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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民间的呼吁及专家挽留，
都未能阻止台湾眷村的渐行渐远。
这种独一无二的聚落形态，在现代
化车轮的碾压下，与对它爱恨交加
的各方告别：“归来寻旧蹊，父母
皆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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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台当局开始在
全台范围内为官兵眷属兴建居住地，
黑瓦顶、水泥灰墙、绿色窗框、红
色双扉门、竹篱笆，是眷村民居的
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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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近千个眷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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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户眷民，以独特的聚落形态，发酵
出独一无二的眷村文化，也使台湾
有了更丰富的族群元素。

在桃园县杨梅陆军埔心眷村长
大的张筱麟记忆里，眷村的房舍多
以黑瓦盖顶、竹筛糊泥为壁，每遇
台风，摇摇欲倾。来自五湖四海的
眷村居民，虽然方言、饮食不尽相
同，却因着同样的贫穷、苦难与乡
愁而守望相助。

张筱麟说，当年物质匮乏，一
台晶体管收音机就是奢侈品。眷村

人的休闲娱乐选择省钱的“集体项
目”，或在树下聊天、下棋，或聚在
一起听唱京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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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人家挤在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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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的房子里，窄窄的架子床，孩子与
父母共睡；在自来水还没有普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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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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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许多眷村只有一口
深井，井边排长龙洗澡是常态。军事
化管理还培养了村内子弟的思维，率
直、冲动、重感情的个性，而父母传
递给下一代的，多是“故园东望路漫
漫，双袖龙钟泪不干”的思乡之情。

台湾最早规定眷村改造法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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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将眷村拆除改为公寓大楼。
十几年改建下来，只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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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处有
记载的眷村。

眷村第一代张天智，守护着台北
地区最古老的眷村———四四南村，已
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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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如今的身份是台北市信
义区景新里里长。四四南村总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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栋平房，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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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户口登
录的

+)&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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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每人平均
住房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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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拆建后，保留下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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栋平房，变身为文物馆。“到我

这个岁数，最重要的是
要有精神交流的空间。”
在张天智看来，平房区
的住户可以有更多的交
流机会。迄今眷村老人

还会每天到他的办公室碰头聊天，闲
话家常。他们要守住的是一种情怀，
故土般的，海对面的记忆。

在追忆历史中，眷村人终究要面
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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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台“行政院文化建设
委员会”发布老旧眷村文化保存选择
及审核办法。认为保存眷村具有重要
性、稀少性与特殊性之历史、文化、
艺术价值、特殊建造技巧或建筑形
式、重要历史事件或人物。将台湾划
分为北、中、南、东、离岛五区，各
区选定一至两处办理眷村文化保存。

在眷村保护中，民间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不少眷村成为旅游胜地，从
“穿越”中寻找到发展的契机。

台中市忠勇路的“彩虹眷村”，
以水泥漆的方式，用鲜艳色彩的卡通
化人像、动物彩绘，成就一道独特的
艺术风景；澎湖“笃行十村”和“莒
光新村”，被视为是眷村旅游开发中
较好的样本，保存有精彩的人文历史
建筑、军事古迹设施，还有美丽的岩

岸海湾和沙滩，正是大陆观光客情有
独钟的“外婆的澎湖湾”。

眷村的消逝，是一个特殊时代的
终结。
“台湾眷村就像北京胡同，那些

老的房子一旦拆掉，文化积淀深厚的
历史就都没有了。”有学者把眷村视
为一个超越居住意义的文化符号，展
示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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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多元的社会状态与
“草根”生活。

眷村文化研究者黄洛斐感慨说，
眷村文化抢救声浪四起，各地当局虽
然积极指定或登录文化资产，然而，
这些文化资产如果没有妥善管理维
护，保存文化变成口号，“拆的拆，
偷的偷，难道以后还要花钱去补回
来？有些地方破坏到根本看不出原
貌，又将如何补救？”

对于眷村的第二代、第三代而
言，那些交织着老迈与新生、过去与
未来的故事并不曾忘却，但却逐渐在
远去。 （据中新社台北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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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婆媳寻“幸福密码”
本报记者 任成琦

眷 村

“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这
曾是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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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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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台湾年轻人的奋
斗目标。今年美国国际教育协会的评估报告出
炉，台湾留美学生人数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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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降，今年赴
美学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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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多人，比上一年又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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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居美国国际学生第六位，第一位是中
国大陆学生。
“去美国”的热潮已成过往，其背后的深

层次原因是什么？对台湾的未来又会产生哪些
影响？

留学美国给美国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来
自全球各地的国际学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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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的留学
产业。根据这份报告，美国今年国际学生总数
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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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比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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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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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生
已经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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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长，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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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比前
%

