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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内地家长委托香港

侦探社调查自家儿女的案子

大增，也真有调查对象让父母噩

梦成真：赌博、吸毒、女孩子“挣快

钱”，令人大叹可怜天下父母心。但可怜

之余，父母们似乎也应该反省。

子不教，谁之过？父母和家庭是孩子的

第一老师，大到价值观、小到举止和生活习

惯，子女都无免疫地打上家庭的烙印。笔者以为

对人最大的轻蔑不是嫌弃其钱少职低无学历，而

是一句“没家教”。因此，某明星因被骂“没家教”

而闹上公堂，有人认为小题大做，明星称这是“侮

辱了我的长辈和家庭”，事情很严重，我深以为然。

父母的职责不只是把孩子养大，攒钱把他们送到

香港或者美国，而且还要给他们价值观———分辨好歹，

给他们世界观———应对善恶，给他们意志力———战胜

困难，那么这就不是花钱能办成的了。思想品德的

培养和塑造需要时间的累积，在这个过程中要有观

察、陪伴、导正、言教加身教，哪一个环节的功

课没做好，长大后的子女就会给父母点颜色看

看。

可怕的是，有些父母不是忽略了哪一个

环节，而是全程放弃，以为只要赚够了钱

就能让孩子少吃苦，过好日子。功课不

好？送到境外；找不到工作？车房

全包。只要钱花到了，自家的孩

子就不会“输在起路线上”，

就不会比别人差。但

是，一个价值扭

曲、不能吃苦、

难以立身的青年如何

安身？又怎么会赢得尊重和

幸福？

接受采访的香港侦探社称，每

!"宗家长调查子女的个案中，有 #至 $

宗来自内地家长。这些家长大多是富裕阶

层，平时忽略与子女相处，对子女的社交一无

所知，发现孩子到了香港后不仅没长进，而且成

了“无王管”挥霍金钱，所以找上侦探社了解儿女

的生活。

培养孩子无捷径。靠钱办不成的，侦探社也办

不成；在广州、北京不好好读书的，花钱送到香港、

美国也不可能一朝大变。本来孩子就没有自我约束能

力，没有建立起学习习惯和人生目标，此时再把孩子

送出去更是雪上加霜。金钱、侦探社、境外，都代替

不了父母对孩子付出时间和心血的培养，在这一点

上，省事不得。

教育是一门学科，需要学习。做父母也需要学

习，并非“父兮生我”那么天然。但中国的传统从“父

父子子”开始，一直偏重亲子间生物学的关系，忽

略品德的培养、能力的传授和精神的延续。%"多

年前鲁迅先生撰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文章说：“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

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

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

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

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

成一个独立的人。”鲁

迅先生，伟大！

钱办不成 侦探也办不成
陈晓星

台湾高雄有座曹公庙，有条曹公路，还有
一所曹公国民小学。这位曹公就是曹谨———清朝道光年
间一位在台 %年的地方官。曹谨在台湾 %年，官职也不
大，不过是凤山县知县和淡水厅同知，却为什么能得到台湾
百姓如此深切，甚至神化般的尊崇？答案很简单，曹谨是位
正直的好官。

曹谨祖籍河南沁阳，$!岁时 （!%#& 年） 由福建闽县知
县任上调任台湾，先后担任凤山县知县和淡水厅同知。在台
%年，他平械斗、革弊制、办学兴教、移风易俗，连串施政
深得民心。不过，他最突出的功绩还是兴修水利和抗击英
军。

“功同禹王”

当时的凤山县位于台湾高雄，!'世纪 #"年代，人口已
经多达 ("万人。全县土地几乎全部开垦，但缺乏水利设施，
庄稼收成完全看天公脸色，一遇旱涝庄稼绝收，饥荒灾乱四
起。

曹谨在凤山上任后发现，历任官员都将精力放在治盗
上，却不理会生产方式的落后，便提出“弥盗莫如足食，足
食莫如兴水利”。不过，水利工程需要投入，当地政府掏不
出这笔钱。于是，曹谨向当地士绅筹款，最初遭到抵制。然
而，曹谨不是死脑筋。据记载)他按农户所种地亩摊钱，有
钱的出钱，有粮的出粮，无钱无粮出劳力。家中揭不开锅的
人，都来工地干活吃饭。这样，既开了水渠)也填饱了肚子。
曹谨圆融的办法赢得支持，次年工程全部竣工，共筑圳（水
渠） **条，总长 !#"余公里，可灌田 #万多亩。

这一工程被尊为“曹公圳”，是台湾最大的农田水利灌
溉工程，它使凤山平原由旱地变水田，稻米由一年一熟变为

一年
两熟、三
熟，灌溉地区经
济富足，成为台湾的米
仓。

曹公圳的水系至今仍在
利用，!&$年前的决策依然泽被
后人。凤山人将曹谨尊为“水利
先师”、“宝岛禹王”，为他修祠建
庙，年年祭奠。曹公庙至今悬挂“功同
禹王”金匾，历代文人墨客及连战、宋楚瑜
等当今政界名流也纷纷题联赋诗。

