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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电影在台上映靠“抽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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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现在的婉君可不是琼瑶阿姨笔下的小可人，而是谁也惹不起的
“网军”，网络传播为社会大众获取和发布讯息带来便利，但也给了混淆
视听、误导大众以机会，因此，婉君一词集褒贬于一身，就看听者如何
理解。

有台湾媒体指出，各路“婉君”们创造议题的能力是强大的，速度
是惊人的。但婉君们也是缺乏节制的、非理性的。当局是一味呼应他们
的观点与要求，还是引导他们走出愤怒的循环，提升看待世界的格局，
当下需要好好斟酌。

有人投书媒体表达对婉君现象的忧虑：婉君们对不同意见采取顺我
者昌、逆我者亡的态度，并在选举等台湾重大事件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
作用，他们“万山不许一溪奔”的势头正在摧毁他们口中的民主。

在台湾时，有人要请我吃“台湾美食酸菜白
肉锅”时，我的确有点不明白“酸菜”和“台
湾”的关系，吃过问过之后才感悟“民以食为
天”的老话，“食”不仅是天大的事，也深藏着
天下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酸菜白肉锅是大陆东北地区的家
常菜，1949年前后由东北籍军人将这道风味带到
眷村，又从眷村的篱笆墙飘散到台湾各处。虽说
台湾的冬天气温并不很低，但湿度大，屋内又没
有取暖设施，冬日的夜晚还是寒意袭人。这时，
街边飘着热气的酸菜白肉锅餐厅便开始变得熙熙
攘攘，成为大家在湿冷冬日聚餐的首选。

一位任职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台北人告诉记
者，他的父母都是吉林人，所以小时候在眷村经
常可以吃到正宗的家乡菜，家家户户都忙着制血

肠、腌酸菜，充满浓浓的东北
味儿。现在老人家都过世了，
眷村也拆了，好在酸菜白肉锅
的味道已深入台湾人的心了。

在台湾经营酸菜白肉锅的除了东北人的后
代，也有近些年嫁到台湾的东北籍“大陆新
娘”。不过，现在台湾的酸菜白肉为了适应台湾
的气候与口味，自然与东北的原味有些不同。就
腌酸菜而言，台湾不适宜在天然情况下腌制，尤
其是夏天更要在恒温的空调房才能腌。而上桌的
时候，酸菜白肉也不像在东北是煮好的，它更像
是火锅的吃法：五花肉要涮着吃，汤锅里还会加
入海虾。台北一家著名的酸菜白肉锅餐厅“酸锅
子”更是打破传统，引入迷你涮锅，一人独坐也
能尝到酸菜白肉的美味。

我曾在香港求学 5 年，对香港有很深的情
感。近日与丈夫赴港，却发生了“受训”的意外，给
我很大的心灵冲击。

平时丈夫极不爱购物，这大概是天下先生们
的通病。但人在香港，我软磨硬泡，他才同意到一
家百货连锁公司买衣服。为他选好几件适合的衣
裤后，我们一起走到试衣间门口。我问门口微笑
着的售货员小姐：“这里是否男女通用？”她告诉
我是男试衣间，我问：“我可否站在这里等先生试
衣？”她点头称可以，于是我拉着行李箱站在她旁
边。先生很快试好了一条裤子，他走出隔间给我
看，裤腿略长了，我扭头问售货员小姐：“这里是
否有裁裤边服务？”就在她和我沟通裤长问题时，
突然背后一个男人厉声道：“请你出去！”抬头一
看，一个刚从试衣间出来的年轻男子，斯斯文文
的，此刻正用手指着我。看我没有反应过来，这位
男子一遍遍重复着：“请你出去！”我感到非常尴
尬，慢慢后退。我先生说：“请你态度好一点，站在
这里经过了售货员的同意！”这位男子不理会我
先生，仍然指着我喊，
售 货 员 小 姐 默 不 做

声。我先生有点急了，提高
了声音冲那位男人说：“别说
了！”这时，那位男子居然高喊：

“大陆人滚回去！”然后扬长而去。
此时周围已聚集了不少顾客，有两位女
店员走过来，一位替换了先前在场的售货员
小姐，另一位年龄较长的走到我身边拍拍我的肩
膀说：“算了，算了。”事发突然，我和先生默默离
店。

当晚我辗转难眠，想起半年前的一幕：我在
红磡排队等过海巴士，前排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男
子忽地扭身，指着旁边一位男子大声说：“你为什
么不排队？”同样是事发突然，把正在发呆的我吓
了一跳。而被骂的男子提着大包的行李，手足无
措，又一脸茫然，分明是不知道怎样搭巴士的一
位异乡人，他被指责后没有说话，默默离开，像极
了今天的我。而那时的我，也像百货公司里仿佛
没听到骂我的那些店员与顾客。

第二天，我先生打电话给香港平等机会委

员
会 ，从 新
闻里知道香港有
一个《种族歧视条例》，保护内地游客在港权益。
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很热情，她表示那位顾客做的
不对，但因我和先生不知此人身份信息且没有音
像等证据，因此无法帮忙。她建议我们下次遇到
此事，要拦住他并立即报警；如果下次再路遇此
人，也可立即指认并报警。

我记下这段经历，只希望大家以后多一些
设身处地的包容和谅解，少一些无端的偏见与
指责。

台湾文化管理部门规定每年只能上映10部大陆电影，在众多市场期待的大陆
影片之中，选片标准何在？简单，抽签！2015 年的抽签结果已揭晓，大陆电影

《一个勺子》《新步步惊心》《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金刚王－死亡救赎》《我
的早更女友》《亲爱的》《老海的新生活》《夜莺》《寻龙诀》《殡棺》“中签”，有缘
与台湾观众见面。但在台湾享有高人气的姜文导演的《一步之遥》却没“中签”，
看来这“一步”真赶不上了。

