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責任編輯：朱瑞宜 美術編輯：邱斌玲

2024年10月21日 星期一A 15 兩岸

「我來到東北後，很多朋友說 『你一定要去侵華日軍第七三一
部隊罪證陳列館看看』 。在網上搜索相關資料後，我震驚了，這世上
竟然有這樣慘無人道的事情，太氣人了！所以後來我去了一趟侵華日
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 「胖胡」 說，那天下着雨，在雨中排

了一個多小時的隊，排到後面他不打傘了，就讓涼涼的雨浸濕衣服。 「天很冷，雨很
涼，但這些痛苦不及那些在冰天雪地裏被當做活體實驗的人痛苦的萬分之一。」

「胖胡」 表示，進到展館後感覺很難過，凍傷實驗、毒氣實驗、活體細菌
實驗、真空實驗……太慘無人道了，真的是反人類罪行，看完之後整個人

都非常痛苦。 「歷史不能被遺忘，國家強大才不會被欺負。」
在 「九．一八」 來臨之際， 「胖胡」 又前往瀋陽 「九．一

八」 歷史博物館，緬懷先烈和同胞。 「紀念碑像書本造型的石
雕，上面刻有一個個彈孔，還有受難同胞雕塑群，令人心
情很沉重。」 「胖胡」 在視頻中感慨道，看到這麼多人
來館內參觀，非常令人感動，大家都沒有忘記這段歷
史。

「聽講解人員介紹，日本人在東北實行搶光、
殺光、燒光的 『三光』 政策，十四年抗戰以來，
殺害我們3500萬同胞。而且日本從1905年到
1945年佔領了撫順40年，其間挖走了2億噸煤
礦。撫順是亞洲最大的露天煤礦，都被他們挖
走了，真是太可恨了。」 一邊拍攝， 「胖胡」
一邊幾度哽咽，難掩熱淚道： 「銘記歷史，勿
忘國恥。迎着光向前走，中國，加油！」

動作大開大合、表情搞笑誇張，
是視頻中的 「胖胡」 獨特的個人特質，
但當與記者面對面交談時，這位魁梧的
台灣青年則帶了些許的靦腆，且相當感
性。他講述切身感受到的溫情 「東北故
事」 時感慨良多， 「真的是感動到哭」 。

在大陸學習視頻剪輯
「胖胡」 本名胡成瀚，網友都親切稱他為

「胖胡」 。他在台灣曾做過銷售和健身教練。
「在台灣時，在網上看到直播帶貨的那些商業博
主，我特別感興趣，因為我當銷售時也曾拿過第一
名，所以電商這個領域也想要嘗試一下。但當時我
不會視頻剪輯，結果在大陸學會了這方面的
技能。」 「胖胡」 說，他於2023年
底、2024年初來到大陸，並
在河南洛陽落腳，在當地報
了學習班，從零開始學習
視頻剪輯。

「洛陽的歷史非常悠
久，很吸引我。來之前我對洛陽
的了解只在武俠小說裏，如果不來
大陸，真的很難想像得到十三朝古都
到底是什麼樣子的。」 「胖胡」
說，在洛陽學習期間他結識了東
北人鼕鼕，在鼕鼕的盛情邀請
下，他便揣着要從東北到內
蒙古再到新疆遊歷一番的
夢想，首站落地了鼕鼕的
家鄉──哈爾濱。

正是這一張機票開啟
了 「胖胡」 的追夢之旅，
也短暫 「終結」 了他的旅
程計劃。 「在哈爾濱朋友
的幫助下，我獲得了免費住
宿的優待，而且這裏的飯菜
也太好吃了！我完全被 『卡』
在這裏了！」「胖胡」興奮地說。

愛上不限量盒飯
「來東北吃的第一頓飯是烤串，還

有東北大冷麵。太好吃了，我完全愛上
了！」 目前以剪輯 「吃播」 為主要引流
方式的 「胖胡」 對東北美食欲罷不能。

高居 「胖胡」 食譜TOP1的就
是盒飯，視頻中的他常因東北
盒飯的菜式豐富、美味和便宜
的價錢而感動。 「在台灣吃盒
飯是需要稱重量的，我一次要吃
三大盤，至少要50元（人民幣，下
同）起跳，一般要七八十塊錢才能完全
吃飽，但是在東北花十幾塊錢就能讓我無限
續飯，吃到飽為止。」 「胖胡」 表示，他曾懷疑過真
實性，反覆詢問店員，才確定不論加幾次飯菜都只收
一次錢，真的覺得特別開心。

在網友們的熱情推薦下， 「胖胡」 幾乎吃遍了東
北特色美食：鍋包肉、酥黃菜（拔絲雞蛋）、醬大
骨、燒雞、酸菜湯、殺豬菜、俄式西餐等等，胖胡享
受美食的 「吃相」 也令網友們邊看視頻邊紛紛忍不住
流口水。 「東北菜真的很香，我本身又愛吃米飯，這
邊不只是餐廳，就是路邊的小飯館做的大米飯都很好
吃，再配上香噴噴的肉，那種幸福感是靈魂深處的滿
足。」 「胖胡」 一邊說，臉上一邊洋溢出幸福的表情。

