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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开学季将近，许多老师和
学长纷纷为新生送上真挚祝福。然
而，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炮制的

“致新生的家书”却包藏祸心、恶意
满满。

对此，新华社发表评论指出，
不容美化暴力言论再度荼毒香港学
子。文章摘编如下：

在“修例风波”中，香港中文
大学付出了十分惨痛的代价。暴徒
一度强占中大校园，并四处纵火、
打砸设施、投掷汽油弹、攻击过往
车辆及警员，致使学校沦为“战
场”和“兵工厂”。暴徒离开后，现
场遍地武器、处处垃圾，昔日鸟语
花香的中大山城如同一座死城。据
校方介绍，修复校园需花费超过
5000万港元。

令人遗憾的是，这份“家书”
非但没有反思暴力酿成的恶果，反
而将其美化为“反抗精神”，更声称
要以“反抗的精神”传承中大的人
文精神。

学 界 一 般 认 为 ， 人 文 精 神 指
的 是 以 人 为 本 ， 尊 重 人 的 尊 严 、
价值、权利和自由。以此为衡量
标准，暴力不仅无法延续人文精
神 ， 更 是 对 人 文 精 神 的 粗 暴 践
踏。尊重人文精神绝不是个别人
以 一 己 私 欲 损 害 公 众 利 益 的 借
口，鼓励学术自由绝不是鼓吹分
裂、祸乱香港的自由。

事实上，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
的“家书”只是香港教育乱象的冰
山一角。多年来，香港教育系统可
谓百弊丛生。从煽动学生仇视内地
的“毒教材”，到诅咒香港警察“死
全家”的“毒老师”，再到散播歪曲
历 史 、 反 中 乱 港 言 论 的 “ 毒 考
题”……这些事实都表明，香港应
当下大力气解决教育问题。

在“修例风波”中，一些心智
尚未成熟的学生已被诱骗利用。仅
以截至今年 6 月 30 日的数据看，香
港涉“修例风波”被拘捕者已超过
9000 人，其中 40.4%为学生。因此，
广大学生应吸取教训、明辨是非，
避免本该美好的前途毁于一旦。

目 前 ， 特 区 政 府 教 育 局 已 出
台多项有针对性的措施。社会各
界认为，上述措施有助推动教育
领域的拨乱反正。

今后，香港要加强对青少年的
基本法教育、国情教育等，对散播

“港独”、鼓吹“黑暴”的言论“零
容忍”。关心香港下一代的社会各界
也应当积极参与到呵护年轻人健康
成长的事业中，共同斩断伸向教
育、伸向学生的黑手。

马路涂鸦、说书人讲故事、童书公益拍卖……
近日，一场名为“封街悦读趴”的活动在台北重庆
南路举行。丰富精彩的亲子活动，营造出浓浓的阅
读氛围，也带动了儿童图书的销量。

重庆南路是台北一条有百年历史的书街，但在
经济不景气和网络阅读兴起的影响下，街上的荣景
早已不再。不过，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诸多负
面影响，台书店业者依然迎难而上，通过举办活
动、发掘特色、多元经营等方式寻找新生机，为书
香园地多留一盏明灯。

荣景不再
对于台湾的“40后”到“60后”来说，重庆南

路书街是他们青春时的回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重庆南路有百余家书店，从成立最早的商务印书
馆，到中华书局、正中书局、台湾书店、东方出版
社、三民书局、文星书店等，加上 200 多个书报
摊，可以说是人文荟萃。

老一辈台湾人回忆，那时重庆南路一带最有名
的就是“两星”，一是文星书店，二是明星咖啡馆，
都是很多人会去的地方。尤其在傍晚时分，学生、
职员都习惯利用等车时间进店阅读。在图书大特价
的年节期间，这短短的街上更是人头攒动、比肩继
踵，好不热闹。

然而，在经济和互联网因素的影响下，全台湾
的实体书店都受到了冲击，重庆南路书店街同样日
渐式微。到今年年初，重庆南路原本 100 多家的书
店仅剩10家。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书街销售额
仅为过去同期的六七成。有些业者撑不住，只好关
门歇业。如今漫步在这条街上，放眼望去都是各种
各样的咖啡店、按摩店和旅行社，书店反而只剩了
7家。前后对比，令人叹息。

