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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大同区的大
稻埕商圈，有条窄窄的

老街叫迪化街。每年农历新年
将近，这条街汇聚四面八方的南北

货，摇身变成著名的年货大街。迪化街卖
年货已有 20 个年头，在年味渐渐变淡的今天，

它正面临新的挑战。

今年摊位只租出七成

“欢迎试吃，不买不要紧，不好吃不要钱！”“来喝一杯姜茶，补
血养气！”记者近日走访迪化街，依然是人潮摩肩接踵，叫卖声此起

彼伏。但仔细看去，却发现商品种类变少了。以前有不少年俗用品摊
位，卖灯笼、中国结、金钱挂饰、红包等，如今都让位给了小吃摊。

“感觉今年的东西没有前两年多”，台北市民张先生对记者说，他跟朋
友想采购海产干货，但发现干货铺变少了，挑起来不过瘾。“这也不奇怪

啦”，张先生说，以前老一辈都会在家做年菜吃，但现在年轻人过年都吃饭
店，海产干货销路当然变差。

水果干店的售货员告诉记者，今年生意不如去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摊商
直言，这几年年货大街生意愈来愈难做，逛的人比买的多，有人只为试吃而来。

在迪化街长大的干元蔘药行老板陈建忠说，年货大街最热闹时，摊位供不应
求，两三个商家挤在同一个屋檐下摆摊，但这几年明显降温。“年货大街越来越像夜

市！”陈建忠说，像过去卖鱿鱼丝的商家，从街头到街尾可能有30家，这几年只
剩个位数。摊位降价以求，卖窗帘、假发的都来了，年货大街独特性不
再。

台湾房屋智库执行长刘怡蓉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年货大街买气旺时，好的摊位都需要提前

卡位，但今年出租率只有七成。她
说，一些大型超市推出24小

时不打烊的年货，
分散了人

气。网络购
物兴起，也让不少人选
择上网买零嘴，导致迪化街主
街租金持续下滑。

文创活动帮年味增色

迪化街初建于 19 世纪 50 年代，19 世
纪末以来，一直是台北市重要的南北货、
茶叶、中药材及布匹的集散中心。“迪
化”街道名，源自当年国民党当局设的
新疆省省会迪化 （今乌鲁木齐）。

20世纪80年代，台北市曾经打算拆
掉迪化街，幸赖民间人士奔走挽救才得以留存。1996年开始，保存原状
的迪化街除了成为台北最古老街道外，还于每年农历春节前夕，扩展成规
模盛大的“年货大街”。平时的迪化街，则仍具商业批发功能。

如今，迪化街的年货品种不如往日丰富，却增添了以年味为主题的文创
活动。台北市政府日前与迪化商圈合作，邀请五组跨国艺术创作团队，结合迪
化街的布市特色，以台湾花布手绘师林益发珍藏手稿为素材，融入年味创作灯
饰，呈现旧大稻埕的年味故事。

台北市商业处处长黄以育表示，城市要发展、年轻化，并非要“打掉重来”，
若能将年轻人的创意融入在地文化，反而能营造氛围、兼具历史感。今年是迪化街

成为年货大街20年，我们特别扩大举办活动，首次推出“城市就是年货大街”概
念，要让台北处处充满年味。

由当红的“台湾吧”动画团队打造，《年货大街，战斗机
阿！》 动画影片近日在台湾网络上播出。动画片以搞怪的

风格，讲述了年货大街起源和发展的故事。社会
在变迁，迪化街为了留住年味，也少

不了新思维。
（本报台北 2月

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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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香港高校从内地招收的本科生、
硕博生总人数为4112人。2014年，经过“港校
热潮”、“报考降温”、“止跌回升”等阶段，就
读香港高校的内地学生达 19606 人，其中约
1600人为本科生。

10年来，港校内地生人数翻了两番。
香港高校的开放文化、多元背景和国际视

野吸引着大批内地优秀人才。据统计，现在
“港漂”约有 15 万人。语言的磨合、文化的冲
击、生活方式的转变，都是“港漂”成长中

“痛并快乐着”的经历。只是面前这条成长之
路，正逐渐变得狭窄、崎岖。

学生会，说爱你不易

日前，正就读香港大学二年级的广东女生
叶璐珊参加学生会竞选，却遭到当地人的大范
围抵制和攻击，原因是她有“内地背景”，曾
邀请某政协委员参与高桌晚宴。叶璐珊发表公
开信称，她因为自小向往港大文明开放的校
风，才选择来到这里，“怎料我内地生的身份，
竟成为攻击的对象，实在令人痛心！”1月 29日，
某香港知名博主在评论此事时说，内地生“竞选
大学学生会必须交代政治背景”。2月 4日，某香
港独立媒体人撰写博客称，“反共竟是内地生要
交的投名状”，讽刺部分港人的作为。

内地生参选学生会早有先例。来自成都的
刘逸舟曾在2010年、2011年连续两年成功当选
香港城市大学学生会“内阁成员”，他表示，
当时身边的香港同学大多是友好且善意的。在