因為吃相帶感，日常飲食的量又大， 「胖胡」 在東北
的生活化吃播視頻一經推出，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他的粉
絲直接從原來的1萬漲到現在的7.4萬，熱情的東北網友和不斷
上漲的粉絲數量，也讓 「胖胡」 堅定了留在東北發展的信念。他
說，當時來大陸發展的時候，島內曾有朋友反對，但大陸是他一直都
很想來的地方，想吃沒吃過的東西，想看沒看過的風景。 「我告訴自
己：一定要來，不然就太可惜了。」

參觀抗日紀念館 痛斥日軍侵略罪行

▲在哈爾濱偶遇秧歌舞隊， 「胖胡」 跟隨大
媽的舞步即興跳舞。 大公報記者吳千攝



▼一次旅行令 「胖
胡」 愛上了哈爾
濱，決定留在
當地發展。
大公報記
者吳千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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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一
開始是食物吸引我，

那麼到現在仍留在哈爾濱，就是這
裏的人情打動我。」 「胖胡」 說，他很喜歡東北人的

性格，真誠、實在，對人又熱情，感覺特別好。
來東北兩個月了， 「胖胡」 最近才開始自己找地方租房子，之前一

直住在熱情的網友家裏。他說，飛機剛落地哈爾濱機場，哈爾濱朋友就來
接機，還主動把已經賣掉的房子免費借給他住。 「最不可思議的是，一聽說
是借給一個台灣朋友暫住，已經買下房子的現屋主竟然爽快答應了。」 每當談
及此， 「胖胡」 仍覺得非常感動。

然而，這樣令人感動的事情接踵而來。有關注 「胖胡」 視頻的網友得知他在
找房子的情況後，邀請他免費來住自己租的兩室房屋的另一個空房間。 「胖胡」
說， 「開始時我是很不好意思，想人家是不是在說客套話，但網友很熱情，打消
了我的遲疑和顧慮，直到最近網友的房東要收回房子，我們才分開單獨租
房。」

在工作拍攝期間，東北人的熱情也令 「胖胡」 「熱淚漣漣」 。 「胖胡」
說，第一次去吃不限量盒飯，感覺像是吃 「霸王餐」 ，吃了滿滿三大
盤，老闆還不用他補錢，於是他跑去隔壁飲料店打包，請盒飯店老闆
和店員喝飲料，大家都很開心。後來，店員知道他是做 「吃播」

視頻的，廚師還同意他去廚房拍攝做菜。 「他們的舉動真
的讓人很感動。來到這邊大家都把你當成好久不

見的親人，你就會覺得很開心，感受真
的不一樣。」

▲ 「胖胡」 （左五）在采風活動中盡情欣賞哈爾濱的異域風
情。 大公報記者吳千攝

台灣胖胡邂逅哈爾濱一見鍾情
台視頻達人對東北美食欲罷不能 吃播兩月漲粉6萬

台綠電項目淪資本遊戲爛尾 卻要民眾埋單

這幾天 「菲
律賓」 成為台灣
輿論熱議的焦

點。事件源於民進黨當局經濟部門負責
人的 「突發奇想」 ：可考慮由島內廠商
在菲律賓或日本設置綠能電廠，並將電
力以海底電纜或船運送回台灣使用，整
體費用將比在島內覓地自建電廠的成本
為低。此番言論若不是出自一位 「部
長」 之口，人們還以為這是一個 「冷笑
話」 呢。菲律賓的能源供應問題比台灣
更嚴重，馬尼拉就經常停電。民進黨當

局竟然將台灣的能源安全寄託於菲律
賓，難怪被嘲笑是 「像兩個醉漢互相扶
持卻站不穩」 。

民進黨官員聲稱 「在菲律賓建綠能
發電廠的成本比在台灣低」 ，事實真是
如此嗎？有台媒算了這樣一筆賬：菲律
賓和日本的電價都比台灣貴，菲律賓的
民生用電是每度6.38元（新台幣，下同），日
本民生用電則是7.73元，兩者均超出台灣
的3.45元電價。這樣高的電費經電纜千里
迢迢輸送至台島，至少還要流失三分之
一的電量，怎麼可能會比在島內建綠能

發電廠更便宜？而且建海底電纜的費用
也高達數千億元。更重要的問題是，海
外綠電能否順利運到台灣？能否保證台灣
供電無慮？台灣缺電已是火燒眉毛，海外
建廠最快也要六年後才能投入營運。

當初民進黨當局叫囂 「2025年實現
『非核家園』 」 ，揚言 「綠能發電佔比

將達20%」 ，足以取代核能，但事實證明
這不過是 「畫餅充飢」 。綠電在島內發
展相當緩慢，其發電佔比在去年僅
8.6%，離民進黨當局20%的目標相差甚
遠，但明年已是2025年了。由此可以預

