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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九纽约大学演讲：反对美国有人意图把台“武器化”

   据台湾“中时新闻

网”报道，台湾地区前
领导人马英九于美东时
间 16 日在纽约大学发表
演讲时，点名批评美国
前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
恩，表示绝不欢迎把台
湾“武器化”的思维。
　　据报道，马英九率
“大九学堂”学子于 15
日访问纽约与华盛顿，
马英九在纽约大学发表
演讲时说，部分意图把

台积电当武器、意图把
台湾当战场，让台湾变
成第二个乌克兰，完全
没有考虑到台湾人民安
危福祉的美国人士，以
及以谣言代替事实、甚
至介入台湾选举的国会
议员，台湾人都非常不
欢迎，美国政府也应对
此严正表态。
　　马英九表示，奥布
莱恩主张台当局应该每
人发一枝 AK47 步枪，作

为与大陆对抗的准备。
绝大部分台湾人都认为，
这是非常荒谬与不可思
议的。他直言“绝不欢
迎完全不考虑台湾情势，
不考虑两岸关系，甚至
把台湾武器化的思维”。
　　马英九认为，“九二
共识”没有替代方案，
台湾离大陆这么近，台
当局执政者必须以台湾
人民安全为最优先考虑。
台湾在两岸关系上不能

无所作为，即使困难，
还是必须保持耐心，不
断努力尝试。
　　马英九说，要解决
当前危机，他有 2 个具
体建议：一是台湾的执
政者回归两岸共同政治
基础，也就是“九二共
识”，和大陆才会有互信，
台湾海峡也将不再紧张;
二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国
家和地区，应该鼓励台
湾执政者寻求两岸互信，

开始和谈，而不是鼓励
台湾执政者走向“台湾

独立”，甚至要将台湾
变成第二个乌克兰。

图为马英九演讲现场

港生：大湾区发展惊人 天地广阔有作为两岸京剧一脉传 好戏连“台”见情深

   【大公报讯】
   据看台海网报道：
“国家京剧院赴台演出
30 年，历经了至少四代
人。每一次到台湾来演
出，我们都倍感珍惜，
也非常荣幸。”金秋十月，
国家京剧院赴台演出圆
满收官，著名京剧表演
艺术家于魁智在台北感
慨地说。
　　1993 年，中国京剧
院首次赴台公演。袁世
海、杜近芳等京剧大师
率团，在近一个月的时
间内，全台巡演 16 场，
场场爆满，轰动一时。
那时，32 岁的于魁智还
是一名随团参演的青年
新秀。
　　2023 年，国家京剧
院第 24 次台北公演。62
岁的老生于魁智与梅派
青衣李胜素领衔，为台
湾观众献上 6 场精妙好
戏，其中《杨门女将》《打
金砖》《霸王别姬》《龙
凤呈祥》再现当年戏码，
让岛内戏迷大呼过瘾。
　　30 年弹指一挥间，
袁杜等一代大师已然仙
逝，曾经的新秀带着 00
后的青年演员，踏上宝

岛的土地。他们携着对
大师艺术精神的薪火传
承与对台湾新老戏迷的
深重情意。
　　京剧在台湾的传承，
归功于艺术家的言传身
教。但大陆对台湾京剧
艺术发展的助益，没有
停留在个人的拜师学艺
的层面上，更是系统性
的支持。1993 年国家大
剧院赴台首演以后，国
家京剧院、北京京剧院、
中国戏曲学院的名师轮
番去台湾任教，倾囊相
授。台湾京剧人也北上
学艺，在大陆演出实践，
不断成长，其中一些人
带着满满的收获回台表
演。
　　正是在两岸京剧人
的辛勤浇灌之下，京剧
这项植根于中华文化沃
土中的传统艺术，穿越
台湾海峡的时空限制，
在宝岛台湾持续传承发
扬。
　　京剧在台湾的发展，
更离不开台湾戏迷票友
们的鼎力支持。他们中，
有台湾的戏剧工作者专
程搭乘高铁赶赴台北，
品味演员唱念做打中的

继承与创新；有自大陆
赴台的耄耋老者，从 30
年前的首演起，每次国
家大剧院赴台都要观演。
这次更是连买6天戏票，
天天“追戏”；有从中
学起就爱上京剧的台湾
大学生，看到原汁原味
的京腔京韵，直呼“过
瘾”；还有全家出动，
几代戏迷共同在演员的
精彩演绎中体会家国情
怀与文化传承。
　　台湾观众何以对京
剧如此追捧？一位从美
国搭飞机回台看戏的岛
内资深票友说，只有国
家京剧院赴台交流的时
候，才能集中看到这么
多的名家名段，还有戏
曲背后大陆推动两岸文
化交流的用心用情。
　　正是为了把国粹京
剧艺术传递给更多台湾
民众，让更多的台湾同
胞——特别是年轻人感
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
美，国家京剧院才会不
遗余力地积极筹组团队，
精心打磨剧目，力求将
最好的状态呈现给宝岛
观众。

