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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困苦的时候会转向神明求助。因此台湾庙宇之多令很多人不解，庙
里不见香炉供桌更令人困惑。台湾四大佛教道场法鼓山、中台禅寺、佛光
山、慈济都名声很大，但却香火“不旺”。记者曾就“烧香拜佛”请教星云
大师的看法，没想到他直率地说：烧香、磕头，这个都没有必要。最重要的
是行慈悲，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这比拜佛要好。

台湾社会有不少人赞成星云大师的看法，近两年不少原本香火鼎盛的
寺、宫、观减香减供甚至禁香禁供，让神明带头拼环保，给现代社会“神指
引”。

借花献佛

“拜拜”即拜神，是台湾人生活中的一部分，虽然南部比北部、乡村比
城市的“拜拜”之风更盛，但“拜拜”基本不受文化程度、年龄长幼的影
响，考试要拜、远行要拜、求职要拜、红白事更要拜。一位台湾的记者同行

曾经下了飞机先奔行天宫，说飞行不顺，惊吓不小，
要去“拜拜”“收惊”。可以想象，台湾的神明够忙
的，大小寺、宫永远挤满请求救苦降福的人，香火缭
绕、供品叠加成了各寺、宫的日常景象。

但随着环保观念的普及，有人认识到烧香供奉既
污染空气，又浪费食物，过去的供品还能由庙方施舍
给需要的人，现在生活水平提高，再加上供品中防腐
剂、色素的加入，供品大多作为垃圾被扔掉。台北行
天宫称平日里每天要扔掉上百个米糕，遇到初一、十
五，一天要扔掉上千个，浪费惊人。

10 多年前台湾就开始有寺、观提倡“借花献
佛”，以此代替烧香上供。台湾地处亚热带，鲜花香
草触手可得，带一串玉兰花敬献佛前，礼拜后可带走
佩戴，或挂在车里，一路花香到家。

禁香禁供

台湾的道教信众最多，道教宫、观占寺庙的七成以上，台北行天宫是北
部道教信众的“拜拜”中心，台北本宫加上北投、三峡两个分宫，每年香客
过千万。2003年起，行天宫提倡以“心香”供佛，开始减少香炉、供桌，庙
内不准卖线香和供品。如果信众执意燃香礼拜，可免费领香，一人最多 2
柱。在信众逐渐接受拜神不烧香的观念后，去年 8 月，行天宫宣布禁香禁
供，撤除香炉与供桌，成为全台湾首个禁香禁供的道教宫庙。

行天宫禁香后，媒体报道，周边地区的PM2.5浓度大幅降低，远远低于
台北地标龙山寺，而龙山寺的 PM2.5浓度高出台北市平均值 48倍。这让龙
山寺感受到压力，今年6月，龙山寺宣布减香，将原有的7座大香炉撤除4座，
这看似并不复杂的决定得来不易，因为龙山寺建于乾隆年间，地处台北最早开
发的地区，周边多为“老台北”，坚守传统的生活方式；再加上庙务要由董事会
说了算，并非一个人就能拍板定案，结果，龙山寺放出聪明的一招：董事会向观
音菩萨掷筊请示，观音赞成减香。观音的意见对信众有足够的说服力。

台北市长柯文哲笑称“神明也支持社会进步”，并向龙山寺颁发感谢
状，感谢龙山寺对台北空气质量做出贡献。台北市一直推行减香、减纸钱的
政策，有影响力的龙山寺迈出了减香的第一步，对台北的寺庙将起到示范和
带头作用。

多难多神

台湾登记在册的庙宇有1.7万多座，街巷乡间的小型“拜拜”、修练场所
难计其数，真可谓举头见神明。这是因为台湾八成人口的祖辈从大陆渡海而
至，当年海中飘摇，九死一人还，全希望神明保佑，家中供祖先，出门拜神
明，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神像。再加上台湾多灾，台风、地震、海啸多发，农
民至今还是要靠天吃饭，拜神的传统就这样代代相传下来。

