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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凶手龚重安只是因为“想杀人”，便回到母校台北市北投区文化
小学，在厕所内将8岁女童割喉致死。本周，校园安全持续成为台湾社会
讨论焦点。台北市教育局表示将在下学期前，为辖内小学每间厕所内加
装求救铃，避免厕所成为校园治安死角。虽然求救铃不见得可以防范
凶杀案的发生，但至少可防患未然，在危急时刻学童可按铃求救，让
警方、校内保安在最短的时间内赶赴现场。

作为新北市市长，朱立伦被媒体询问新北市的小学围墙是否
全面加高，朱立伦表示，校园的安全是全方位的，包括整个社
会到整个小区的安全体系，加高围墙绝对没有办法解决校园安
全问题。

6月3日，台湾屏东一所中学又发生校园喋血案，一黄
姓学生以蝴蝶刀刺伤同班同学。抢救被害学生的医院表
示，刀子刺得很深，约七八公分，直接贯穿被害学生整
个胃，伤到大动脉，被害学生仍在抢救中。

引起社会震惊的校园血案接连发生，敲响台湾
校园安全的警钟。根据统计，各地警察局自5月29
日起至 6 月 1 日止，均已至 1963 所学校重新进行
校园安全检测。

台北市警局日前启动全市小学护童专案，
各分局都指派制服及便衣刑警加强学生上、
下学时段校园安全维护。

感染中东呼吸综合征
的人数持续增加，在疫情
阴霾下，业界人士表示，
近日香港赴韩国旅行团的
报 名 人 数 同 比 减 少 约 三
成。

据香港媒体报道，香
港旅游业议会总干事董耀
中表示，韩国流行文化对
香港影响较深，韩国成为
近年香港市民的旅游热点
之一。但近日因为韩国中
东呼吸综合征的患者人数
上升，报团前往韩国的人
数同比下跌约三成，反映
香港旅客对疫情有忧虑。

香港东瀛游旅行社表
示，不少已经报名韩国团
的客人都打电话来咨询，
虽 然 暂 时 没 有 人 要 求 退
团，但自上周开始，韩国
团 的 报 名 人 数 减 少 约 两
成。旅行社已经在卫生方
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
给团友发口罩、要求当地
接待餐馆消毒餐具等。

现在，不少大陆游客已进入深度游台湾阶段，在台湾搭客运、火车，或者骑着自
行车上山下乡，有不少难以从字面理解的地名引起大家的兴趣。探究地名不仅满足好
奇心，也是深入了解一地的途径，现就笔者了解的一些地名与读者分享。

宜兰 旧称“噶玛兰”、“蛤仔难”，来自宜兰平原上的原住民平埔族分支“噶玛
兰”。清朝于光绪元年在此设县，县名保留原有的“兰”字，前面加了“宜”。

彰化 从前称“半线街”，是平埔族分支巴布萨族“半线线社”的所在地。清雍
正元年改称“彰化”，意思是彰显皇化。

桃园 清朝有移民入垦，在此地遍植桃树，因而名“桃园”。
木栅 大陆赠送台湾的大熊猫团团和圆圆就住在台北市木栅动物园。过去，大

陆移民至此，为防止当地的部落入内引发冲突，在景美溪边立起栅栏，此地因此得
名“木栅”。

草屯 位于台中盆地，是进入南投埔里的中途要站。过去挑夫们要在此地更
换草鞋，丢弃的草鞋堆积成墩，草屯由此得名。

新营 台南新营源于郑成功在此设镇屯田，因在此之前有人在盐水镇屯垦，
被称为“旧营”，新垦之地就称为“新营”。

左营 明朝在高雄实施屯田政策，有左营部队在此进行开垦，故称为“左
营”。

西门町 位于老台北城的西门外。日据时期，台湾居民大多居住于台北城
内，西门外是休憩场所。“町”字在日语中的意思是街道、社区。1922年，日本
殖民当局以“西门町”命名这一区域。