儒生抗英

曹谨不过一介儒生，但他有谋更有勇。鸦片战争
期间，曹谨率兵勇抗英军多次得胜。与当时沿海清军
四处败退相比，台湾岛的胜利鼓励八方士气，实在难
得。因此，曹谨抗英的功绩也值得一书。

!%*!年因为治理凤山得力，曹谨被调任淡水厅同知，
然而就在那一年，鸦片战争的战火向台湾蔓延。曹谨意识
到形势危急，立即投入备战。他组织兵勇修筑炮台和工
事；用沉船或石头堵塞港口，防止英军登陆；雇佣快船通传
文报；发动民众筹措抗英经费；更肃奸防盗，以防奸民趁机
作乱，里应外合。

曹谨还操练乡勇，训练出守台武装。清政府唯恐台湾人
不服管制，明令禁止吸纳台湾当地人入伍，驻守台湾的军队
均由内陆轮班调来，称为“班兵”。然而，班兵腐败颓废，
难堪重任。曹谨早有训练台湾地方武装、弥补班兵缺陷的想
法，却不获上司支持。鸦片战争战事紧迫，他赌上官帽，坚
持训练乡勇，教他们使用长枪短炮，以“清内匪而备外侮”。

曹谨的努力在实战中得到回报。!%*!年 %月和 !%*(年
正月，曹谨率领兵勇多次击退进犯淡水港的英军。道光皇帝
览奏大悦，赞为“大扬国威，实属智勇兼施，不负委任”。
然而，曹谨地位卑微，只排在“候赏”之列，他的顶头上司
们才是皇帝看得见的功臣。

从官场得失看，曹谨并不成功。但是，公道自在人心，
老百姓还了曹谨一个公道。台湾民众为他筑庙修祠，尊为循
吏，奉为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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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星云法师为河南沁阳曹谨墓园怀朴园题写的园名。

在台北，穿街走巷，品尝老字号传
统小吃，是一乐，五味杂陈，样样给
力；驱车寻觅隐于民舍的“草根美食”
则是另一乐。有资深驴友告诉同行，
“草根美食”的特点是家常,温馨，凡赴
台者，不可不吃。

漂泊的日子，想念妈妈的味道

一夜秋雨，满目微凉。“吃碗牛肉
面吧！”成为这个季节里，台北人生活
的一部分，也是呼朋唤友，充满回忆与
回味的温馨邀约。

从事出版音乐业的欧妞女士，凭着
敦厚的一脸福相，手制获过“人气冠军
王”的牛肉面，操持“我家厨房”，为
台北的草根美食增添了一份浓厚文化元
素。

初识欧妞，是在深藏于台北新店社
区的一座三层小楼，一块招牌就是一种
色彩。步入楼内，居家陈设，琳琅壁
挂，随目可及的小瓷人、小相框、小贝
壳……似乎时光倒流，食客们重新回到
孩童时代。

欧妞告诉记者，她与丈夫欧生阳在
音乐出版界打拼。退休后，有着独门牛
肉面配方的她，开了这家店，她说不图
赚钱，就希望与儿孙们守在一起，其乐
融融。

据了解，台北类似的餐馆很多，无
宴客级精美菜色，或头戴高帽大厨，大
都是台湾人吃得到的家常菜，平淡中蕴
藏丰富内涵。台湾知名律师许文斌笑
称，在“我家厨房”吃饭，吃的是妈妈
的味道与浓浓的人情。

创业的日子，倚仗妈妈的臂膀

台北有多少酒楼食肆，难以一言以
蔽之。

作为地道的平民美食，台湾牛肉面
摊位遍布街头巷尾。有着“牛肉面之
都”美誉的台北，每年举办盛大的“台
北国际牛肉面节”，票选过程十分红火，
可媲美大陆海选“超女”活动。不管是
“牛爸爸餐厅”里全球最贵的牛肉面
（##*台币一碗，约合 &"元人民币），还
是路人偶然发现的小餐馆中，都能找到
最好吃的牛肉面。

欧家长子欧正孝，从小见惯妈妈做
牛肉面、煮红糟米、酿梅子酒，耳濡目
染，也热衷于烹饪。如今他主理“我家
厨房”，最拿手的也是牛肉面。

谈及打造“人气王冠军”牛肉面，
欧正孝直言“当时十分困难”。他带着
被戏称为“老弱妇孺的组合”，投入到
不被人看好的计划中。从采购、洗泡、
分割、烧制，均亲力亲为，而最辛苦的
还是妈妈欧妞，因为她是熬汤的“掌门
人”。牛肉面最重要的秘密在于汤，其
次是食材，最后是当地、新鲜、原味的
手法。在半汤半面的状态下，让面条吸
足高汤及牛肉的香味。台前功夫简单，
台后功夫做足，这就是台湾牛肉面有别
于其它汤面的原因。
“每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市井美食。

台湾人好美食也讲究实惠，吃碗面条加
个卤蛋花不了几个钱，很多小面馆就是
这样发展起来的。从专业角度看，‘草
根美食’的制作工艺、就餐环境与大店

无法相比，但食客就是买账。”

