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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四月初八的澳门最热闹，每年的这一天澳门都有鱼行醉龙节和谭公诞等
多个民俗活动。今年也不例外，从早到晚，一系列庆祝活动将澳门小城变身为民
俗嘉年华。

鱼行醉龙节源于几百年前的广东省香山县，是澳门渔业行会的传统节日，并
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今年的庆典于四月初八 （5月14日） 9时在澳门议事亭前地举行，首先是醉龙
醒狮表演。与大众所熟悉的多人舞动一条长龙的舞龙形式不同，澳门的醉龙只有
龙首和龙尾两个部分，用坚实木料制成。在首尾配合默契的同时，表演者可以一
边舞龙一边喝酒，舞步似醉非醉。

主办方澳门鲜鱼行总会还邀请了来自一些国家和地区的6支龙狮舞队，他们
有的架起“叠罗汉”，有的玩起“滚地龙”，还有的转起“人力风车”。见惯了龙狮
表演的澳门民众都看得聚精会神，连声喝彩。

表演结束后，鲜鱼行的醉龙队伍和6支龙狮舞队顺着传统路线，巡游穿越澳
门的古老街巷。巡游路线上的鱼档、饭馆等商家会提前在门口摆放啤酒和红纸条
捆好的蔬菜。醉龙队伍经过时，会停下来即兴表演。舞者往往会手持龙头，猛喝
一大口酒，对着天空聚力喷出，寓意龙行喷水、风调雨顺。

过了11时，醉龙巡游队伍才掉头返回。此时，在澳门的另一端，庆祝谭公诞
的巡游活动也已准备就绪。谭公是深受澳门、香港和广东渔民尊崇的海神之一，
澳门民众在路环的谭公庙附近通过巡游、祭祀和上演贺诞粤剧等方式进行庆祝。

和上午传统的醉龙等民俗相比，路环巡游更像中西文化的“混搭”。走在最前
面的是龙狮队，然后是《西游记》中的师徒四人，后面紧跟着边走边舞的葡萄牙
土风舞团，接着是吹吹打打、丝竹声声的传统民乐团，其后还有澳门童子军乐队
和少数民族服饰队伍等。

观众们对“混搭”的效果表示满意，不时对其中的熟人挥手致意，大声招
呼。“孙悟空”和“猪八戒”更受到了小朋友们的重点关注。

下午 4时，议事亭前地又开始了第三场庆典——庆祝佛诞节。活动由澳门佛
教总会和其他多个佛教团体举办，包括诵经、义卖等慈善环节，并举行了“浴
佛”活动，信众们手持木勺用水浇洗佛像，寓意净化身心。

前来浴佛祈福的信众络绎不绝，等活动结束时天色已晚。不远处的营地大
街，鲜鱼行扎起了竹楼，继续上午醉龙巡游后的武术表演。远在城市另一端的谭
公庙前，还在上演庆贺谭公诞的粤剧。澳门沉浸在“四月八”的吉庆氛围中，缓
缓入夜。

（据新华社澳门电）

摩托车在台湾被叫作机车，从都市到乡村
都是道路的主角，台湾有“机车族”，还有一个
政党叫“机车党”。身处台北，经常感慨幸亏台
北人有严守红绿灯的习惯，否则那些呼啸的机
车长队令人不敢举步。据最新的统计数字，台
湾共有机车1366万辆，几乎每位适龄驾驶者都
有一辆机车，这还是 9 年来的最低数字。在绿
色环保观念的压力下，台湾管理部门一直力推
机车减量，但老百姓对机车的需求却一直未
减。不减机车，影响环境；减幅太大，“机车
族”反弹。机车问题一直很纠结。

近日，网络叫机车的软件悄然兴起，令机
车的纠结又成了新闻话题。

出租机车

在大陆，如果你用手机叫车，来的一定是
辆汽车；而在台湾却不一定，因为叫机车的软
件已经投入使用，因此，手机叫车、来辆机车
并不新鲜。其中“Let’s Ride”APP走共乘省钱
路线。类似叫出租车的软件，只要你提供出行
的起、止点，便能有顺路的车主接送，起步价
35 元 （新台币，下同），每公里加 10 元。这款
软件的经营者介绍，他们先在公共交通不便的
新北淡水的学生中试运营，现已运营 1 年，有
200多名机车主加入，1.5万人下载了软件，每
天接单超过30张，而且有六成回头客，证明这
项服务被市场接受。本月他们会将服务扩大到
新北市、台北市，机车主也不再限于学生身
份，现在已经有近千车主提供了个人信息准备
加入。

