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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台北，正逢校园进入期末考季。某次和一位大学老师

相约见面，平日高跟鞋红嘴唇的她风格大变，素面朝天，长裤衬

衫。见我诧异，她解释：“一会儿要去学校监考。”我笑说：

“马上要展示师道尊严了，好威风！”没想到她一脸无奈：“不，

是斯文扫地。”

她细说其详。原来她所在的私立学校近几年招生困难，学校

不是教育学生，而是讨好学生。“考前我出了 "道题，告诉学生

考其中的 # 道，没想到学生告到校长那里，说这样考不出好成

绩，校长指示就把考题告诉学生。结果怎么样？学生又向我要答

案。就算给了答案，今天考试肯定还有抄答案的，有现场问我

的，我只能板起脸来装聋作哑，但愿学生不要太给我出难题。”

我如听奇闻，在台湾总听说教育乱象，没想到能乱到如此地

步。

本周，台湾媒体连续报道屏东县永达技术学校 $个月发不出

工资、屏东县高凤数位内容学院拍卖教学器材还债、马偕医学院

运营困难等，媒体惊呼“高教海啸”来啦！

这场海啸的成因之一是台湾二十几年的教改造成高校泛滥，

不少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教改中拔高为高校；成因之二是台湾出

生率连续多年下降，学生生源不足。一边是高校增加，一边是生

员下降，学校招生不足，出现总分 %&多分上大学的怪现象，令

本应神圣的高等教育沦为笑话。

大学不比企业，即使是私立大学也有公益性质，如果大学倒

了，教师向何处去？在读的学生如何安排？这都不只是一个学校

的问题，台湾社会呼吁，此时管理部门必须出手。

台湾教育管理部门目前表态，对已经出现问题的学校限期改

进，如学校的确无法继续运营，不排除“启动退场机制”，但会

协助老师追回积欠工资，也会协助学生转往他校，保障老师的工

作权和学生的受教权。此外，将列出“辅导”名单，尽量帮助生

员明显不足、尚有办学能力的学校脱困。

除帮助学校解剖问题外，社会还呼吁管理部门应尽监督之

责，比如有些大学明明发展得还可以，校方却拿生员不足当借

口，大砍教职员工的福利，令教师人心不稳，影响教学质量。还

有些快倒闭的学校仍得到管理部门的补助款，学校并没有把这笔

钱花在提升教学质量上，而是大兴土木，校方从中获利。

因此，管理部门下一步的“辅导”措施也应与监督并行，

让学校把钱花在办学上。

也有学校站出来表示要“救亡图存”，方法是增开具

有市场潜力的科系、增开“夜间部”等以吸引生源。只有

'年校龄的马偕医学院表示，正申请开办社会需要的长期

照护研究所和中医系，相信学生数量会增加。

台湾媒体说，#年后台湾的大学新生来源又会少 "万人，招

生不足的情况会长期存在，此时，学校拖欠工资、质量下降、掏

空校产等乱象会相应而生，管理部门绝不能坐视。

大学真的会倒，这也给大陆的高教提了个醒，无远虑有近忧

也。

我小时候就爱吃爱玉冰。它价钱相当便宜，只要
二三块钱（台币） 就有满满一碗，不论城市、乡下，
冷饮店或小摊贩，均可见其踪迹，即使是在夜市，也
是热门冰品。

贩卖爱玉冰的小贩，通常用个玻璃盒，盒内放个
大冰块，冰块的中央，先刨些冰屑，冰下面则放爱玉
冻。客人来时，挖一瓢冻，再浇些糖水，加一些碎
冰，递给客人享用。

为招徕客人，有的爱玉冰摊还放着爱玉果。顶儿
尖尖，底圆圆，表皮棕褐色，有颗粒，其貌不扬。年
幼时，总想不通它们如何变成滑腻晶莹、像玉石般美
丽的爱玉冻来。

爱玉是台湾的藤本植物，生长在台湾中央山脉海
拔 (&&&至 )*+&米的阔叶林内，主要分布在
嘉义、南投。爱玉的果实内多籽，籽经水泡
就成了爱玉冻。

如今，如同玉石般，爱玉原料越来越
少，假爱玉通行已久，稍微不慎就会买到假
货。由于产量渐稀，加上制作繁复，真正的

爱玉冻少了，令知味识味者扼腕。一次，同食友来宇德君到新北市中和四号公
园旁的“福满溢”，老板端上两碗爱玉冰，我只尝一口便如重逢久别的老友。
黄老板是个有心人，后来又在爱玉冰内加些新鲜柠檬汁，也用百年老厂“宝
山”的黑糖吊出糖汁浇于冰上，令爱玉冰滋味充满层次，不拘寒冬盛暑，皆是
过瘾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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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书店开在乡间野外，听起来有点不
可思议。但是，记者在台湾桃园县平镇就
见到了这么一家，木造书店挨着农田，看
着并没有违和感，反而别有风致。