城大历史上，他是第一个参选学生
会的内地生，自然

受

到不少香港人的关注。刘逸舟表示，有一小部
分香港人曾经抗议他的身份，但绝大多数香港
同学和朋友都认为参加竞选应该靠实力说话，
而不能以背景取人。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2011年底，岭南大学
学生会候选主席、内地学生廖维懿自认是中共
党员，结果候选队伍即时解散。

港生与内地生冲突频起

2013年10月8日，云南高考状元、港大毕
业生刘涵在香港遭遇车祸去世。这本是令人悲
痛的消息，却被一小部分别有用心的香港人借
题发挥。悼念刘涵的“脸书”网页被数千人

“点赞”，有人甚至留言“死得好”。一时间，
“刘涵事件”成为香港街头巷尾的热话，有媒
体批评道，港人的仇恨言论是文明的倒退。

《南 华 早 报》 发 表 署 名 文 章 《丑 陋 的 香 港
人》，直面抨击部分香港人所表现出的冷漠与
偏激。

2013年10月12日，一家香港本地媒体发文
称，香港城市大学硕士班课程因有内地生要求
教授改用普通话上课，遭到香港学生抗议，更激
起骂战。经几天的查证及资料收集，事件以当事
学生现身说法、课程教授亲自解释而告终。

2014年4月21日，名为“香港人优先”的
社会团体来到香港城市大学，抗议学校收取太
多内地学生，并任由他们
享用公帑资助的资源 （意
指奖学金等）。团体成员挥
舞港英旗帜，高喊“大学
学位，港人优先”。抗议活
动并未引起肢体冲突，团
体成员把写给校长郭位的
请愿信交予城大代表后离

开。

客观来说，绝大多数在香港求学的内地
生，都是各方面的佼佼者。无论是通过高考或
自主招生进入“香港八大院校”攻读本科学位
的，还是经过几轮申请、层层筛选后取得大学硕
博学位录取通知书的，这些内地学生品学兼优，
心怀感恩，揣着对香港的热情和对未来的渴望，
满心欢喜地来到这里。

可“港漂”们目前却面临着这样的难题：
自己辛苦争取来的求学深造机会，竟被某些香
港人认为是“掠夺香港资源”，甚至“内地身
份”也遭排挤，还可能受到人身攻击和辱骂。

“内地生的心态大多是，过自己的，让他们
骂去吧。”刘逸舟解释说，因为文化和生活上的
差异，内地生喜爱自己人扎堆，很少去跟香港学
生沟通、交流，更别说一起聚会狂欢了。他认为，
如果内地生去跟香港同学更积极主动地交往，
大家互相了解，也许目前的难题会有所改善。

同样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的小陈同学则认
为，内地生的窘境，源自学生人数在校园中的
尴尬比例。“拿城大本科人数来说，内地生比
例约为6.5%，既没有小到让香港学生忽略你的
存在，又没有大到可以抱团与他们抗衡，所以
才比较容易被当靶子吧。”

她说，“学生会声讨内地生事件，说我们
不愤怒，是假的；刘涵去世被赞，说我们不痛

心，也是假的。可是我们确实有些力不从心，
政治立场已经被定了性，我们不知道该从哪里
开始反驳，也不知道如何去抗争，只能默默地
在心里叫屈，然后第二天起来照常去上班。”

小陈也许说出了大多数“港漂”的心声。
漂在他乡，难免被人指点，而语言、文化、习
俗、成长环境甚至政治面貌上的差异，都为异
乡人融入本地生活添了一分烦恼。

一名香港城市大学心理学系教授表示，香
港学生的这种抗议和攻击，多来自内心的“不安
全感”。他认为，香港的年轻人都是带着骄傲情
绪的，所以对待同样优秀、甚至更加优秀的陌生
内地同学时，他们会产生警惕和排斥的心理。

他说，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双方互相理解、
信任、体谅和宽容。他相信，现在绝大多数的
香港人都是友善且包容的，“对所谓的政治游
戏没有兴趣”，“港漂”们不必太介怀。

无可否认的是，香港高校中的学生矛盾，并
不能阻止内地生求学香港的脚步，而一届届的
毕业生中，也有越来越多的“港漂”选择留下。

小陈认为，想要怎样的生活，全在乎自己
的选择。“对于香港来说，我是异乡人，但这
并不是说我不能把这里当成家，去追求我的梦
想。”其实香港跟其它城市没有什么不同，有
它自己的美丑善恶，如何生活完全看自己怎样
做选择题。“我还没有离开香港，是因为这座
城市依然值得留下。” （本报香港电）

成长之路变崎岖 依然选择再拼搏

“港漂”心声：我为何留在香港
本报记者 陈 然

港漂青年曾举办单身联谊活动。 （资料照片）
本报台北电 （记者

王平） 2月 12日至 15日，“行动中的民艺：
从黟县百工出发”展览在台北诚品书店登
场。来自安徽黟县的竹编、雕刻、活字印刷
等民间工艺品，展示了原生态徽文化。

黟县是安徽黄山市徽州区民间手工艺最
为集中、保存最为完整的地区之一。本次台
北诚品站展览，主要突出徽文化魅力、民间
手工艺传承和两岸文化交流三大主题，集中
展现传统民艺的魅力。展览内容包括来自徽
州的编织、当代徽州竹编、百工肖像、百工
壁画、黟县小调、江南布艺及民艺出版物等。

