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可堪游玩的自然、人文景
观不少，但要说两者完美交融，当
属台湾大学。虽置身于车水马龙的
公馆商圈，但这所久负盛名的学府
仅凭一道堡垒式的质朴矮门便将喧
嚣拒于外而不受浮华半点侵扰。漫
步于著名的椰林大道，强烈的南国
气息扑面而来，大王椰子笔挺高耸，
杜鹃簇生娇艳，台湾栾树、茄冬、
流苏等珍贵树种则苍翠葱茏。有佳
木点缀晕染，以红褐色为主调的旧
楼新筑更显厚重谨严，尤其是悬于
行政楼前的“傅钟”，虽不巨大却十
分醒目，其雄浑声响如傅斯年先生
名言———一天只有 !"小时，剩下的
# 小时是用来思考的———无时无刻
不在提醒学子当励学敦品，自强自

律。
相比已辟为校史展厅的旧图书

馆，坐落于椰林大道端点的台大新
图书总馆无疑要气势磅礴得多，其
山墙、拱窗、回廊等巴洛克式设计
在突出空间感的基础上强调了建筑
的典仪性，让人徜徉其中亦成风景。
当然，作为一座知识的殿堂，其最
吸引人之处还是馆藏的几百万册图
书。无须复杂手续，只要临时网上
登记、更换旅游通行证就能入内享
用知识盛宴，这让越来越多的大陆
学者和学子慕名前来。并且随着两
岸学术、文化交流日繁，入库的两
岸同类新书俯首可拾，对比读来很

有裨益。
与椰林大道的刚直不同，校园

里另一条著名道路———舟山路则要
曲婉许多。历史上，舟山路曾几次
更名并将台大一分为二，路旁校舍、
民居风貌不一。自 !$$$年台大将其
收回后，这条路便成了春有花雨、
夏有鸣蜩、秋有黄叶、冬有繁星的
风景道，晚上来此散步最是惬意。

要是日落时至舟山路中段右拐，
又是一番光景：水稻、荷藕碧色接
天，白鹭、黄雀扑飞其间，木栏环
围、陌渠相连。从路东头的告示牌

可知，这片面积约为五六公顷的农
场为台大生农学院所有，既是校园
生态观察基地，同时也是相关专业
的实习场所。农场里还盖有配套建
筑，其中一排日式平房为日据时期
所建，是台北帝国大学至台湾大学
早期的农业研究重地，现在已改为
纪念水稻专家矶永吉、末永仁的陈
列馆，并被台北市政府列为古迹保
护单位。小屋从外构到内设仍保留
完整，不仅展现了台湾近百年来农
业科技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台大

的前世今生。
除了舟山路的生态农场，台大

还另有园艺场、畜牧场，并在南投
县拥有一个 "$$$多公顷的“梅峰农
场”。这些农场无一不产学结合，在
提供教学研究之余，也进行示范经
营以满足师生员工及社会的物资需
要。在台大的农产品中心，货架上
一排排摆着的正是台大自产的蔬菜、
水果、乳品、米面及肉类食品。在
几位学生的推荐下，笔者买了他们

引以为豪的鲜奶，口味香滑醇厚，
确实有别于一般超市产品。
“台大的环境郁郁葱葱，台大的

气象勃勃蓬蓬……”台大校歌中的
这两句歌词或许就是台大最好的写
照。对于这样一个过去、现在都很
有看点的学校，印象过后，仍需品
读。

佳节将至，内地劲吹节俭风，
香港也有环保主义者走上街头“问
罪”月饼，呼吁港人减少浪费，先
点人数再买月饼。

每逢中秋，香港各大商场的月
饼满坑满谷，一项中秋节消费调查
显示，香港家庭去年丢弃了 "%&万
个月饼。香港环保团体“绿色力
量”提议，因为长辈每年都收到吃
不完的月饼，今
年晚辈可考虑送
元贝、干冬菇等
礼品，或者陪伴
他们赏月代替送
礼。“避免购买
过量食物才是减
少浪费的最佳方
法。 ”

此外，香港
《经济日报》 报
道，连续两年跟
踪香港 "' 个品
牌的月饼售价显
示，香港月饼越卖越贵，今年还出
现了 "$$ 多港元一个的高价月饼，
据称选用顶级材料，成本较贵，而
且今年月饼的包装改用获得 ()*

（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的环保纸，
也令成本增加。但环保主义者认为
这还是怕寒酸的不理性消费心理所
致，近年香港的礼品月饼包装越来
越讲究，任职广告界的消费者张先
生直言，今年为选月饼大伤脑筋，
因为发现一直用以送礼的雪糕月饼
卖相不够“体面”了。

此外，香港海关近日首次破
获冒牌月饼案。据香港

媒体报道，元朗区一家美容中心的
女负责人，涉嫌趁工作之便向顾客
兜售假恒香月饼。假月饼用料粗
劣，蛋黄较小而干散、色泽暗淡、
食而无味。另外包装也与正品有区
别，假货铁盒盖的凹凸纹图案触手
粗糙。有港人购入冒牌月饼后，觉
得口味有异，于是到恒香饼家的门
市查询，店方立即向海关举报。恒

