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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里含孔雀绿，蜂蜜有抗生素，但是，橄榄油里没橄榄，花生糖里没花生……台湾近
几年食品安全事件频发，令“吃”成了社会问题。对此，《联合报》 近日连续刊文推动

“舌尖上的教育”，传播“食育”观念，希望孩子知道食物粒粒皆辛苦，不是餐厅、厨房长
出来的；而大人们改变“吃药不嫌贵，吃饭拣便宜”的思维，不再只注重口味与省钱，以
此将不安全食品的危害降到最小，提升台湾食品的健康水平，建立起正确的饮食习惯。

买菜学堂

台北师大夜市有一个买菜学堂，专家、学者、农民都是老师，家庭主妇、食品商、食
品生产者都是学生，课堂讲授食品添加剂、检验制度、农作物生长知识，每堂课都挤满
人。课堂主办者表示，这说明现有的教育体系里缺了“食育”的内容，而这些内容随着食
品安全意识的提升日益重要。当下，人们从“吃饱没”的问候改成“千万别吃某某某”，
而小孩子也从抢着吃改成追着喂，因此，大家开始关注吃得放心，并让孩子有珍惜食物的
观念，知道食物从何而来、如何制成，该怎么对待食物。

不少学校已经开始引入“食育”观念，新北市深坑中学的老师看到学生每天倒掉的中
餐堆成小山，便设计了“饮食课堂”，带领学生走访农会、菜田、市集，并在校园开辟小
块菜田让学生种菜，收成后教他们做菜和到集上叫卖，在这个过程中教会学生认识当地的
农作物，培养他们吃应季食物的习惯，加深了他们对天然食物的感情。

地产地销

现在，人们不仅在意吃的是什么，还关心食物的来源、生产过程，一般来说，省掉包
装、运输等中间环节，当地产当地销能提升食品的安全程度。有台湾民间团体正在推动各
中小学先采取地产地销方式制作学生餐，这样能形成消费规模，提高当地农民的收入，又
令校园午餐多了一层安全保障。

台湾每天有250万份校园午餐，如果都能采用当地食材，当地农民就有一份稳定的作
物销量，学校可以与农民协商少用农药、化肥，以此改善当地的土地环境。学生也可了解作物
与土地和四季的关系，知道不是不分季节都能吃到想吃的东西，这样会更珍惜一饭一菜。

为此，民间团体呼吁台湾农业主管部门提供农作物采购指南，让学校了解所在地的农
作物和生产规模，知道如何在最近的地方找到想要的食材，而不是完全被中间商的利益牵
着走。

落实障碍

现在，食育观念在台湾已成“显学”，从媒体、图书到大大小小的体验式农场，都为
食育准备了各种方案。有一套《食育教养》的图书，提倡父母带着孩子进厨房，从食谱到
做饭的各个环节如何亲子互动都有详细指点。问题是，这些方案能否在现实中落实。首
先，都市家庭生活节奏紧张，父母能否有时间带孩子进厨房实行食育教育是个大问号。也
有老师提出校园再增加食育内容，会令师生负担加重。

一位小学老师投书《联合报》表示，看到全社会都在讨论食育立法、食育计划问题，
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现在的学生的确远离土地，吃了太多的加工食品，对食物原
有的样貌和生长过程却一无所知。如果从小进行饮食教育，的确是件好事。忧的是学生真
的好忙，校园里除了课纲要求的七大领域课程，还要有家庭教育、环境教育和法制、防
灾、性别、能源、生命等教育环节，还上哪找时间上食育课呢？

这位老师忧虑即使在学校里普及食育，如果没有配套的师资、教材、课时，也会流于
形式与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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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李登辉在日本再次声称
钓鱼岛属于日本，此言一出，台湾
反弹强烈，新党以“外患罪”将李
登辉告上法庭，一家网站的投票显
示，支持状告李登辉的高达 90%。
台湾学者宋燕辉投书 《中国时报》
表示，李登辉虽然有言论自由，但
作为台湾的前领导人，他如果“从
心所欲”，可能引发“天下大乱”。
文章摘发如下：

近日李登辉访问日本时，发表
了“钓鱼台列屿属于日本”的言
论，激起两岸的强烈反应。大陆有
关部门痛批李登辉，指出：“李登
辉妄称钓鱼岛属于日本，遭到两岸
一致谴责。他的卑劣言行，必将遭
到两岸同胞唾弃。”台湾也发表声
明，重申拥有钓鱼台列屿主权。马
英九发言人陈以信强调：“任何否
认我拥有钓鱼台列屿主权的说法，
都是丧权辱国的言行。”此话甚
重，虽未指名道姓，但大家都心知
肚明。

