的人說：「平時家裡就喜
歡這種老式手工饅頭的味兒，而且會當
作禮品送給遠方的朋友，不會變壞，所
以常常來買。」
顧家饃至今有400多年歷史，將饅頭做

成惟妙惟肖的動物，則是陳志剛的發明。
陳志剛從小有藝術天賦，擅長文藝，對顧
家饃的手藝也很感興趣，在做饃的過程
中，不斷加入十二生肖等動物元素，才有
了今天的十二生肖顧家饃。而且，他製作
的顧家饃外形美觀、質量上乘，是公認的
最為地道的顧家饃。

《孔子世家譜》曲阜孔廟展出

中國北方餐桌上再尋常不過

的饅頭，在河南省沈丘老城鎮

南關村成為了一門藝術。沈丘

顧家饃是一種色香味俱全的漢

族傳統名點，以麵粉為原料，

經手工揉、搓等70多道工序

和防裂抗霉處理，塑造出惟妙

惟肖、栩栩如生的花鳥蟲草、

十二生肖、人物等形象。在

1990年香港食品博覽會上，

顧家貢饃以特有的風味和藝術

形式被評為金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紅麗

周口報道

昔日宮廷貢品 今日百姓美食

昨日，直徑約兩米的巨型壽司拼盤
現身海南海口，共五層二十餘種壽司，壽司總量1,970個，由八
位師傅歷時5個小時製作完成，讓海口市民在新春即將到來之
時，享受了一場壽司饕餮盛宴。 圖 /文：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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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丘顧家十二生肖饃受捧
巧手「蒸」出幸福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