关西 位于新竹县，此地旧称“咸菜硼”，因为当地居民多为客家人，擅
长腌制咸菜。由于“咸菜硼”的客家话发音与日语的“关西”音近，日本统治
者将此地改名为“关西”。

继住民宿、骑单车之后，露营开始成为台湾时尚休闲新宠，朋友圈
晒、媒体界炒、各地全力经营，都抢着搭建露营话题，营造出一种“还没
露营吗？你OUT了”的社会气氛。

露营人口

喜爱露营者称自己为露营人口，他们有自己的露营协会，据协会介
绍，全台露营人口已由10年前的二三十万翻倍增长为今年的200多万。去
年开张的网络粉丝团“露营疯”，已吸引7万多名网友参与。露营的吸引力
在哪里？露营人口各有各的体会，“就是喜欢在椰林树下享受凉风、躺在
草地上闻草香、和亲友在星空下烤肉，那是和住高档饭店完全不同的感
觉。”

闻草香、赏萤火、看星星、增进家庭感情、锻炼小朋友……各种理由
令露营成了“全能”休闲项目。一些本来很红的民宿也不错过露营商机，
找空地打造露营区，不仅没影响房间使用率，还令生意更红火。不少家庭
全家出游，长辈住民宿，年轻人扎营，各得其乐。还有过去的“民宿族”
现在仍然光顾常去的民宿，只不过改在“民宿露营区”过夜，一来环境熟
悉有安全感，二来也可避开营区的拥挤。

逾千营区不够用

现在，全台湾有露营区约 1200 处，九成是小型露营区，只可容纳 10
至20顶帐篷，随着露营人口的增加，每逢假日，露营区一位难求。因为营
区不仅要有空间和风景，还要有水、电、淋浴、厕所等基本设施，不少农
场、果园、林区正在赶工建设营区。

彰化市有一个养猪场，主人正在将过去的15个老猪舍开辟为露营区，
24小时提供水电。南投县草屯镇更有想象力，在公墓改造的植物公园办露
营大会，口号是“墓仔埔也敢困”，突出冒险特色。还有的将“土石方资
源堆置处理场”打造成湿地生态露营区。

露营人口评比出比较成熟的十大露营区，它们是：台东小野柳露营
区、屏东红柴水乡、台中熊爸营地、苗栗半月弯露营区、苗栗钻石林营

区、苗栗司马限360度景观露营区、苗栗老官道休闲农场、新竹函馆露营
区、宜兰那山那谷休闲农场、台中武陵农场。

名列第一的台东小野柳露营区的卖点是：浴室厕所都十分干净、蓝天
碧海美不胜收、骑单车访东海岸、步行游渔村、夜观寄居蟹……

可能摊上事

露营走红，各地都在想办法抢建营区，但露营协会执行长石盛良看到
了问题，他向台湾媒体指出：“没事就没事，若发生事情可就麻烦了。”

首先是营区占地的麻烦。因为没有露营的相关法规，所以营区用地合
法与否是个悬案。在台湾，土地使用与建筑的法制观念很强。如果用公用
地建营区，虽然不能说不合法，但也没有条文支持“合法”；如果是私人
土地，土地用途也要受规划约束，规划中没有露营区这一项。不少有实力
的投资者担心开发露营区有触法的麻烦。

如果无法可依，营区开发热还可能加剧山地的破坏，造成水土流失隐
患，令已经脆弱的生态环境百上添斤。据台湾环保组织统计，随着休闲农
业和高山种植业的兴起，台湾的山地几乎被开发殆尽，原生的林、竹被铲
掉后，水土保持系统被连根拔起，如遇台风、地震，整片山坡都会塌下。
一部记录台湾环境恶化的记录片《看见台湾》去年在台热播，台湾作家吴
念真在片中有一段话引人深思，他说，很多台湾人都把住高山民宿、喝高
山茶、吃高山蔬菜，当做时髦的休闲活动。在这些时髦背后，我们其实都
是破坏这块土地的共犯。

此外，营区设施、服务、安全也无规范，现在是各显其能，有的只能
容纳10顶帐篷，却挤进去30顶，卫生设施不够
用，难免脏乱，影响露营品质。如果产生消费
纠纷，也无规可管。石盛良指出，如果做大做
好露营这个旅游项目，从建设到经营，都要先
建立法规，保障投资者、经营者和消费者，投
资者依法开发，经营者规范管理，消费者才能
玩得安心放心，露营才能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休
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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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么是文创？为
导演侯孝贤赢得戛纳电影