香饼家表示，他
们的产品只会经
特许经销商包括
超市贩售，不会
由个别人士推
销。

香港海关表
示，该美容中心
向顾客兜售冒牌
月饼仅约一周，
所幸流入市面的
数量不多，也没
有在假月饼中验
出对人体有害物

质。根据香港现行条例，卖假货最
高可罚款 +$万港元并监禁 +年。

当然，关于月饼也有好消息，
香港食物安全中心近日抽查香港市
面上 !$ 个品牌的月饼样本，包括
传统月饼、冰皮月饼、雪糕月饼
等，并对 !,,个样本进行化学、微
生物和营养成分的测试，包括检测
月饼的染色料、总含菌量和营养成
分是否同营养标签上注明的数量相
符，结果，样本全部通过检
测。

在台湾耳听得“妈宝”这个词使
用率越来越高，问一位时尚达人是什
么意思，她解释说就是成年人没能力
或者不愿意独立，凡事依赖妈妈，
“连想和女朋友分手，理由都是‘我
妈不喜欢你’。”除了“妈宝”，“爹
宝”、“草莓族”、“豆腐族”都指的
是这类人。

本周，台湾的各大学陆续开学上
课，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系刘宏恩老师
公开宣称：不欢迎“妈宝”来上课。
大学是给大人念的，不想当大人的
话，麻烦回去念中学。

刘老师语惊社会，掀起一场关于
“妈宝”的大讨论。

“我可以骂你的王子吗？”

刘老师说，依他的经验，“妈
宝”学生在 "$ 年前还是特例，但现
在越来越普遍。大学开学日，爸妈满
头大汗提着行李箱，学生却在一旁低
头玩手机。学生的一切问题都由家长
代为解决，“我儿子很想修你的课，
可是没选上，可否帮忙加签？”“我
们全家要出去旅行，机票日期刚好遇
到期末考，可不可以帮我孩子提前
考？”刘宏恩说自己当班级导师时，
曾遇到学生不管是选择科系、参加社
团还是就业方向，家长都要控管。

也曾在大学任教的台湾名嘴朱学
恒也表示，现在的学生千奇百怪，如
果老师认起真来，会气死。

但也有人对刘老师的言行表示不
满，有学生家长批评他：“你不懂孔
子有教无类的精神，你不配当老师！”
刘老师反击：“ 孔子曾说‘朽木不
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就是
骂不认真的学生‘烂木头’和‘大
便’。我可以像孔子一样骂你的小王

子、小公主吗？”

“妈宝”后面的“怪兽”

刘老师嘴不饶人，认为“有教无
类”不是纵容不良学习态度，真正应
该检讨的，是造成“妈宝”的“怪
兽”家长。

刘老师举例说，曾有高中生到政
大升学面试时迟到 "个多小时，失去
应考资格，结果家长竟大闹面试现
场。还有家长以自己孩子自尊心强为
理由，要求老师打高分。“过去只有
中学生的家长和老师保持沟通，现在
这种作法已经蔓延到大学，什么事都
是家长出面。”

刘老师呼吁：“爸妈也需要跟着
孩子长大”，他表示，孩子 !$岁时还
用他 "! 岁时的方法去对待他，就会
养成“妈宝”，因此家长也要学习培
养孩子独立自主的方法，孩子也要自
觉、勇敢一点，如果想要掌握自己的
人生，就不要过度依赖父母。

台湾家长团体联盟荣誉理事长谢
国清支持刘宏恩老师，也认为“妈
宝”的父母们要检讨，孩子总会长
大，父母要学会适时放手。

大陆网友熟悉的台湾网络作家
“痞子蔡”现在任职于康宁大学教务
长，他也参加了“妈宝”大讨论，他
认为，现在大学生的确心智成熟较
晚，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南部大
学里的“妈宝”还不那么多，因私立
学校经济负担较重，很多学生都在打
工赚生活费，已经提早进入社会接受
磨炼。

剖析“妈宝”现象

台湾教师会副理事长吴忠泰表

示，独子化在 "&&+ 年后日益明显，
加上升学主义令家长对孩子的“高焦
虑、高期待”，许多父母只要求孩子
读书，把自理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排
在末位，不少人在日常生活中成为孩
子的车夫、佣人。“妈宝”就这样养
成了，尤以大都市情况严重。

除了少子化，名嘴朱学恒认为，
经济不景气也是“妈宝”的成因。大学
毕业只能找到薪水 !万多元（新台币）
的工作，在台北这样的城市生存艰难，
“除非中‘乐透’，否则只能吃家里、用
家里的，年轻人很难独立。”

有识之士忧虑“妈宝”绝不只是
家庭和学校的困扰，还会直接影响台
湾的竞争力。台湾由上世纪 ,$ 年代
的香蕉王国到 %$ 年代的石化王国，
再发展到 '$ 年代的纺织王国和后来
的科技岛，靠的是吃苦耐劳、永远向
前的“台湾牛”精神。“妈宝”们在
上一代创造的富裕生活里出生成长，
空有外表和学历，缺乏抗压性和实际
能力，毕业后又逢台湾进入经济转型