这种“抽签”定影片的办法早受人诟病，台湾文化部门也一直做出“改进”
姿态，去年好不容易公布“新规则”，10部的限额和抽签的方式照旧，只增补了
一条：如果大陆影片在国际知名电影节上获奖，可不受配额限制在台上映。

几年来，不少大热电影未能在台“中签”，比如 《北京遇上西雅图》《归来》
《黄金时代》等，去年赵薇导演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了，她赴台宣
传电影时透露，陈可辛的电影没中，连声羡慕赵薇手气比他好。电影上映靠手
气，听起来太不靠谱，但台湾规范两岸往来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 37 条规
定：大陆地区出版品、电影片、录影节目及广播电视节目，经主管机关许可，得
进入台湾地区……而主管机关现在实行的许可方式就是“抽签”。

徐静蕾今年手气不错，自编自导自演的 《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中签，
但她在微博中却语带调侃：抽签抽中……怎么听着跟搞封建迷信活动似的……大
陆影迷对于“抽签”也是妙语连珠，对于自己不喜欢的电影中签称“烂片同享”，
对于中意的电影没中签称“你有钱看不到”，对于这种管理方式评论为“台湾的头
头们有点自信吧”。

据台北市戏院公会的统计数字显示，2014年台湾上映了622部境外电影，创
历史新高，这也就意味着大陆电影10部的限额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台湾本地电影，
那么，还有什么考虑呢？是不是真如网友戏言得“有点自信”呢？

香港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近日香港特首梁振英在 2014
年施政报告中透露，香港私人住宅超过一半的实用面积小于50平方米。

香港通过政府开发公共房屋和建设私人住宅解决住房问题。公共房屋
由特区政府机构或非营利机构为低收入家庭兴建。香港约有 29％的人口
住在公屋。公屋申请者必须年满 18周岁，申请条件在个人和家庭收入方
面有严格限制，租金一般占住户每月收入的10％。

香港还有17％的居民住“居屋”，居屋指政府将公屋以低价卖给低收
入者。居屋在香港非常受欢迎，在 1月初香港最近一次居屋住宅申请中，
2160套居屋住房有超过 4万人递交了申请表，超额 18倍，申请人数创 14
年来新高。其中，分配给非公屋居民申请的数量，平均约每 45个申请者
竞争一套。前去实地考察这批居屋楼盘的市民突破8万人。

现在，住公屋和居屋的港人约占 46％，其余则拥有私人住宅，类似
于内地的商品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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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寄青，学生赞她是“好有才华的老师”，婚姻坎坷的女
性尊她为“教主”，读者称她“慈悲强大”，她自己在去年底
的一场演讲会上预告是“最后一次公开演讲”，并称“如果有
一天我走了，代表我的工作都完成了”。在此之前，她已经留
下“不抢救”的安排。

1月13日夜，她因心肌梗塞离世，得年68岁。她留下的
著作包括：《走过婚姻》《婚姻终结者》《跟我谈性》《儿子看
招》《我的老妈是名牌》《当头棒喝》等。

1947 年生于青岛的施寄青，3 岁赴台，毕业于政治大学
中文系，曾任教于台湾顶尖的建国中学。她在生育两个儿子
后与丈夫离婚，在此过程中深感台湾的法规、观念、习俗对
女性歧视不公，女性自身也缺乏自立自强精神，于是在上世
纪80年代创办台北市晚晴妇女协会，开展性别教育，鼓励女
性自立，推动修改 《民法》 为妇女争取到不冠夫姓、离婚可
拥有子女等权利。有人在电视节目上当面指责她“只挺女
人”，伶牙俐齿的她马上回应：“我自己骂过的女人恐怕比谁
都多”，她解释自己不只是为女性喊冤，而是要扭转性别歧
视，促进公平正义。

15年前施寄青退休，定居苗栗乡下专注读书写作，并探
索灵异世界。但她以演讲和捐出稿费的方式继续支持台湾妇
女运动，励馨基金会接受台媒采访时表示：“她把版税不定期
捐给妇女团体，还曾拿着现金到励馨办公室来。”出版人陈蕙
慧说：“不论早年争取妇女权益，还是近年谈论前世今生，她
遭受许多困难误解，却都挺在那里。”对于她晚年的“看神听
鬼”，台湾知名出版人郝明义认为：“她是真正的实践者，因
为自己在婚姻中受打击而帮助其他的女人，实践她自己相信
的事。又因太多女人走不出失婚的阴影，一直摆脱不了依赖
的习性，决定另有探索，这也是实践。”

创办晚晴妇女协会、推动
“修法”为离婚妇女争得子女
归属权、首位参与台湾领导人
选举的女性……

台台““妇运妇运””先驱辞世先驱辞世
虹 文

施寄青去年夏天在其新著《当头棒喝》发表会上。
本报记者 陈晓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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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受训”记
陶 姐

这时，那位男子居然高
喊：“大陆人滚回去！”然后扬长
而去。此时周围已聚集了不少顾
客，有两位女店员走过来，一位替
换了先前在场的售货员小姐，另一
位年龄较长的走到我身边拍拍我的
肩膀说：“算了，算了。”事发突
然，我和先生默默离店……

近半港人无“私宅”
小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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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香港第一代公屋10平方米住5口人。 贾思玉摄

台中一家知名餐厅的酸菜白肉锅。 （取自餐厅网站）

酸菜白肉锅
本报记者 柴逸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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