正因为是深入人心的传统，要变革就更有难度。台湾妈祖总庙“北港朝
天宫”就不买“环保”账：“宗教有其礼仪，烧香是古礼，人家来朝拜，怎
么可能不准人家烧香？”屏东慈凤宫表示，不让信众烧香上供，在南部根本
不可能，如强力禁止会引起社会反感。但大多数寺庙认同环保观念，至少同
意减香，比如鼓励信众将3炷香改为1炷香。

佛门环保也影响了一些人的生计，无论减香还是限香，庙宇周边的香烛店铺
都生意大减，连带生产行业都将没落。但凡事有死有生，各种宗教、民俗用品的环
保版开始出现，环保香、环保河灯、环保爆竹有可能形成新产业。现在，少烟少味
的环保香市场占有率已超过传统檀香；今年的七夕、中元节，不少人改放环保河
灯，灯由淀粉制成，避免塑料污染水域；而环保爆竹由水与碳化钙制成，虽响声不
减，但杀伤力不大，用于佛事与盐水蜂炮这样的民俗活动环保又安全。

无论是否接受，环保是大势所趋，人间如此，神明也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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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山不见香火供品，成为宗教文化花园。佛光山不见香火供品，成为宗教文化花园。

彰化市宝部里的乡村“拜拜”中心泰和宫，供奉的是屈原。

香港圣士提反学院，高一学生梁君鸿站在两
栋欧式白色大楼前，讲述一段血色校史：“这个
是我们的书院大楼，一楼有些课室，二楼是学生
宿舍。1941年12月25日，约200名日军士兵闯进
已被临时改成军事医院的书院大楼，他们用刺刀
杀死了当时负伤卧床的英军及加拿大军人，也杀
死了医护人员和我们学校的一些教职员。这次杀
戮被香港人称为‘圣士提反书院大屠杀’……”

《战时日军在香港暴行》 一书记录了全程目
击惨案的加拿大陆军随军牧师巴莱特战后在东京
战犯法庭上做的证词：在日寇铁蹄踏上香港岛的
那个黑色圣诞节，闯进伤病医院的日本军人，无
视国际战时法和 《日内瓦公约》，用灭绝人性的
手段开肠、破肚、肢解、挖眼、割鼻耳舌，把
170名手无寸铁的伤员和医生、护士活活杀死，7
名女护士无一幸免被奸淫，有的还被压在尸堆上
轮奸，奸后再处死……

3年零8个月的日本占领时期，圣士提反书院
成为拘留营，近千战俘囚居校园。在此期间，日
军还在香港犯下“港岛南区杀人事件”、“难民船
沉没事件”、“梅窝血案”等罪行。

70 多年后，这座位于香港岛海滨的百年老
校书声朗朗，师生们在被评定为历史建筑的校
舍中穿梭往来。学校后山的赤柱军人坟场安葬
着包括学院教师在内的 598 名二次大战中的死
者。南山径上的小屋——文物馆里，陈列着当
时的报纸、拘留者的日记、地图、手绘生日卡
等文物。

2008年，圣士提反书院开始推行文物径导赏
服务计划，把书院大楼、马田宿舍、小教堂、坟
场及文物馆等串连起来，由学生为市民做义务导
赏员，从校园史讲解到香港的抗战历史。梁君鸿
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我们在中一 （初一） 的时候就会学习学校
的历史。报名成为导赏员之后，老师做的系统资
料，会通过上一届的学长学姐教给我们。我们再
教给学弟学妹。”

在这所有 900 余学生的中学里，除了必修校
史，有超过 100名学生报名参加导赏计划，这在
圣士提反文物展览馆统筹老师陈国培看来是“一
种传承历史的办法”。

“日军在香港的暴行证据确凿，如果日本人
想说自己在战争中没有做什么坏事，那简直是天
方夜谭。”陈国培以圣士提反拘留营的管理方式
为例，“日军在香港残杀、强暴，把人民的财产

