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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满当当的简易书架，层层叠叠摞到“高危”的书堆，书香中略夹霉
味的气息，在霓虹街区中显得昏暗的白炽灯……每次来到澳门著名的二手
书店“全记旧书杂架”，场景都是一样的。

“喂喂，小心呢！你站在那儿别动，我出来！等我一下……”几乎每一
次，当笔者想跟“藏”在书堆后面的老板刘耀全先生说句话时，他的“反
应”都是这样的。

不过，这一次刘先生却告诉记者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7月份房屋租
期就要到了，店主要收回了。我以后不再做了。”他说。

尽管刘耀全说得很淡然，但笔者却感到非常诧异。据澳门出版产业商
会有关研究人员介绍，“全记旧书杂架”恐怕是目前澳门唯一正常开业的有
规模的二手书店。“一世奔波，半生书缘”是刘耀全 55 岁人生经历的写
照。他只读了 5 年半的小学课程便辍学了，“可是我喜欢读书，读喜欢的
书。”正是出于对“读书”的渴求，2000年前后，他结束了不太景气的钱
币生意，转战二手书店业务。

“全记旧书杂架”原先的地点在“烂鬼楼巷”——一个形成于澳葡时代
的旧货市场。“自从那个地方在旅游杂志上出了名，游客去的倒是越来越
多，但是租金也越涨越高。”刘耀全说，因为二手书店不是“赚快钱”的买
卖，他只好搬家。

2010年，刘耀全将书店搬到了澳门老城区草堆街。这条曾经与澳门内
港码头“一荣俱荣”的商业老街，在内港将“风光”让位于外港码头后而
繁华落尽，成为澳门有名的“杂货、旧货一条街”。

“开始时认识我的人知道我做旧书生意，就把家里的旧书、旧报纸、旧
唱片搬过来让我去卖。”刘耀全说，回归后澳门发展快，盖了好多新楼，好
多人换房子、搬家。他趁机收了一大批“好东西”。

记者注意到，在书店进门处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着封面已经磨旧的香

港漫画家许冠文的一套作品。这位活跃于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漫画家，创
作过《笑话笑画》、《一千零一个笑话》、《财叔》等作品，被认为是“画出
了香港人灵魂”的漫画家。

“那时候每到放学，很多小孩子会挤在我的书架前面，几个人捧着一本
漫画书，一边看一边咯咯地笑。但是现在网络、手机太发达了，漫画更新
得好快，许冠文已经快没有人知道了。”刘耀全说，最近几年，很多他认为

“应该”畅销的书，却越来越不好卖，这让他感到懊丧。
除了旧书之外，刘耀全还四处收集旧资料、旧票据。“来找它们的，很

多都是些像你们一样做新闻工作的，以前没有网络让你抄，写文章要有深
度就得自己‘下手’去找资料！”他说。

在一个简陋的草编筐里，记者惊喜地发现了1961年从澳门寄往广州某
地的猪油渣等食品的邮寄单；上世纪50年代澳门第一家现代化影楼的收费
单；上世纪70年代，某社团在本地报纸刊登劳动节公益广告的凭据；澳门
第一批现代化水表、电表的安装单……

书店没有其他雇员，刘耀全既当跑堂又当掌柜。他并不觉得辛苦，“真
希望这样的时光可以继续下去。”他说。

但美好的愿望禁不起“骨感”的现实。刘耀全坦言，现在每月6000澳
门元的租金，是5年前的3倍。缴房租的钱比养家的钱多，承受不了。虽然
这次店主很“客气”地说“收回”，但他找遍了澳门，再也没有看得上又租
得起的店铺了。

事实上，“二手书店”的退场，“全记旧书杂架”不是唯一个案。近年
来，位于沙梨头的“旧书百货”、位于板樟堂街的“万有书店”等澳门著名
的二手书店，相继与这个时代悄然作别。

谈起未来，刘耀全说：“现在澳门最赚钱的行业大概是餐馆，我很会做
菜，再去培训一下，就去找个厨师岗位做喽！” （据新华社澳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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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人预估不足

随着台湾社会步入“老年”，养老话题引起各界广泛关注。近日台湾 《联合报》 披露
“2015退休金大调查”数据显示，近四成人对退休后的“老本”预估不足，准备不够。认
为1000万元 （新台币，下同） 就能养老的占三成多，认为1500万元才够养老的近三成，近
四成认为2000万元以上才能养老。专家对此数据分析指出，虽然每个人退休后的生活质量
不同，但1500万元是“基本储备”，这是以月支出3万元做基数，预期生活22年，再加上
物价上涨因素算出的数字。

