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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高老师
说“大陆人吃不起茶叶

蛋”，虽然是旧话，但被网搜出
来继续雷倒五湖四海。一位北京的

网友发帖：昨天花 2 万块买了一斤新
茶，我那个不懂事的老婆用它煮了茶叶

蛋，我大怒：怎么用这么便宜的茶煮茶叶蛋？
比起激愤之辞，这位网友的调侃展现了幽

默、自信和宽容。有的时候，有些事，还真应了那
句话：认真就输了。也就是，偏狭胜不了偏狭，愚蠢

打不败愚蠢，暴力制不住暴力。
换个思路面对茶叶蛋，你纯属杜撰，我一笑了之，

就是一个蛋的事，犯不上大兵压境。再换个思路，为什么
在大学里讲课的老师说这么不靠谱的话？而且还有听众
引用？无论什么原因，大陆在一些台湾人心中还是落后愚
昧的印象，这一点，要面对，要改变。

当我们不再有那么多的人随地吐痰、在景区旁若无人地
喧哗、在街上纠团过马路、在别人排队的时候冲到前面，就算
再有茶叶蛋的瞎掰，台湾人也会当成笑话，用不着我们自己用
愤怒、回骂包括调侃应对了。

本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开始了24小时试营业，还为夜间
读者准备了台灯、桌椅，虽然书店声称不复制台北的诚品书店，
但24小时接待读者的确是诚品的招牌。大陆游客到了台湾，就
算不是爱书人，也都要慕名到诚品一游，体验一下书籍的“夜
店”，对可以自由自在呆在书店看书到天明的待遇感觉不错。除
此之外，唱片可以试听，再精装的书都有样本可以翻阅，呆很长
时间空手而去也没有任何压力，台湾服务业的口碑就通过这些
细节累积起来。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读者，每个人都仔细地
捧着书，不折页不卷握，每本书都被崭新地放回原位，无论看
了多久，无论是坐在简易的阅读凳还是地板上，没有人横倒
竖卧，更没有人谈笑吃喝。读者成为书店的风景，增加了书店
的软实力，这样的读者，书店愿意留到天明。

如今，北京的书店也提供了更好的服务，但只是试营
业，试的是营业，也是读者的素质，如果读者没有在试营
业中成为书店的负数，那不仅是店家买家皆大欢喜，而
且是这个城市文明水平提高的一个小标志。别的先不
说，如果台湾人进了三联韬奋书店，看到安安静静的
夜半读书人，那颗吃不起的茶叶蛋就成了流言，也
用不着那位聪明的网友煮一锅 2 万块的茶叶蛋
了。

有博物馆免费就进去吹冷气聊大天、
图书馆免费就占个位子睡大觉的先例，
但愿这次三联韬奋书店的试营业成

功，但愿茶叶蛋再也掀不起来风
波。

这是每个人的责任。

刚刚过去的清明小长假，“白
菜价”的港澳游又现身市场。近
日，辽宁鞍山市民杨女士到鞍山市
旅游质监所投诉称，报名参加某
980元的“香港、澳门双卧 7日游”
旅游团，在香港花 1.5 万余元购买
的玉器，经鉴定是假货。由于没有
旅游合同和相关发票，维权非常困
难。 鞍山市旅游质监所介绍，杨
女士投诉的这种超低价港澳游团，
是典型的零负团费“垃圾团”。“零
负团费”旅游陷阱还出现了新“变
种”，例如变身保险公司赠送旅游
券。鞍山某保险公司的一名员工，

以“回馈”客户的名义，与编造的
“旅行社”合作，发送远超低价的
港澳游产品短信，吸引客户报名，
到了目的地则强制游客在珠宝店、
名表店等地购物。

“超低价”港澳游是如何跟保
险公司扯上关系的？业内人士透
露，一些保险员借所在公司名义，
个人帮“黑社”销售零负团费的旅
游券，以赚取提成。游客不管是跟

“黑社”还是跟保险公司，都没有
签订任何合同，导致受骗后难以维
权。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

