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明：台湾士林
夜市著名的小吃之
一。实际上是细小的
粉圆，因其煮熟之
后，中心会呈现白白
的一点，看起来像是
青蛙卵因而得名。通
常直接加糖水或者再
加一些柠檬、爱玉饮
用，亦可将其加在刨
冰里当配料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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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回台扫墓，从北京到香港转机去台北。在等

待过关的时候，又一次，我早早将自己的两本绿色证

件拿出来，紧紧攥在手中。和往常一样，在满是红色

证件的队伍中，这果然引起了一些人的注目。

是的，这是我小小的病态癖好
!!

在大陆成长，

平时想尽办法让自己和其它人一样，只有在这个时

候，恨不得昭告天下我是台湾人。

可是扪心自问，除了手中的证件，我有什么底气

能这么说呢？
!"

年来，无论是衣着打扮还是言语举

止，甚至是思考方式，我都一点一点地和故乡渐行渐

远。

现在，我住在北京而不是台北。我念的是北大而

不是台大。我使用拼音而不是注音符号。我上人人网

和
##

而不是脸书和
$%&

。我说的坐的是地铁而不

是捷运。我知道移动和联通却不知道中华电信和台湾

大哥大。我坐火车从北京到天津、河南、广州，却从

来没坐火车从台北到新竹、台中、台南。我在中国银

行存钱，却不知道台湾的银行下午
"

点半就停止营

业。

是的，这些不过是生活习惯而已。不同的环境有

着不同的生活习惯。可是当超商的店员听不懂我说

话；当水平书店的老板问我：“小弟，你是大陆来的

吧？”当我在淡水买铁蛋，热情的小哥说：“你从哪

里来？啊，本来就是台湾人？真的吗？你不是在跟我

开玩笑吧？”当我看不懂公车站牌，上了车总是忘记

先看看是上车付费还是下车付费就刷卡，下车又总是

忘了和司机叔叔说谢谢……当这些事一而再地发生，

它们好像就不再只是不同的生活习惯，而是逐渐积淀

成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我在这头，台湾在那头。

小时候，来大陆是父母的决定，我和弟弟没得选

择；现在长大了，回台湾可以自己做主了。可是，我

已经弄不清楚，到底是“回去”，还是“回来”？

在大陆同学和同事的眼里，我依旧是，也必须是，

一个台湾人，一个外在于他们的“他者”。而回到台湾，

我还是“你们”，是不属于“我们”的那个人。

可是我仍想问：我是谁？

随着两岸交流交往的加深，在大陆

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台二代”。他

们是台湾人，却从小就跟随父母来到大

陆生活、学习。长大后的他们，回到台

湾却发现自己“无论是衣着打扮还是言

语举止，甚至是思考方式，都一点一点

地和故乡渐行渐远”。近日，有“台二

代”投书台湾媒体，说出了心中的疑惑

和纠结。 ———编者

咖啡，谁在意的都是它的果实，如何烘焙，是否
苦涩，够不够香淳，很少有人关注它最初的花朵。

'

月
!'

日，行到台南市东山区 （县市合并前为
乡），车子开始爬山，一丛丛缀满乳白色花朵的枝条从
一侧的坡地上垂下来。坡地上竖着一块广告牌，上书：
欢迎光临观光咖啡园。停车，进入咖啡园，主人黄春财
是个温和的中年人，说闽南话，回答我的问题时礼貌地
用“国语”，但很费力。他说我们来得正巧，昨天咖啡刚
刚开花，咖啡花期短，只有

"

天，我们巧遇盛花期。细
长的

(

瓣花，十几朵依偎成一个花球，衬着绿叶，将柔
软斜长的枝条裹个密密实实。花香就是淡的咖啡香，
初闻是香，香中有清冽之气，再闻又有苦的余味，不张
扬不夺人，却神秘独特，令欣赏者一闻难忘。黄春财带
着我们在他的咖啡园穿行，花的白与香在空气中流成
一股泉，柔软地涌动着，拍击着人的身与心。

