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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台絮语

在台湾，新党最近曝光度颇高。先是党主席
郁慕明一度宣布参与国民党主席补选，搅动政坛
一池春水，近日他又高调宣布，经由党代表一致
同意，该党4年的选举补助款共计1亿多元 （新台
币，下同） 全数捐出，当成小市民急难救助服务
基金。同时他也向国民党、民进党、“时代力
量”、亲民党喊话，“对于这笔款项，要不要一起

‘新党化’？”
如今在台岛，“新党”早就被污名化、被边

缘化，其生存空间也一再遭到挤压。面对艰困
的政治环境，新党却没有气馁，一直在默默耕
耘，努力不息。这次“大选”虽然没有跨越 5%
的政党票门槛，不分区“立委”剃了光头，却
还是突破了 3.5%的政党补助票门槛。新党将这
笔维系政党发展的资金拿出来，可谓破釜沉舟
之举：一则用公益化来体现责任感和存在感，
外界多赞扬“立意良佳”；二则将其他政党一
军，看他们要不要跟上？

郁慕明说得很明白，过去有人总质疑新党一
直在讲意识形态，少谈民生，但那是因为新党资
源不够。现在新党将过日子的钱全数拿来顾民
生，是为抛砖引玉，“不为一党之私”，如此“新

党化”，不是很正面吗？话外之音也很明显。比
如，国民党的党产被敌对阵营诟病良久。亲民党
将补助款作为维系生死存亡的救命钱在用。民进
党更不光彩，当年阿扁“海角七亿”被抖落出
来，就辩称有一部分是选举补助结余款。

当然，也有人酸说，新党此举意在博取报纸
版面和民众眼球，甚至质疑可能是假捐赠，不过
是左手倒右手而已。类似言论不值一驳。有人对

“新党化”避之唯恐不及，其实跟公益“逼宫”关
系不大。背后更大的是理念之争。

君子何罪？怀璧其罪。这个“璧”，就是新党
一路走来，始终主张发展两岸关系，追求国家统
一。在涉及两岸政治定位的大是大非面前，从来
没有暧昧含糊过。在反对李登辉“台独”分裂言
行上，一直战斗在前线。作为岛内政坛光谱中的
一环，新党为坚持理念可谓用心良苦。在国民党
败选和士气低落之际，郁慕明提出参选国民党主
席，虽然于规不合，却意在点题泛蓝整合，同时
提醒国民党某些人，要坚持正蓝党魂。而有些政
党，为了所谓政治和选举利益，已经跟绿营眉来
眼去，向所谓的中间路线上靠了。

顺便再说几句。这次“立委”选举，共有5个
政党达到3.5％补助款门坎，民进党未来每年可获
2.6854亿元、国民党可年领1.6404亿元、亲民党可
年领 3974 万余元，“时代力量”也可年领 3721 万
元。对比来看，更觉新党勇气可嘉。有网友直
呛：“想让空心菜捐出来，门都没有！”

“好兴奋要去香港！” 前英国辣妹合唱团成员、足
球明星贝克汉姆的妻子维多利亚日前在其脸谱上发了
一条中英文互译的帖子，公布自己将去香港开店的消
息。没想到，因为中文部分用的是简体汉字，竟遭香
港网友呛声：用简体字就不要在香港开店！

不必对简体字格外敏感

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用起中文，足见诚意，却
只因不分简繁体就遭苛责，这是什么道理？繁简字体
如何取舍，何者更有利于文化传承，加以理性探讨固
然有益，但若将问题泛政治化，强分正宗旁门，甚至
给使用者扣帽子、安罪名，就无理且失礼了。

香港的繁简字之争不止一桩。近日，一些香港媒
体和激进政治组织炒作特区政府将推行“简化字替代
繁体字”，并批评此举“洗脑”。为此，香港教育局特
地在网上发文澄清，从未倡议以简体字取代繁体字，
只是建议学校“先繁后简”，在学生基本掌握繁体字
后例如高中阶段，可酌量学习简体字，以便认读简体
字排印的书刊，拓宽阅读范围。但是，仍有人批评这
是“名义上扩宽学习面，实际是搞内地化”。

香港回归后，按照港人生活方式 50 年不变的要
求，并未像内地一样推广普通话和简体字。但从教育
的角度，香港学生认读简体字，不但可以拓宽阅读
面，未来也能获得更多发展机会。正如亚洲国家和地
区的学生辛苦地学习英语，为的是跟国际接轨，今天
台湾和新加坡、马来西亚多见简体字的使用，为的也
是跟中国大陆市场接轨。而身为中国特区的香港，却
对简体字格外敏感，岂不怪哉？

强分优劣实属浅薄无知

当繁简之争带上了政治暗示、沾染了敌意情绪，
就变成了莫名的较劲。在香港和台湾，有一部分人
宣称“繁体字才是正统”，简体字则是被阉割过的劣
等字体。比如，香港某知名演员以内地不用繁体字