节最佳导演奖的电影 《刺
客聂隐娘》（以下简称 《聂

隐娘》），再次引发岛内关注
文创话题。

《聂隐娘》有没有文创？

侯孝贤以《聂隐娘》获戛纳影
展最佳导演，直言拍电影最困难的

就是找钱。《聂隐娘》 筹备时间长达
7年，金额高达新台币 4.5亿元，多半

是靠侯孝贤自己在大陆、韩国、加拿
大、欧洲等地筹措资金，才得以完成电

影。
台湾民意代表杨琼璎在立法机构经委

会质询时指出，侯孝贤自己筹措资金，才
得以完成电影，认为当局协助文创产业筹资

明显不足。
岛内发展委员会官员表示：“可惜《聂隐

娘》 未能跟周边的文创产业结合在一起。”例
如让电影片场能永久使用，电影拍完就可以作

为文创园区，要用创投的概念来经营周边加值
效益。

此话一出，引来网络上讨论。有网友说，难
道要推出“聂隐娘咖啡厅”“聂隐娘商圈”才是文
创，难道要有财团BOT （建设－经营－转让） 才是
文创？网友认为，电影本身就是文创。

导演侯孝贤认为，根本还是在电影产业，要让电
影产业整个先蓬勃起来，甚至扩大到海外，这个比较
重要。

主管部门如何点火文创？

文化主管部门对于文创观念是否太商业化，此间舆
论认为，这可能是必须要检讨的核心议题。

“过于商业化”是许多业者对台湾文创的印象，台湾
的一些文创仅仅只是为了转化成商品、商机，流于为做而
做，而失于对文化底蕴的支持。

2010年5月，岛内发展委员会所辖基金管理委员会通过
“加强投资文化创意产业实施方案”，当年匡列100亿元 （新
台币，下同），以文化主管部门公开招标方式分配给8家管理
顾问公司，去寻找潜在投资的文创事业。

当时，文创公司数量不多，一般管理顾问公司对评比文
创产业无所适从。文化主管部门决议文创事业者不需 2年以
上的管顾经验，只要是“投资文化创意产业之创业投资事业

者”，依公司法设
立登记的创业投资公司或创

业投资管理顾问公司就可以申请，
公司成立与资金到位可以得标后再补上。

初期审核通过的 12家管理顾问公司中，包
括台湾文创一号、中影管理顾问与吉富文创创投、柏

合丽创投都是成立不到3个月或不满1年的公司，投资对象
多集中在影视娱乐产业，这与原本政策引导培育文化创意产
业的立意不同。

2014年文化主管部门与发展委员会基金同时遭到监察机
构纠正。监察机构认为其未善尽监督责任，投资审议会徒具
形式，文化主管部门投资对象多属发展成熟不乏资金来源的
企业，且集中娱乐影音事业。

文创专户的投资方式是募资达标，基金就配合投入资
金，不必立即有投资标的。目前为止基金实际投入金额仅6.7
亿元，因此，第一期原本匡列的金额已缩减至60亿元，其余
40亿元改列在第二、三期运用。一面是 《聂隐娘》 的资金困
局，一面是政府部门匡列的金额花不出去。

读者孙家璁投书报纸说：政府的这个文创投资计划有着
几个无解的难题，无法判别文创的实质项目为何；纯文化事
业时常需要较久的发酵期，且市场很难做大；这和以收益为
导向的投资公司在本质上有很大的抵触，对他们这些投资方
来说，就算口袋满满，也找不到地方把钱掏出来用掉。

舆论认为，如何让基金真正具有点火文创的作用？是政
府管理部门急需解决的课题。

什么是文创？

“台湾文创多年荒腔走板！”台北市都发局长林洲民不久
前在网络发文，指台北市充斥假文创园区，包括“餐厅加餐
厅加餐厅”的华山、“史上最大附属设施”的三创、“还我森
林”的大巨蛋，以及“董事长隔海喊话谈分配利润”的松烟。