黄春财不时停下来给我们讲解一枝一叶，因为那
里面有他的心血和全家的生计。他蹲下身双手扒土，
有点得意地给我们看埋在咖啡树下的滴漏式浇水管，

水可直接渗进根部土壤，既省水，又不至影响花果。
他说他的咖啡园每年开三季花（咖啡在不同的生长环
境下开花次数不同），一棵树上可能同时有这季的花
和上季的果，果实随熟随采，所以都是手工采摘。手
工采摘的咖啡豆保证都是成熟度最合适的，如果是大
咖啡园，用机器“摘光”采，就既有未成熟的又有熟
过度的，口味会受影响。采咖啡豆的时候，村里的人
会来帮工，干一天黄春财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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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新台币，下
同）。他的咖啡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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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地，过去是
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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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开始改种咖啡。因为地处三尖山下，
就叫三尖山咖啡。问到销路，他说自己是小农经营，
规模太小，咖啡又分大小年，产量不定，没法接商家
的订单，只是靠散客的口碑卖咖啡。记者推荐他网络
销售的方式，他说：“我可以让我儿子试试。”

黄春财改种咖啡，一是因为近几年台湾咖啡消费
大增，二是东山素有种咖啡的传统，现在正被台南市
重新打造成地方名产。早在日据时代，一位东山人在
日本人的咖啡园工作，便带回一株咖啡种苗种在东

山，因东山有些地方在海拔
,))

米左右，在北回归线
上，气候、日照、湿度恰恰都适合咖啡生长，这株咖
啡苗年年开花结果，山间的松鼠、鸟儿、猴子吃了咖
啡果实，又四散开来排出咖啡种子，无意中成就了东
山特殊的咖啡风味，咖啡种植因此兴起。

日本战败离台后，咖啡需求减少，往昔的咖啡园
都改回茶园果园。

!)

多年前台湾兴起咖啡风潮，咖
啡种植又相继恢复。配合一乡一特产的重振乡村计
划，东山打造咖啡品牌，举办咖啡节，开辟咖啡一条
街，希望以咖啡带动观光农业的发展。

坐在三尖山咖啡园简朴的咖啡长桌前，老板娘端
出刚煮的咖啡。好咖啡不需加糖加奶，咖啡的酸、
涩、苦都柔和得不令味蕾反感，反而在淡淡的刺激后
涌出甘甜，这一杯，就是这种感觉。面对三尖山，四
周咖啡花开，虽然老板的咖啡不便宜，

'))

元一盒，
内装

!)

包，比台北超市里的袋装咖啡还要贵，但不
少人还是放下杯子去买。因为咖啡就出自脚下这块土
地，也因为咖啡花正在身边绽放。

四川芦山发生
*

级大地震灾情传出后，
港澳台各界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港澳台各界
名人慷慨捐助、民间慈善机构也深入灾区。
对同胞苦难的感同身受、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凝聚的爱心，成为大灾之后温暖人心的正能
量。

救援伊始，两岸的普通人加入进来，捐
款、捐物，守望灾区。地震后的灾区重建，
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无论是一房一屋的
重建还是走出痛失亲人阴影的心理重建，都
需要更多普通人的加入。两岸间爱心传递和
接力，使得“微公益”再度成为热点语汇。

“微公益”开启全民公益

“微公益”强调从微

不足道的公益事情着手
!

积少成多。不同于名人做

公益、富人做公益，“微

公益”被视为平民公益和

草根公益。

近日，有网友在灾区记录下了感人的一
幕：婴儿的母亲在地震中丧生，

'

个月大的
婴儿已经两天没喝到奶。从成都赶来的志愿
者听说后，立刻把婴儿抱来喂奶。志愿者哺
乳的照片被网友偶遇抓拍，这位志愿者因此
被称作“最美妈妈”。

试想，如果没有网友的偶遇，我们大概
都不会知道还有这样一位“最美妈妈”。于
是，想起了黄福荣———香港一位再普通不过
的货车司机，

-)!)

年
'

月
!'

日在青海玉树
地震中，他本来已经脱险，又返回孤儿院救
出

"

名孤儿和
!

名教师，在余震中不幸牺
牲。去世后，我们才知道，原来黄福荣从
-))-

年起已经开始在内地做慈善。还有汶
川地震一年后，一群仍驻守在那儿的台湾

人。如果不是媒体的报道，我们大概也不会
知道，正是这些志愿者一直在提供医疗服务
和心理疏导。

不同于名人做公益、富人做公益，“微
公益”被视为平民公益和草根公益。无论是
“最美妈妈”、黄福荣或是坚守在汶川的台湾
志愿者，他们显然都是一群普通人；而他们
理解的公益，就是从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
积少成多。
“微公益”或许“微小”，却点燃了每个

人心中对善和温暖的向往，也把爱和温暖传
递给每一个有需要的人。因此，有学者表
示，“微公益”开启了全民公益的时代。而
当“微公益”跨越两岸、跨越海峡，同胞骨
肉的守望相助更在瞬间闪耀光芒。

