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地下电台”还在播
郑 琪

后记：荣民走了，老了。即使早已没有他们发声

的舞台，即使他们的足迹已被覆盖，但血汗写的史页

还在，还会有后人翻读，为他们唏嘘，向他们致意！

中横公路 他们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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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前在网上查询了 !"#"店
庆的日期，特意把休年假来香港的时
间安排在这几天。”在铜锣湾 !"#"

店开门前就已经排队等候的内地游客
聂先生说。

内地“双 $$”网购热潮创下惊
人成交纪录不久，“城中购物盛事”
香港崇光百货（!"#"）半年一度的
店庆活动也于日前拉开帷幕。从年底
至明年春节，香港商场纷纷推出打折
促销活动，吸引包括内地游客在内的
大批抢购人潮。

聂先生很早就听说香港 !"#"

商场每年两次的店庆活动商品齐全，
打折诱人。为了赶上商家活动，在北
京从事技术工作的他特意将筹备已久
的香港之行推迟至年底，以便把日程
与店庆日期重叠上。“我听不少朋友
描述过，香港年底打折活动多，越是
名牌折扣力度越大。”

店庆活动第一天，!"#" 铜锣
湾店，距离开门营业还有 $% 分钟时
间，店外已是人头攒动。在香港一家
中资机构工作的严先生当天排了 !个
小时的队，给老婆买了知名化妆品牌
的柔肤水、晚霜等套装，花了 $&%%

元人民币。他说，这些东西在内地买
要花大约 '(%% 元人民币。“我亲眼
看着 )个内地中年男人从一个奢侈品
专柜兴高采烈地走出来，嘴里还不停

说‘哎呀，太便宜了！’”
聂先生的采购清单上除了心仪已

久的日本微单相机，还购买了箱包、
冬季衣物和厨具等。“因为汇率关
系，香港大多商品的正价就是内地的
八折左右，再加上打折促销以及折上
折的优惠，算下来有的商品能打到五
折。”

铜锣湾一带是香港的“购物胜
地”，云集了时代广场、!"#" 和希
慎广场等多家旗舰商场，是内地游客
来港“血拼”的首选。

时代广场 $* 层展销集是固定的
商品打折区，打折商品每周更换，囊
括运动品牌、知名服饰等，折扣一般
能到 *至 +折。去年开业的希慎广场
云集苹果店等大牌，内地游客喜欢在
这买 ,-./01 和 ,-23，因为其价钱相
当于内地八折。

香港是一个自由港，货物进出口
免征关税，加上汇率等因素，来港购
买一些化妆品、名牌服饰等，价格相
比内地优势明显，再加上打折活动，
购物总会有意外惊喜。从 $$ 月开始
至来年春节，因为圣诞、新年和春节
等假期众多，香港商场打折活动非常
密集，是内地游客来港“扫货”的高
峰时段。

香港知名化妆品连锁店莎莎日前
公布截至 4月底的中期业绩，盈利超

预期两成七，推动股价大
升近 +5。据统计，赴港
个人游实施 $% 年来，香
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由
'%%* 年的 $6%% 亿港元增
加至目前的 ))%%亿港元。
香港旅游相关行业共聘用
约 (' 万名雇员，占香港
总劳动人员约 !"#，旅游
产业已成为香港四大经济
支柱产业之一。
（据新华社香港电）

香港扫货
季到啦

刘 欢 张天国

濠江丹青———澳门中华文化联谊会书画摄影作品展近日

在北京展出，澳门艺术家携百余幅书画、摄影作品来京亮

相。展览主办者之一澳门中华文化联谊会表示，这是澳门艺

术家向内地观众展示成果，也是和内地艺术家切磋艺术，以

此庆祝澳门回归祖国十四周年。

上图：参展作品《中西共融》 （摄影）作者：欧 平

“阿伯，你要点哪首歌？这首我
今天没有准备啦，不然我另外推荐一
首给你好不好？”在高雄的计程车上，
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电台 $%（主持人）
主持节目，觉得挺有趣的。阿伯打电
话进来唱了首闽南语歌曲后，电台
$% 还不忘关心他，“最近天气热，
你不要大太阳底下在田里做工做太
久，会中暑的啦。”阿伯和 $% 聊家
常聊得很愉快，我和计程车司机大哥
也听得津津有味。没错，这就是台湾
南部屡禁不止的地下电台之一，据说
他们常常是一两个人，就能架设一家
电台，从工程人员、到 $% 到导播，
还需要外出跑业务，是“全能型的选

