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海新聞神州大地A23 ■責任編輯：王嘉程 / 裴軍運 ■版面設計：崔竣明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才從罷免案中僥倖逃出生

天的台灣地區「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昨日又牽頭操弄「公

投」議題，企圖故伎重演，以「公投」名義播「獨」，被質疑是為

明年的選舉鋪墊議題操作。

黃國昌昨日提出6個「公投」題目，
聲稱邀請全民票選，個個題目包藏

「去中國化」禍心。
上周台灣地區立法機構「三讀」通過
大幅下調門檻的新版「公投法」，「時
代力量 」黨團就趁機在「修法」過程
中，提出修正動議，要求兩岸間政治協
商應先經「公投」通過後，始得協商。
但在台灣地區「立法機構」經表決後，5
人贊成、93人反對，未能得逞。

上位即拋棄民進黨
隨着2018年台灣地區縣市選舉臨近，
「時代力量」的上述議題操作，被質疑
捆綁選舉議題，為選舉提前造勢。在

2016年台灣民意代表選舉中，成立僅一
年的「時代力量」依附民進黨，以黑馬
姿態獲得5個席位。但是上位後，「時
代力量」在議題運作上，就完全拋棄民
進黨，不再是「小弟」姿態。
兩年前蔡英文為「時代力量」站台造

勢的場面，估計很難再次出現。目前，
民進黨內已經有多名民意代表提出所謂
「大小綠」關係，要求黨內反思和「時
代力量」的關係。
民進黨「立委」管碧玲前日深夜在臉

書上表示，「時代力量」「立委」黃國
昌罷免案的省思，是其與民進黨到底還
是不是大綠和小綠？對兩黨都是要探究
的課題。

「立委」吳思瑤則表示，「時代力
量」應當協助民進黨從事很多社會改革
的政策，但遺憾過去在「立法院」，
「時代力量」要標榜自己的色彩，很多
政策上沒有與民進黨並肩作戰，這可能

是其求表現、心急，很可惜。
談到2018選舉，吳思瑤認為，民進黨

是被動的，「時代力量」不斷對外釋放
縣市議員要提名54區，跟民進黨在選票
上是競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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僥倖逃脫罷免 黃國昌再播「獨」
提「公投」題目藏「去中國化」禍心 被質疑操弄明年選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馬英九時代
「總統府」秘書長、現任國民黨副主席曾永
權日前向當局提出申請前往大陸拜會台商與
台生，昨日遭駁回「未予同意」。對此，國
民黨怒嗆台當局：凡事都先政治考量。此
前，在馬英九卸任後，曾永權曾申請出境前
往香港發表演講，也遭民進黨當局以「維安
顧慮」駁回申請。
昨日下午，針對曾永權申請赴大陸一事，

「總統府」發言人黃重諺作出回應表示，曾
永權前秘書長是在12月6日向「府方」(「總
統府」)提出申請，預計於12月21日前往，行
程內容及安排是要拜會台商與台生。「總統
府」基於「機密保護法」3年管制期的規定，
考量曾前秘書長涉密管制原因並未消除，因
此「未予同意」。黃重諺亦表示，申請書中
並無提到之前媒體（台媒）所報道的政治相
關行程。

國民黨斥：政治考量
針對台當局上述解釋，國民黨相當不滿。

發言人黃健豪指出，兩岸關係在蔡英文執政
後急凍，副主席曾永權此行前往大陸，原先
用意為拜會台商與台生，關心台灣民眾在陸
就業、就學及創業發展，並希望能聽取意見
後給予協助，或回台後給予當局正面建議，
實在不懂當局以「機密」為由駁回的考量是
什麼？
黃健豪強調，「總統府」未曾詢問當事
人，甚至憑媒體報道片面猜測曾永權此行的
目的，坐實了民進黨當局一向「先射箭再畫
靶」，凡事都先政治考量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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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台灣中山大學透露，
余光中的告別式將於下周五（29日）上午9時在高雄市
立第一殯儀館景形廳舉行。屆時，中山大師生將組隊前
往送他最後一程。
中山大學昨日發佈新聞稿表示，余光中上周四驟逝後，

全校師生悲痛不捨，各界關心電話也紛紛湧進中山大學，
校方今天獲家屬同意，轉述余光中告別式時間及地點。
校方指出，余光中自1985年到中山大學任教以來，

一路陪伴中山大成長，從學校初創、茁壯、蛻變到如今
成為知名大學，每個階段皆有余光中奉獻與貢獻的痕
跡。余光中生前不僅作育英才無數，還使西子灣成為文
學重鎮，被校方譽為「鎮校之寶」。
中山大學10月26日在西子樓校友會館為余光中慶祝