因为台湾长期实行一次领取养老金制度，近些年才开始实行月领，专家提醒人们特别
是选择一次领取的人，不要想当然有老本养老，要早做准备，算算够用不够用。

要靠养老金活20多年

根据台湾当局公布的数字，台湾人平均退休年龄为 57.4 岁，平均寿命 80 岁，据此推
算，平均每人有 23 年要靠退休金生活。台湾人在退休时可领到 2 笔钱，一笔是劳工保险
金，一笔是劳工退休金，这两笔钱不少当事人自己都算不清楚。举一例说明，如果一个人
月薪4.5万元，工作35年退休，他两笔合计大概能领到400万元，这与1500万元有不小的
缺口，那就要靠平日储蓄和养老保险。

台湾某人寿公司总经理表示，很多人以为反正到时有两笔钱可领，完全不用操心，但
通货膨胀会令老本缩水，再加上寿命延长所须更多的医疗花费，现在要对老本重新评估。

金融开拓养老市场

既然现有的退休制度有缺口，保险业便瞄准养老市场，设计各种方案吸引人们提前投
资。有保险公司亮出他们算的账单：如果工作30年后想拿到1500万元的老本，每月就要缴
保费1万元，1年12万元，而大多数人现在每年用于养老保险的投入是3万元。有公司表示
台湾人大多从40岁起开始关心退休议题，包括保费该投多少，退休后要如何理财，要居住
在哪里等等，但退休问题越早做准备越好。比如有些养老险种，如果退休前再买将不堪重
负，如果早缴对生活影响不大，还能对未来有安全感。

台湾还有老人选择将自己的财产信托养老，很多银行开办了“退休安养信托”服务，
代替老人管理财产，每月支付约定的金额。这项业务的卖点是避免老人财产被骗或被挪
用，但信托要付签约费和管理费，管理费为财产总额的3‰到5‰，大致可与年息相抵。

台湾卫生部门披露数字，5年来台湾精神科医疗机构
增长三成，从307家增长至412家，服药人数增长了26万
人，早突破百万。精神疾病已成为现代文明病。

台北某知名医院的精神科主治医生表示，现代人的工
作状态、生活步调越来越紧张，民众承受的精神压力也越
来越大，失眠、焦虑、恐慌几乎已成现代文明病，为改善
病患症状，医师大多会开抗忧郁药物治疗。使用抗忧郁药
物不仅是忧郁症患者，还有恐慌症、广泛性焦虑症、强迫
症等患者。来精神科求诊的人在都市大多是白领和学生，
其他县市则以弱势家庭、老人居多。曾有一位刚升职为外
企高级主管的患者，因求好心切，导致自己生活节奏大
乱，半夜睡不着跑到书房写企划书，但打开电脑后脑子却
又一片空白，产生失眠、焦虑和恐慌等症状，家人赶紧送
他就医。

医生指出，现在台湾抗忧郁药物运用很广泛，药物的
效用主要是调节脑中血清素和肾上腺素，提升脑细胞的活
性，通常治疗时程为4至8周。

台湾使用忧郁症药
物的人口比例，由高至
低 为 嘉 义 市 、 台 北 市 、
花莲县、新竹市、台中
市。嘉义居首出乎不少
人意外。精神科医生解

释，65 岁以上老年人近四成有轻重不一的忧
郁症，而嘉义市、花莲县都是人口老年化相
当严重的地区，因此排名靠前。再加上嘉义
地区有不少疗养院、护理之家，也让服用抗
忧郁症药物的人口比例偏高。现在台湾有 67
万 50岁以上的人服用抗忧郁药物，占服药人
群六成。医生提醒，近年来出现不少厌世自
杀的老年人，往往都跟老年忧郁症关系密
切，家人除了陪伴外，还应带长辈到医院寻
求专业治疗。

“五一”小长假，香港旅行社东主协会副主席袁徐
江表示，内地团将跌30%。 他披露自己经营的公司的
数字，以往同期每日接待 15至 20个团，但今年仅有 2
至 3 个团，每天不超过 100 人。过去几年 一直合作的
内地旅行社，4月起陆续取消预订，即使团费下调也收
效甚微，“以往‘五一’3日团每人1800元，现在减到
1200元都无人问津。”他担心这种情景会在暑期再现，
暑期是父母带小朋友出游的热门时段，但今年香港的
暑期市场也不乐观，“怕不会选香港”。

香港入境团旅行社协会名誉会长吴光伟也表示，
过去“五一”假期前三周前就有入境团陆续到协会登
记，每日平均有300至400团，但今年距离“五一”仅
10天时，登记的团数还是个位数，5月2日居然“一团
都无”。他透露，几个月来旅游团数持续下跌，旅游业
界员工不少人已经要放无薪假，有旅行社为节约资
源，已准备裁员。