其实，不只是李登辉，台湾也
有国际法学者采认钓鱼台主权不属
于台湾的见解，某大学海洋法律研
究所一位已退休的教授就是这个观
点。同样的，日本也有学者作出钓
鱼台主权不属于日本的结论。日本
著名历史学家京都大学教授井上清
以《钓鱼诸岛的历史与所有权》一
文，阐明钓鱼岛历史上是属于中国
的。横滨国立大学教授村田忠禧出
版的 《尖阁列岛钓鱼岛争议》 一
书，同样认为钓鱼台列屿不属于日
本。

就学术研究与言论自由，这些
学者的见解或观点的确应受到法律
保障。但对一位领导人而言，他的
发言尺度即使不受法律上的限制，
但就敏感政治问题而言，尤其涉及
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即使前领导
人的言论也受到既定政策、政治道
德、多数民意与社会观感以及可能
衍生的国际政治的影响而受到局
限。卸任领导人也不能从心所欲。

笔者没有听过日本任何前首相
发表钓鱼台主权存在争议或此岛屿
主权不属于日本的言论。同样，美
国与加拿大存有领土争议，也从未
听过任何一位卸任美国总统表示缅
因湾马柴厄斯岛 （Machias Island）
的领土主权是属于加拿大。这些前任元首考虑到他们的身份
与可能带来的政治影响，都能理解领土主权的争议相当复杂
敏感，不可能那么快、那么容易获得解决。因此，他们都倾
向采取“主权属我”的立场。在争端解决之前，他们不敢、
不会贸然发表有争议领土属于另一方的言论。

就 92岁的李登辉而言，他的身份已是平民，其言论自由
在台受到法律保障。但基于他的特殊身份，他还是不能不顾
虑“不逾矩”的要求，除非他另有所图。

如果每一位卸任领导人都可以依据其言论自由就敏感、
具争议或属重要政治问题从心所欲发表个人意见或立场的
话，很有可能衍生天下大乱，或造成政治外交关系紧张升高
的不利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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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周 ， 被 称 为 全 球 最 大 海 上 图 书 船 的 “ 望 道 号
（LogosHope） ”邮轮停靠香港维港码头与香港市民见面，
望道号由德国“好书共享”协会营运，目的是把知识、帮
助和希望带到不同的国家。

缆绳旁高耸的书柜、随海微摇的阅读室、海涛声里观
看世界文化节目……望道号有9层，除了一层开放的图书
展区，还设有阅读室、表演室、模拟船舱、咖啡厅、能容
纳400余人的小剧场及公共空间。

“除了卖一些当地比较难接触到的好书，我们还会对
当地比较贫穷的地区做一些支援，比如捐洁水器、做眼睛
的免费检查、协助建设图书馆、拜访孤儿院等。”在香港
出生的新加坡籍志愿者文子君是望道号的一名船员，她与
船上400多名志愿者一起工作。

望道号将在香港停留至 8月 9日，香港市民在船上可
以购买学童书券，用以资助贫困地区的学童购买图书。

7月的台北，天空碧蓝高远。
台风来前，热浪滚滚，有男孩手拎一升装的大矿泉水瓶走在路上。

那热浪，让人无处躲藏，远超过阳光的力度。很多女孩干脆不打伞不戴
帽子，勇敢地走在太阳下。

幸亏还有骑楼。繁华地带商业区域或是老房子骑楼相连，让人不禁
感念先人的智慧和商家、住家的仁慈，在漫长的夏天，能遮蔽烈日和雨
水的骑楼是多么必要啊！

计程车上听故事

台北的计程车 （出租车） 非常容易搭，260 多万人口的台北就有 6
万多辆“小黄”（台北人对计程车的昵称），司机先生普遍友好健谈。

在桃园机场计程车等候处，调度员会问你去哪里，然后区分长途还
是短途。载我的司机说，他们是机场专属的排班计程
车，每三年抽一次签，只抽出三四百人，入选的每位司
机都要经过航空警察局的背景安全查核后才发予排班登
记。除非正好碰到市区到机场的客人，他们不屑于拉市
区的小活儿，宁可赶快回到机场排队。不想等候的就拉
短途，避免了排长队拉短活儿的怨气。

有一位师傅是黑龙江的女婿，和我说得眉飞色舞之
时发现走过了地方，赶紧声明：”我只要你120元 （新台
币） 哈，绕回去的不算。”

还有位师傅的故事很沉痛，说他父母早逝，他从17
岁工作，钱就交给大哥，结婚时大哥却一分钱也不给。
他只好从计程车行借了 5 万块，每个月要还很高利息。
好容易攒了些钱，后来弟弟指导他买股票，又全套进去
了。

