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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过新年

表演团队穿城巡游是澳门节庆的一大特色。图为巡游队伍中的

佳丽们带来迎新年的狂欢气氛。 澳门日报供稿
●美人

台湾的食品业者不断创新，新年推出凤梨酥的新品———柚子

酥，给过新年的人们尝新鲜，力求在新年抢攻新市场。中新社发
●美食

身处繁华中的香港市民，在新年选择到大自然中享受一番。图

为港人在城门水塘与山水相亲。 谭达明摄
●美景

作为福建省东山县“寡妇村”有名的
“海峡鸿雁”，黄镇国对 !"#$年两岸开放探
亲带来的变迁印象深刻。
“开放之前，我代笔的书信主要是谈感

情，开放后历经了办手续、解矛盾两个阶
段。后来，越写越少，算是‘下岗’了。”
黄镇国说。

黄镇国是东山县“寡妇村”展
览馆馆长。他出生的 %"&' 年是村
里最悲情的一年：当年 &月，国民
党败退台湾之前，从东山县铜砵村
掳走 !($ 名壮丁，其中年幼者仅
%$ 岁，年长者 && 岁，已婚者 "%

人。黄镇国的堂哥黄亚庆是被抓的
已婚者之一。黄镇国的堂嫂沈锦菊
和村里其他失去丈夫的妇人们，开
始了漫长的守活寡、盼亲人的痛苦
生涯。铜砵村由此得名“寡妇村”。
“堂嫂说了两句就哭了。我从

她眼泪中就知道信该怎么写了。”
从上世纪 )'年代给堂嫂代笔开始，
黄镇国渐渐成为“寡妇村”的“海
峡鸿雁”。

当时两岸通信颇费周折：台胞把信寄
到新加坡、美国、泰国等地，由当地收信
人通过民间批信局，整合一批信件，经由
客船寄到汕头等口岸，再送到东山，由当
地民间批信局的工作人员到铜砵村挨家挨
户分发。有时一封信要辗转好几个月才能
到达收信人手里。黄镇国代笔写回信后，
书信又开始了绕道回台湾的另一番“奔
波”。

%"*$年 %'月，台湾当局宣布开放老兵
返乡探亲，并于次年同意台湾民众给大陆
亲友的信件可以经香港邮局转寄大陆。小
小的“寡妇村”突然热闹起来。

“有时村里一天就来 !个台胞，大家奔
走相告。”黄镇国说，台胞们回来后一般会
选择一个日子，祭祖、拜天公、宴请亲朋
好友，场面非常风光。当时很多台胞西装
革履，带来了美元，也带来了电视机、摩
托车、录像机等“大件”，村里的高楼也一
座座建起来。
“海峡鸿雁”黄镇国更忙碌了，而且代

笔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开放前，代笔基本
都是报平安、诉离情；开放后，代笔的主

要内容变成帮助提供资料，协助一些台胞
申请回来探亲、定居；随着两岸往来的增
加，隔绝已久的老人难免因为抱养子女、
“一夫两妻”等现实问题产生矛盾，书信又
担当了化解矛盾的角色。

几十年代笔近千封海峡书信的经历中，
黄镇国尤其难忘的是与黄建忠的通信。黄
建忠去台时只有 %$ 岁，是家里的独子。
“最后一次，他母亲得病快死了，让我到她
床前替她写信。她说等了几十年，等不到
儿子回来的一天了。希望儿子以后记得带
儿孙回来，到她坟前看看她。我代写完，
把信念给老人听，自己边念边流泪。”

两岸开放探亲后，黄镇国又代老人的
养女给黄建忠写信，但黄建忠一直没回来。
有一年中秋节前收到黄建忠的信后，黄镇
国给黄建忠写了一首诗。诗的前两句是
“岁月无情几度秋，月圆人缺何时休？”诗
的最后两句是“世态风云惊多变，趁峡浪
平好行舟。”
“我的意思是，两岸隔绝几十年，一开

始书信都没法往来，现在机遇这么好，怎
么还不回家呢？”黄镇国说，“后来黄建忠

回村一见我就说，兄弟啊，我被你
那首诗给追回来了。”

黄镇国的堂哥黄亚庆也在上世
纪 "' 年代的台胞回乡大潮中回到
铜砵村探亲，从此开始了在两岸之
间来来往往的生活。最后年纪大
了，老人才在 %' 多年前定居铜砵
村，和黄镇国口中的“阿庆嫂”沈
锦菊享受天伦之乐。

但好景不长。六七年前，黄亚
庆在村里去世，一年后，“阿庆
嫂”也随他而去。岁月的流逝无情
地带走了许多老人：当年的 "% 个
妇人，目前只剩下 %% 人；定居铜
砵村的 %" 个台胞中，如今只剩下
年过九旬的黄阿甲；留在台湾的那
批台胞，也只剩下 %'人左右。