受此影响，香港酒店业与运输业叫苦连天。香港
旅游业宾馆联会主席刘功成表示，香港逾千间持牌宾
馆加上无牌宾馆，提供逾万间客房，游客量持续减
少，使现在宾馆空房率达50%。4月以来，他在尖沙咀
的宾馆只有 10张订单，现考虑房价减价 30%。香港入
境旅游接待协会会长梁耀霖也称，往年旅行社在4月中
开始在酒店预订客房，但今年却出现大量空置客房，
酒店纷纷推出折扣优惠，还提供例如免费早餐等特别
优惠吸引旅客。

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表示，香港逾 2000辆旅游
巴士，超过 70%用于接待内地团，内地团数下降，业
界约20%至30%旅游巴士已闲置，司机收入首当其冲受
影响，月入平均跌30%。 他经营的汽车租用公司，往
年“五一”前一个月已收到预约租金，今年订单挂零。

香港旅发局主席林建岳分析，香港的“占领行
动”及反水货客行动，令香港形象“一铺清袋”，3月
份以来香港旅客数字持续下跌，现在难以估计“五
一”假期具体的旅客人数，但酒店订房数字不乐观。
也有旅游业内人士表示，港元汇率强势，再加上日、
韩签证手续简化等因素，香港旅游市场一时难以收复
失地。

本周，保生文化祭活动在台北热闹展
开，这是台北地区最大的宗教文化活动，活
动的主角是保生大帝，即北宋年间名医吴夲

（道教神祗），俗称大道公、吴真人。保生大
帝在闽南、台湾和东南亚华人中有众多信众。

台北供奉保生大帝的保安宫建于 1742
年，2003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总部颁
授“亚太文化资产保存奖”。保安宫不仅是信
仰中心，现在还承担社区文化、教育、社会
福利等多元功能。

保生文化祭既延续了源自闽南民间信仰
的传统庙会，也注入现代艺术、宗教解说、
音乐会等现代元素，拉近社区青少年与民间
信仰的距离。下周，保安宫将举办全台庙会
中仅存的“放火狮”表演，数以万计的蜂炮
自数米高的“火狮”中直冲夜空，炮声如狮
吼，象征驱除瘟疫、镇煞保安，打造了台湾
一道民俗风景。

近日，台湾媒体连篇累牍抱怨大陆游客改变了台湾夜市形态，首先是“攻占”，其
次是太吵、挡路、吐痰、叨烟，最重要的是“共食尝鲜”，人虽多，但只买一份尝尝，
只见人潮不见钱潮，没留下人民币，只留下卫生纸 （指如厕）。

据笔者了解，台湾夜市摊档众多，游客用买一份尝鲜的方式，可以多尝几种，其
他地区的游客也会如此。台湾电视曾播出某日本“贵妇团”几人共分一份小吃的画
面。再有，有些大陆游客团因为赶路，大多是晚餐后才可自由活动到夜市，吃不下又
想多吃，才会有“共食尝鲜”的情况。

对此，台湾大学教师顾士洋投书《中国时报》，在《夜市共食“台湾瞎扯蛋”》一
文中为大陆游客讨个公道。文章写道——

大陆人来多了，钱给的多，但声音大，说是妨碍了宁静、秩序；给少了，看了不
买，说是没利可图，没意思。像夜市，大陆人把它当重要观光景点，行程必备，其受
欢迎度仅次于故宫。但大陆人来得太多，却又引起不满了。观光行程都包饭，都是饭
后才来逛，大家合叫几款食物，每个尝一点，被说是共食小气，不多给免洗筷；如果
没吃饭，把夜市当晚餐地，围一桌，菜满席，又说挡路吵人，反正怎么都不对。若如
此，是不是规划几个特别的夜市，专给大陆人用？事实上，这些夜市的喜怨，都是商
业经济必有的现象，以经济来调节就好，不该加上政治、歧视情绪来看待。说到经济
原则，以前台湾观光客也是嘈杂推挤，三大件五小件的。

台湾因各种食安事故，美食已大褪色，但大陆游客仍对台湾很喜爱。大陆人没有
讲台湾不好，但台湾人说起大陆，则大多是坏的、鄙夷的。大陆给惠让利，做足了善
意，但还是被说是给的不够、不对，没给到“三中一青 （中小企业、中南部地区、中
下阶层、青年——编者注）。 更严重的是，给到了又说是“木马屠城”。

文章提醒：心态决定一切。不要让大陆游客感觉台湾“瞎扯淡”。

赴港游客赴港游客

退休了 多少“老本”够用？
邰文欣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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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社会新问题 早作打算少麻烦

台中市南屯区干成六村村口坐着的老人，这样的景象
随处可见。

小长假小长假

台北宁夏夜市将小吃变成桌餐，以这种方式
应对游客需要。 本报记者 陈晓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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