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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家妹猝逝泰国清迈，当时几乎全
球的华文媒体都大篇幅报道，有哀悼、有怀念，当然也有
八卦渲染及臆测死因。那时，全家都陷入哀戚的氛围，且
忙于她的后事，无暇也无心情去澄清说明。看到那些众说
纷纭、捕风捉影的事，我就想，未来一定要出一本家妹的
传记，忠实叙述她的一生，给喜爱她的歌迷和关心她的朋
友们一个交代，也为从不辩解的妹妹有个说明。

随着时间逝去，对家妹的报道却未停止，坊间出版了好
多她的传记和报道，究其内容，大多是互相抄袭的传言，或
自言其是，与事实相悖，甚至有些恶意中伤，有辱逝者的声
誉，也给家人造成不少困扰，更加强了我出书的想法！有些
媒体多次和我谈过出书的事，但都因找不到理想的执笔人
而作罢。其后，我认识了杰出的记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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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捷，当时她
刚自军中退役，有时间可专注写作，遂一谈即成。

为了让姜捷能忠实报道，邓丽君文教基金
会拟了访谈名单，也安排她赴邓小姐生前住过
和工作过的地方，如香港、日本、泰国、新加
坡、马来西亚、法国、美国等地，访问的人也
一直增加，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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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真是辛苦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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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自军中退役，因缘际会到了中
国大陆，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经济起飞、社
会繁荣、民众日渐富裕，这些年我也大江南北
去了好多地方，接触很多的人，在了解他们对
邓丽君的感情后，真让我大吃一惊。以往都是
从媒体上得知大陆同胞对邓小姐的喜爱，现在
却是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亲身感受到，其
中有好多感人的事，令我相当激动。对一位从
未踏上祖国土地、而又逝去多年的艺人，用情
之深与真，令我感动万分。

中国大陆是丽君演艺事业非常重要的一
站，她生前未能踏上此地已是一生的遗憾，如
本书又遗漏了这个篇章，岂不更添遗憾？所
以，我又托姜捷跑了北京、上海、成都三地采
访，虽不能代表整个大陆对她的爱，却也让这
本书的内容更充实。

今年正逢丽君的
)'

冥诞，就用这本书为
她“庆生”吧！

（作者系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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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有这样一位作家，虽
不在当年“南渡北归”的大师级文
人之列，却曾往来海峡两岸，一生
坚持创作，被誉为“倒在血泊里的
笔耕者”；

他的人生虽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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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却不乏
传奇色彩，年轻时和恋人辗转“私
奔”大陆，弟弟因“基隆中学案”
在岛内被处死；

他是“台湾乡土文学之父”，价
值却长期被低估，去世后才慢慢被
人们重新认识；

他的诗作曾被温家宝总理吟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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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面对中外记者，温总理在
答问时，引用“原乡人的血，必须
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一时间
引来网上大量搜索及热议；

他，就是钟理和。
怀着一种憧憬的心情，记者日

前深入屏东县高树乡广兴村，探访
了钟理和故居。

这是一所占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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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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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平方米）、近年修葺一新的客家合
院，依稀可寻当年之繁华。一个不
大的门口，白牌黑字，写着“乡土
文学作家钟理和先生故居”，有的字
迹已经磨损。

迈过门槛，是客家所谓的“龙
井”。院子里有两棵树，一大一小，
枝繁叶茂。“这株小的，叫‘夜
合’，是钟理和的父亲钟镇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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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种下的，跟这个房子一样老。”夜
合“仅在夜间开花，有诗人曾以此
形容客家妇女的坚贞奉献特质。另
一株是桂花树，也已有五六十年的
历史。”钟理和故居活化计划专案执

行长李育琴如是介绍。
来自苗栗县、本身也是客家女

的李育琴说，屏东广兴村及广福村，
为客家六堆之右堆，以前叫大路关。
钟理和的父亲当年种番薯 （红薯）、
做生意，在屏东是大户人家。钟理
和就出生在这里，一直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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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才
离开。前些年，这所房子已经破旧
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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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八八风灾”时又受
到冲击。钟理和的长子钟铁民，去
年过世，他在生前认为这所房子不
应倒，希望整修起来，在台湾“客

委会”资助下，钟理和故居于去年
对外开放，并成为社区活动中心。

在李育琴引领下，记者绕到另
一侧，这里豁然开朗，有数位老人
和年轻人在做创意槟榔扇，几个小
孩子跑来跑去。院子里有一个废弃
的水槽，养了一种名为“尼罗红”
的鱼。“水槽是村子老人家的共同
记忆，钟理和曾在 《初恋》 中描绘
当年每到水期全村男女老幼一起挑
水的情景。”

