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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中旬，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第五批11个试点
城市启动，至此，赴台个人游开放城市已达47个。

相较于过去的跟团游，当下以80后、90后为主体
的赴台游正变得日趋多元化，赴台游凸显“任性”。

看点多样 不再模式化

国父纪念馆、故宫博物院、中台禅寺、日月潭、
阿里山……提起台湾，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这些景
点，也是过去旅行社安排“8 天环岛游”的标准观光
地。不过，对于大陆年轻的游客群体来说，赴台游不
想那么模式化。

“虽然阿里山、日月潭这些地方还是会想去看，
但是我不会一味地找热门景点。”小雨是来自浙江的
一名大二学生，她表示，台湾是一个适合深度游的地
方，看点多到甚至可以分成不同系列，每个人都可以
有自己的选择。

“比如就我身边的朋友来说，喜欢政治的会挑选
‘总统府’、‘立法院’、‘国史馆’等地方参观，喜欢
自然风光的会到北海岸、高美湿地、兰屿去探访，而
喜欢台湾文学影视作品的就会去找文字和镜头的场景
来‘还原’。”

对于小雨的看法，不少年轻朋友都表示赞同。中
国人民大学的欣然告诉记者，台湾电影和偶像剧很受
大陆女生喜爱，所以自己和男朋友去台湾时有意选择
了 《流星花园》 里的中正大学、《不能说的秘密》 里
的淡江中学以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里的新
北市平溪。

“因为我觉得柯震东和陈妍希在平溪沿着铁轨走
路，还有放天灯的场景都好浪漫。所以我们也去模仿
了一下，体会主人公当时的感觉。还有像 《千与千
寻》 场景里的九份、《海角七号》 里的垦丁，这些地
方也都因作品而产生特有的美感。”

此外，也有一些人选择
时间节点去看“门道”。例如
喜欢政治话题的会选择选举
前跑去看“造势”，喜欢明星
的会盯着“五月天”、“苏打
绿 ” 的 演 唱 会 时 间 表 奔 过
去，而文艺范儿们则在假期
专程到诚品书店里度过不眠
一夜。

舍掉大巴 天地任我行

“台湾虽然很有意思，但是我们的行程太赶
了。几乎就是看完一个地方就上大巴，沿着高
速公路赶路到下一站。大部分时间都在车上。”
提及两年前的“十天环岛游”，退休教师良干说
到了跟团赴台游的“遗憾之处”。

而这种“大巴”安排更不容易让年轻群体
接受。“去台湾玩就是为了体验‘小清新’的感
觉呀。如果是一路狂奔那么心态就不容易放松
了，不管看什么玩什么就都索然无味了。”北京
大学的研究生月阳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月阳的想法很有代表性。不论已经去过台
湾还是将要去，他们把行程都安排得较松散，
只是大概选几个游览地点。“就像去垦丁，如果
像打卡一样一个点看完去下一个点，那就没有
惬意的感觉了。躺在沙滩上听海浪的声音，静

静地过一下午，这才是有品质的玩。”
台湾人用“趴趴走”来形容这种说走就走的“闲

逛”。当然这种走法依赖于台湾方便的交通环境。
“想快点可以坐高铁，想从一个乡镇到另一个乡

镇可以坐台铁的区间车，还有各地之间的客运公

车。”欣然认为在台
湾只要不是特别生僻
的路线，基本是“说
走就走”。“我们也经
常骑机车 （摩托车），既方便快捷，又能在没有遮挡
的情况下享受和亲近自然。有朋友甚至就这样在台湾
岛骑了一圈。”

