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城市的气质，在白天，也在夜晚。

在台北，只要得空，傍晚时分，我都会去登山。

这就是台北的妙处了。台北 !"!大楼大陆游客都熟知，

!"! 位于信义区，信义区是台北市的市政中心，也是

目前台北最重要的商业区。从 !"! 出发向东，步行大

约 #"分钟，就会看到憨态可掬的象群雕塑，也就到了

象山登山口。

信义区附近的虎山、豹山、狮山、象山，合称四

兽山。此外，内湖附近有五指山系、连接到新北市的

有二格山系，当然还有阳明山系。这些山系，山山相

连，自古就有往来商旅步行通道分布其间，后来，台

北市政府又逐年修缮步道，加之山里绿树如茵、四季

皆有美景，渐成台北人健身、休闲的好去处。山间步

道也就成了台北人亲近自然的幽谧小径。

到登山口，草木馨香扑鼻、蝉鸣鸟语入耳，刚刚

的车水马龙、霓虹喧嚣瞬间静止。傍晚时分登山，还

有特别的妙处。象山不高，山顶海拔只有 !$% 米，

慢慢走，大致 #"分钟，也就走到了山顶。山顶上的

&块巨石是拍摄 !"!的最佳点。如果时间算得精确，

可以在这里一边平复微喘的气息，一边欣赏夕阳西

下的美景。

台北城坐落于盆地之中，从山上俯瞰，万家灯

火被包裹在或薄或厚的云层中。夕阳时分的云，色

彩变幻，当天空从明亮的蓝色变成深沉的夜色，太

阳也把云染成了最艳丽的一抹红色。这时候，!"!

的轮廓仿佛是浮雕，悬挂在天幕。山脚下华灯初

上，又像是天幕中闪耀的点点繁星。这时候，轻轻拂面的风，

仿佛夹带着饭菜的香味；这时候，隐约可辨的云，仿佛是袅袅升

腾的炊烟；这时候，灯光闪烁的楼，仿佛也少了几分钢筋水泥的冰

冷、多了几分亲情相依的温暖……

夕阳西下过后，便是台北的月光。月光里下山，也不觉得不安，

登山步道两旁都有路灯，灯光柔和。月光里下山，也不觉孤单，登山步

道上总会碰到上山或下山的，认识不认识的，大家都会招呼问候。比较昏

暗或是苔藓丛生容易打滑的地方，也会有人善意提醒。

我曾经带着自家小朋友登象山，沿途碰到的人不仅打招呼，还都友善地称

赞：“弟弟，你很棒哦！”我家小朋友才 '岁，凭着这样的一路称赞，也一路爬

到了山顶。下山的时候，他用十分崇拜的语气对我说：“妈妈，没有想到你到台湾

这么短时间，居然认识了这么多朋友，你太棒了！”我告诉他，这些叔叔阿姨、哥哥姐

姐，都是第一次碰到，我们会有这样的交流是因为他们的热情和友善。我不确定，这样

的解释，孩子可以理解多少，可是，如水的月光中，我看到了一张幸福洋溢的脸。

当社会从吃饱进步到吃好后，发现“好”中埋
藏种种祸端，农产品越来越高产，食物越来越漂亮，
但农药残留、食品添加却入侵人的身体，土质退化、
空气污染、河川浑沌更让人惊醒：从生产方式到生
活方式，我们是否要改变了？

但改变尤其是让人不方便的改变是艰难的，台
湾从上世纪 !"年代开始推广有机农业的概念，到现
在才被生产者和消费者接受。现在，有机在台湾是
一个时尚又赚钱的概念，除了农户、农场外，一些

大财团也加入有机产品的市场，带动有机食品多样
化、高档化。

# 月 $% 日至 $& 日，'%$& 台北有机产品博览会
举办，琳琅满目的各种有机食品、保健品品种多样，
可满足人们的全部日常需求，而且就是普通的米、
茶、蜂蜜、咖啡，有有机生产标志印在上面，也是
不错的送人礼物。在各县市主题区，花莲以“天然
纯净”为卖点，称自己推广无毒有机农产品最有条
件，保证无毒农户都是采用传统耕作手法，全程不
使用农药及化肥，他们展示的既有米、西瓜、咖啡
这样的初级产品，也有深加工的山苦瓜茶、盒装牛
奶和豆浆、养生粥。农业大县云林集合起 ! 家有机
农场的产品，像农村集市一样堆起地瓜、鲜菜、杂
粮摊，最吸引主妇的目光；台中市推广有机酱油等
调味品；宜兰县推广有机绿茶、有机竹笋……