寻常日，等候晚归的孩子

细看台北，是美食天堂，
也是一个充满人文情怀的城
市。
“我家厨房”女主人欧妞，

当客人围着小炉上座时，她会
一边当着客人的面调制，一边
闲话家常，这已是欧家传统。

愉快的美食制作，娱己悦
人，在互动的过程中，除了恰
当的原料恰当的火候，更需要制作者的
用心，用欧妞的话说：“要加一点点爱
在里面”。于是，就有了传说中“妈妈
的味道”。而懂得欣赏和体会，就是对
她最好的犒赏。

对于曾经沧海的欧妞而言，赚钱并
不是第一位的。她透露，有很多熟客建
议她去闹市区开店，或者经营加盟店，
这样可以扩大规模，她认为恰恰是由于
工业化生产，有些台湾小吃失去了原有
的香浓口味，不再是台湾人“记忆中的
味道”。

因此，她会坚守配方和纯手工，置身
深巷却声名在外，她说，靠的都是回头
客，住得较远的也会在周末专门赶来。

拾级而上，家中一盏灯火伫候。
欧妞说，这又是哪个晚归的孩子，

来吃饭了。 （据中新社台北电）

我家有“面”客来勤
冽 玮 陈立宇

“("!# 年香

港周”记者会近

日在台北举行。

今年的香港周以

“传承与创新”

为主题。图为模

特在记者会上展

示为香港周活动

准备的时装作

品。

新华社记者
鲁 鹏摄

“香港周”

将登陆台北 作为大都市，台北每天都会迎来成千上万的游客、会举行各种各样
的大型庆典、狂欢活动。但是，汹涌的人潮并没有给台北留下“一地鸡
毛”的狼藉，相反，许多初到台北的人，都会有第一个观感：这个城市
真干净！

台北街头少见垃圾桶

是的，如果拿着一瓶饮料在外面行走，可能喝完后很久，都找不到
一个垃圾桶来扔饮料瓶。台湾实行垃圾强制分类以及“垃圾不落地”政
策以来，户外很少设立垃圾桶，台北居民往往将不用的垃圾带回家，实
施严格的垃圾分类后才丢弃。

即使在夜市这样游客众多的地方，也极少出现人们随手丢弃垃圾的
现象。几乎在每个夜市的尽头，都会有 *个巨大的塑料垃圾桶，分别写
着“资源回收”、“餐余”等字样，热心的志愿者在旁边指导人们如何
将塑料袋和饮料瓶、吃剩的食物分开，丢弃到不同的垃圾桶里。

十余年如一日，台北的居民遵守着严格的垃圾分类制度，自觉将家
庭垃圾分成资源、厨余和一般垃圾，在指定的时间丢弃。这样的行为虽
然也有制度约束（台湾环保部门规定，如果混杂倾倒垃圾，可处新台币
!"##元到 $### 元罚款），但观察台湾居民倒垃圾时的认真与配合，可
以感受到，他们对推行垃圾强制分类是支持与配合的。

投入 !亿美元治理垃圾

“行政处罚只是末端，最重要的是培育居民的环保意识。”台北市环保部门负责人吴盛忠说：
“比如你今天进入台北市来生活，就会被周围的环境影响，学习垃圾分类，将回收物之外的东西
要装在付费专用垃圾袋里。这是进入台北生活的第一堂课。”

实际上，"# 多年前的台湾，也存在严重的环境问题：企业乱排污、百姓乱扔垃圾，
蚊蝇肆虐。垃圾问题在当年的台湾叫“垃圾战争”。!%&'年，台湾以 (亿美元投入到环境
治理工作中，开始对环境进行有计划的治理。

台湾的环境治理从环保教育入手，倡导前端垃圾分类投放，这样做不仅可以促进垃圾
源头减量，而且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垃圾末端无害化处理工作的难度。台湾地区人均每天垃

圾产生量从上世纪 &#年代末的 !)!*(公斤减至 "#!!年的 #)(+公斤，远远低于国际
人均日垃圾清运量 !公斤的平均水平。台北的垃圾处理方法入选上海世博会“城市
最佳实践区”，成为台北的骄傲。

环保教育从娃娃抓起

垃圾成功减量，台湾“后嘱”式环保教育功不可没，即小手拉大手，环保教
育从娃娃抓起。吴盛忠介绍说，学校的环保教育，可以改变一代人的观念。在台
湾，学校也做垃圾分类，小学生已经将垃圾分类当成生活的一部分，“回到家，
如果妈妈做得不是很标准，小孩子会提出。所以从学校教育，社区推广，政府
宣传，整个社会做起来，才形成了现在整洁有序的城市面貌。”

除了学校教育之
外，台北市将近 !-* 万
名环境保护志愿者也功
不可没。他们经常组织
活动，告诉周围民众加
强环境保护。这样，不
论是从学校，还是从社
区，耳濡目染，垃圾分
类、保护环境就变成生
活的一部分。

在台湾，环保意识
已经深入人心，每个人
自觉的环保行为才形成
今日美丽的宝岛。
（据新华社台北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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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社区分类垃圾桶

台北街头少见垃圾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