进入土砖结构的“颍川堂”，里
面高挂着客家传统的“子孙灯”，大
“寿”字前摆放着钟氏祖先的牌位，
密密麻麻写着名字，包括用红色标
示的尚健在者，但记者没有找到

“钟理和”的名字。两
侧有一副长联，写着：
“颖地肇基徙嘉应居嵩
山横越万里落脚屏地处
处广川源流泽积芳德布
恩润纵贯千年孕育子孙
代代兴”。

另外一间房子里，
有一个书架，摆放着收
集来的钟理和各种作
品。记者注意到，书架上
有一本《鲁迅全集

&

》。

厢房众多，里面张贴着钟理和
的一些老照片和作品摘录，再现其
当年在此生活的点滴，但钟理和曾
居住过的屋子上着锁，尚未开放。

李育琴说，客家人勤劳能干，
但当年在台湾受到排挤，地位不高，
这可能是钟理和作品长期得不到重
视的原因。

+"*)

年，钟理和从大陆
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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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二·二八事件”发
生时，他因为生病，专心写作，未
参加政治活动；倒是他的同父异母
哥哥钟浩东，曾赴大陆参加抗日活
动，因为在台参加共产党活动，于
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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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被枪决。钟理和当时
躺在病床上，很疼惜哥哥，但也因
此未受到太大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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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钟理

和肺疾发作，血染稿纸，不治病逝。
李育琴还说，钟理和身体一直

不佳，以创作为生，他的大部分作
品，是在生命的最后

+'

年完成的。
在室外一角，展示着小学生创

作的部分散文和诗作。李育琴说，
“我们认为，钟理和在这个村子里很
有代表性，希望广兴小学的孩子们
能延续他的文学精神。”

适逢周六，记者在钟理和故居
停留了两个多小时。意外的是，这
里能免费上网，但没有碰到一个游
客。

李育琴说，因为地处偏远，钟
理和故居开放后，观众不多，月均
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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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左右。不过，来的人都很
热情，多是高雄、台南、屏东等地
的民众。
“我印象中，一年多以来，大陆

人士只来了一位，而且是正在新竹
读大学的陆生。她只身一人，慕名
来此，看得很仔细，久久才离开。”
“钟理和及其弟弟钟浩东与大陆

的渊源深，很欢迎大陆朋友来钟理
和故居看看。我们有数十名志工，
可以帮忙导览。”
“大陆朋友来此，除了参观钟理

和故居，还可以走进村子、爬爬大
武山，探寻他当年留下的足迹。还
可到临近村落，看看一些文化古迹，
包括

,

个见证数百年历史的大石狮
子。”
“高雄市美浓的钟理和文学纪念

馆，离钟理和故居也不过几十公里
远，其实可以连起来一并参观。”

记者离开时，在入口处卖凤梨
酱和酸菜的客家老妇人还在。李育
琴说，这位老人叫吴钟戊妹，今年
%$

岁，来此摆摊已
+'

多年，她当
年跋山涉水嫁到广兴村，有很多故
事可讲。

（据中新社台北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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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大陆来客
董会峰

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

———钟理和

他日你们出去后，一定要继续为理想奋斗！

希望我们的子孙，也能为理想奋斗！坚持到底，

为党（共产党）牺牲。

———钟浩东（钟理和二哥）于狱中
对大陆同胞来说，钟浩东及其同时代的殖民

地台湾青年为了追求民族解放与社会正义而不惜

牺牲的理想主义精神，应该还是值得据以认识台

湾历史与社会的参照吧！

———蓝博洲（《幌马车之歌》作者）
我印象中，一年多以来，大陆人士只来了一

位。

———李育琴（钟理和故居活化计划
专案执行长）

便当其实就是盒饭，在我们的印象中，大概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
择。可是，台湾铁路局推出的便当，却是很多台湾人想之念之的滋味。

台铁在台北、基隆、台中、高雄、花莲有
$

个便当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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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统计显示，每天可以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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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个。台北车站，每天中午一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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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午餐时间，台铁便当的店铺前就会排起长长的队，不少
人并不是旅客，而是专门来买便当的。

台铁便当的名声甚至传到了大陆，不少大陆游客到台湾
指定要尝尝台铁便当。近日，在台北采访台铁管理局餐饮服
务总所朱来顺总经理的时候，他说，这两年，有不少大陆
业者来谈合作，希望可以把台铁便当引进到大陆的高铁
上。