寻找个性 民宿最像家

提到赴台游，大家想到的除了“看”就是“吃”
了，有人就是冲着台湾的吃去的。“跟团游”通常都
只能在赶路过程中吃团餐，只有一两天晚上有时间逛
逛夜市。

而大陆游客团常去的士林夜市和六合夜
市也已经模式化了，基本是蚵仔煎、大肠包

小肠、臭豆腐、珍珠奶茶的摊位，差
异性较小。

“虽然这些招牌小吃很不错，但是
如果总是看见它们也就没有意思了。
其实像猪脚面线、姜母鸭、芋圆、花
生冰淇淋、杨桃冰等小吃也都很不
错。”月阳还说，自己在台湾时品尝到
的台北东区西式下午茶、台铁沿线的
便当，甚至起源大陆却又不同风味的
北平烤鸭、山东馒头、东北酸菜白肉
锅也很值得品尝。

吃饱喝足玩爽后，大多数游客都
希望有个舒适的下榻之处。跟团游大
都安排在传统的饭店，包括鼎鼎大名
的台北圆山大饭店等。然而，对于年
轻群体来说，高级饭店费用高又没有

新意，大家更愿意住民宿。
“就像南投清境农场的民宿，具有欧式风格，配

合上周围的草场就有置身于英式庄园的感觉。一大早

听着羊叫的声音起床，感觉特别棒。”虽然从台湾回
来已有半年多了，但欣然仍旧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之
中。

复古风、小清新风、后现代风……不论是哪种类
型的民宿，它们都能带给游客居家的感觉。比如记者

曾经在花莲住过的一家民宿，晚上可以在露台上吃水
果、看星星，早上有老板娘亲手准备的面包煎蛋沙拉
早餐，就如同在家中一样亲切。

香港本周举办“明信片上的中国近代史”展览，展出近300张珍
贵明信片，展品全部由香港律师孔令文提供。展览共分为六个主
题：一，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二，在华生活的外国人，三，百年香港，四，
中国妇女，五，清末民初民生风俗，六，中国各地地方风貌。

孔令文是一位收藏家，收藏的明信片达 3 万多张，内容多为
1900年至1945年时期中国的民生活动。他在英国求学时，课余时间
就参加国际拍卖会，搜罗表现中国题材的明信片，其中大部分都是
外国制作的，不少明信片还留有当时的邮戳。展览主办方表示，希
望通过展览，让香港的市民和学生认识中国近代史实，正确地看待
历史，“年轻人如果懂得温故知新，知古鉴今，分析和思考问题就比
较客观和理性了”。

“百年香港”展区展出大量珍贵的香港明信片，纪录香港百年的
蜕变，见证时代的进步，百年间香港人的日常生活、交通工具、建
筑的演变等一目了然。往昔长洲、天星码头、九龙小轮、铜锣湾避
风塘等地的风景在明信片上呈现，吸引人们驻足辨认。在展现香港
皇后像广场旧貌的明信片前，不少人感慨沧桑变化。

还有些题材大胆的明信片也难得一见，比如在“清初至民国妓
女的转变”专区，可见女妓男装的模样，也可见民国时期上海摩登
女性的装扮。在一张名为 《上海名妓的装束》 明信片上，可看到清
末名妓身着翻毛领的窄袖长裙，反映了当时的流行样式为高领，领
子越高越时髦。

鸦片战争后，大量的西方人涌入中国，为中国带来不同层面上
的冲击，他们对当时的中国有着多种描述，所以“西方人眼中的中
国”系列明信片，展示了当时西方视角里的中国，从这个侧面可看
出当时中国面对的挑战及处境。

中国地大物博，各省各地风俗不同，皆有独特的民族特色。沿
海地区与内陆城市、南北地域的生活习俗各呈风采。“中国各地地方
风貌”的主题明信片展现了清末民初多个中国城市的建筑风貌、山
水景致。

近日，台湾“制服地图”网站举办第二届台湾高中 （职） 校服比赛，票选最美的水手式校服，因为水
手式校服受到台湾高中青睐，有56所学校采用此式样，不少学校成为摄影师拍水手服题材的创作地。

收藏了 700多套高中制服的“制服达人”欧阳政昌点评称，此次票选成绩不俗的台南家齐女中校服，
相较最普通的白衣、蓝黑裙搭配，采用水蓝色系，深浅搭配协调，水手领双色滚边很特别，显得与众不
同。新北市谷保家商的校服将校徽设计成盾牌状的胸章，非常精致，在此之前，这款校服已被多个广告选
中亮相。

