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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政治人物会因各种理由挨骂，其中一种典型情况近日发生在马英九身
上，他引用孟子时说错出处，引发“台下一片哗然”。两岸的公众人物如果用
错成语，或者弄错经典，会很没面子，有时甚至会被视为“没文化”。

民进党在台湾搞了
!

年“去中国化”，但事实证明，台湾可能仍是华人社
会中国学氛围最浓的地区。

“真正知道台湾优势的人”

马英九
"

月
#!

日参访台中市潭子区“宝熊渔乐馆”，讲到农牧业永续发展
时说，周朝有法令规定，鱼身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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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即要丢回河中，所谓“数罟不入洿
池”。他并说，这句话源自“孟子与齐宣王”对话。而实际上，此话出自孟子
与梁惠王对话。马英九可能是口误，或者偶尔记岔，但台湾媒体报道说，当时
台下听众“一片哗然”。

马英九一直给人国学功底深厚的印象。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在各种场合
引经据典，几乎从来不曾出过错。这可能是听众对马英九出错反应较大的原因
所在。当然这也说明，台下听众都对孟子很熟悉，连出处都记得清清楚楚。

马英九常对民进党的“抹红”表现敏感，但从不讳言对国学的推崇。他曾
说，自己虽然不能说用“半部论语治天下”，但像处理两岸事务，他就从经典
里获得许多启发。比如《孟子梁惠王下篇三》说，以孟子所言“惟仁者为能以
大事小”看两岸关系，是丝丝入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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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期间，马英九团队拿起国学做武器，敲打了民进党一记。一
支以“读经”为题材的广告影片，详述台湾的孔庙读经班如何在台扎根，并登
陆对岸的情形。影片还远赴湖南长沙取景，并录下读经班的师生感言，表达台
湾发扬中华文化的可贵。片尾字幕说，“比起民进党，你们才是真正知道台湾
优势的人”。

公文仍在使用文言文

有一部马英九传记透露，马英九自小接受严格的国学教育。马英九之父马
鹤凌是国民党基层党工出身，曾担任过国民党中央考纪会副主委一职，他要求
子女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所以，马英九从小被“强迫”读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
左传、论语、孟子，每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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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熄灯，早上
&

时起床念书，还要练毛笔……
马鹤凌经常用湖南名人曾国藩的两句话训勉儿子：“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

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根据这些规训，他订下了培养儿子的目
标———弘毅之士。教导儿子马英九牢记忠孝和民族大义。在给马英九灌输应有的
大中华观念的同时，他还从国学精髓中找出了另一些准则，如“理正气和，义正词
缓”、“有原则不乱、有计划不忙、有预算不穷”等，对马英九进行人格生活教育。

和大陆不同的是，直到今天，国民党当局的一些文件仍然使用文言文，比
如颁给官兵的嘉奖令，用词就十分古奥雅驯。和喜欢使用街头俚语骂人的民进
党政客相比，国民党政治人物也显得更为儒雅和有底蕴。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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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北大的演讲，被评为“极具历史感和家国人文情怀”。台湾 《旺报》
近日报道说，连战、吴伯雄等人在大陆访问时留下的题字墨宝，受到市场热
捧，连战的落款题字，在大陆可卖到比较高的价钱，而且竞标者众。

意识形态怎敌文化

民进党留下的“成语故事”都比较搞笑，比如陈水扁曾用“罄竹难书”称
赞台湾义工的贡献，而当时的“教育部长”杜正胜还帮扁辩护说“这是聪明人
的用法”；杜正胜本人主持编撰的“成语词典”，还把“三只小猪”之类的词都
归为成语，一时传为笑谈。

民进党千方百计“去中国化”，当然要篡改经典。不过，在国学教育这一
领域，台湾人自动地给予了反抗。尽管官方规定的中国历史课和语文课的比重
减少，但许多台湾中小学、文化团体反而加大了经典教育的力度。本报记者在
台北参观过一所规模不小的私立小学，课程以古文经典为主，连教室都设计成
古代书塾的模样，矮几竹席，学生或跪坐或盘腿，诵读经典，其声朗朗。近些
年，“读经运动”在台湾兴起，并推广到了大陆，在两岸都影响不小。