   【大公报讯】
   由香港大公文汇传媒
集团领导的未来之星同
学会，今年暑假先后承
办多项内地交流和实习
活动，带领过百名港青
到深圳、广州、梅州、
上海、天津等地，认识
内地的科创发展、历史
文化、自然生态，以及
职场文化和产业特点。
　　“未来之星同学会
2023 暑期团分享会”昨
日举行，30 名港青代表
参加，其中 6 名代表向
在座嘉宾分享他们于不
同暑期团的学习感受和
心得。有参加广东科创
团的同学分享表示，感
受最深的就是认识到大
湾区内地城市的惊人发
展，深深体会到祖国科
创的领先。
　　香港大公文汇传媒
集团执行总经理韩纪文
于活动上介绍，今年实
习交流活动是疫情后首
次复办，在特区政府民
政及青年事务局、中央
政府驻港联络办青年工
作部、中华全国青年联
合会有关部门、天津市
海外联谊会、南方发展
研究基金会及明汇智库
的大力支持下，顺利举
办了 4 个青少年交流活
动，带领 112 名香港青
少年到内地，增加对祖
国及国情的认识。

　　寻“根”之旅 感受
历史文化

　　福建中学中五学生
赵嘉仪参加了“香港青
少年广东湾区科创之
旅”，她分享说，内地
科技的发达令他们大开
眼界，更在广州南沙的
中科宇航产业化基地，
听取“北斗女神”、中
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
研究院研究员徐颖讲解

北斗系统的原理、历史
和应用，“我相信就算
这趟旅程结束后，大家
也会牢记在这趟旅程学
会的知识并与未来相接，
在不久的将来用以报答
社会和祖国。”
　　参加梅州客家文化
之旅交流团的台山商会
中学中五生陈奕晞表示，
自己身为客家人，过去
却从未回过家乡，因此
今次的交流团好比是一
次寻“根”之旅，让他
充分感受到客家人的历
史、文化和风俗人情。
　　来自浸会大学国际
学院的二年级生谭凯蔚
分享指，在参加天津交
流团中见识到当地多个
企业的最新发展，包括
看到高铁的组装过程，
参观了世界级的赛车场
地，更是了解到中西医
结合的成果等等，“天
津在我心中不再只是文
字上的描述，是次体验
会成为我未来规划的重
要参考。”
　　新会商会陈白沙纪
念中学学生李焯森表示，
赴天津八天的行程中，
“宏伟壮观的黄崖关长
城和独乐寺，古色古香
和充满书香的南开大学，
繁荣的海河周边和津湾
广场，充满科技感的无
人机企业，以及漂亮的
夜色，一切的一切都深
深触动了我。”

　　银行实习 体验多彩
文化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
梁子晴、陈历详则参加
了为期一个月的上海实
习团，分别获派到厦门
国际银行的分行营业部、
风险管理部门实习，他
们表示这一个月虽然短
暂，但改变了他们之前
的生活，开拓属于自己

的天空，也更全面地体
验到上海的魅力和丰富
多彩的文化。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副局长梁宏正致辞时，
鼓励港青们跟身边朋友
分享团内的所见所闻，
激发他们动身到内地交
流，亲身体验内地的社
会环境。他又指，民青
局将继续推动和推广交
流学习活动。他代表民
青局邀请同学们加入刚
成立的青年网络“连青
人网络”，也会举办不
少活动，有一些到内地
不同地方、海外不同的
地方交流、研习班，还
有一些政策的研讨班等，
希望大家能持续参加不
同青年发展的活动。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
办青年工作部二级巡视
员崔峰表示，听了同学
们的分享，感受到未来
之星同学会的系列活动
确实实现了“百万青年
看祖国”主题活动所倡
导的几方面目标：一是
走进名胜古蹟，感受历
史之中国；二是领略大
好河山，感受壮美之中
国；三是开展社会实践，
感受发展之中国；四是
参访重大工程，感受强
大之中国。他希望大家
进一步感悟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在建设美好香
港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中把握机遇，勇敢追梦。
　　香港文汇报副总编
辑罗政，港区全国人大
代表朱立威，立法会议
员梁熙，全国青联委员、
四川省政协常委姚鹏辉
等嘉宾出席，并与同学
们交流。

　　大公文汇全媒体记
者陆雅楠

　【大公报讯】
  为增强香港高等教育
界对国家发展大局的了
解，探讨业界在建设教
育强国战略中的应有作
用与角色，在香港中联
办教育科技部、香港教
育局的支持下，香港高
等教育评议会（高教评）
举办了“香港高等院校
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研习
访问团”，于 10 月 6 至
11 日赴京。在国家行政
学院研习期间，访京团
成员先后学习了有关中

国式现代化、科教兴国、
宪法与基本法、国家安

全、国际形势与中国外
交、构建新发展格局等
内容。

图：国务院港澳办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李国明会见
访问团一行成员。

香港高等教育界赴京研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