手”。这些电台 $%

说得一口地道的闽南
话，遣词用语通俗易
懂，又往往能站在普
通民众立场上考虑问
题，所以尽管每家地
下电台的覆盖范围都
不大，听众也多是南
部教育水准不高、年
龄偏大的农渔民或者
计程车司机，但是他
们的“死忠”程度
高，只要喜欢上某一位电台的 $%，
他说什么都是对的、都支持。

没有厂商投放广告，台湾的地下
电台靠什么存活？卖药！而且卖的药
品，无奇不有，从医治男性性功能的
到治疗失眠的，从对腰酸背痛有奇效
的到或改善无名肿痛的，无所不包。
可能听众都是老年男性的原因，地下
电台尤其爱用粗俗和露骨的语言，卖
一些针对男性性功能的药品，但是真
有疗效吗？就算没效果，听众一般也
不敢打电话进来，把自己的隐私抖露
出来给大家听。

更有些地下电台的 $%，竟然会
把自己“卖药”的底细都交代给听
众，“我跟你们讲，这个药你买回去
呢，有病就治病，没病也吃个安心
嘛。”甚至有说“这些药买回去，你
不要自己吃，你拿去送人啊，我们包
装得金光闪闪，你送人很有面子的。”
如果是普通听众，听到这样的话，可
能立马掉头就走，可是这些长期追捧
某个地下电台的听众可不这么认为，
他会觉得“某某人跟我真是交心交底
了，连他们行业的秘密都跟我说了，
我就花点钱买他的药，就当成是支持
他的工作了，否则他的药卖不出去，
可能就没办法生活了。”

地下电台跟它固定的听众之间，
讲的是“博感情”，尤其中南部听众，
儿女不在身边，没有其他娱乐，闲暇
时间很多，就听听地下电台，跟电台
$%讲话甚至多过跟儿女；而电台 $%

也舍得花时间和工夫跟这些听众闲
聊，三番五次记住各种细节，慢慢就

变成了熟人，在这样
的情形下，金钱就变
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台湾南部地下电
台，号称“卖两种春
药”，一种就是平时
的药品，另一种就是
选举时，激烈攻击对
手蓝营的言语。南部
是绿营的大票仓，尤
其这些中老年听众，
平时就是绿营铁票，

选举时，某些地下电台就爱用一些特
别极端的表达，例如“中国人的马英
九，要来欺负我们台湾人阿扁”之类
的话，用一种受害人的心态，来激发
起同仇敌忾的情绪，而南部乡下民
众，长期接受这样的语言熏陶，就很
难接受另外一个角度的表述。中天电
视台已经停播的《全民最大党》节目
曾有一个桥段，非常形象地演绎了南
部地下电台的这种风格，例如，台风
来了吹倒了路边树、家里的猫出去打
架被欺负了等等，都可以归结为“拢
是阿共（共产党）的阴谋啦！”

地下电台在台湾成立通讯传播委
员会 （&''） 后被大量抄台关闭，
这也使台湾近期的几次选举太平了一
些。但地下电台在本土难以存活，却
动起了“西进”的念头，最近我在厦
门就听到了台湾南部地下电台“卖
药”、“唱卡拉 ()”、“算命”的把
戏。

台湾有一个特殊的人群：老

荣民。他们是 !"#"年前后随蒋

氏政权到台的军人。他们是命

运悲惨的一群，原以为“三年

反攻”即可与母亲、与新婚的

妻子团聚，却在 $% 年的漫长

等待中骨肉离散；他们身在军

营不准婚配，从军半生后难

以成家，不少人孤老终身；

他们退伍后在台湾开路造桥

垦荒，却因为文化不高、口

音南腔北调而难以融入社

会；他们少小抵台为台湾

奉献一生，却被社会歧视、

遗忘……

为了让离开军营身有

伤残又无处可去的退伍

军人有个落脚之处，蒋

经国时代在台湾各地修

建了“荣誉国民之家”。

近日，台湾媒体报道，

因老荣民渐渐离世，

不少荣民之家已经合

并或转型，这意味着

早已远离台湾社会的

老荣民正无声地消

失于这块土地。

荣
民
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台
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湾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
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遗
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忘