台铁便当在岛内受到如此热捧，原因其实也很简
单，在台北车站随机采访，得到的回答就是“好吃
啊”。台铁便当价廉物美，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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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新台币，下同）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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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品种很丰富，这两年，迎合人们养生的
需求，还推出了两款素食便当，颇受欢迎。台铁
便当受到热捧，还因为它承载了台湾人的集体记
忆。台北的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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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上班时间的午餐几乎
都是买台铁便当，而且，买得最多的就是排骨
饭。他颇为感性地说，这排骨饭会让他想起
自己小时候的时光。朱总经理介绍说，米饭
搭配排骨、酸菜、卤蛋做成的排骨饭，是
)'

多年来台铁便当没有变过的菜色，而
这经典款也始终是台湾民众的最爱。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火车上“扁
东，扁东”（闽南语，便当） 的叫卖
声是不少人儿时的垂涎记忆。随着
生活好转，台铁便当渐渐淡出人们
的视线。而即便是最受欢迎的台
铁排骨便当，也不时有旅客投诉
味道不够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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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台湾铁路局为
庆祝成立

++,

周年，推出
“台铁怀旧便当”意外走红，
引发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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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份台铁便当
的风潮。自此，台铁便
当的怀旧热一路延烧。
许多超市商家及民间
从业者纷纷推出各自
研发的铁路便当，争
食市场大饼。台湾铁路
局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开
始了台铁便当的改良。此后，在
车站里不过二三十平方米的“便当厨
房”里，像精心挑选软硬合适的大米、
根据四时搭配不同的蔬菜、炸排骨的油至少
一天换两次…… 这些细节都日复一日做到，台铁

便当的名声也
越 传 越 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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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台铁
便当获得台湾交
通主管部门颁发的
非工程类价值工程
奖第一名。
台铁便当也在创

新，除了口味的变化，
还有营销方式。从车厢
巡回叫卖，到在车站开设
窗口，再到如今的电话和
网络订购，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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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
只要提前一天预订，足不出
户就会有台铁便当送上门。
小小便当正走近越来越多

的台湾民众，小小便当的美味传
奇也吸引越来越多的大陆业者来
取经。台铁便当会不会卖到大陆
呢？朱总的看法是，在大陆的高铁
上或是火车上卖台铁便当，授权等问
题还需要进一步商谈，不过，地域广、
铁路长，大陆的铁路餐饮市场应当更
大，铁路餐饮的研发、创新有很大空间，
台铁便当如果到了大陆，大概也需要因时
因地的变身。

台铁便当

爱的礼物 礼物里的爱
邓长富（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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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绝响—
永远的邓丽君》一书在台湾
新鲜出炉，此书由邓丽君文
教基金会策划、时报文化出
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在此，我们摘发邓丽君小姐
的三哥邓长富先生为此书所
写的出版序言，让读者先读
为快。

———编 者

"

抓拍香港 丰衣 ﹃竹
﹄
食

铛-

铛-

铛-

台
铁
便
当
来
啦

!

本
报
记
者

李
炜
娜
文
图

钟理和故居

钟理和先生像

不知道一个人的缺点，就不算真正了解一个人。依此逻辑，近日

曝出的台湾台东县一家餐厅回收剩菜卖给大陆客，不算全无是处。

坦白说，哪里没几个奸商，只是一二个案，不必大惊小怪。但

是，发生在台湾就是另一回事。对一些大陆人来说，这猝然一击不亚

于阿里山车祸———后者还是胆寒，前者则要心寒了。他们心中的宝岛

完美如女神，风景如画不说，更有民众正直善良、热情好客、同胞情

深，怎么可以开黑心店？

总体而言，这没有错。在台湾，的确随处可见热心路人，也可能

遇到拾金不昧的出租车司机，无名小店也会为了追求真味道，连味精

都拒绝。但是，即使清澈透明的水也有眼睛看不见的杂质。台湾和很

多地方一样，也有无孔不入、连人家棺材本儿都不放过的骗子，也有

为压低成本、用塑化剂作饮料的奸商。此地也吃五谷杂粮，也识人间

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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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互不往来，两岸民众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才会形成今天

之落差。实际上，不管有没有剩菜事件，随着两岸人民交往日益频

繁，披在台湾身上的面纱都会慢慢淡去，梦幻台湾迟早会落地。去

掉光环，回归现实，真正地彼此了解，才是两岸关系良性发展的

基础。因此，抱着宝岛梦的大陆客，不妨把此事当做了解真台湾

的第一步。

穿越“剩菜门”
认识真台湾

孙立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