便利店无处不在

那天一早我就去了新光三越购物中心，没想到10时
仍没有开门的迹象。一问清洁人员，原来要到11时才开
门。想想也对，尤其是工作日，谁大清早需要逛商场
啊？到了假日，大家也可以睡个懒觉，从容出门，到商
场的餐饮街吃个午饭，慢慢逛到晚上不是很好？台北101
购物中心也是同样的节奏，周日到周四11∶00-21∶30，周
五六及假日前一天都是11∶00-22∶00。

台北的零售业态和北京不大一样，便利店和小吃店
多，街上的每个小店似乎都能和生活挂上钩。几乎每一
个街角都有7-11，全天候地满足人们最紧要生活用品的
需要。7-11 可以为悠游卡充值、买高铁票，缴信用卡
费、水费、煤气费、学费、交通强制险甚至缴税。

问路让人愉快

台北是一个让人安心的城市。所有的车辆都严守信号灯标志，只要
绿灯亮，只要你走在人行道上，就可以从容淡定，不用害怕咆哮的机车
和右转的车辆，不用左顾右盼如惊弓之鸟，因为行人优先。而红灯亮
时，行人也老实地站在停止线后等待，不会跑到马路上影响机动车。

台北的捷运 （地铁） 洁净、凉爽、敞亮、快捷。车厢每个门旁都有

深蓝色的博爱座，身子不明显的孕妇可在车站领取好孕贴贴在衣服上。
不论车里多挤，博爱座都会空在那里给需要的人留着；不论车里多空，
大家都习惯性地把包拿在手里或放在地下，绝不会放在旁边的空座位
上。

捷运的标志非常清晰，只要知道坐几号线，每个出口、拐角处都能
找到明确的方向指示，不会走错。未上电梯，人们已自动靠右排成一
队，扶梯上年轻的妈妈让小孩下去一格，不要紧贴着我；车厢里，妈妈
几乎用口型来提醒兴奋的孩子：“小-声-点！”

因为地价和租金不高，所以看起来生意平淡的小餐馆小商店也能维
持，不会经常倒闭换人。不过因为收入许久没有增长，有时会感受到他
们低价做生意时的隐忍和不快。他们看起来比较沉默，各自做着自己的
事情。但只要你开口问路，他们大多会眼睛诚恳地看着你，认真地指

路。有个开始显得很冷漠的女孩子，指完路后，又追上我说：“你跟我
走吧。”把我带到地方后转身而去。 在初到台北的寂寞中，问路成为一
件愉快的事情。

禁止车辆通行的石墩是圆弧形的，没注意看路的人无论从哪个方向
都不容易撞伤膝盖；停车场的栏杆通常在捆绑塑料袋之外再罩着一个手
套，大概是怕那个圆铁口伤到过路的人。台北有上千个旧衣回收箱，慈
善组织按时取走清洗消毒修补，送给需要的人或变卖筹集福利经费。

台北或者没有传说中的那么惊艳，却有让人温暖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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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香港媒体报道，本是旅游黄金季的暑期，香港旅游
业却有点冷，酒店住宿不升反降，三星、四星酒店降幅最
为明显，四星级酒店由6月的2700元 （人民币，下同） 均
价降至 1600 元左右，五六百元一天的酒店价格也下调了
20%左右。

统计数字显示，今年7月上半月內地访港游客跌了四
成。不仅酒店，零售、餐饮等行业也有点寒意。香港旅游
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分析，这还是去年“占领中环”非法
集会以来，香港出现一些滋扰內地游客事件的影响，“内
地中产或有消费能力的年轻人最快从网路上看到这些负面
消息，感觉香港不欢迎他们。”

香港太子珠宝钟表执行董事朱继陶形容零售市道“好
差好差”。他说，暑假本应是旅游旺季，但已到 7 月底，
生意额及销售额皆下跌 20%至 30%，现阶段只好采取守
势，期望8月有起色。

也有分析指出，自由行开放至今已超过 10 年，内地
游客的旅游经验日渐成熟，再加上周边不少国家和地区对
内地游客实行免签，直飞线路也越来越多，香港旅游业开
始面临竞争压力。一家网站的暑期旅行调查结果显示，北
欧、日本和东南亚成为内地年轻人暑期出境游的首选。

暑期赴港游有点冷
小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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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忙时节农家在地头吃的“割稻

饭”，用的都是当地当季作物，近几年

大受城市游客欢迎。图为台南后壁乡

田间为迎接游客准备的“割稻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