一北一南，台南市有个出租机车的网络平
台，车主提供车况信息，自行决定租金，短期
使用者可上网选车，与车主直接见面或通过网

络经营者代租代还。相比在市内一天 700 元至
900 元的汽车租金，租辆机车每天最高 300 元，
一小时四五十元，深受旅行者的欢迎。

法规空白

虽然出租机车商机大好，但据台湾现行规
定，较起真来却有违法之嫌。台湾规定如机动
车投入营业必须要商业登记、取得运输业营业
执照，否则便是违法运营，可处 5万元至 15万
元罚款。但现有规定只针对汽车，机车投入营
业尚无法规可依。既然无规，可解释为不违
法，但也可解释为未经核准而营利形同违法，
台湾公路局表示如果认定车主有收费营利事
实，搜证后可开罚，并可扣牌照 6 个月。但如
果车主强调并非运营，而是共乘共享的“拼
车”，这事就有点说不清楚了。

台湾的“机车族”们强调，主管部门不能
只喊“机车减量”，要正视机车“所向无敌”的
现实，环保不该只看机车数量，应参考车辆发
挥的实际作用来分析，机车的“共乘共享”也
能达到环保效果。法律专家认为，现在关键是
要着手为机车运营立法。但立法需要时日，且
有些难以操作的细节，比如汽车投入运营时驾
驶员要考难度较高的职业牌照，如果机车投入
运营，职业牌照的标准怎么定？机车的危险度
高于汽车，如果投入运营发生交通事故，造成
搭乘者的人身伤亡，法律如何界定责任与惩罚？

纠结难解纠结难解

一方面为了环境要推减量，一方面除了代
步又冒出来了经营，机车的纠结在台湾一时难
解。主管部门坚持鼓励老百姓多使用公共运

输，改变出行习惯。并与地方合作推动各项公
共运输发展方案，以优惠手段促使人们选择公
交出行，减少私人运具的使用率，至少不再让
机车数量增长。数字显示，主管部门的努力收
到了成效，台湾公交的载客量比 7 年前增加了
二成，机车的数量也在下降中。

但目前台湾仍有七成人不习惯搭乘公交，其
中近一半选择机车，有学者指出，应理性看待各
种交通工具，在城市和乡村，每种交通工具都有
适合的环境，现在喊机车减量，要以公共运输代
替，但偏远地区仍依赖机车。管理部门要因地制
宜，建立均衡运输系统，不能口号式管理，而要平
衡环保、安全、空间使用率、交通高峰等因素，引
导不同的交通组合。当交通完善，老百姓自然会
选择合适的出行方式，机车自然减量。

至于机车运营，大多数学者认为禁不如
管，既然已经有需求，市场已经选择了机车，
而且“共乘共享”也合乎环保精神，主管部门
就应该管起来，有关办法要尽快出台，比如驾
驶人资格、收费与载客标准、事故责任等，要
有规可依，同时要制定机车职业驾照、机车安
全性检验和保险措施等规范，这样才能将机车
运营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

机车，减不减？运营，禁不禁？这是个难
题，考验管理部门的智慧与能力。

香港旅游发展局表示，香港旅客数字持续下跌，为
吸引游客赴港，旅发局本年度将投入 5600 万港元发展
网络媒体，75%投放于海外市场，25%用于内地市场，
推广香港特色餐厅或景点，展示香港文化生活，塑造旅
游城市形象，刺激旅客赴港冲动。

据介绍，香港旅发局官方网站浏览量已近 9000 万
次，去年推出的“香港在地人带路”手机软件，下载量
达 24万次，社交媒体新浪微博、腾讯微信等粉丝数目
已超过570万。

为让更多人通过网络对香港产生兴趣，旅发局与一
些大型旅游评论网站合作设置香港专页，详细介绍特色
景点、酒店等。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游客通过网络资讯规
划旅游行程，选择旅游目的地，虽然网络上有关香港的
旅游信息很多，但一些小型但地道的餐厅、景点还没上
网。旅发局希望通过香港专页推广一些深度游景点，也
让一些特色店铺上网自我介绍，与网友互动。

香港的旅游元素的确有待优化，比如饮食，煲汤、
清淡、海鲜、点心……这些既是香港的特色，也合乎养
生健康潮流。数据显示，香港女性及男性的平均寿命分
别增至86.7岁和81.1岁，均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一。
有人将此归功于香港烹调以蒸煮最多，保持食物本身
营养。香港的煲汤采用各种中药，夏天清心去火，秋
天滋补润燥。香港人的早茶、午茶和晚茶，也合乎

