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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拍文化流行的当下，动漫人物也忍不住来
凑热闹。在香港，首个以自拍为主题的动漫海滨乐
园日前在湾仔金紫荆广场旁开园。乐园共展出 30座
当地原创动漫角色雕塑，包括老夫子、王小虎及丁
丁企鹅等，还设有多个独具特色的港漫场景。游客
可与动漫角色过招合照，乘坐香港特有的“叮叮
车”，体验港式擦鞋及游戏“跳飞机”等。

合影有助于宣传港漫人物

香港动漫画联会理事温绍伦在乐园开幕礼上
说，虽然自拍已非常普及，但与漫画人物自拍的机
会在香港却是前所未有。合影照片有助于宣传香港
的漫画人物和创意产业。部分漫画角色还有全新造
型，其中加入了香港特色。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樑称
赞道，该乐园独特之处在于雕塑设计的趣味性和互
动性很强。

苏锦樑说，香港动漫海滨乐园的设计概念凸显
了香港地道的情怀元素，例如港岛的“叮叮”电
车、茶楼的点心、很多小朋友都玩过的“跳飞机”，
还有香港人喜欢的麻将局等。本地的游人对此一定
有共鸣，而对于外地游客，也能让他们对香港有更
深的感受。

漫画业体现香港打拼精神

苏锦樑说，乐园展示香港动漫业的作品和成
就，也为湾仔增添特别的景点。湾仔区与很多动漫
画家有密切关系，乐园串连湾仔“玩具街”和茂萝
街的“动漫基地”，提升了该区域对旅客的吸引力。

乐园主办方、香港动漫画联会会长黄玉郎说，
湾仔是香港动漫的发源地，希望乐园给参观者留下
难忘印象。有“香港漫画之父”之称的黄玉郎 13岁
入行，他回忆起自己第一份工作即在湾仔的 《时代
漫画日报》，而当时的湾仔也已有七八家漫画社。

黄玉郎说，香港漫画不只是广为人知的动作漫
画，也有很多其他类型作品。漫画业发展呈现“百
花齐放”的状态，体现了香港的打拼精神。

温绍伦说，乐园雕塑经过专业选择，很好地展

现了香港文化。乐园项目将持续3年，每月会由专人
对雕塑进行清洁。当出现台风等恶劣天气后，也会
安排对雕塑的维修保养。

在香港漫画史之中穿行

从贴近市井生态的 《老夫子》《麦兜》，到经典
武打漫画《中华英雄》，无论风格如何，都可从中体
味港式文化的意趣。在动漫海滨乐园中穿行嬉戏，
观看展览、与动漫人物尽情合照，也是在感知香港
的漫画史及当地文化。

据苏锦樑介绍，香港动漫业历史悠久，蜚声国
际，更融入生活。由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抗战英雄
漫画，发展至 60年代 《老夫子》 和 《十三点》 等作
品的“百花齐放”年代；再到七八十年代，黄玉郎
和马荣成的作品将香港动漫推向国际；在 90 年代，
香港漫画更以不同文字版本发行世界各地超过 12个
国家；而现代动漫家的作品如“白熊和男孩”和

“马仔”等，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好朋
友”。

苏锦樑说，香港动漫海滨乐园堪称跨行业协作
的示范。该项目通过展示香港动漫业的作品及成
就，为本地及外地访客提供饱含趣味的景点，从而
推动旅游业的发展。“实在是动漫业、旅游业及旅客

‘皆大欢喜’的协作项目。”

憨态可掬的玩具企鹅，可以变身成多
用途螺丝刀；炫酷的左轮手枪浮雕，打开
却是笔记本……近日举行的台北文博会，
各种既是生活用品又是工艺品的茶具、家
具、文具和玩具，让文艺青年们爱不释
手。台湾的文创产业走过 20 年，已经融
入生活，成了“小确幸”的源泉之一。

第二眼美女

“没有了创意，生活就是一杯白开
水。”专程来参加此次台湾文博会的中国
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在一
场演讲中如是说。