90大壽，這是他生前最後一次公開露面，90大壽祝壽
賀卡還掛在余光中研究室門口，研究室前的西子灣海景
也依舊，但哲人已遠。

余光中告別式下周五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蕊 鄭
州報道）在兩岸
同胞打破隔絕狀

態、開啟交流交往30周年之際，作家楊
渡新書《在台灣發現歷史》出版。這是
繼《一百年漂泊：台灣的故事》之後，
楊渡再次通過一個個有溫度的「人」的
故事書寫台灣歷史。楊渡在鄭州松社書
店進行新書分享會之前，接受香港文匯
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希望從大的歷史事
件中找到宏觀架構，去認識每一個具體
的人和每一件具體的事，並從對人的清
晰認識中反觀總體的歷史。「回到人心

最柔軟的地方」。
楊渡曾作為《中國時報》記者在大陸
採訪多年，他認為兩岸交流「破冰」從
民間角度來說，源於「鄉愁」，30年前
的老兵「返鄉」運動開啟了兩岸交流的
大門。

台青願回陸發展
30年間，大陸經濟發展不斷翻番，而

台灣經濟發展遲緩甚至原地踏步，以至
於台灣的年輕人更願意回到祖國大陸發
展，因而兩岸交流30年後，很大程度關
係到大陸給台灣年輕人提供的「發展天
空」。「如果說大陸市場相對開放，將

文化的、創意的、設計的市場，小型
的、微型的創業開放給台灣人，台灣年
輕人可以把大陸作為未來就業的選擇之
一，我相信兩岸關係會有很大改觀。當
兩岸的年輕人可以手牽着手一起創造未
來的時候，怎麼用擔心兩岸未來的政治
要怎麼解決。」
《在台灣發現歷史》便是一部由人的
命運組成的台灣史：從消失的凱達格蘭
族，到帶着小提琴的革命家簡吉；從簡
娥和湯章德領導的農民組合……短暫卑
微的個體成為歷史的承載，而楊渡從
人、人性的角度，寫出了血肉豐滿的真
實。

楊渡：兩岸交流30年 從「鄉愁」到共創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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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楊渡在鄭州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
採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蕊 攝

■日前安定力量在汐止舉行的黃國昌罷免活動現場，民眾高聲呼喊支持「罷昌
案」。 網上圖片

找到親生父母，是鄭江深埋30
年的心願。那個因懷疑自己

身世而終日處於怨恨和彷徨中的15
歲少年，最終因故意傷害致人死
亡，被判處死緩，於2006年被收
監，後減刑至20年。上個月龍岩
監獄為鄭江尋親，之後經過各大媒

體廣泛傳播，最終於12月12日確
定他與貴州的周阿姨DNA比對成
功，確定他是周阿姨30年前在貴
州黔西被拐賣的兒子。

淚水決堤而下 一家人哭作一團
12月14日上午9時，年逾古稀的

周阿姨、鄭江的大姐、二姐，早早
等候在監獄特別安排的「陽光工
程」親情會見室。隨即，管教民警
帶着鄭江走了進來。看到眼前陌生
又親切的老婦人，鄭江再也抑制不
住眼淚，快步上前「撲通」一聲跪

倒，不斷哭喊着「媽媽、媽
媽……」「我的兒啊！」老母親亦
緊緊抱住兒子，老淚縱橫。「這些
年你是怎麼過來的？媽媽對不起你
啊……」大姐、二姐的淚水瞬間決
堤，一家人哭作一團。
此時，鄭江還不知道，為了尋找

他而吃盡苦頭的父親，因癌症晚期
剛剛過世兩個多月。彌留之際再三
叮囑一定要找到兒子，離世時眼睛
還流着淚。為此，鄭江姐姐向監獄
申請，希望帶着父親的遺像，讓父
子最後「見」一面。

拜見父親遺像 悔恨當初調皮
心情稍作平復，鄭江二姐將事

先準備好的父親遺像披上黑紗，
端端正正地擺放在會見室正中

央。泣不成聲的周阿姨告訴兒
子：「這就是你爹，兩個月前走
了，你們姐弟拜拜他。」鄭江再
度淚流滿面，跪倒在父親遺像前
「咚咚咚」磕着響頭，哽咽難
言。「爸，爸啊！小時候我調皮
不聽話，讓您和媽受苦了，對不
起，對不起……」鄭江嚎啕痛
哭，在場的人無不動容。
祭拜後，民警端出了一個漂亮的
大蛋糕。這是龍岩監獄領導為了圓
周阿姨的心願特意安排的。老人
說，「也象徵着兒子重生。」切開
蛋糕，熱淚盈眶的周阿姨一口一口
喂着兒子，鄭江也一邊流着淚一邊
默默吞嚥着久違的母愛。
2小時後，媽媽、姐姐和鄭江依