“待用咖啡”的两岸版本

“待用咖啡”起源于

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

斯。在那里，人们可以提

前多买咖啡存在咖啡馆，

让囊中羞涩的贫困者能够

享受一杯温暖的咖啡。

“微公益”再度成为话题，有关“待用
咖啡”的故事也在两岸热传。

近日，有媒体报道，台湾老板响应“微
公益”，打造西安“待用快餐”爱心餐厅。

高先生今年
()

岁，台北人，在西安经
营一家餐厅，特色是“卤肉饭”。高先生说，
“待用快餐”就像“待用咖啡”，有来就餐的
客人提前多买一两份饭，留给流浪汉、低保
户等困难人群。“店里一份卤肉饭

!.

元，
顾客要买成待用餐的话，只需

!)

元。”高先
生每天拿出

(

份饭，
'

月
!"

日推出“待用
快餐”当天，就有客人加入预存。

也有台版“待用咖啡”。台湾新北市一

间面摊的老板娘看到“待用咖啡”的故事，
便仿效着提供“待用面”，让单亲儿童、拾
荒者和独居老人食用。老板娘颜林荫在接受
采访时说，有一名拾荒的阿婆经过面摊，被
她请进店吃面，她告诉阿婆：“好心人已经
付钱了，你放心吃吧！”“一碗面，却被视
为珍宝，我自己都很感动！”如今，单是面
摊附近就有

(

间店铺跟进，提供“待用蔬
菜”和“待用晚餐”。

在香港，低收入、失业人士或是贫困人
士，可以通过“食物银行”领取食物。“食
物银行”有不少是慈善机构或是民间团体开
办的。“食物银行”的食物接受商家捐赠，

市民也可以直接捐赠。一块面包、一盒罐头、
一片火腿，都可能成为贫困人家的一餐饭。

早在
-)!!

年的时候，在“海峡两岸年
度汉字”的评选中，“微”字高票当选。
主办方表示，“微”字受青睐，在于人们
对“见微知著”的深切体会———一些微小
的人、事、物，正改变着时代的进程，推
进着社会的进步。“微公益”被视为是这
样的力量。

“微公益”也须公开透明

微博的出现，极大

降低了普通民众参与公

益活动的成本。微博引

发“微公益”的模式，

成为一种全新的慈善方

式。

西安高先生的“待用快餐”是响应了
一则微博的呼吁。

在此次芦山赈灾中，微博“微公益”
平台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微博成为民众
参与捐助的高效、便捷通道。据统计，单
是新浪微博搭建的“微公益”捐款平台，
截止

'

月
--

日，震后
(*

个小时，接收到的
捐款额已超过

!

亿元。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微博用户的

快速增长，“微公益”正以充满创意的方
式凝聚来自普通个体的公益力量，捐款救
灾、微博寻人、保护动物等等，微博引发
“微公益”的模式，成为一种全新的慈善方
式。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老师王少
磊认为，利用网络发起公益项目能减少很
多组织行动的成本，广泛影响他人对公共
议题的关注，并增加参与感。

怎么做公益、做什么样的公益，也成
为新兴命题。两岸连续

"

年举办了以“小

公益、大行动”为主题的挑战赛，面向中国
内地、港澳台地区

!,

至
")

周岁的年轻人征
集公益创意和想法。如何为面临生活压力的
乡村青年艺术家搭建大众展示平台？如何解
决两岸普遍面临的海滩污染问题？两岸青年
人一齐把目光投向文化“微公益”和环保
“微公益”。

“当然，微公益如果涉及到款项，也必
须公开透明。除了通过微博晒收据外，目
前，两岸都在开发和完善善款查询系统，捐
款人可以通过输入手机号、姓名邮箱等查询
捐款去向，做到最大限度的公正与透明。”
王少磊进一步表示。

咖啡花开

咖啡园到了

咖啡园主人

两岸生活小词典

青蛙下蛋

说明：一种台湾
小吃。将体积较大的
糯米肠切开后，再夹
住体积较小的台式香
肠，即成为“大肠包
小肠”。

大肠包小肠

说明：闽南语，客
家话称之“糍粑”，是
一种流行于台湾的精
致小点心。它的外皮
采用糯米、糖等原料
制成，配合各种不同
馅料，口感很爽滑而
味道香甜。以花莲麻
糬最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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