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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宵 节 在 台 湾 又 称 为
“灯节”，随着台北灯节 2月 7

日晚上点亮，全台各地灯会也
随之点灯，喜迎元宵佳节。从2月

7 日开始，北京著名的地坛庙会首次
跨海来台参与灯节活动，为宝岛平添几

分喜色。

北京庙会“四最”，原汁原味呈现

地坛庙会来台，被冠以“北京地坛文化庙会台北

之旅”，百余号人马，把老北京庙会原汁原味移师台北圆
山花博公园，让台湾民众体验到不一样味道的元宵节。

北京地坛庙会是目前大陆规模最大的庙会之一，早
已名扬四方。北京文创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王
森说，这次可以让台北市民不用花钱搭飞机，不用花大
钱，只要来花博公园，就能吃到道地的北京小吃，看到
精彩的绝活表演，体验不同的年节气氛。

据介绍，本次庙会将完整呈现北京地坛庙会“四
最”，即最道地的北京小吃——驴打滚、豌豆黄、京味茶
汤、艾窝窝、炸糕等；最悠久的老字号——便宜坊、都
一处、吴裕泰、同升和等；最传统手工艺绝活——面
人、内画鼻烟壶、绢人、景泰蓝、京绣等非遗作品；最
精彩技艺大汇演——老北京胡同吆喝、古彩戏法、街头
杂技、京韵大鼓……

庆丰包子，也要亮相南台湾

由于台湾海关对食品入岛有严格规定，因此北京地
坛庙会只能采用当地食材，再结合老北京师傅的手艺，
虽然这给道地的北京小吃打了折扣，但现场民众仍热情
不减。

开幕式当天是周末，记者在现场看到，台北市民拉
家带口、扶老携幼，不少人全家总动员，舞台前的座椅
坐得满满当当，场面热烈。

台湾以小吃著称，地坛庙会也不示弱，馆内占地面
积巨大的庙会，陈设了60余间各类商号，中间摆放百余
张桌子，供民众就地用餐，看上去像个大食堂。在炸

糕、茶汤、烤羊肉串、豌豆黄、麻辣烫等摊位前，众多
人在排队等候。家住基隆的郭先生，特意带着全家人一
起来品尝并观赏北京地坛庙会特色，郭太太手拿羊肉
串高兴地说：“味道独特，真的很好吃喔！”

岛内媒体把地坛庙会形容为现代清明上河图，争
相报道，还顺带着详细介绍了北京的地坛、天坛、日
坛和月坛。

据悉，北京市20余商家本月晚些时候，将组团
参加南台湾的高雄灯会活动，届时，老北京餐饮与
民俗工艺将亮相，包括最近声名大噪的“庆丰包
子”，南台湾民众可在高雄灯会吃到。

关东神韵、沪上歌舞赴台

近日在台中市，还举行了东北特色浓厚的
“关东神韵、大美吉林·第 4届海峡两岸春节民
俗庙会”。它从大年初四一直持续到初七。庙
会突出吉林特色，融汇传统歌舞、地方小
吃、东北手工艺绝活等多个活动于一体，现
场出现了争睹演出的盛况。

“欢乐庆元宵”——上海艺术团台湾巡演
也定于2月10日开始在台北城市舞台登场。
这个由上海文联和上海市海峡两岸交流促
进会主办的文艺晚会，将在台北、桃园、澎
湖、云林等地献演多场海派文化特色的精
彩表演，演员阵容强大，为台湾灯节凑上
一份热闹。 （本报台北2月9日电）

唐朝诗人李白曾叹
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
天。”今天的两岸，如从
1949 年算起，隔海分治已
65 年 ， 统 一 之 日 仍 遥 遥 无
期，堪比李白讲的蜀道之难
了。台湾政坛的政党虽多，现
主要的是执政的国民党和在野的
民进党，各自都有一个阻拦统一
之路的“颜色牢笼”。

一是国民党的“蓝色牢笼”。这
个笼子也是有变化的，原来是编织

“三不政策”，即不接触、不谈判、不
妥协。如今“三不”早就不存在了，
但那个牢笼依然存在，只是不再“三
不”，而换上“自缚手脚”了。什么是自
缚手脚？就是瞻前顾后，怕这怕那，不
敢有所作为。例如，台陆委会主委王郁琦
将访大陆，民进党却操纵立法机构通过

“决议”，要求王访陆期间不得签署任何政
治性文件或发表共同声明，不得接受或呼
应“一中框架”、反“台独”等主张。总
之，欲将王五花大绑，使之动弹不得。国民
党呢，在台立法机构拥有席位多数的优势，
竟然听任摆布，不仅让对手控制局面，不敢
还手，而且实际上是在此议题上配合对方，
自缚手脚。这是耐人寻味的。