年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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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居在美
留学生人数第一。位居第二名与第三名的是印
度和韩国的留学生。

虽然台湾留美学生持续减少，但一项调查
显示，毕业后决定留在美国工作的台湾留学生
却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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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台湾在美留学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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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申请了毕业后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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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毕业实习人数增
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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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一名留在美国工作的台湾学
生表示，原本是希望在美国累积一些经验再回
台湾，但是台湾的加班文化以及薪资水准让她
却步，在权衡整体生活质量后，最终决定留在
美国。

留美少、回台少的现象连马英九都开始关
注，他公开表示美国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鼓励台湾孩子多到美国深造。马英九本人就曾
是留美学生，台湾的政治人物也几乎清一色都
有美国留学背景。台湾知名企业家郭台铭曾经
抱怨美国学成的“部长”们不懂台湾，制定的
政策混乱，造成台湾经济不景。这番话引起轩
然大波，支持者认为早年的留美学生多来自富
裕家庭，本来就不知百姓疾苦，再加上洋博士
的光环，高高在上难免脱离实际。反对者举例
说明台湾由制造业向电子产业顺利转型，全凭
留美回台者一手打造，六七十年代的留美学生
成为目前台湾各界的中坚力量，是台湾软实力
的一部分。

眼下留美学生减少，有台湾学者指出会对
台湾在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首
先便是英语水平的下降，因为不去留美，也用
不着在英语上下苦功，台湾学生的托福成绩在
亚洲地区已是倒数，远远落后排名第四的大
陆。此外，知识经济时代强调创意和团队精
神，而创意需要不同文化的刺激和激荡，出国
留学是最好的感受文化碰撞的机会。“早
期的留学生为封闭的台湾社会推开
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子。如
果在全球化

的时代台
湾的年轻人
反而不去看世
界，不了解其他
地区年轻人的想法，
对未来台湾社会不是
一个好消息。”一位大学
老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也有人对留美学生下降持平
常心态度，有人分析留美学生下降
不代表台湾年轻人封闭自己，因为现
在已进入多元时代，不像早期留学就
只能去美国，现在其他英语国家也在争
夺台湾的生源，比如英国、澳大利亚、
加拿大等。一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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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选择去英国
深造的台湾年轻人表示，比起美国平均得
花两年才能拿到硕士，英国只须花一年，
光凭这一点，就足以吸引许多台湾学生。

除了学制短外，英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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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为
留学生提供了一些开放政策，比如过去不准
打工，现在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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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以上签证的全职学生一
周可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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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此外，台湾学生喜欢按学
校排行榜择校，而英国不少学校都在排行榜
前列。

不少台湾学生选择不留学，这是因为台湾
早已不是“来来来，来台大”的年代，台湾的
大学数量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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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几乎增加了一倍，绝非只有
台大可选。而且更多的学校希望留住好学生，
有的学生在校就加入老师的研究团队，和老
师一起做研究、进实验室，与老师和学校建
立起感情，愿意留下来深造。

经济也是留学与否的重要因素。过去美
国各大学提供不少奖学金给台湾学生，从
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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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开始，美国的奖学金有了
更多的竞争者，再加上近些年台湾经济不
景气，在没有奖学金的情况下，一个普
通家庭在负担孩子留学上往往却步。

此外，台湾的政治社会变迁也
令“去去去，去美国”的价值观
有所改变，尤其近些年台湾强
调“本土”、“爱台湾”，社
会思潮也趋向多元，美国
已非年轻人唯一的选项。

赴美留学的消长
已经成为台湾社会
变迁的一个观
察坐标。

去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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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的也少

影响未来台湾竞争力

多元选择是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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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台湾媒体报道，因长期讽刺马英九与台湾“驻美代表”金溥聪有
“特殊性关系”一事，台湾作家冯光远近日收到金溥聪对他提出的越洋
诉状。

对此，冯光远公开向媒体表示，金溥聪之所以有权位，完全
是靠他与马英九的“特殊性关系”。至于“特殊性关系”是强调
他与马英九的“性关系”或与马英九的“特殊性”，那就让大
家一起去解释。冯光远称，同性恋跟左撇子是基因决定的，
无关道德。

本周，台湾竞争力论坛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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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幸福大调查”结果，金门县蝉联最幸福城市，
其后为马祖、新竹县、花莲县、苗栗县，排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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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县市依序为云林县、高雄市、
嘉义市、台北市、基隆市。

调查显示，人们趋之若鹜的大城市，老百姓的幸福感反而低；一些偏远地区，人
们却生活得幸福自在。

台湾竞争力论坛理事长彭锦鹏对此分析称，个人幸福感虽然会伴随着
/01

提
升，但是到达一定门槛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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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不会带来更多幸福。近年全球因为贫富差距扩
大、人际关系疏离、环境污染等问题，开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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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上的价值观。此次上榜的
幸福城市都大多是“慢活”地区。

香港本周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香港人口老化速度快，未来会对医
疗及福利制度构成压力。根据这份报告，香港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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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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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劳动
力，预计退休潮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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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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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一成三，相当于每年增长减少
%.