本
报
记
者

陈
晓
星
文

*

图

台湾有一个机构叫“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
会”，简称退辅会，当年就是为安排从大陆只身到台的退伍军
人而设立，蒋经国曾亲任主任。对于这群上过抗日战场、又随蒋
介石渡海到台的军人，蒋经国有情谊有愧疚，他设立荣民之家、荣
民服务处、荣民医院，开办农场和工程公司帮助退伍老兵就业。当年，
贵为“太子”的蒋经国时常出入荣民之家，在荣民炸山开路的工地上，
也有他和荣民一起土里汗里的身影。就是后来他身居高位，也常常到荣民
之家探望，给这些远离家乡的人们带去安慰。蒋经国去世多年之后，有老
荣民见到蒋经国的儿媳还流泪下跪，怀念蒋经国给予他们的尊重与照顾。

那个年代，荣民之家虽是单身、清贫、伤残者之家，但仍有属于他们
的活力和荣耀。如今，设于屏东的荣民之家由 #+++ 人减少到 ,-+ 人，台
东太平的荣民之家由 .+++人减少到 ,-人，台南佳里的荣民之家由 /+++

多人减少到 !-+人。人去屋空，荣民之家凋零，各地便重新规划，给荣民之家增
加了社会所需的养老、教育、急难安置等功能。台湾媒体报道，台东的马兰
和太平两家荣民之家合并，太平的荣民之家将转型为失智老人养护专区，
明年底就可完工启用。屏东荣民之家部分空间建为急难安置所，

还提供 !++个床位给慈善机构。

台湾有政客通过鼓动族群矛
盾获得政治支持，在不良政客的煽动

下，有人曾对着老荣民们喊“中国猪滚回去”。
老荣民们文化不高，不会写文章反击，更不会通过媒

体、社团等发出自己的声音，只能默默地流泪。他们的眼
泪里有当年在台湾劈山开路的艰辛，更有贡献一生却受到冷
落辱骂的委屈与不平。
如果没有当年的荣民用十字镐和炸药开出了中横公路，现在的

游客就不可能欣赏太鲁阁的风光，台湾就仍被中央山脉分割。中横
公路是台湾第一条打通中央山脉串联起东西部的公路，有 !万名退伍
兵投入此工程。这条路从平地到海拔 .+++多米，地形多样，特别是太
鲁阁一段，悬崖峭壁，又是大理石岩层，在几乎没有机械的条件下，
退伍兵们在用生命筑路。牺牲在这条路上的一共 /!/人，平均一公里
就有一条人命。太鲁阁的一个景点长春祠，就是为纪念殉职的筑路

者所建，遗憾的是现在不少台湾导游已不讲解这段历
史，游客们也只是高高兴兴地拍照而去。

不仅中横公路，上世纪 -+ 年代到 0+ 年代台湾的
基础建设都凝结着荣民的血汗。桃园机场、中山高
速公路、台中港、大造船厂 （高雄） ……这些工
程仍被今人享用，但它们的建造者却被遗忘。

虽然荣民
已被台湾社会冷
落多年，以至人未
去，声已远，但荣民带
给台湾社会的光辉散播在
台湾的各个角落，造福着
台湾社会。比如带动台湾小

吃业成为旅游金字招牌的牛肉面，大家都知道出自荣民之手。除了牛肉面、各
种做法的包子、水饺、馒头、药炖羊肉等等，都是经荣民之手发展为台湾的名小
吃。当年，成了家的退伍老兵带着新婚的妻子在眷村申请一间木板房住下，当时
的安家费微薄，这些荣民往往都是农民出身，文化不高，在台湾又举目无亲，找
不到工作，就在街边卖面卖包子维持生活。刚开始闻香而来的只是同乡，尝一口
家乡味解解乡愁，慢慢的，当地人也跑来尝鲜，“老张牛肉面”“豆浆油条铺”
“王妈妈包子”就成了名牌，有的传至今日。

现在台湾最流行的是观光农业、农场度假，不少大陆人赴台游也选择去
清境农场、武陵农场，但很多人不知道，几乎所有台湾人和游客喜爱的农
场都是荣民们当年荜路蓝缕开建而成的。开通中横公路后，退辅会支持
荣民沿路留下来自食其力，他们在蛮荒的山地上开垦浇灌，种茶种
果，不仅养活了自己，靠着战场上铸造的拼劲，还对当年物
资贫乏的台湾社会多有贡献。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他
们的农场现在变成了观光农业的宝地，成为城

里人向往的乐园。

荣民之家 凋零
了

清境农场

他
们
建
的

濠江丹青 北京展出

坐在眷村村口的老荣民。

中横公路穿行太鲁阁景区的出口。

清境农场。

打折！打
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