为由，感叹“华夏文明在内地已死”；还有香港激进
反对派以繁体字历史悠久为名，鼓吹“文化优越
论”“文明等级论”。

把繁简强分优劣甚至当作身份标签，只能说太
过浅薄无知。虽然中国推行简体字是民国之后的
事，但大量简体字形源自草书和行书，古代书法家
们早就在使用，并非近代人发明创造。更何况，若
说历史悠久就是正统，则应拥戴篆书甲骨文而非繁
体。繁体固然更能体现造字依据，但简体的方便优
势也不可替代。仓颉造字以来，汉字演进的脚步从
未停过，又有哪一种字体能永以“玄门正宗”“圣祖
遗训”自居？

两个多月前，香港理工大学的“民主墙”贴出一
张内地学生用毛笔写的繁体字“大字报”，上书：“吾
自六岁始学书，先柳颜后篆魏，行草以二王为模范，
金文甲骨亦有涉猎，繁体较之简体，法度严谨端庄大
气，中国书法文化博大精深底坚蕴厚，何长以繁体夸
夸，日日挂于嘴上悬于额前，更何况，你的繁体字还
不如我。”

这位写得一手好字的刘姓学生说，因为看不惯
“民主墙”上有人贬低简体字，才写了这张大字报。
他想表达的是，如果部分香港学生真的以繁体字继
承人而自豪，那就好好地把它传承下去；虽然内地
的官方语言不是繁体字，“但是繁体字我们那里有很
好的传承”。

繁简并行回归实用精神

内地并不排斥繁体字。新中国成立之初，简体字
为扫除文盲立下汗马功劳。而在教育普及的今天，许
多人跟刘同学一样，不乏接触繁体字的机会，文化界
也有恢复繁体字的声音。在学会一种字体的基础上，
认识另一种字并不费力，一个学简体的人首次读繁体
书，依据上下文就能认出大部分繁体字。

在华人社会，繁简体并行不只在理论上没难度，
而且早已成为现实。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2009年提
倡“识正书简”，曾招来绿营猛批，但简体字在台湾日
益普及的趋势却非骂声所能阻挡。除商店、风景区
外，台湾校园一直是简体字“出没”的集散地。2008
年，台湾高雄县和春技术学院判断出两岸未来交流越
来越频繁的趋势，首开大专院校风气之先，将简体字
列入大一国文必修课。随后，许多高校开设起简体字
课程、举办简体字辨识比赛。台北大学的学生说，他
们在上课时已使用大陆出版的简体字书籍。在政治大
学东亚所、台湾大学国发所，研究生看的简体参考书
甚至比繁体参考书还多。

就连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也被发现在写信和做笔
记时使用大量简体字。台北市长柯文哲写给下属的字
条中，“处”字等繁体笔画极多的字，也一样写成简体
字。台湾作家余光中认为，“这是一种生活习惯使
然”。他说，以“台湾”两字为例，所有台湾人书写时
几乎没有用“台”的繁体字，都是用简体。

可见，繁简体并非先天对立，更不应附会政治含
义，学习和使用哪一种，应回归实用精神和开放态
度。兼收并蓄，顺其自然，才是正道。

台湾便利店密度为全球之最，全台
有 1 万多家便利店，平均每 2000 人就有
一家。不过，深深融入台湾居民生活的
便利店近来却遭遇“中年危机”——40
岁以上的消费者光顾次数越来越少，业
界担忧未来便利店发展恐“后继无力”。

便利店的兴盛

台湾便利店兴起于上世纪 80 年代
初。当时，有头脑的商家从美国引进小
型超市的经营模式，取代传统的杂货
店。开放的货架、明亮的店面、全年无
休、食品和日用品一应俱全……但由于
价格稍贵，最初这样的小店吸引力并不
大，家庭主妇还是宁愿东奔西走到各家
固定的店铺采买食品和日用品。经过一
段时间的市场适应期后，省时省力的便
利店战胜传统杂货店小小的价格优势，
受到附近居民特别是生活节奏快的上班
族的喜爱，更有些年轻人三餐日用都依

赖便利店。
目前台湾排名前四的便利店为 7—

Eleven、全家、莱尔富、OK，其中 7—
Eleven 规模最大，已经把分店开到台湾
离岛和大陆。便利店的最大特色是“便
利”：时间便利，24小时任何时间都可以
去买东西；地点便利，学校、医院、地
铁、写字楼，就连阿里山上都有店；商
品便利，便当 （盒饭）、咖啡、鲜切水
果、电池、手机卡、油盐酱醋一应俱
全；服务便利，复印、邮寄、缴费、买
火车票、网购收货，都可以在便利店完
成，几乎涵盖了一个人及一个家庭的全
部需求。

大卖场的逆袭

但近来台湾便利店似乎遭遇“中年
危机”，当年和便利店一起成长起来的一
代人，现在却越来越不爱光顾了。根据
全家便利店的调查显示，与 5 年前相

比，顾客光顾次数普遍下滑，其中，20
岁至34岁的消费者每周走进便利店次数
为 5 次，35 岁至 50 岁之间的消费者 3-4
次，而50岁以上的消费者每周进便利店
只有 3 次。年轻人反而成了消费主力。
这对便利店来说不是好消息，因为台湾
荷包最鼓的消费人群是40岁以上的中年
人及家里的婆婆妈妈，他们的消费需求
也最旺盛。