还有，国民党所坚持的“法统观念”，
要大陆承认“中华民国”。这无异于一种

“两国论”，同样是自设牢笼。
二是民进党的“绿色牢笼”。这个牢笼

目前就是“台独党纲”。民进党 1991 年 10
月通过以“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
国”作为基本纲领，此即“台独党纲”。从
此，它就钻进了这个“绿色牢笼”。民进
党内一些有识之士发现该党的发展方向路
线有问题，先后陆续离开。如今的民进
党，是台湾本土中一些受“皇民化”和
后来的“去中国化”影响最深的一些

“反中”人士，民进党内基本教义派绑
架和裹胁了众多的中间派人士。他们
声称“三非”，即“台湾非中国”、

“台湾人非中国人”、“台湾文化非中国文化”。我看，这些
都是很荒唐的。

最近以来，民进党内有人提出冻结“台独党纲”，
欲图走出“绿色牢笼”，应该视为好现象，这与两岸关
系的迅速发展与整个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有关。但要
让民进党这样一个“反中”背景很深的党走出绿色
牢笼，又谈何容易？最近民进党内有所谓“两个太
阳”，即苏贞昌和蔡英文；又有所谓“三只老
鹰”，即苏贞昌、蔡英文和谢长廷。目前他们正
围绕着两岸关系和该党未来发展走向展开激
烈的争辩。看来，这种争辩不过是刚开始而
已。

中国有句老话，“道路是曲折的，
前途是光明的”。目前的两岸关系正是
这样。我个人坚信，在两岸同心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中，
一定可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世界潮流滚滚向前，两岸关
系也在迅速发展，无论是
谁，设置哪些牢笼，都
不可能挡住历史前进
的步伐。

地坛庙会“搬”到了台湾
本报记者 王连伟

百万人春节访港 商家赞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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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年春节初一至初七，110万内地游客访问了香港。每天访
港内地客的数量，比台湾整个春节接待的大陆客人还多。香港街

头再次“塞满”内地客，但诸如内地游客地铁斗嘴，街头闯红灯
之类事情少了，不少香港商家和导游称赞，内地客人学会“入

乡随俗”，变得越来越文明。

香港商家：内地来了“好顾客”

香港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 2 月 8 日指出，年初一至
初七有 130万人次访港，其中 110万人次为内地客，占八成

半；内地团同期升三成，自由行也升两成多。
内地游客涌港，代表有巨大商机，也意味着两种文化

的急剧碰撞。部分内地游客把旅游陋习带出了门，不过，
近期这一现象得到改善。带团 5 年的香港导游卢先生表

示，过去访港内地旅客问题较多，诸如不守时、不分场合
大声说话等，近年在各方宣导下，内地旅客的行为质素

已有所提升。卢先生说，他接团后会向内地旅客讲解香
港的生活习惯及社会规矩。“基本上，只要向他们说得明
明白白，清清楚楚，他们都愿意遵守。万一他们做出不
文明行为，如打尖 （即插队）、吵闹等，和气地劝止他
们，他们都会听从。”

当导游近3年的胡女士也认为，近年旅行团旅客的
质素在提高，例如开始自觉排队，不在公众场所喧哗
等。

除了导游，对内地游客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香港
商家。位于铜锣湾的时装店负责人张小姐受访时说，
内地旅客的文明素质近年有所提升。她说，来自北
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旅客较为有礼，爱讲“请问”、
“唔该”（谢谢），谈吐也斯文。“内地旅客普遍会讲

价，这是他们的文化，没有对与错，但经解释后，他
们都会明白理解香港规矩。”

在尖沙咀经营中式精品店 20 年的黄先生说，大
多数内地客都十分礼貌，“好顾客”越来越多，年轻
一辈更明显。他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文化差异，
例如内地旅客喜欢讲价，一般告知明码实价后对方
都会理解，他说：“你不说，别人哪知自己那套有问
题？”

内地客：做好自己无理由招人厌

不少内地游客接受采访时坦承，自己也在旅游中学习。
首次赴港旅游的上海旅客郑先生说，他预先从朋友口中了解
香港人的文化和喜好，来港后也特别注意自己的行为，他
说：“只要做好自己，我觉得香港人也没理由讨厌我们。”他来
港3天，尚未受过不礼貌对待。

居住在深圳的刘先生曾多次赴港旅游，他回忆说，最初来港
时并没有注意两地文化差异，后来在小商店中大声说话惹人侧
目后，逐渐改变自己的行为，现在已很少受到无礼对待。

香港市民陈太受访时说，一开始的确不喜欢内地旅客，认
为他们说话大声，而且经常插队，但后来有一次遇上中年内地
旅客向她问路，对方表现斯文亲切，又多次说“谢谢”，改变
了她对内地旅客的观感。