依惜別。

「感謝監獄警官以及社會各
界人士對我此次尋親的幫助，
讓我感受到大家對我的厚
愛。」噙着淚，鄭江表示，一
定會在獄中好好表現，爭取減
刑，早日出獄，回報社會。對
此，司法部監獄管理局局長王
進義在12月18日舉行的視頻連
線訪談中表示：「就像你的父
母不會遺棄你一樣，社會、監
獄也不會遺棄你。一定要好好

改造，爭取早日回歸社會。」
據介紹，今年11月剛剛啟動

的「陽光工程」建設，是福建
監獄系統貫徹落實司法部提出
的「治本安全觀」以及福建省
整體部署所出台的舉措。
福建省監獄管理局局長李傑

鵬介紹，下一步將採取多項措
施，推進「陽光工程」建設，
例如把服刑人員文化教育納入
全省教育事業總體規劃，與中

華職教社合作共建VR智能教
室，使服刑人員刑滿釋放前，
能夠掌握一技之能；推廣面對
面的寬管會見和親情共餐，建
設遠程視頻通訊系統等等。其
中，還特別計劃將推行離監探
親和特許離監探親措施，「明
年春節準備實施一批，讓陽光
照亮服刑人員內心，認真改
造。」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

齊白石作品之一《山水十二條屏》12月17日在北京
保利十二周年秋拍「震古鑠今—從北宋到當代的中國
書畫」專場中，以8.1億元（人民幣，下同）落槌，加
傭金共9.315億元（約11億港幣）成交，成為全球最貴
的中國藝術品。
北京保利拍賣執行董事趙旭透露，買家為中國藏家。

而這個價格的誕生證明，中國藝術品市場可以容納過億
美金、近十億人民幣的藝術品。
公開資料顯示，這套作品的著名性體現在諸多方面。它

集合齊白石山水畫的全部造詣，每屏上均題有自作詩，且
鈐蓋齊白石常用印，可謂「詩書畫印」四絕俱全。
據了解，這套《山水十二條屏》創作於1925年，是
齊白石一生中最重要的畫作，為齊白石贈予民國名醫陳
子林的祝壽之作，後由齊白石弟子郭秀儀夫婦珍藏。十
二條屏分別為《江上人家》、《石岩雙影》、《板橋孤
帆》、《柏樹森森》、《遠岸餘霞》、《松樹白屋》、
《杏花草堂》、《杉樹樓台》、《煙深帆影》、《山中
春雨》、《紅樹白泉》、《板塘荷香》。
此外，該作品也曾被冠以「估價最貴的中國藝術品」

稱號，拍賣前估價5億元，是極為珍罕的博物館級藏
品。 ■中通社

世界首個珠峰探索公
園，將於2018年 3月 25
日在遼寧瀋陽落成並開展
迎客。記者獲悉，建成
後，主題公園分珠峰實物
裝備展區、珠峰文獻展
區、珠峰攝影展區、珠峰
極寒體驗館、珠峰VR體
驗館等十大展區，打造珠
峰地貌體驗式城市室內探
索公園。將展出的百餘件
珠峰動植物標本、攀登珠
峰的裝備實物等，反映出自1960年
起人類從未停止攀登珠峰的歷程。
當代藝術家、登山家孫義全曾於

2013年5月成功登頂珠峰，成為世
界上首位登頂珠峰的藝術家，也是

國內從南坡登頂珠峰最年輕的登山
家。「珠峰探索公園」正是基於他
十年登山歷程籌備而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

齊
白
石
山
水
畫
拍
出
11
億

刷
新
中
國
藝
術
品
紀
錄

首個珠峰探索公園明年瀋陽揭幕

媒體民警齊幫手媒體民警齊幫手
找回生母找回生母

被拐後鋃鐺入獄重刑犯思親心切

在福建龍岩監獄服刑的

鄭江（化名），終於尋回親生母親。自小從貴州被拐賣

至福建，母子一別三十年。監獄為他特別安排了母子團

圓會。十一年前因犯罪入獄，鄭江見到母親時泣不成

聲，「我沒想到能找到媽媽，未來我會在獄中好好表

現，希望媽媽一定等我出去，等我為她養老送終。」

鐵窗內，上演了一個心酸又感人的團圓故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

監獄「陽光工程」點燃罪犯希望

■提及2個月前去世的父親，鄭江難抑淚水。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一存 攝

■與攀登珠峰息息相關的一群人，也將成為
該探索公園的一部分，展館將以影像的方式
呈現他們的講解。 香港文匯報遼寧傳真

■齊白石作品《山水十二條屏》12月17日在北京拍出
11億港幣，成為全球最貴的中國藝術品。 網上圖片

■■日前日前，，自小從黔西被拐賣到福建自小從黔西被拐賣到福建
的罪犯鄭江時隔的罪犯鄭江時隔3030年後與家人團聚年後與家人團聚
抱頭痛哭抱頭痛哭。。 司法部供圖司法部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