这句话可以用来解释文创产业为什么
会存在。同样是喝茶，用一次性纸杯和紫砂
壶感觉截然不同，温饱之上，人有更高层面
的精神需求。文创就是用创意将文化融进
日常，让生活摆脱“一杯白水”的乏味。

从本次文博会的各个分主题，能看出
文创与日常生活的亲密关系。文博会有 3
个场馆，其中华山文创园的展区分为 4 个
主题，分别是“品东风”“食日常”“茶文化”

“倚生活”。“品东风”意指品味中国风，内容
则是台湾茶文化，千姿百态的茶具、上百种
台湾茶有序陈列，只为让喝茶的人赏心悦
目；“食日常”是日本饮食主题，一碗一筷都
执著于禅意的静美；“茶文化”是英国主题
馆，西式的茶具、木质家具别有一番风情；

“倚生活”则是丹麦主题馆，以创新设计、质
感器物创造融合历史文化与现代美学的切
身体验。

台湾年轻人流行“小确幸”，意指追
求小而确实的幸福。姑且不论这种观念是

否欠缺进取心，文创给台湾人的生活增添
了美与幸福感，却是确定无疑的。

“朕知道了”怎么来的

台湾从上世纪60年代经济起飞，到90
年代富到“钱淹脚目”，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逐渐成为社会普遍的观念。1995 年，台湾

“文化产业研讨会”将文化创意产业的营造
意识扩展至全岛，台湾的文创产业由此正
式起步。

20 年来，台湾文创业获得长足发展，
产值由2002年的4352.6亿元 （新台币，下
同） 增长到 2013 年的破万亿元，创造了
4.3万个就业岗位。

台北故宫是台湾文创产业化最成功的
代表之一。贴下一张印有康熙朱批“朕知
道了”的胶带纸，霸气、文艺和卖萌的感
觉瞬间爆棚。这类文创礼品，台北故宫去
年卖了7亿元。

庞大的文物图档数据库是台北故宫的
创意源泉，在此基础上，台北故宫建立了
几种高效的商业模式，其中之一是与 90
多家厂商合作，通过招标指定厂商设计制
造某类产品，或厂商在征得同意下自行设
计，产品著作财产权归台北故宫所有。包
括“朕知道了”胶带在内，八成礼品是以
这种模式制造出来的。

诚品书店是台湾文创产业的另一个招
牌。陈设典雅的书店里随处有座椅，木地板
上也可随便坐，有的分店可以 24小时免费
读书，配上咖啡、艺文空间、有格调的文创
商品，再加上每年多达数千场的演讲与展
览，诚品在实体书店没落的当下另辟生天。

天青色等烟雨

“生活美学”的
普及，是台湾文创得
以盖起高楼的地基。
狭义的文创业者或
许是指莺歌陶瓷、琉
璃工房、珐琅瓷等商
家，但其实绝大多数
商家乃至老百姓都
离不开文创，在寻常
巷陌里随便一逛，看
一看民宅门口花木
的摆放和店家的装潢，都能感受到一颗颗
文创的心。

台北的明星咖啡屋，墙上、桌上满是
老照片，记录着白先勇、三毛、黄春明、
周梦蝶们流连的身影；永康街的每一家特
色餐馆，都有自己的故事和格调；宜兰
郊外的露天小院，提供意想不到的创意
料理，陶瓷餐具皆由店主自己烧制；桃
园县的田野旁，日式木屋被改造成独立
书店，店名是“晴耕雨读”；深山里的
食养山房，成了茶人饕客的圣地；高雄一
家不起眼的卤味店，也会在墙上贴一张巨
大的黑白照片，那厨师身后探出半个头的
孩子，正是 40 年前的店主；岛内大大小
小的民宿，各有新奇卖点……

台湾文创取得成功，离不开人才的培
育。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联盟协会创会理事
长林磐耸教授在此次文博会上说，“人才
是关键”，台湾自 2003年便有文化创意产
业推动计划，制定了“大学校院艺术与设