。报告建议“增值性引入人才”维持经济繁荣和社会活力，呼吁社会应
及早作出应对规划。

报告由独立政策研究组织“香港黄金五十”提交，“黄金五十”创办
人林奋强认为，香港现行的输入人才计划效果不彰，比起新加坡及澳门都
少，他认为香港输入人才的门槛可以较为弹性，不要单纯硬性要求具有某
类学历。林奋强呼吁港人不要有排外心态，香港社会应对输入人才持开放
态度。

话不可乱说

“大人物”告台湾作家

事可以慢做

金门是最幸福城市

人不能太老

香港研究应对老龄化

金溥聪

台中市的一个眷村因这些活泼的涂鸦被称为“彩虹眷村”，受到游客喜爱。

本报记者 陈晓星摄

冽 玮 陈立宇

浙江奉化对台湾民众来说是个
特殊的地方。两蒋时代的记忆虽然
渐渐淡漠，但奉台渊源从未终结。
从宁波到高雄，不过两个小时的
飞机旅程。徐猛挺笑着说一眨眼
就到了。他是第一次来台，没有
体会过当年两岸“三通”不畅时，
从香港转机要折腾一整天的繁琐。
作为宁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他是随团来参加
)&%2

海峡两岸
（奉台） 婆媳文化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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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由浙江奉化市妇联、市
台办和台湾高雄妇女会联合主办的
文化节在高雄举行。
包括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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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婆媳代表在内的
百余人聚集一起，一方是满口宁波方
言的大陆来客，一方是台湾南部热情
的乡亲，有些人是第一次来台湾，有些
人还从未去过大陆，但一话家长里短、
柴米油盐，彼此立即就像熟悉的老朋友，
没有想象中的隔膜，纷纷分享起婆媳和谐
相处的“幸福密码”。
据统计，目前大陆涉台婚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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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对，
而奉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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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对。涉台婚姻中的婆媳关系牵
涉到大陆与台湾两地，用中华两岸婚姻协调促进
会理事长钟锦明的话说，婆媳关系就像两岸关系，
婆媳关系和谐了，就会促进两岸关系和谐。

现实生活中大陆媳妇和台湾婆婆互相都有一些看法，
两岸社会文化与家庭观的差异，也是跨海伴侣们需要磨
合的一大问题。台湾艺人凌峰之前就曾结合自身经历说：
“两岸婚姻，对于两个人风险很高，虽然我们说同样的语
言，以为自己都懂，但实际上，审美情趣、家庭观念、
用钱方式……大家都不一样，说的话每个字都懂，但凑
在一起比较难了解。”

凌峰说，婆媳和谐的关键词是宽容，“这也是百年
中国传统文化转型的结构性问题，不懂得欣赏差异，没
有多元碰撞，就不会有新的创意”。高雄妇女会理事长郭
彩连在欢迎词中呼吁，“通过婆媳关系中的慈孝文化、
和谐文化的挖掘，共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这次来的跨涉两岸婚姻的婆媳有几对？”记者问。

徐猛挺坦言并不多。从
)&%%

年开始到现在，两岸婆媳文
化节已经举办到第三届，奉台两地婆媳参与的越来越多，
还被评为国台办重点品牌交流项目。随着交流不断深入，
活动从起初的注重涉台婚姻的代表性，到如今，更加注
重交流的效果和开放性。到场祝贺的国民党高雄市党部
主委颜世一就评价说，“婆媳文化节已经成了两岸民间
交流的一个成功样本”。

原国民党中常委蒋方智怡担任活动顾问，她也曾回
奉化故园参加过文化节的活动。奉台两地，当年的历史
遗韵与今天的家长里短交织在一起，别有一番趣味。两
岸交流日新月异，有人笑言，早已从前几年的“三通”，
变为四通五通，奔向十通百通。随着两岸通婚的民众越
来越多，婆媳和谐相处的“幸福密码”，或许将为更多的
两岸家庭打开幸福之门。 （本报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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