“轻食”的新概念，而凉茶也有助于预防疾病和加快病
后康复。有了这些深度的介绍，相信香港饮食的魅力将
大力提升。

台湾的街头艺人是要严格考试、持证表演的，人人都有技艺在身。但台
湾《联合报》近日报道，这些街头艺人却难以得到尊重，反映社会的文明程
度有待提升。

现代都市大多匆忙冷漠，人来人往的购物中心、地标建筑附近，有街头
艺人弹唱、杂耍、画像，为都市增添了色彩与温度，也彰显着城市的个性。
台湾的街头艺人考照不易，不少歌星都出身街头，陈升、张震岳都有街头歌
手的经历。但考取执照后的生涯却越来越艰难，不仅生存不易，而且自尊不
保。

据报道，台南市最鼓励街头表演，具体表现为考照相对容易，成功率有
七成，近4年共发出近500张执照。执照3年要审核更换一次，可叹换照率
却不到三成。街头艺人表示，台湾还没有给街头表演付费的习惯，就算在人
来人往的商圈表演，总是围观的人多，投钱的寥寥可数，能靠表演生存的艺
人大概只占5%。这还不算，街头艺人还会被粗鲁对待，令不少对这一行满
怀憧憬的艺人很快就退出了。

一位 28 岁的街头艺人接受台湾记者采访时说，他定期在嘉义、台南、
高雄表演，尝试以魔术和观众互动，带动快乐气氛，但有人向他丢烟蒂，还
有人把垃圾直接扔入他的钱箱。即使付费，也有人嬉笑着从远处投掷，仿佛
是在嘲弄，更有不少像施舍的举动，让他深感挫折。一位大学生也考取了执
照，原本想既勤工俭学，又增长社会经验，还可传承民俗，没想到表演时有
小孩子来抢他的道具，家长也不制止，还有的成年人直接踢倒他隔离表演区
的标识，让他原本的热情无奈冷却。

台湾有街头艺人发展协会，为街头艺人争取表演空间和权益，也组织出
色艺人去世界各地展示才艺。但街头艺术的发展有赖于整体社会环境的认可
与尊重，这需要社会具有足够的文明程度，非一朝一夕所能达成。

据香港 《文汇报》 报道，本周，一对猪兄弟在香港警察护送下慢条斯理
穿过闹市，令人联想到童话故事 《三只小猪》 实景上演。原来，这是山上野
猪夜里到海滨公园觅食，就近在草丛中睡到天亮。这对猪兄弟被市民发现后
也很淡定，“起床”了也不急于离开，反而施施然四处散步。

接到市民通报后，香港警察马上抵达现场，警察评估强行驱逐这对兄弟
会惹恼它们，于是手持盾牌为它们开路，将之引导至山下，让它们回到自己
的地盘——香港仔水塘山头。此行吸引不少市民围观随行，成为都市里有趣
又温馨的一幕。

台港澳周末台港澳周末

四月初八·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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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台缘博物馆是展示台湾与大陆历史渊源关系的国家一级博物馆，
坐落于福建省泉州市西湖畔，2006年 5月正式对外开放。博物馆采用闽
南传统建筑工艺，全面展示了海峡两岸在地域、血缘、文化、建制沿
革、商贸往来、宗教信仰和民俗风情等方面的历史关系。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与文化景观”，闽台缘博物馆18日推
出《闽台缘：2006—2016》《缘源相汇——闽台传统建筑文化撷萃》两个展
览，以期吸引更多公众走进博物馆。博物馆日当天，海峡两岸多位藏家向闽
台缘博物馆捐献了文物和谱牒文献资料。海峡两岸和谐文化交流协进会会
长陆炳文捐赠了台湾诗人余光中亲笔题写的“妈祖福安”平安米罐，该罐将
大陆与台湾的平安米融合，寓意“两岸一家亲、共圆中国梦”。

在博物馆看“闽台缘”
朴 子

在博物馆看“闽台缘”
朴 子

鱼行醉龙节的舞醉龙。

谭公诞当日谭公诞当日，，金龙金龙、、醒狮加入醒狮加入““光辉路行四月八光辉路行四月八””巡游巡游。。

（照片取自澳门
旅游局官网）

台北的机车阵。
新华社记者 王庆钦摄

手机叫车 来辆摩托

台湾台湾““机车机车””很纠很纠结结
本报记者 陈晓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