计领域人才培养计划”，相关人才参加各
种国际设计大赛并获得大量奖项。有了人
才，再将“设计力”转化为“生产力”，
把设计作品商品化、设计创意创业化，就
可实现创意与经济的互动。

另一个值得借鉴的经验是台湾文创的
“在地化”思路，它强调保存传统和地方
魅力，发掘地方创意与特色。在此思路
下，台湾发展出三义木雕、美浓纸伞、白
米木屐等地方特色产业。新竹市为发展米
粉、贡丸和玻璃三大传统产业，每年会举
办米粉拉长活动挑战世界纪录，另举办国
际玻璃艺术节，还提出“孝敬父母，就给
他们买贡丸”的概念。

追根溯源，中华文化是台湾文创最深厚
的土壤。台湾歌手周杰伦的中国风系列歌曲
大受年轻人追捧，跟台北故宫礼品的畅销一
样，都是因为巧妙地运用了中华文化元素。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当传统文化
与现代性不期而遇，就成了美丽的风景。

本报台北5月3
日电 （记 者王平、
吴储岐） 新党今天
公 布 一 项 民 意 调
查，显示有近五成
民众认为若受害人
及犯罪证据都不在
台湾，应将嫌犯交
台湾以外的地区侦
讯 ， 仅 33% 的 受 访
者认为应该优先遣
送回台侦办。

根 据 新 党 委 托
普罗民调公司所做
的 民 意 调 查 ， 有
93.1%的民众认为台
湾诈骗集团在海外
进行跨国诈骗已严
重 伤 害 台 湾 形 象 ，
对于这些嫌犯被遣
送回台后多是无罪
释 放 或 是 轻 判 ，
61.6% 的 民 众 认 为

“ 台 湾 法 律 没 有 公
义 ”、 30.9% 认 为

“政府无能”、22.2%
认为“台湾丢脸”，
还有 12.6%认为“先
遣送回台最重要”。

另 外 ， 有 49%
的民众认为若受害

者与犯罪证据都不在台湾，台籍嫌犯
应交台湾以外地区侦讯，这样才能防
止跨国电信诈骗。而交叉分析发现，
学历越低的受访者赞成回台侦办的比
例越高，初中以下学历者有38.5%赞成
嫌犯回台，高于不赞成的36.6%。

新党主席郁慕明表示，新党赞成
将台籍嫌犯遣送大陆侦办，因为受害
者都在大陆，而且送回台湾后却轻
放，等于是鼓励犯罪。他表示，两岸
应该加强司法互助，最要紧的是追踪
诈骗资金流向，把钱还给受害者。

本次调查以电话随机访问 20 岁以
上台湾民众1078人，抽样误差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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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美学入人心 中华文化是依托

台湾文创业何以火爆
本报记者 王 平 吴储岐

凸显香港情怀 回溯港漫历程

香港迎来首个自拍主题动漫园
俞 晓

香港首个以“自拍”为主题的动漫海滨乐
园日前开园。 （资料图片）

香港首个以“自拍”为主题的动漫海滨乐
园日前开园。 （资料图片）

今年 50 岁的凝聚态物理学博
士“盖”来自英国伦敦，中国友
人称他“盖博天”。今年 43 岁的
王代平来自中国台湾，习惯别人
称呼他的英文译名——“八月”。

2012年末，曾在世界 500强企

业担任高管的两人辞去自己的工
作，和几位陶瓷匠人共同在江西景
德镇三宝瓷谷开办陶瓷工作室。

谈及未来，陶瓷“老男孩”
共同表示，“我们希望今后别人看
到我们的产品，能看出我们是花

了时间和心力去设计、研究和制
造的，进而认定这是一个能够把
大自然的美融入生活的品牌。”

图为“八月”（右）和“盖”在工
作室内测量新设计的陶瓷作品。

新华社记者 胡晨欢摄

陶瓷“老男孩”的工匠情怀

新华社台北5月3日电（记者李
来房、陈键兴） 一辆载有200多名乘
客的科普专列3日从台北出发，开始
为期4天的环岛旅程。这是台湾首次
以环岛列车形式进行科普宣传，车上
的乘客多为中小学师生。