展览还邀请来自徽州地区的竹编大师俞
日华和宁化木活字传承人邱志强举办工作
坊，现场展示其非凡的手工技艺，让观众直
观感受民族文化的鲜活与精彩。

策展人安徽大学教授左靖表示，展览名
“行动中的民艺”凸显“行动”二字，表明
民艺不是固化的标本，而是一直在创
新、改进之中。该展览目前在
北京、合肥等地已经举办
了4回。

本报台北 2月 15日电 （记
者王平）“西藏文化熏礼——佛
化万象美术大展”今天在台北开
幕，展出 30 多位当代西藏艺术
家的80多件美术作品。

展出的作品包括壁画、石
刻、泥塑、唐卡、水墨、布面重
彩、摄影等各门类。参展艺术家
包括唐卡界泰斗、勉唐派唐卡国
家非遗传承人巴绕旦，被誉为

“雪域米开朗基罗”的勉萨派唐
卡国家非遗传承人罗布斯达，全
国政协委员、西藏美协主席韩书
力等。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出席
开幕式并致辞。

开幕式上展出的巨型“冰
佛”引人注目。《冰佛》 原作由
西 藏 艺 术 家 噶 德 于 2006 年 创
作，他以拉萨河水冻铸成佛，又
置于河中消融，借以阐释佛教的
无常和轮回义理。此次展览中，
主办方从喜马拉雅冰川取水，经
空路、海路千里迢迢运抵台北，
混合台湾本地水，由台湾冰雕大
师吴廷国重铸“冰佛”。

策展方醍醐艺术公司负责人
盛立宇表示，“冰佛”将在展场
自行融化，融化所得的“祝福
水”将用小瓶装载，免费分发给
观展民众。

本报电 据 《中国时报》 报道，台湾“少子化”冲击大
学招生，教育当局日前宣布大学本科、硕博士班将全面减
招，推估10年内大幅减招13万人。

马英九日前在“大专校长会议”上指出，“大学整并是非
走不可的路”。台“教育部长”吴思华也表示，未来会以“公
公并”、“私私并”或“跨校联盟”方式，达成目标。

台教育部门估算，“少子化”将从明年起冲击大学招生，
另一波明显降幅将出现在2020学年，大一人数会从2013学年
的27.1万人，减到2023学年的18.4万人。

主管高等教育的官员黄雯玲分析，台湾高校每年的招生
名额将从 2013 学年的 36.3 万人，减为 2023 学年的 23.3 万人。
其中博士班减幅近四成，每年招生名额从 7670 人减为 4800
人，顶尖大学将首当其冲。

教育专家认为，台湾的大学应朝向“量少质精”的方向
发展。台湾教育资源的分配长期偏重普通大学，技职学院相
对弱势，应该改变。

台湾“少子化”大学要减招

图为大学生在毕业
典礼上。

（资料照片）

安徽绝活
台北亮相
安徽绝活
台北亮相

图为竹编大师俞日华展示“滴
水不漏”的竹编工艺品。
本报记者 王 平摄

西藏“冰佛”
现身台北

图为开幕式上，来自西
藏的加措活佛给冰佛举行浴
佛仪式。 王 平摄

新华社台北2月15日电（记者李
寒芳、曹典）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15日
上午 11 时许前往该党中央党部领表，
登记参加 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党内初选，成为最早宣布投入明年台
湾“大选”的岛内政治人物。

蔡英文在党部缴交新台币 500 万
元登记费与民调费用。她在完成相关
手续后表示，之所以投入参选，是觉
得台湾需要新的政治文化。在回应有

关两岸政策的问题时，蔡英文表示，
民进党会致力于两岸关系的稳定发展。

由于此前民进党两名重要政治人
物前主席苏贞昌和台南市市长赖清德
都表态不参选 2016 年台湾地区领导
人，台湾舆论预估，蔡英文有可能将

“同额竞选”，再次代表民进党角逐台
湾地区领导人。2012 年，蔡英文曾代
表民进党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败于
竞选连任的马英九。

国民党发言人
陈以信对蔡英文二度参选表
示，尊重但不意外，希望这次蔡英文
不再言词空洞，能够提出负责任且真
正可行的两岸政策，及具有建设性的
公共政策蓝图，来与国民党进行政策
辩论，以争取多数台湾民众支持。

就国民党的党内初选提名时程，
陈以信表示，农历年后将会展开相关
规划，待有结论后将向外界说明。

蔡英文登记参加
“大选”民进党内初选

本报香港2月15日电（记者陈然） 从1月2
日至 2 月 15 日上午，香港严重季节性流感已累
计致204人死亡，绝大多数为H3N2甲型流感案
例。

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表示，流感
仍然严重，死亡的个案仍然居高不下，需要再
观察一段时间才知道流感高峰期何时过去。

他表示，与过去4至5年对比，今年流感情
况较为严重，预计春节假期之后，求诊的流感
个案可能继续增加。

香港流感死亡人数破200

■

“漂在香港”去留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