这家“晴耕雨读小书院”是通体由原
木打造的老房子，面积超过 #&& 平方米，
门前还有宽阔的草坪，在独立书店界算是
占地相当豪华。开在农田与两条车路之间，
民居寥寥，给人以时光倒流、回到旧时书
院之感。

进到店里，柜台、书架、桌椅一应家
具都是木制，精心搭配的饰品、绿植和灯
光营造出温馨。店里一半地方陈列图书，
一半用来喝咖啡饮品。一头还有小舞台，
可作演讲、讲座使用。

店主是一对年轻夫妇，文质彬彬的，
笑容透着腼腆。一周前，他们的书店才刚
刚开张。老板娘洪毓穗是身材娇小的 *&

后，这家书店源于她的梦想。# 年前她与
担任工程师的先生度蜜月，环岛逛独立书
店，两人从台湾头逛到台湾尾，把各家独
立书店的特色都记在心上，旅行结束，公
婆看到他们满车子的书，惊讶问道：“你
们不是去度蜜月吗？”

洪毓穗在台中工作多年，开书店的梦
想在她脑海中从没有淡化。有一次在工作
疲惫之余，看到广告中“晴耕雨读”四
个字，唤起她心头的渴望，也成了今天
店名的缘起。她结婚生子、辞掉工作北
上后，一直思考人生的下一步。先生鼓
励她圆梦，“不要等，就算做不起来，
也值得尝试。”

台湾当局的文化政策帮了他们一把。
他们把书店的方案提交给文化部门，获得
了 "&万元新台币的资助。之后，他们租下
这座已废弃多年的木屋，重新装修整理，

自己当木工做书架。老板娘说，在整修准
备开书店的过程中，左邻右舍纷纷前来打
探，问：“又可以唱歌了吗？”原来书店前
身是一家卡拉 ,- 店，没想到，包厢也能
变书店！

能不能回本？这个问题似乎不在店主
优先考虑之列。店里卖的书都是洪毓穗自
己喜欢的类型：美食、健康、亲子、园艺、
儿童文学等，符合独立书店的小众化路线。
价格和台湾网络书店差不多，八五折左右。
开张一个星期赚了多少钱？夫妇俩只说幸
好人来的并不少，除了附近的居民，还有
开车经过的顾客，以及在网络上看到他们
开店日志的网友。

这种“不知其可不可为而为之”的梦
想家，自有激励人心的力量。如果不是他
们，生活会少很多精彩，桃园的乡间也不
可能平添这一股人文味道。

店主一家三口 王 平摄 书店里面布置温馨 王 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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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在树上的爱玉果实。

“乐乐”“盈盈”很“特权”
刘 欢 金小菲

陈晓星

“丝袜奶茶”因此得名

“拿起一杯奶茶，呷一口，仿佛时光在倒流
……”港式奶茶又称作“丝袜奶茶”，香港咖啡红茶

协会主席黄家和呷了一口香滑的奶茶，开始说起了奶茶
的故事。
小时候的黄家和经常在上环码头一带的海安冰室玩耍，他当

时看到那些码头工作的苦力，在搬完货后都会走进冰室“叹杯茶”。
“红茶加炼奶，配客多士，跟伙计与茶客聊聊，像老朋友般无所不谈。有

时忘记带钱在身，没问题，后数，下次算账。一杯奶茶，可喝出这份感情。”黄家
和说，那是上世纪 "&年代的香港，奶茶也正是那个时期开始盛行。
经过半个多世纪演变，港式奶茶不单变成港人至爱，一杯出色的奶茶甚至

是不少茶餐厅的“镇店之宝”，早前更获建议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
牛奶与茶的融合，就产生了奶气茶香的奶茶。在中国内地、印度、英国、新

加坡、马来西亚，以及香港、澳门等世界各地都有奶茶的芳香。香港奶茶则以“丝
袜奶茶”著称，是港人在英式奶茶的基础上研制出来的，茶味浓郁，奶香悠久，风
靡香港半个多世纪而历久不衰。
“要冲一杯奶茶，一个小时就可

以学会，但要冲一杯好的奶茶，)&

年功夫也未必做得到。”出生于餐饮
世家的黄家和说，港式奶茶背后有很
多学问，所以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
很复杂。