研究员刘思敏博士表示，
“零负团费”本质是欺诈游
客，非法牟利。目前“顶风作案”
的，绝大多数是“黑社”或境外旅
行社。“受骗的游客有两种，一种
是缺乏旅游经验的不知情者；另一
种是怀疑有陷阱，但仍贪图便宜上
当者。不让零负团费‘复燃’，关
键在于游客要对自己负责。”

刘思敏提醒，游客可以自己算
算机票、酒店、门票价格等。如果
明显低于自己计算的价格，则须提
高警惕。

（据新华社香港电）

红白色调相间的台湾大
学图书馆是记者在台北时爱
去的所在。这座日式建筑几
经自然风雨的侵袭、历史岁
月的积淀，越发显得古色古
香。置身其中，你一不小心
就会碰到旧日民国学人的哪
则故事。回到北京，4 月 2
日的台湾会馆，李霁野诞辰
110 周年座谈会正在举行。
听专家们大谈李霁野在台湾
工作期间为消除殖民影响、

重建中华文化所作的突出贡献，记者不由产生了好奇
——这个当年“未名社”成员，著名教育家、作家、
翻译家，与台湾有过怎样的缘分？

事情还得从 1946 年说起。新任台湾省编译馆馆
长的许寿裳来函约请李霁野去台北做编译工作，而且
还答应给报销路费和解决住房。这一消息让困顿已久
的李霁野格外兴奋，于是决定全家一起奔赴台北。

在台北，与两位老友台静农、李何林一起工作，
起初编译生活还是很惬意的。1947年“二二八事件”
后，编译馆被撤销。李霁野和李何林经许寿裳的推
荐，分别到台湾大学外文系和中文系任教。但他们万
万想不到的是，许寿裳因赞扬鲁迅而被当局仇视并遭
暗杀。作为鲁迅在北大教书时的学生，李霁野愤怒
了。虽然继续平静地给学生们上课，但他不断表现出
的鲜明政治态度，再次引起了当局的注意，传闻有随
时被捕的危险。1949年4月，为避迫害，李霁野挈妇
携子离开台湾，经香港安然抵达天津。

在台大外文系工作时，为给自己倾力翻译的名著

《四季随笔》 加注，他从台湾大学借了一册该书的原
文注释本。对《四季随笔》中引述的希腊罗马作家的
文字出处，注释本都有详细考证，这给了正在翻译中
的李霁野很多帮助。李霁野深夜离开台北时，这部书
不及归还，便带回大陆。

值得一提的是，《四季随笔》 中译本于1947年由
台北的台湾省编译馆出版。当时印制了 2000 册，许
寿裳还特别加印 50 部精装本，用以分赠内地各大学
图书馆，因为这是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后印行的第一批
书。

1990年，当年老友台静农托嘱学者秦贤次等专程
到天津看望李霁野，还带来一本台静农保存多年的

《四季随笔》 台湾版。此中情谊，令李霁野异常激
动。他将借出 40 多年的 《四季随笔》 注释本交给秦
贤次，请他带回归还台湾大学图书馆：“多年来因不
能通邮，转托人又怕丢失，心里一直放不下这件事。
幸而现在两岸日趋和好，从台北来探亲访友的人日
多，现在两位朋友来自台北，到津看望我，特托他们
将书奉还。对不起之处，还望原谅！”

1949年台北一别后，李霁野与台静农再也没有机
会见面。为了避免政治麻烦，他们只好间接通信问询
近况，互报平安，有时则是辗转寄送录音带，把自己
的声音传给对方。1977年12月，台静农托女
儿从美国寄来信、照片和他画的一幅梅花小
品，上面题写了宋人的两句诗：“孤灯竹屋霜
清夜，梦到梅花即见君。”1986年台静农又寄
来了他书写的自作绝句多首，李霁野从中选
出一首表现祖国之思的，送给天津书法家协
会，供他们刻在蓟县长城碑林上，给老友留
下个久远的纪念。

1990年10月9日，台静农因癌症逝世于台北。这
一噩耗使李霁野深深陷于悲痛里，一年后他写了一篇
风格独特的散文 《记梦》。文章以杜甫 《梦李白》 中
的两句诗“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起始，记述了
他梦中返回故乡探看老友旧居，并在四川白沙见到台
静农的情景，全文且喜且悲，亦真亦幻，读后让人唏
嘘不已。