今年
#

月，台南市第二届读经状元评鉴会考在孔庙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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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拿到
状元资格。最小的状元是年仅两岁的黄宣融，竟可以背出“道之宗旨”、“礼
运大同篇”、“弥勒真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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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经典，黄宣融的妈妈表示，宣融在她肚子里
就开始听读经，出生后和哥哥一起读经，所以背诵经典对他很容易。年纪最大
的状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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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文秉森，他报考了
%%

科段，展现惊人记性。台南号称绿色大
本营，在这个例子里，政治又一次输给了文化。

马英九引孟子出错 台湾人吃惊

当政治人物
遭遇国学

本报记者 王 平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刘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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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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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许，香港
铜锣湾时代广场。数
百人在广场二楼大堂
一起叠着纸鹤。来自
河南的大学生张玲
说，这些纸鹤凝结着
他们对“哥哥”———
香港知名艺人张国荣
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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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是张
国荣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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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的
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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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荣逝世十周年纪
念展当日下午在时代
广场开幕。这项名为
“继续宠爱·十年”的
纪念展以张国荣的音
乐、舞台、电影为主
题，展示了他历年所
获奖项、多张早年黑
胶大碟和相片，以及
多件他穿过的私人珍
藏服饰，并首次展出
根据他演唱会中的经
典造型创作的雕塑。

纪念展中最引人
注目的当属大型透明
拱门内摆放着的近
3''

万只纸鹤。张国
荣生前经纪人陈淑芬
倡议叠纸鹤冲击吉尼
斯世界纪录以纪念
“哥哥”，“荣迷”对
此反响热烈。香港
“荣迷”介绍说，叠
纸鹤活动发起后，经
常能收到从内地发来
的纸鹤，一捆一捆
“飞”到香港。

下午
!

时，纪念
展开幕。陈淑芬和张国荣的好友拉开一
块巨大红布，露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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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高的张国荣
半身像，一只巨型红色纸鹤落在他的掌
心中，代表粉丝们的心意“哥哥”收到
了。随后，吉尼斯工作人员现场宣布，
粉丝们连日来为“哥哥”叠出的纸鹤数
量达到创纪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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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只。
张玲和她的几个大学同学

"

月
35

日从郑州专程赶到香港，参加纪念展、
音乐会、纪念晚会等一系列纪念“哥
哥”的活动。她告诉记者，这几天好多
“荣迷”在时代广场通宵折纸鹤，他们
有的是本地人，有的来自内地，还有的
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地赶来。
“对‘哥哥’的爱把我们这些天南

地北的人聚在了一起。”她说，“哥哥”
留给了他们太多美好的回忆。

来自加拿大温哥华的张凯特是移居
国外的华人。她说，自己喜欢张国荣已
经十几年，“不是因为他有多帅，而是
欣赏他的艺术追求和人格魅力。”她告
诉记者，张国荣是个很真、很有爱心的
人，生前为社会做过许多善事，作为他
的歌迷和影迷，她会延续他的爱心做更
多善事。

世界各地“荣迷”叠下的纸鹤还源
源不断地寄往香港。由于纪念展将持续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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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因此吉尼斯工作人员表
示，届时会再来香港重新点算纸鹤数
量。听到这个消息，来自陕西西安的学
生鲁军松了一口气。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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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一早
坐飞机赶到香港，到达时代广场时已错
过展览开幕时间。她指着自己手里的行
李箱说：“我昨晚通宵叠纸鹤，这里面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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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我和朋友们叠的。”

二
百
万
只
纸
鹤
悼
﹃
哥
哥
﹄

3月 31

日晚，由天星

娱乐主办的

“继续宠爱·十

年·音乐会”

在香港红磡体

育馆举行，张

学友、梁朝

伟、陈慧琳、

容祖儿、周慧

敏、莫文蔚等

近 20位明星

共聚一堂，以

张国荣的经典

金曲来纪念这

位巨星。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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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张

学友在音乐会

上演唱。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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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梁

朝伟在音乐会

上。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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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周

慧敏和张智霖

合唱。

（中新社发）

十年·继续宠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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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铨国在台北南门市场练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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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后来成
为市场自治会的会长。“近几年虽然台湾买气不太
好，但我们南门市场的大部分业主去年业绩都有
涨。”他边说边晃了晃两根手指头，比出了个“