“台湾科普环岛列车”是今年台
湾公众科学周 （日） 活动的一部分。
列车沿途将经过 17 个县市、19 个火
车站。在台北火车站举行的开幕式

上，来自台北的中小学生演示了“电
浆球”、通过 APP看分子立体结构等
科普活动。

据了解，学生们在专列上将在老
师设计指导下，获取与在平地上不同
的科学实验体验，并与乘客互动。
到达下一站后，将有当地团队在车
站进行创意科学实验和表演。此次
科普活动的指导教师来自台湾多所大
学的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和食品

科学系等。
活动总召集人、台湾师范大学科

学教育研究所教授邱美虹说，近年来
台湾食品安全事件、粉尘爆炸事故等
的发生，说明提升公众科学素养已是
刻不容缓的课题。“科普环岛列车”
活动旨在引起学校在科学教育中重视
动手实验并进行探究活动的必要性，
也希望进一步促进大众对科学认知的
重视以及对科学社会性议题的关心。

台湾首次举办“科普环岛列车”活动

台北阳明山麓、外双溪畔，“素书楼”见证一代国学
大师钱穆的晚年生活点滴。钱先生寓此22年，著书30余
册，开课17载，小楼客厅成为孕育一代学人的文化园地。

笔者日前沿外双溪，走进东吴大学校园，探访钱穆
故居。小院敞着两扇朱门，上题“素书楼”，正是钱穆遗
墨。门后曲径通幽，拾级而上，枫树夹道，修竹相迎，
尽头即是一座二层小楼。

“一园花树，满屋山川，无得无失，只此自然。”这
是钱穆对“素书楼”的描画。据了解，庭院里一砖一
石、一草一木都是钱穆夫妇入住后亲手营建种植。经过
多年经营，一片荒地化为松竹挺立、枫梅横斜、鸟语花
香的典雅园林。

1967 年，钱穆偕夫人从香港迁居台北。为纪念母亲
生养之恩，钱先生以无锡故里母亲所居“素书堂”命名
这处居所。1969 年，他受邀担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历史研究所教授，开始在家中授课，每周讲2小时。

在“素书楼”，笔者见到钱穆晚年弟子、台北艺术大
学名誉教授辛意云先生。他身穿藏青色中式短褂，正在
准备下午的论语课堂。

辛意云 25岁师从钱穆，一直陪伴至先生去世。他清
晰地记得当年上课的情形：客厅里挤满了人，最多时有

四五十人，有的学生只能站着听讲。课堂上，先生讲论
总是神采飞扬，抑扬顿挫，说到激动处还会拍桌子，加
上他浓重的无锡口音，往往会让初来者吓一跳，误以为
先生脾气大。听下去，就发现先生言辞风趣，性情随
和，不随意褒贬他人。听久了，更为先生的人格魅力深
深吸引。

如今，客厅里桌椅、沙发、字画基本保留了原貌。
供桌上立有朱熹雕像，墙上挂着朱熹所书的“静神养
气”“立修齐志”以及“读圣贤书”碑刻拓片制作的对
联，可见钱穆对朱熹和宋学的推重。

沿楼梯而上，墙上挂着钱先生授课、访学和日常生
活的照片。一支烟斗、一件长衫，或静坐或吹笛或读
写，一位儒雅厚重的学者形象展露无遗。1986 年，钱穆
在这里为弟子们上了“最后一课”，并留下最后的赠言：

“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那天学生环坐聆听的
情形，如今也定格在墙上的照片里。

钱穆 1895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8岁因家境困难自高
中辍学，在家乡的小学和中学任教，同时自学不倦，成
就大学问。“先生生于忧患，一生为‘中国会不会亡’这
个大问题所驱使。”辛意云说，先生一世都在中国的历史
和文化中寻找答案。 （据新华社电）

“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台北“素书楼”上忆钱穆
章利新 陈键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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