要冲一杯港式奶茶，除了冲茶基
本动作，还有焗茶、撞茶、撞奶等步
骤。师傅拿着两把茶壶把红茶冲来冲
去如表演魔术般，冲茶过程茶香四
溢，已令人垂涎。

而港式奶茶又称为“丝袜奶茶”，
原因是用作过滤奶茶的棉纱网经奶茶
浸泡后，颜色与形状犹如丝袜。据说
以棉纱茶袋滤过的奶茶口感特别细
滑，茶味更均匀。港式奶茶也不会只
用单一种茶叶，不然便会色、香、味
缺一；粗、中、幼茶叶不同比例配
搭，冲出来的茶便有所不同。
“冲茶的茶叶也分很多档次，"&

年代香港经济没现在好，所以大都是
用下等茶叶。现在较多用高档次的茶
叶。”黄家和说，奶茶演变也跟随香港的经济步伐，由贫苦阶层走入各个阶层，不
少城中富豪都钟情于浓郁茶香和香滑口感的港式奶茶。“香港 $&&多万人口，现在
每天消耗的奶茶有 %"&万杯，可见受欢迎的程度。”

据业界估计，香港目前有约 $&&&间茶餐厅，约 )!'万名冲茶师傅。黄家和说，
每家茶餐厅的师傅都有自己冲奶茶的秘诀，所以味道也不会完全一样，这也是港式
奶茶精彩之处。“老师傅一般都不肯把冲奶茶的配方外传，但港人灵活多变，每一
代都会有自己独特的配方，茶香千变万化，我们喝出来的是一种香港精神。”

（据中新社）

香港海洋公园，作为香港仅有的 "只大熊猫的栖息
地，生活着“乐乐”、“盈盈”、“安安”和 #" 岁高龄的“佳
佳”。这是香港回归祖国两周年及 #$周年之际，中央人民
政府先后向香港特别行政区赠送的，它们一直生活在香
港海洋公园熊猫馆内，陪伴香港市民尤其是小朋友度过
了无数欢乐时光。

台北的“团团”和“圆圆”母女万千宠爱在一身，
香港的“乐乐”、“盈盈”也是港人的宝贝。“乐乐”和
“盈盈”生活的地方，有瀑布、溪流，还有茂密的竹林和丰
富的植被。海洋公园大熊猫护理员郎舜筠说，这些都是他
们去四川实地考察之后精心布置的，为的就是最大程度
还原熊猫在故乡的生活环境。

海洋公园另外两只较为年长的大熊猫———%& 岁的
“安安”和 '(岁“高龄”的“佳佳”生活在“四川奇珍馆”，它
们与“乐乐”和“盈盈”都深受市民宠爱。每年 )月是香港
海洋公园的熊猫生日月，今年公园特别为“乐乐”和“盈
盈”准备了冰蛋糕，而“安安”和“佳佳”则享用了冰雕果
盘。这样的优待在平日里并不少见，"只大熊猫在海洋公
园里是名副其实的“特权阶层”。

在工作人员的精心护理下，年轻的“乐乐”和“盈
盈”目前身体状况良好，而“安安”和“佳佳”则与其
他老年大熊猫一样，患有肌肉酸痛、关节炎和高血压等
“老年病”。“‘佳佳’是全世界最老的雌性大熊猫，我
们每周都会帮她量血压，检查她的身体状况。”郎舜筠
说，“我们还会在食物方面配合她的生活，多给她提供
一些甜竹笋和水果等。”

除了为大熊猫提供最好的照顾，香港海洋公园还积
极向公众灌输有关保育的概念。高咏思介绍说，香港海
洋公园的教育团队———海洋公园学院目前共提供 &个与
大熊猫有关的教育课程。自 *+++年起，超过 **万名游
客从各类教育课程及活动中，学到了保育熊猫的知识。
展馆内有关大熊猫的展示版资料也提升了市民对保育熊
猫及其生活环境的关注。

香港海洋公园还透过长期资助保育基金以支持保育
野生大熊猫。例如，海洋公园每售出一张入场门票，便
会捐出 *港元给保育基金。自 *+++ 年起，海洋公园已
经捐助超过 %*$$万港元支持逾 &$个大熊猫科研及保育
项目。

. 月 ' 日，为期 " 天

的第 #% 届香港钟表展在

香港会展中心开幕。本次

展览共吸引来自 )* 个国

家及地区的 $"+余家公

司参展。

这位手表展

台前的美女也为

手表增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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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到 香 港 的“乐乐”和“盈盈”。

乐 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