他表示，私人企业很难有心把文创、文化搞好，这么多
年来都是某种程度的荒腔走板，认为当局应扛起这项责任。

台北市文化局长倪重华则认为，松烟文创园区分为古
迹、BOT两大部分。在古迹保护方面做得很好，完全没有商
业，而且古迹是松烟的品牌。BOT这条路要继续走下去，可
以让主管部门、民间共同开发。

“台湾文创定义已经被稀释或模糊。”橙果创办人蒋友柏
表示，现在什么东西都挂文创，以前可能很特别，但现在蛋
糕、肥皂产品都可以自称文创，他很“讨厌”文创这两个字。

蒋友柏认为，文化绝不可能变成一种创造，文化是传
承，创造是颠覆，这两者是打架的。

已故台湾知名建筑教育学者汉宝德在遗著 《文化与文
创》 中说，文化创意产业是以文化元素为根基，发挥设计创
意及经营创意，达成产业效益及规模，借此回头深化民众的
文化素养，诸多环节缺一不可。如果过度依赖政府挹注，忽
略文化回馈的责任，或者避谈它作为一门生意的性质，都无
法成功打造真正的“文化创意产业”。

扬威戛纳的电影《聂隐娘》，再次让人们思考：在路上的
台湾文创，要如何走？又要走向何方？（据新华社台北电）

全台爱全台爱露营露营
邰文欣邰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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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来，香港一直困在政
改的纷扰之中，虽然超过六成民
意支持政改方案，但反对派仍死
守“反对”防线，为社会冲突埋
下伏笔。香港工商总会主席王庭
聪近日投书香港《文汇报》，从经
济发展的角度呼吁：坐吃山空，
香港莫再蹉跎。文章摘发如下——

中国社科院早前公布最新城市竞争力报
告，香港在综合排名中被深圳超越，跌至第二
位。社科院这项研究进行了13年，这是香港首
次失落榜首排名。

近年，香港政治争拗加剧，空转内耗，多
方面事务都难以推展或停滞不前。反观内地众
多城市，不仅上海、深圳，甚至很多二三线城
市都蓬勃发展，香港若再不设法向前，被内地
城市超越是迟早的事。

香港的经济竞争力虽然一直保持强劲势
头，但过度依赖金融业，特别是股市，令整体
社会缺乏新的动力和增长点。报告指出，香港
过去倚重贸易、金融、航运、旅游及专业服务
五大产业，对于规模较小、新兴及极有发展潜
力的产业关注不够，加上土地及房屋供应不
足，令楼价租金高企，挤压了利润空间，同时
窒碍了新兴产业发展。社科院的报告对香港的
经济前路敲响了警钟。

金融业一直是香港的重中之重。笔者认
为，创新并非是完全将重点转移到科技产业，
而是各行各业都需要发展动力。以金融业为
例，过往香港一直力争成为人民币离岸结算中
心，但现时有关业务已开始全球化，香港虽有
领先优势但已非独家生意。随着香港与内地股
市不断融通，带来了监管及对货币、汇率机制
的新挑战，业界必须调整现行策略以适应市场
竞争。人才和科研是竞争力的重要构成要素，
各行各业都要积极寻求创新，主动加强与内地
合作。

谋求发展创新是社会的整体诉求，但很可
惜近年香港不断出现政治争拗、议会拉布、冲
击法治等情况。去年发生的“占领运动”以及

“反水货客”事件，不断削弱和谐城市之誉；
激进立法会议员在议会展开“不合作运动”，多
项惠民政策、基建工程被拖延；内地的高铁网络
不断发展，但香港高铁工程、港珠澳大桥的落成
日期却是一拖再拖，白白浪费公帑……香港的社会凝聚力、经济发展效率
以及社会秩序等，都因上述现象受到严重打击。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香港若继续坐吃老本，只会坐吃山空。内地
城市快速发展，香港已没有可以再蹉跎的时间，必须以高度灵活的应变
能力，尽快打破政治困局，集中精力发展经济。部分别有
用心人士是时候要清醒了，停止将香港的发展前
途作为政治筹码，为一己私利而损害
香港的利益。真正爱护香港
的人们，我们一定要
出声！

解说台湾地名
李友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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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校园连传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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