(

”
字。

“妈妈的味道”

南门市场位于台北市罗斯福路，有
#'$

多个摊
位，是当地历史最悠久的传统市场之一。这里是著
名的南北货聚集地，火腿、香肠、腊肉、豆腐乳、
酸白菜等大陆传统风味名品在此一应俱全，让许多
从大陆过来的老人家念念不忘。来此选购家乡菜，
俨然成了他们滋味悠长的怀旧之旅。“就好这一
口”的饮食习惯祖孙相传，常常把一家三代或四代
都变成这里的常客。且因为此地摊主与顾客间多以
普通话而非闽南语沟通，这里又被本地人看作是
“外省市场”。

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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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林奶奶“坐镇”南门市场的摊位
已

)$

多年，至今仍每天在柜台里一丝不苟地包肉

燕，熟客们都知道她来自福州，能说一口流利的福
州话，做的也是地道的“福州味”。林奶奶除了售
卖福州小吃，还兼制梅花狮子头、湖北糍粑、荷叶
排骨等大陆多地的风味菜肴，被统称为“妈妈的味
道”。很多客人来这里，就是想找林奶奶闲话家常，
同时尝尝让人心里踏实的“妈妈的味道”，找到一
种回家的感觉。在南门市场，像林奶奶这样的摊子
还有很多，快车肉纸、金龙肉干、万有全腊肉香肠
等，哪一样不让人食指大动、乡情萦怀？

人情免费却无价

“外省市场”对“本省人”的吸引力同样锐不
可当，谁都知道那琳琅满目的美食里藏着经过改良
后融合两岸特色的绝味。而“老外”游客若想体会
真正的“中国味”也必来此逛逛，通过逛市场来接
地气、识民情、饱口福，无疑是了解台湾进而触摸
中华美食文化的好途径。于是乎，南门市场既是家
庭主妇厨男们的采购乐园，亦是旅人钟爱的观光景
点。平时熙熙攘攘一派繁荣，节假日人潮如织喜庆

盈门，而到了春节前夕，想挤进人山人海的市场买
年货，那可得花好大一把力气。不过老台北人认
为，去那儿挤一挤是必须的，否则你怎能沾上一身
浓浓的年味？
“去超市面对冷冷的冰箱，不如和摊主讨价还

价来得有成就感，主客间面对面的互动交流会有感
情、有温度。菜新鲜水灵，能摸能挑。有些摊主熟
了后就跟朋友一样，不用讲就知道要买什么并给你
挑好的，甚至有的还会教你每种菜怎么搭配、如何
料理……”台北市民潘爱玉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市场
拥趸，她更看重的是传统市场的人情味。

在台北，像潘爱玉一样的传统市场拥趸不计其
数，成德市场、士东市场、永春市场、华山市场等
都活跃着他们忠诚的身影。传统市场靠他们推动买
气、永续经营，而他们从传统市场收获新鲜可心的
食材，免费却无价的人情味儿和传统记忆，并在一
派挤挤挨挨的市井烟火气中，安享着传统中国式的
平凡生活，在果蔬肉菜挑挑拣拣中寻找踏踏实实的
存在感。

爆肝 大陆对应词目：操劳过度

说明：台湾人把操劳过度，熬夜工作称为爆肝。源自中医医
理———熬夜伤肝。

例句：过年后不少同事离职，导致每个人工作量暴增，累到快
爆肝！

夯 大陆对应词目：火（热门）

说明：台湾现代社会中“夯”有最受欢迎，超人气，非常火爆
的意思。经常可以看到诸如“台湾最夯美食”、“台湾书市我最夯”
之类的用法。

麻吉 大陆对应词目：好友

说明：源自英语单词“
*+,-.

”。在台湾，感情非常亲密的好朋
友才能加麻吉，类似大陆称“铁磁”、“哥们”。麻吉也可用作形容
词，形容很要好。

例句：我们两人是所有朋友中最麻吉的。
节选自 《两岸生活小词典》 杨 渡主编

两岸生活小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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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迪化街市场

#

台湾传统市场

挑挑拣拣的人情味
林 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