另辟蹊径
“重庆南路不缺餐厅、不缺商旅。但一个城市若

没有书店，就没有文化；没有文化，社会就不会进
步。”沈荣裕是重庆南路天龙图书公司的负责人。对
于传承阅读、弘扬文化，他有浓厚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为了让实体书店能够长久经营，他无惧困境，
思考转型。

21 世纪初，天龙图书公司开始走差异化路
线，成为台北屈指可数的专营大陆简体字书籍的
书店。迄今为止，他已从大陆引进了超过 1000 万
本简体字书籍。“如果我没有卖简体字书籍，估计
书店已经倒闭了，更不可能还开着三家店。”沈荣
裕说，近年来台湾图书市场总体销量下滑，但来
自大陆的简体图书销量表现良好。台湾读者爱看
的大陆书籍，首推历史、文化、艺术、中医药等
类别，线装书也卖得不错。计算机等理工科专业

书籍也很受台湾读者欢迎，因为台湾市场上同类
书籍选择较少，而大陆往往率先出版相关简体字
书籍。

在“独善其身”之余，沈荣裕还联合周边的书
店业者成立“台北市重南书街促进会”，一起为振兴
书街而努力。去年 4 月，协会举办“重南书街嬉游
记”活动，活动以梦想童话为主题，结合热闹的市
集、Cosplay 等形式，致力于提振实体书店的销售
量。据估算，活动期间一天就可以达到以往一个月
的业绩。最近的“封街悦读趴”活动，也让儿童图
书销售提升不少。

“阅读要从小培养，从小扎根。”沈荣裕说，整
体来看儿童书销售仍然不错，这说明家长对孩子的
教育比较重视。他计划趁疫情期间租金较低的时机
租下新店铺，在 9 月时于重庆南路再开一家新店。
这家店一半的空间将用来做儿童书城，并不定时举
办小小店长体验活动。

多元经营
除了卖书，为了更好地保持营运，台书店业者

也采取多元经营的方式，拓展客源。

例如诚品书店，在销售纸质书籍的同时也出售
音像制品、文创产品、服装、玩具等，灯光及室内
设计温馨舒适，搭配的咖啡馆富有格调。读者来到
这里不只是来读书买书，更是希望感受人文氛围和
艺术熏陶。

与此同时，许多城市街角或偏远地区的小书
店，也都走出了各自的特色之路。比如藏身于新北
市永和区菜市场旁的“小小书店”，它是当地社区
艺文活动与资讯交流的推广平台，除了文学读书
会、写作课程、手工创意课程外，这里还会不定期
举办各式议题座谈、纪录片播映、书友会等分享活
动，并孵化当地社区刊物的诞生。有全新竹最美书
店之称的“或者书店”，是在地颇具规模的独立书
店，过去时常举办讲座、活动，邀请民众体验、品
尝当地风味。疫情期间，该书店“逆势操作”，举
办医疗卫生、日常免疫力等实用讲座，邀请专业人
士到场分享，并控制进场人数，也走出独树一格的
经营模式。

还有像许多书店兼具“社区托儿”功能，孩
子放学后先在书店等父母，父母接孩子时也会顺
道看书、购书，书店由此创造新的价值，找到新
的商机。

日光发电 雨水制冷
“零碳建筑”，顾名思义即整栋建筑碳排放量为0。在不

消耗煤炭、石油、电力等能源的情况下，建筑本身采集的
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能够满足全年能耗。香港的零碳
天地早于2012年落成，由建造业议会与香港特区政府合作
开发，体现香港超前的绿色环保技术，目前免费开放予公
众参观。

“零碳天地的设计及建造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例如采
用环保铺路砖、降温油漆外墙、太阳能发电板等。”零碳天
地主席庄坚烈表示，该建筑早前新引入“机电组装合成雨
水空调系统”，抽取地下暗渠内的雨水，用作空调系统的冷
却介质，比传统方式耗电量少 50%。庄坚烈说，目前园区
内还设有3组“空气净化太阳能玻璃天幕”，发电量较传统
太阳能板高5%。玻璃天幕收集的太阳能，足以供应户外咖
啡店的日常营运。