的瓶颈期，没有了上一辈只要努力就
能发财的机会，很容易灰心丧志、得
过且过，“妈宝”的问题不解决，台
湾整个社会将陷入没有竞争力的危
机。

也有乐观者认为，每一代都有自
己的问题，也都会扛起该负的责任。
比如王永庆曾形容自己那代人是麻
袋，而上世纪 +$ 年代出生的人是
“纸袋”，但就是这些“纸袋”们建立
起台湾电子加工业的基地。新的一代
虽然有“妈宝”，但也有快速掌握网
络技术、见多识广、富有创意的优
势，只要社会调整教育制度和价值
观，给新一代的人格建设以正确
的引导，“妈宝”们也会
实现自我教
育，炼成有用
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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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饼 有点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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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不断奶 富养成低能

大学老师怒了：不教“妈宝”！
本报记者 陈晓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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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环是香港的政治及商业中心-不少老建筑成为标志性的建筑，而且被

彩绘了新衣，成为香港岛的风景线，图为中环一瞬间。 洪少葵摄

香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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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下午 !时，香港深水埗的一幢破旧大厦里，一个身材瘦小
的男人收起支在一堆纸箱中的折叠床，又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在他的客厅里，可供站立的空间不到两平方米，其余的每
一个角落都堆满了纸箱。这几百个箱子里全都是已过时的东
西———黑胶唱片。

他是阿 ./01，中文名叫欧德成，今年 +, 岁。他更为人熟
知的身份是“香港黑胶唱片养父”。他“收养”了 #$多万张黑
胶唱片，从猫王到披头士，从张国荣到邓丽君。他说，自己手
上的黑胶唱片数量种类比香港电台还要多。

阿 ./01出生于 "&+%年的越南。越战时期深受反战的嬉皮
士文化影响，开始了他与众不同的人生。"% 岁那年，战争还
在继续，阿 ./01被妈妈送上船，偷渡来到香港。

在香港，他先后换了很多工作，但都和热爱的摇滚有关。
“都没有赚到钱，”阿 ./01笑道，“钱全都花在了买唱片上。”

"&'# 年，他搬家来到深水埗，发现当年高价购买的唱片
已变得不流行，成了跳蚤市场的便宜货。“香港人的喜好变得
很快，一夜之间曾经的嬉皮士全都西装革履，变成了中产‘优
皮士’，潮流一过，他们就把这些东西丢掉了，但对我来说，
他们丢的东西才是宝贝。”于是，阿 ./01成了香港最早收集二
手唱片者之一。

他的“宝贝”越来越多，钱却越来
越少。唱片成箱地摆在街上，而
他就支一张折叠床，日夜守在
这些纸箱旁边。白天独自
听歌卖碟，夜晚和朋友喝
酒聊天。后来，他赌到
了一点钱，租了一
个小房间，但是
他还是住在
街

上———他把房间给了几十箱唱片
“住”。阿 ./01笑着回忆，“整个 '$

年代我都睡在街上。”
在音乐爱好者圈里，阿 ./01

的名气越来越大，生意逐渐好
转，也结识了很多圈内朋友。年
轻的他骑着哈雷摩托车，皮衣、
长发、喇叭裤和谢贤称兄道弟；
当时正红的乐队“达明一派”还
曾专程造访他的住处。“那时候
234567还没有开始，”阿 ./01笑
道，“我比他们出道早。”

然而生意好景不长，上世纪
&$ 年代初，黑胶唱片被 *8 取代。相继关门的唱片店纷纷把囤
货拉到阿 ./01这里，让他收购。虽然阿 9/01 的仓库已经再也装
不下，但他还是全部买下了这些唱片。“不然他们就要直接拉到
堆填区堆填，那怎么可以！我会很心痛的！”
“每一张唱片就是一个人，”阿 ./01 表情变得严肃，“唱片

用最简单的原理把声音记录下来，人就活在那里面了，过了一万
年以后再来听，声波一放出来，人又活了。黑胶唱片是全世界最
好的声音。”

生意萧条了几年，直到近年复古成了潮流，黑胶唱片的记忆才
又被人们唤醒。如今阿 ./01在新界租了一个仓库，加上深水埗的
居所，每月租金共 #万元（港币，下同）。他每月卖唱片赚四五万元，
除掉房租和淘唱片的本钱，基本也只够日常开销。
“在香港，很多人认为钱就是皇帝，但我跟他们不一样。”阿

./01算了一笔账：“这几十年，我交的房租也有 +$$多万元，如
果拿这些钱来投资房产，肯定也会赚到不少，但那不是我想要
的。每天听音乐，跟朋友聊天聚会，真的像个嬉皮士一样自由地
活着才是让我开心的！”
“我还生活在七八十年代，所以我这里的所有东西对我来说

都不是旧的，都是昨天才刚出版的。这 #$年过去了，对我来说
好像才过了一年。每天看着太阳升起，太阳落下。”简单

重复的生活，阿 ./01 并不感到厌倦，“这是我
做得最长的一份工，我希望再做 #$

年。”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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