除产品外，有机生产方式也在博览会上得到体
现，在“植物工厂区”，观众可以看到青菜在水和光
照下，不受天候影响，零污染地生长。有机的概念
自然带动素食、环保生活方式，博览会的素食商品
区有让人“素素看”的魅力：果香蜜汁牛蒡、金玉
南瓜、五行蔬果汁、素肉圆、月亮虾饼……环保生
活体验馆教人认识各种环保标志，告诉人环保的生
活方式：食，选用当季蔬菜；衣，选用环保清洁剂；
住，用省电节能家电；行，搭公共交通和自备盥洗
包……

当有机的生产端和消费端对接，有机生活才能
得以确立，环保的概念才能真正落实。台湾有 (%年
建成“无毒岛”的计划，从有机农户、农场开始，
连片成有机乡、县，最终覆盖全岛。但有机农业对
台湾来说相当有难度，因为四季湿热多雨，病虫害
多发，如放弃最简便的农药除虫，劳动成本大大提
高，产量反而下降。此时需要新的技术和替代农药
的引入，台湾农业主管部门从上世纪 !%年代开始陆
续成立了试验农场，再由农场组织农业技术服务团，
指导农户有机栽培技术，并给有机农户提供贷款、
有机肥、小型农机及温网室设施等各种优惠与补助，
如产品检验合格，还按土地面积发放奖金，

吸引农户成为有机农，扩大有机田面积。
同时，主管部门为有机农拓展销售渠道，在大

都市里开办农夫市集，建立网店，在超市设专柜，
出台“农产品生产及验证管理法”，把有机生产与产
品认证制度化。有机农产品大多实行履历制和认证
制，如果消费者对所购商品有疑问，上“有机农业
全球资讯网”，输入包装上的号码，可以看到农产品
的生产者、包装者、运输者等信息，如有问题，可
以逆向追查，厘清责任。

历经 &% 年，在台湾，关于有机，概念已经推
广，制度已经建立，生产已有规模，但记者在采访
中仍然听到质疑的声音：“台湾有什么有机农业？
那么贵的东西，我怎么相信真是有机的？有各种认
证标章，谁知道是怎么盖上去的？”因此，一些社
团成立了“合作社”，自己找产地找产品，实现田
头到商店点对点的对接，合作社的有机农产品至少
得到社团会员的认可，再带动周边消费。记者在
台北市忠孝东路一个巷子里采访过一家合作社，
店面朴素，品种不多，但肉、蛋、菜每一类产品
区都标示此类商品应达到的残留、添加剂标准，
一方面让消费者监督，另一方面普及了食品安
全的知识。

由奢入俭难，有机对于当代人的生产
和生活方式都有“入俭”的不方便，放弃
化肥农药和物丰价廉，麻烦费事，但目
前这是保护水土和保障食品安全的必
由之路。有机生产带动有机生活，
最后还原有机生态，关系到人类
的明天。

努力 &% 年，虽然不尽
理想，但毕竟今天的台
湾，有机已经成为流
行，过有机生活，
那是件时尚
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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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有机生活，
那是件时尚的事！

本报记者 陈晓星 文)图

“有机”这个词汇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口中———“我

请你去一家餐厅，是有机的，很棒。”“假期想找一家有机农

场去走走”……有机，一端指农民使用有机肥料，不用或少

用农药耕作；一端指消费者把食品安全放在第一位，不在乎

卖相，只在乎是否有农药残留。

象山之巅的

夕景与月色
本报记者 李炜娜 文)图

《港漂十味》收录了$%个内地青年在香港的故事。他们
因缘际会来到香港读书、工作。初来时，他们带着对这个城
市的既有印象，努力适应这个城市的守则。后来，不知不觉
地爱上了这个地方，一个充满自由的香港，一个可以遇到爱
情、实现梦想、组建家庭的香港。