“寡妇村”渐渐走入历史。如今的两
岸，无论打电话还是上网，联系都很方便，
久已“下岗”的“海峡鸿雁”黄镇国，很
希望能去台湾一趟。黄镇国对采访的记者
说：“展览馆目前存放的都是几十年来台
胞寄到‘寡妇村’的书信。有机会去台湾
的话，我想把以前为村里女人代笔的信收
集起来，这样历
史的记录就更齐
全了。”

本文照片为
陈晓星摄于“寡
妇村”展览馆

“代笔者”新年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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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妇村”的林招玉

"#$#年新婚时留影

分离 $% 年后， "##%

年与丈夫重逢时的林招玉

香港艺术中心的年度旗舰视觉艺术展览正在举行。
视觉艺术指直观的造型艺术，包括影视、绘画、雕塑、建筑艺术等。视觉

艺术是一种语言，最直接地告诉人们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和文化品位。香港认
识到视觉艺术的重要，于 "##&年建立视觉艺术中心，成为香港陶瓷、雕塑、版
画等艺术活动的专业研习场所。由中心举办的年度旗舰视觉艺术展，已成为推
动当代亚洲艺术发展的重要活动。

这个跨年的展览有中国、日本、印度、新加坡等国家的 #个艺术家（团队）
参展，展品包括装置艺术、电影及媒体艺术、现场绘画等。展览以人与艺术环
境的互动为重点，表现城市人的日常生活，探索人与万物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
令观者反问自身，对自己有更多的思考与理解。对此，香港艺术中心总干事林
淑仪解释，重要的是要让人从艺术展览中获得“经历”。古时
名人雅士游历山川后，会在自家花园中重现山水。展览也希望
能够重现大家的生活经历。

林淑仪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强调，视觉艺术中心不只是举
办展览，更要培养观众，培养新一代艺术人才。真正好的艺术
不该曲高和寡，而是深入浅出，让各个层次的观众都能萌生兴
趣。

近些年，港人对视觉艺术产生兴趣，但林淑仪认为，香港
仍然需要一个稳定、健康地发展视觉艺术的环境，这需要官
方、社会、艺术团体一起做。她说，政府的财政支持很重要，
但民间的财政支持也不可少。像艺术中心这样的机构应该创造
艺术展出平台，帮助艺术家探索新路，推动艺术教育。几方合
力配套才能保证视觉艺术创造后继有人。

香港举办视觉艺术大展
小 霞

香港星光大道的标志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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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 天

近年随着香港与内地的联系紧密，港式甜品吸引
越来越多内地客慕名前往。在网上搜索香港甜品，半
秒钟就找到超过 $''万个结果，其中有不少是详细的
自由行美食攻略。

因为水土的原因，岭南有“喝糖水”清润消暑或
保暖进补的传统。粤语语境中的“糖水”，原指番薯
红糖水、芝麻糊等以热食为主的传统食材。而现在香
港的甜品，吸收了西式做法，主料融入水果及奶油，
以冰冻为主。
“香港甜品店最大的特色是中西结合”，铜锣湾小

巷里一家甜品店老板聪嫂拿着菜单介绍，“例如双皮
奶是传统热糖水，但是加上芒果和布丁冰，一下就变
成最受欢迎的经典港式甜品。”

铜锣湾的甜品店是聪嫂的第三家甜品店，另外两
家位于九龙的将军澳区。每天一大早，聪嫂和伙计从
机场运回泰国来的水果，与其他材料一起制成半成品
运到各分店。中午 "&点半开始营业的时候，门口常
常已经开始有客人在等候。
“铜锣湾店和将军澳店不一样”，聪嫂说，“将

军澳的客人都是周围的街坊，而铜锣湾以附近工作
的白领和游客为主。”

据高纬物业发布的数字显示，铜锣湾打败美
国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 "" 年的霸主地位，成为
全球零售店铺租金最高地段，每平方呎 （"平
方呎约合 '*'#! 平方米） 一年平均租金达到
&,!'美元。

在这样“金贵”的街区开店并不容易，聪
嫂每个月要承担十几万港元的租金。 “还好，
生意不错，”聪嫂说。 聪嫂认为，港式甜品名
声大噪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愿意在原料上花大

成本，“我们同行都知道，一碗芒果露可能要磨进 !

个大芒果，一碗杏仁核桃糊可能要手磨一个小时的果
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甜品的质量，留住客人的胃。”

到香港喝“糖水”
卢 哲

向前冲
摩托车是台湾从乡村到都市最普遍的交通工具，城市里摩托成阵的景象处处可见，特别是交通高峰

时段，成为台湾一个特色街景。 许 涿摄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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