見，民進黨當局的能源政策勢必 「跳
票」 。該黨當時在台灣綠能不足以充分
替代核能的情況下，執意廢除核電，導
致台灣這些年缺電問題日益嚴重。

根據台電的統計，近20年來曾經發
生4次停電超過百萬戶的紀錄，而這4次
都是在執意「廢核」的民進黨蔡英文任內
發生。此外，2016年平均每年每戶停電
時間是16分鐘，到了2022年則狂升近6倍
高達106分鐘。這不是缺電？什麼才是缺
電？今年6月，美國半導體公司輝達執行
長黃仁勳訪台時曾表示在台灣設廠「電力

是挑戰」。此外，Google曾在2019年宣布在
台南科技工業園區興建第2座資料中心，
並預計投資260億元，但遲遲未開工，外
界猜測這可能與台灣缺電問題有關。

民進黨當局錯誤的能源政策造成的
嚴重後果已然浮現。但該黨為了死抱
「廢核」 的神主牌，罔顧民生經濟發

展，始終拒絕恢復核能發電。這兩年台
電虧損已超過5000億元，如今民進黨當
局竟想搞 「海外輸電」 ，這又是一筆天
文數字般的巨款，豈不是把台灣電力推
進更大的火坑嗎？

非核家園變菲電家園？
隔海觀瀾
朱穗怡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自
前領導人蔡英文上台以來，台灣當局
雖在推動綠電發展進展緩慢，而且還
出現了電費飆升、供電穩定性存疑等
問題，許多綠電項目也淪為追逐利益
的 「資本遊戲」 。民進黨 「非核家
園」 目標從一開始就使能源政策偏離
了穩健軌道，民眾卻要為後果埋單。

風能與太陽能作為執政的民進黨
實現 「非核家園」 願景的關鍵，八年
來當局急於求成，卻未能兌現 「2025
年可再生能源佔比20%」 的承諾。近

期，一家外資企業從風電項目的獨資
到逐步全面撤資的醜聞曝光，台當局
卻未敢施以處罰，反映了台灣的綠電
亂象。

台媒報道稱，外商之所以敢於如
此，源於他們深知民進黨當局難以對
其採取強硬措施：一是外商背後強大
的國際政商網絡讓台當局投鼠忌器；
二是綠電項目關乎民進黨的政治承
諾，外資抽身意味着民進黨無法兌現
承諾；三是民眾對綠電發展的質疑聲
浪高漲，民進黨承擔不起項目 「爛

尾」 的後果，因此對外商多有縱容。
但更令人擔憂的是，綠電領域

「資本遊戲」 風氣盛行，開發商更熱
衷於通過買賣項目賺取差價而非專注
運營，這種心態嚴重阻礙了綠電行業
在台灣的健康發展。

台當局日前提出所謂的海外購電
計劃，試圖通過船隻或海底電纜將綠
電引入台灣。但輿論認為，台灣與歐
洲不同，無法便捷地通過陸地連接電
網，海外購電成本高昂，這一提案被
指為不切實際的想法。

兩岸學者齊聚福州 研討建設共同家園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如何進

一步深化兩岸各領域融合發展、鑄牢中華
民族共同體意識？「閩江學院兩岸融合發展
論壇──中華民族共同家園建設」 學術研
討會日前在福州舉行，兩岸80多位專家學
者齊聚一堂，進行深入研討。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李鵬在開幕
式上致辭表示，在當前越來越複雜嚴峻的
台海形勢下，如何堅決反對 「台獨」 分裂
活動和外部勢力干涉，堅定守護中華民族
共同家園，是一個從概念到內涵、從理論
到實踐等各方面都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作為台灣學者，黃清賢表示，兩岸同
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種，主客觀條件造就
了兩岸成為具有「共同命運」認知的命運共
同體，兩岸同胞可以也應該鑄牢中華民族
共同體意識，牢固樹立休戚與共、榮辱與
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

另一位台灣學者王孟筠將關注視野投
向網絡空間。在她看來，通過微信、小紅
書、微博、抖音、B站等平台能夠有效促進
兩岸青年在文化、情感、歷史認同等方面
的交流與融合，未來網絡空間可以成為增
進台灣青年對中華民族認同的重要工具。

最近在
一次邀請台灣媒體

及視頻達人踏訪黑龍江
的活動中，在短視頻平台擁

有大量粉絲的 「台灣胖胡」 總是
手持手機，不遺餘力地記錄着所見到的每一個
動人瞬間。他的眼神裏充滿了對眼前景象的無限熱愛
與珍視，彷彿每一次按下錄像按鍵，都在與這片土地
深情地對話。 「我從台北出發，想從大陸的東北開
始，遊歷一下從東北到西北的省份，沒想到第一站來

到哈爾濱我就走不了了，現
在已經準備在這裏租房子，打
算安頓下來了。」 「胖胡」 告訴
大公報記者，哈爾濱真的是讓我來了
就不想走的地方，等我在這裏發展
好了，一定要把媽媽爸爸、妹妹
還有我台灣的朋友們都接來這邊
好好體驗一下！

大公報記者
吳千、王欣欣、于海江

哈爾濱報道

掃一掃有片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