90岁高龄的古典文学专家叶嘉莹女士如今依旧健
硕，她在天津举行的另一场李霁野诞辰110周年座谈
会上回忆说，当年赴台后曾专程拜望台静农和李霁
野。后来到了海外，也客串过替两位老友传递信息的
任务。“从这些文字看来，李先生实在是一位风格极
为淳朴恳挚的性情中人。”有感于此，叶女士曾经写
了两首七绝送给李霁野，其中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话到当年语有神，未名结社忆前尘。白头不尽沧桑
感，台海云天想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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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忠实学生

“未名社”成员

台大外文系教师

与台静农隔海长相忆……

李霁野：

梦到梅花即见君
本报记者 任成琦

近日，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南开大学、北
京鲁迅博物馆、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
上海鲁迅纪念馆协办，北京台湾会馆承办的李霁野先生诞辰
11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台湾会馆举行。 霍 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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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零团费”又来了
罗 捷

幼
儿
园
校
园
都

药

家
长
要
填
过
敏
食
物
单

张
雅
诗

苏
晓

牛
琪

台湾位于热带至亚热带间，周围海域
适合珊瑚生长，珊瑚种类多样。为介绍这
种美丽的海洋生物，台湾邮政今年开年发
行了一套《珊瑚》邮票。

第一枚为“大棘穗软珊瑚”，软珊瑚
目,珊瑚体常为分枝形，表面红色；第二枚
为“绣球雀屏珊瑚”，石珊瑚目,珊瑚体形似
绣球花，由薄而弯曲的垂直叶片构成，呈
淡褐色；第三枚为“颗粒轴孔珊瑚”，石珊
瑚目,珊瑚体由粗短分枝构成，多呈鲜艳的
粉红或红褐色；第四枚为“红扇珊瑚”，柳
珊瑚目,珊瑚体分枝延展形成扇形平面，呈
橙红色。欣赏邮票上五彩斑斓的美丽珊
瑚，遥想海底世界的深邃神奇，给集邮者
增添了乐趣。

台台 湾湾
珊珊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这是香港家长这是香港家长
听闻内地多所幼儿园学童听闻内地多所幼儿园学童““被服被服
药药””后的第一后的第一反应。在香港，学
校 绝 不 会 给 学 童 喂 药 ， 恰 恰 相
反 ， 公 布 餐 谱 和 食 物 成 分 的 做
法，现已基本普及。

香港教育界人士表示，在学
童摄取食物或药物方面，香港学
校会按照教育部门的指引谨慎处
理。“香港的幼儿园不会给学生喂
药，也不鼓励家长指示校方给学
童喂药，但如果学童因为生病需
要定时服药，校方对此有严格指
引。”曾在香港国际幼儿园和本地
幼儿园任教的李佳颖说。

李佳颖表示，学校通常都会
有喂药授权表格，让家长每天填
写，说明当天喂药的时间、分量
等，而所喂的药物必须是依据医
生处方购买的，如果是成药或保
健品如维生素等，校方一定不会
帮忙喂服。

根据香港教育部门的指引，
即使是中、小学也不能向学生提

供药物。据了解，如果有中学生
向学校要止痛药，校方会予以拒
绝；如有一定数目学生生病，香
港学校则会呈报卫生部门。

至于食物方面，香港幼儿园
也不会掉以轻心。孩子入学时，
绝大部分学校都会要求家长申报
孩子是否对个别食物过敏，以保
障其日后的进食安全。

李佳颖说，各所学校的做法
不同，但一般都会每周或每月向
家长公布餐谱，并清楚列明每种
食物的成分，避免学童出现食物
过敏的情况，即使是零食，也不
会随便分发给孩子。

在 家 长 心 里 ， 没 有 任 何 东
西比孩子的健康更加重要。“喂药
事件是很大的错误。”育有一名年
幼女儿的香港家长夏女士表示，
自己给孩子喂药都非常谨慎，幼
儿园在喂药前更必须征得家长的
同意。“家长将小朋友放在幼儿
园，教师的责任很大，真为涉事
的家长和学童感到难过。”她说。

透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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