销售员谭先生认为，网络和部分报章批评内地旅客行为偏
差的言论有夸张之嫌，他放假时到尖沙咀广东道闲逛，鲜少见
到乱扔垃圾和随地蹲下等陋习，他认为现在已难以根据外在行
为分辨内地人和香港人。

香港舆论：善待内地客

香港《大公报》近日刊登一封题为《善待内地客就是善待
自己》 的读者来信，署名禤静文的作者说，数以百万计的内
地游客农历新年来港旅游消费，大多数香港市民认同，这是
对香港的友好支持。然而，一些鼓吹民粹的本地人，以各种
各样的政治口号去抹黑、污名化内地游客，这是严重扭曲的
排外心态。

实际上，学会包容文化差异，处理文化冲击是当今许多
国家和地区都要面对的课题。香港城市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旅
游管理课程主任冯伟华表示，任何发达地区或国家若开放旅
游政策，都会在短时间内接触大量异地文化，有的会让本
地人反感。香港过去确有一些内地文化冲击造成的争拗，
但随着时间推移，本地人已逐渐习惯，并意识到造成差异
的原因，现在两地人已开始互相适应。他称，当两股文化
融和时，人少一方必会被人多一方影响，只要港人自爱，
便不必担心内地旅客坚持坏习惯。

2月8日，马英九和新北市市长朱立伦一起为平溪天灯节点灯。“北天灯、南烽炮”在台湾流传已久，新北
市平溪天灯开办以来，人潮一年比一年多，继去年获得外媒赞誉为“一生中不能错过的国际嘉年华会”之后，
今年有更多的外国游客来此地参加天灯节。

图为天灯升向夜空的瞬间。 本报记者 王连伟摄

台湾：平溪天灯点亮

羊肉串摊位前排起长队。 王连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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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荷兰艺术家霍夫曼设计的黄色小鸭在台湾基隆市展
出 6周后，于 2月 8日期满“离境”，不少民众冒雨来到海
边依依不舍欢送小鸭。这只黄色小鸭从去年12月21日起
在基隆港展出，共吸引267万人次前来参观。

图为黄色小鸭脸朝基隆内海，由拖船拖往岸边与
民众告别，一副不舍的样子。 本报记者 王连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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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拥有4300多家台资企业的江苏省昆山
市，大批台商在这个马年春节选择“全家留
守”，地道的台湾年货、两岸相近的年俗、
颇具风味的台湾菜……台商们觉得，在大
陆过年“有爱的地方就是家，和台湾没啥
两样”。

1995 年来到昆山的黄彦荣这个春节
祖孙三代都在昆山过年，他说：“过年
留在这里的台商很多，大家呼朋唤友，
聚在一起吃团圆饭，很亲切，很有
爱，感觉和在台湾一样。”

台商家属陈慧芬“过年没两样”
的感觉更直观。她告诉记者，虽然不
在台湾，但家里飘散的都是地地道
道的台湾味道。“昆山有很多地方都
能买到最地道的台湾年货，柴米油
盐酱醋茶，一样都不少，比如这种
长生菜，过年少不了的，也能吃
到。”

记者了解到，这个春节，花桥
台湾 MIT 精品馆等商家的台湾产
品销售火爆，不仅台胞们前来选
购，昆山本地人也都赶来“尝鲜”。

陈慧芬说，现在昆山和台湾
融合日益加深，在昆山生活基本
感觉不到异地感，她的女儿从小
学一年级起就跟着父母来到昆
山，12年一晃，如今已是半个昆
山人了。

展望马年，台商们信心十
足：“随着昆山两岸产业合作试
验区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推出，相
信我们这些台湾中小企业会有更
大发展，马年定会马到成功。”黄
彦荣说。

（据新华社电 记者刘巍巍）

昆山“留守台商”：

有爱的地方就是家

2014 台北元宵灯节日前试灯，位于主
会场台北花博园区的众多彩灯一起点亮，
备受关注的大熊猫“圆仔”主题彩灯正式
亮灯。图为以台湾大熊猫圆仔为主题创作
的“酷炫金刚机器人”彩灯。

吴景腾摄 （新华社发）

元宵灯节

大熊猫配上机器人
元宵灯节

大熊猫配上机器人

2 月 8 日，香港廉政公署在总部大楼举行媒体开放日。
2014年是香港廉政公署成立40周年，廉政公署此后将举行
市民开放日，有助于公众对廉署工作有进一步认识。图为
香港廉政公署工作人员 （左） 向媒体介绍枪械设备。

新华社记者 秦 晴摄

廉署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