掏光，把人力掏光，把
所有能用的资源掏光。
日军在香港所谓管制，
只不过是把香港的资源
用尽而已。所以日本人
在整个战争时期对香港
没有管治，只有负面的
破坏。”

为 了 记 录 这 段 历
史，圣士提反书院每年
都会接待前来悼念战友
或亲人的加拿大、澳大
利亚等地的访客，并接
受 他 们 捐 献 的 相 关 文
物。学校也带学生赴东
南亚寻访战乱时期的校
友了解历史。书院期望
通过“口述历史”的方
式，配合资料、文物的
整理展出，还原记录日
本 占 领 时 期 的 香 港 社
会。

近年来，圣士提反
文物径的影响力逐渐扩
大，甚至有日本的中学
也 每 年 安 排 学 生 来 参
观，与香港的学生一同
了解当年日军在香港的
所作所为。

“还有很多资料和访问录音，限于人力物
力，我们都还没有时间去整理。”陈国培说，历
史无声，却应该代代相传。如今说起香港的抗
战史，提到圣士提反屠杀事件，多会用上“鲜
为人知”一词。而这段历史不被提及的原因之
一，陈国培坦言：“因为我们没有足够时间好
好地讲。”他说：“1997 年以前念中国历史的人
数比 1997 年以后还要多，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课程改革之后，中国历史科目慢慢不受重视
了。”他在圣士提反书院教了 20 余年历史，他
认为香港年轻人、特别是吸收能力最强的中学
生，对于历史的认知都不够。

“学生的价值判断，必须要从历史中来，然
后才会有对国家正确的认识。”陈国培说，“如果
学生对历史不了解，没有承前启后，如何感受与
国家血脉相连？” （据中新社电）

在海峡两岸都在纪念抗战
胜利 70 周年之际，李登辉一称
台湾人“为日本祖国而战”、

“说台湾人抗日是见到鬼”的言
论令大多数台湾人拍案而起，
台湾抗日先贤丘逢甲的后辈丘
秀 芷 女 士 近 日 投 书 《中 国 时
报》 悲愤指出，死在日本屠刀
下的台湾人埋骨荒野做了鬼，
希望李登辉真看到了鬼！全文摘发如下——

李登辉如何对得起那些浴血抗日的台湾先辈！人称
中国8年抗战，其实从乙未年 （1895年） 台湾人全面抗日
算起，应该是整整50年。再往上追溯到牡丹社事件，台
湾人抗日共71年。第一任日本台湾总督桦山资纪1874年
3月从打狗 （高雄） 登台，深入牡丹社再北上，5月至基
隆港外登日舰日进号，和已在 1874年被任命为“台湾蕃
地事务都督”的西乡从道会合，同年6月1日，西乡带正
规陆军 1300人攻牡丹社，遇台湾原住民顽强抵抗。乙未
年6月17日入台南，声称“始政日”，但台湾各地仍武力
抗日，原住民反抗尤烈，他们的事迹文字记载较少，但
历史不能抹灭。

很多有记载的抗日事件都是汉人与原住民并肩战斗
的，如蔡清琳事件是客家人与赛夏族人一起抗日；南庄
人与泰雅族人合作杀死数十名日军；噍吧哖事件中的抗
日领袖入山与原住民结合，并得到雾峰林家林季商的支
援。台湾的抗日烈士不能枚举，除噍吧哖诸烈士外，还
有罗福星、蔡清琳、林大北、刘德杓、詹阿瑞、陈发、
刘干、黄朝、陈阿荣、简大狮、赖来、张火炉、林少
猫、柯铁虎，世人都只知抗日三猛简大狮、林少猫、柯
铁虎，其实远远不止“三猛”。