庄坚烈介绍，这种雨水制冷技术更可以分解 PM2.5 悬
浮粒子，减弱污染物黏附在玻璃表面，并且更易被风刮走
及雨水冲走，有效净化空气中的氮氧化物、甲醛及甲苯
等，抑菌率达99.9%或以上，加上耐久性长达25年，大大降
低维修保养的费用。

创意草坪 随意踏足
零碳天地的优化工程还包含生态修复，例如重新铺草

坪、加种花木植物，让绿色建筑在视觉上更加“绿色”。
“跟一般公园不同，游人可随意在园区草地上行走。”庄坚
烈介绍，零碳天地新铺的草坪采用创新的“层格”种植方

式，每个层格互相连接，最底层设有排水系统和储水植物
盆，有助减少灌溉次数，而中间安装复合过滤网，有助防
止水分淤塞，令小草愈长愈茂盛。

园艺师悉心种植不同季节开花的植物，营造四季分明景
象，包括粉花风铃木、黄花风铃木及广州樱花等，还有超过
100种不同颜色的花卉及灌木，例如洋金凤、一叶兰及非洲茉
莉等。“我们期望公众在不同季节到访，能欣赏到不同的园林
景色，为他们带来新鲜感。我们还修葺了长300米的慢跑道，
采用可发光纳米涂层技术，日间从太阳吸取紫外线，激发光
子照射原理在夜间发光，方便访客在园区内运动。”庄坚烈表
示，这些都将给公众带来焕然一新的体验。

推广环保 展览展示
零碳天地建造之初，旨在为香港本地及世界各地建造

业展示先进的环保建筑技术，并且成为本地生态建筑设计
的展示、教育及信息中心。通过举办纷呈的活动，这一功
能逐渐得到完善。

7月份，零碳天地举办“香港能源发展史”主题展览，
邀请本地三家能源供货商，中华电力、香港中华煤气及香
港电灯，展出多样珍贵展品，介绍能源发展起源、演变及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

9月份，园区将举办“建造的艺术”大型装置艺术展；
11月份，园区将举办“筑月”系列环保活动，包括摄影比
赛、绿色音乐会，建造低碳运动坊等。“我希望疫情缓和
后，这些免费活动能够如期举行，为市民推广绿色低碳生
活概念。更希望零碳天地优美的户外环境，能够成为九龙
新地标，市民的‘打卡’热点。”庄坚烈说。

香港香港：：零碳建筑会零碳建筑会““呼吸呼吸””
本报记者 汪灵犀

夏天到过香港的人，一定体验过室
内冷气20℃的“威力”，从屋外穿着短
袖走进来难免冻得“瑟瑟发抖”。强力的
空调、暖气等，使得香港室内活动能源
消耗量巨大，数据显示，香港室内活动
排放的气体占总温室气体排放的60%，
是最大污染源。因此，推广环保建筑和
低碳生活刻不容缓。

最 近 ， 香 港 第 一 座 “ 零 碳 建
筑”——建造业零碳天地完成优化。
引入崭新的环保设施，有效运用再生
能源，重新铺盖的草坪可供游人踏足
体验，百余种花卉树木生机勃勃……
这座坐落在繁忙的九龙湾商贸区的建
筑，为公众带来焕然一新的体验。

香
港
零
碳
天
地
的
草
坪
采
用
创
新
的
﹃
层
格
﹄
种

植
法
，
欢
迎
游
人
踏
足
体
验
。

（
资
料
图
片
）

迎难而上 台书店业者找寻新出路
本报记者 柴逸扉

台湾花莲玉里赤柯山与富里六十石山金针花近日逐
渐盛开。花季期间，满山黄澄澄的金针花海与云雾缭
绕，令人仿佛置身仙境。

花莲县县长徐榛蔚 （右三） 邀请各地朋友来花莲旅
游，享受被花海包围的浪漫气氛。 花莲县政府供图

花莲赤柯山清晨的金针花海。花莲县玉溪农会供图

图为台北重庆南路“封街悦读趴”活动现场。 台北市重南书街促进会供图图为台北重庆南路“封街悦读趴”活动现场。 台北市重南书街促进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