此网站透露，因为台湾还有150所高中采用格子裙校服，因此，下阶段还要进行格子裙校服的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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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大陆年轻人摆脱跟团

游，选择个人游的方式赴台，他们追求

个性、时尚、独特体验、说走就走，在

假期中享受一次难得的“任性”……“任性”赴台游
本报记者 柴逸扉/文 陈晓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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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服比美
虹 文

大 陆 年
轻游客在台
东池上乡的
风景里“任
性”。

大陆游客骑车游台湾。台东阿美部落台东阿美部落““靠海吃海靠海吃海””的午餐的午餐。。

在台北的茶馆里歇歇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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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治安当局 4月 20日宣布，减少 20项警察的“协办业务”，为全台警察
“减负”。台湾警察向来以态度友善和“乐于助人”著称，原因之一是，相关法
规要求警察提供的服务实在种类繁多，例如送考生去考场，给居民做“免费安
保”，甚至野外“蛙鸣鸟叫”等杂事也得处理。

“带枪的弱势群体”

继台北市取消 27项“警察杂务”之后，台当局“内政部警政署” 20日也
宣布减少20项警察协办业务，包括协助行政机关稽查人员安全维护、协助查缉
禁烟场所、协助查缉爆竹烟火、协助学校和民间企业举办活动的安全秩序维护
等。狂犬病防治倡导等，未来将以不协助为原则。此外，非警察职员所能处理
的，例如野外蛙鸣鸟叫，以后也不再协助。

《联合报》 21日称，台湾基层警察被“为民服务”4个字绑住，苦不堪言。
高雄林姓警员说，警察工作包山包海，不仅要协助查缉禁烟场所、取缔爆竹烟
火，最令人无法忍受的是，有民间企业长期把警察当免费保安用，啤酒节举办
期间除要排班巡逻、维护秩序，还得在活动结束后注意有没有年轻人酒后闹
事，这些应该是企业请保安人员来做。“学校办活动每次都叫警察站岗，太不合
理”，高雄蔡姓警员说，学校不论举办毕业典礼或校庆游园会，警察都得到场当

“学生保姆”，有大学生连办舞会也要警方维护秩序。
据台“警政署”统计，截至今年3月底，全台警察总数约有6.5万名，但实

际约需要8.6万名，一名警察要服务350多人。国民党“立委”吴育升表示，台
湾警察是“带枪的弱势团体”，台北市警民比例为1∶388，新北市则是1∶543；
即使有超勤津贴，也不能要求警察什么事都要做。国民党“立委”李贵敏称，

“警察不是杂役”，警员应专注维护社会治安与人民安全的本职。

警察被殴竟不敢还手

警务瘦身，是否真能给警察减负？事实是警察很难对民众或行政部门说
“不”。台北市减免警察行政业务协助杂项至今，有台北市警员和警官直言“根
本没感觉！没成效！”

台北市警界基层表示，减免杂务讲归讲，但照样有其他市府机关发公文要
求警方行政协助，民众也继续打电话要求警察为民服务，警察在为民服务前提
下，都是“先去做再说！”

警务瘦身也遭到了来自行政系统的压力。“我们真的需要警察！”屏东、台
东等地方的行政部门纷纷表示，警务瘦身会影响他们的工作，特别是卫生局、
环保局、建设处等部门反映，有警察在旁协助稽查等工作，能发挥一定程度吓
阻作用，“没了警察，执法效力恐会大打折扣”。

“不能对民众说不”的文化，有时甚至让台湾警察“骂不还口，打不还
手”。近日在台北西门钱
柜附近，有少年深夜唱
完歌后遭警方盘查而爆
发冲突，警方被恶少痛
殴竟不敢还手。相关视
频被传到网络上，台湾
网友痛批，“在‘国外’
早就开枪打下去，台湾
就是这样才没人想当警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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