抗战后，出生于台中大埔厝的丘念台更在广东设华
侨学校，广收台湾学
生 成 立 东 区 服 务 队 。

台北芦洲的李友邦也到浙江金华成立台湾
义勇少年队。翁俊明、蔡惠如等到厦门、
上海行医经商，所得用以支持台湾抗日团
体。蔡惠如在 《台湾民报》 上撰文 《风灯
上的种子》，鼓动文化抗日。抗战时不少人
还投身大陆的抗日战场，如雾峰林正亨、
芦州李友邦、屏东萧道应、六堆钟皓东、
二林李宪章，此外有文人洪炎秋、张月
澄、张深切、陈其昌、张我军等，他们以
个人或团体力量鼓励着台湾的抗日精神。
这些人都已经埋骨荒野做了鬼。李登辉是
真的看到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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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台北街头出现大幅灯箱广
告，广告内容无关商务，而是“铁浇
铜铸人称柯铁虎，雄踞铁国虎威扬东
瀛，痛绝云林沥血”、 “忠浩丹青史
传简大狮，气冲北台狮子吼日本，哀
尽桃园国殇”、 “毋忘殖民泪”。

看过的人自然想到，这是以古讽
今，藉台湾抗日烈士柯铁虎、简大狮
讽刺李登辉，提醒世人不要忘记前辈
如何以生命捍卫家国。

台湾记者试图采访广告主，但广
告牌出租者不愿提供线索，只表示赞

赏广告主的正义感。此则广告引起社
会讨论，有网友表示不以为然，因为
内容看不懂，结果引来“恶评”： 连
守护台湾的抗日“三猛”都不知道，
不但不认为自己知识浅薄，反而说些
五四三的，难怪说得出“日本不是殖
民统治”这种话！那些曾为台湾牺牲
宝贵性命的英灵地下有知，应该会很
感慨吧？

有网友愤怒：抗日英雄都被埋没
了，任媚日“台独”抹黑侮辱这些英
雄，马英九应该检讨。

有人分析说：平生不识柯铁虎，
便称市民也枉然。但“云林屠杀”、

“桃园烧杀”这些历史在“友日”的气
氛下，对于现在的台湾人确实有些艰
深晦涩了。

有网友结合日前的“反课纲”行
动表示：看不懂广告的原因是，现在
的教科书把台湾抗日所发生的血案全
都略去，这则广告不单是在讽刺李登
辉，更在讽刺那些反课纲的学生们。
你们还号称要有台湾史观，连这些都
不知道？

台北出现“匿名”抗日广告
朴 子

台北出现“匿名”抗日广告
朴 子

第一届“香港授权业大奖 2015”启
动仪式近日举行。授权业就是通过品
牌授权，授权者將自己所拥有或代理的
商标或品牌等，以合同的形式授予被授
权者使用。授权可惠及制造业和零售
业，为产品增值，帮助业务转型升级。
同时，为服务业领域包括法律、设计、市
场推广等带来商机。

“香港授权业大奖”是香港首个专
为香港创意人才和授权业专才而设的
奖项。获奖者有机会与香港及海外授
权和营销代理商建立业务合作关系，
利用香港国际性的市场优势，为香港
原创开拓海外市场，从而提高香港整
体竞争力，使香港成为亚洲的国际授
权及创意中心。

香港今年公布的财政预算中，计划
拨款4亿港元发展创意产业。亚洲授权
业协会创会会长陈立迈表示，香港完善
的法律体系和简单的税收制度都有助于
授权业的发展。授权业是本世纪重要的
商业模式之一。內地在生产方面的优势
將与香港在品牌建设方面的优势实现良
性互补，推动香港授权业的发展。

香港设
“授权业大奖”

王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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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血英风碧血英风 台 湾 抗 日 史
诗片《赛德克·巴
莱》让不屈牺牲的
莫那·鲁道走入现
代 人 们 的 视 线 。
现在，其遗骨几经
波折终于安放在
他的家乡。图为
墓园入口处的“褒
义坊”，额书“碧血
英风”。

刘舒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