缪毅
十年后重拾梦想

$**!年缪毅作为首批以赛马会奖学金来港读书的内地
学生，原被上海复旦大学录取，后选择到香港城市大学就
读，毕业后到香港中文大学攻读硕士，现在香港的一间律师
事务所工作。但这份律师的事业并不顺遂，是缪毅走了+%年
的“坚持”曲线得来的。

早在内地报考大学时，缪毅的梦想就是法律专业，但后
来由于种种原因都与法律失之交臂。在香港中文大学修读
哲学硕士期间，他开始自学法律，初次参加中国国家司法考
试，却以(分之差落榜。

但缪毅的法律梦想并未断，经历,年的销售经理生涯
后，他又决定重拾律师梦，通过半年的“疯狂”备考过程，他
终于以香港考区第二名的成绩通过了中国国家司法考试。

缪毅走出了自己事业发展的道路。+%年虽长，但是值
得。正如他所说：“每天醒来，能带着期待的心情去上班的
人生是充实快乐的。”

能
为梦想打
拼的人总是
幸福的。

+***年考入北京大
学，但同时刘硕又收到香港
中文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中大
的面试通过后，她选择以赛马会
奖学金就读香港中文大学，先后
取得本科、硕士、博士学位，现为
树仁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但刘硕目前多了个新的身
份———妈妈。刘硕的宝宝*个多月
大，作为新手妈妈，她自言还在摸
索阶段。父亲从小期望刘硕“做一
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现在刘硕也
将同样的话寄予自己的孩子。
“我现在谈规划孩子的教育

还不太有信心，香港的学校规则
我还不太懂，我最近才分清什么
是‘直资学校’，因为这些相关的
词语对我是完全陌生的。”

除了照顾孩子，对刘硕及其丈夫而言，,位远居在北京
的父母是他们最大的牵挂。“父母不需要你赚多少钱，而是
希望‘承欢膝下’。”但将父母接来香港，又不现实，“不想让
他们在这个年纪重新适应一个新的社会制度。”随着父母年
岁渐老，养老问题也摆于面前。

刘硕和丈夫也在思考：“迟一点会不会再回北京？”逐梦
的过程总是会面临一些抉择。

赵宇捷
我为自己“打工”

于内地大学毕业后，赵宇捷在一间律师事务所做行政
工作数年，领着不高不低的薪水，生活重复而平淡。在一成
不变中，她萌生了“不安定”的冲动，她想改变这种轨迹式的
生活。

两年前，她离开家乡成都，赴香港理工大学攻读硕士课
程，毕业后她再次走到十字路口，回去？还是留港？
“平淡的现实被撕开了一个裂缝，里面黑洞洞的，但却

有无法抗拒
的吸引力。”短
短的一年，或许
还没有看够香港，
或许不想跳回以前平
淡的生活，赵宇捷决定一
尝夙愿，留港开川菜餐馆。

从创业初期的摸索，到现
在餐馆经营已走上轨道，虽然艰
辛不言而喻，但一路上赵宇捷所经
历的香港没有两地矛盾，反而是温情。
“隔壁杂货铺的老板给我九折优惠，茶餐
厅老板帮我换零钱，还有大厦倒垃圾的大
哥会收我便宜的垃圾费。”
“我现在想开另一家分店。”赵宇捷就这样沿

着这条创业路走下去。也许某一天，她又有新的想
法，让她继续追寻另一个梦。而香港，这座狮子山下的
城市，以前、现在、或者将来，最不缺少的就是逐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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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硕
香港？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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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台湾

面朝大海
台湾西南角的小琉球

岛是个美丽的地方，岛上

有一家“幸福民宿”，每

年春暖花开的时节，总是

吸引着来自各地的游客。

他们在民宿庭院里的幸福

树下，面朝大海写下自己

的愿望。

本报记者 任成琦摄

台北有机产品博览会上的有机农场展位

台北有机产品博览会

上的稻草人指示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