这群人现在都爱去哪里呢？据台媒
调查显示，40多岁的人购物比较喜欢去
大卖场，那里价格比便利店便宜，而且
商品种类更多。而去便利店，只是买些
矿泉水、电池等急需用品，消费一般仅
为几十元新台币。

便利店的“中年危机”，源于近年来
它的周遭开设了越来越多大卖场、中小
型超市、量贩店。这些地方除了价格优
势，许多业者也打出长时间营业、集点
卡优惠，和便利店抢客源。

不仅如此，台湾现在面临“少子

化”危机，青少年消费群慢慢减少，全
家便利店董事长叶荣廷忧心，便利店未
来不仅要遇上“中年危机”，而且可能

“后继无力”。

销售策略的较量

感受到危机，台湾的便利店开始寻
求解决方案，想办法让40岁以上的消费
者愿意上门光顾。有的业者想出与药局
结合，有的业者调整商品结构，增加生
鲜蔬果、保健食品，通过改变便利店内
的商品结构来增加中年人的消费意愿。
还有的便利店将门市分为“商圈化、分
众化”经营，针对不同年龄层、性别、
工作属性都有对应商品，甚至针对老年
人口较多商圈特设老人专柜。至于能不
能增加客源，仍待观察。

不过，根据台湾超市龙头全联福利
中心分析，便利店与大卖场消费人群的
结构本来就大不同，便利店是以“个人
消费”为主，30 岁左右的年轻客人居
多数；超市则以满足家庭消费需求为
主，主顾多是 40 岁至 55 岁的菜篮族、
家庭的婆婆妈妈，占 30%以上，30 岁以
下人群仅占 9%。因此，便利店也不必
太忧心，坚守自己的特色，生意还是有
得做的。

繁简之争 莫让“乱花”迷了眼
本报记者 王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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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党的“大手笔”
王大可

台湾便利店遭遇“中年危机”
雷 蕾

《文字改革》 丰子恺作

黄敏惠等四人登记
参选中国国民党主席
本报台北2月22日电（记者陈晓星） 中国国民党主

席补选登记22日截止，国民党代主席黄敏惠、台湾地区
立法机构原副负责人洪秀柱和两位民意代表陈学圣、李
新完成参选登记。

国民党文传会表示，即日起到 25 日审查候选人资
格，党主席补选选举监察委员会将于 26 日开会确认并
公布审查结果，有效连署至少要达到 9600 份才能成为
候选人。

据岛内媒体报道，黄敏惠办公室 21日称，黄敏惠目
前联署达 6万份；洪秀柱办公室 21日表示，这次联署数
字将超越“总统”初选，约有7万份。陈学圣和李新二人
同日各自透露，联署已突破2万份和2.5万份。

国民党原主席朱立伦于 1 月 18 日正式辞去党主席职
务。根据 《中国国民党主席选举办法》，党主席缺位时，
须于3个月内选举新主席，补足原任所遗任期。

台湾舆论指出，此次国民党党主席补选，国民党内
会有一场关于路线和方向的讨论，从补选结果可观察国
民党如何看待败选和未来的发展走向。

台青年创客上演“元宵汇”
本报北京2月22日电（记者任成琦） 由新华网主办

的第三期“台港澳青年创客分享会”，2月22日下午在新华
网全媒体播控中心举行。由于恰逢元宵节，“第一里路”和

“太妃堂”两组以台湾青年为核心的创客团队上演了一场
精彩的“元宵汇”，通过“微路演”的形式分享他们的项目、
心得，并与来自创投和企业界的导师团队现场交流。

大陆采购商想要拿到台湾的产品，不知从何找货
源，而台湾品牌商想要进驻大陆，却又不知该与谁合
作。“第一里路”出现，就是想要解决跨境电商的这些痛
点，以互联网思维整合传统贸易中的碎片与低效，降低
跨境交易成本。而太妃堂则是一家结合YY网络语音平台
的文化传媒公司，主要通过在线视频互动方式打造“网
络红人”，是首家在大陆注册、通过互联网连接两岸文化
交流的台资网络语音平台。

为帮助港台青年在大陆这片创业创新热土茁壮成
长，新华网携手顶新公益基金会，于 2015 年 8 月推出

“台港澳青年创客大陆成长记”系列活动，通过集成专题
报道和线下活动等形式，为港台青年创业创新搭建沟通
桥梁和推广平台，迄今共成功举办3期分享会。

2月 22日，一
年一度的台湾平溪
元 宵 祈 福 灯 会 举
行 ， 1600 盏 “ 天
灯”在数万民众的
欢 呼 声 中 放 飞 夜
空，祈福新年风调
雨顺、平安幸福。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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