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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港澳周末

花朵盛开，蝴蝶自来。造物为地球安排下的这美
好一幕濒临绝迹。夏天已至，但您已经有多少个春夏
没看到彩蝶飘飘了？台湾曾有过“蝴蝶王国”的美名，
有超过 400种蝴蝶的历史记录。可惜，现在这些只归
于“历史”。虽然台湾正在全力“抢救”蝴蝶，但经过漫
长的自然进化产生的物种，一旦灭绝，有再高的科技
再多的金钱也换不回来。蝴蝶，百年来饱受滥捕滥
伐之痛，难再飞入花丛。

蝴蝶不只是风景的装饰，作为生态环境的一环，
它肩负为植物传粉、同时成为其它物种食物的使命，
这一环如果断掉，会引发一系列我们尚难以预估的问
题，正如科学家所言：亚马逊丛林里一只蝴蝶扇动翅
膀，会引发几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龙卷风。

1张订单1千万只蝴蝶

台湾“蝴蝶王国”是如何失落的？滥捕加上滥伐。
百年前日本殖民统治者领略了台湾蝴蝶之美

后，便以捕尽扑绝的方式将蝴蝶运往日本。南投埔
里镇是蝴蝶的集散中心，小小镇上有 40多家蝴蝶加
工作坊，成卡车的蝴蝶从台湾各地运来，在此被分
成三级，一级制作标本，二级做观赏蝴蝶，三级做
贴画——五彩闪亮的蝴蝶翅膀可贴成婚纱照和世界
名画。埔里的木生昆虫博物馆至今展出当年的蝴蝶
贴画，有著名油画 《拾穗》《拿破仑越过阿尔卑斯
山》等，其逼真技艺令观者惊叹。

除了贸易，日本加紧对台湾蝴蝶的研究，每年
暑假都有日本师生到台湾观察蝴蝶、采集标本。日
本人在埔里设置“特产株式会社”，专门收集蝴蝶标
本送往日本的昆虫研究所。日本学者根据埔里的标
本发表了“朝仓凤蝶”“朝仓小紫蛱蝶”等新物种，
在国际上取得了生物学研究的荣耀。与此同时，台
湾的孩子们却被置于看见蝴蝶只知“五毛、三块”
的境地。在年底就划分地盘，待蝴蝶羽化，人手一
只捕网，捕到蝴蝶去换钱。有的孩子跟着家长到山
里露宿捕蝶，累到跪倒在地也不停手，因为蝴蝶就
是生活费和学费。

后来，美国也加入了台湾的
蝴蝶贸易，上世纪50年代，美国沃
尔玛公司下了一张订单，数量为
1000 万只蝴蝶。到上世纪 70 年
代末，台湾的蝴蝶品种和数量俱
已衰落。随着环保观念和替代品

的兴起，日本、美国的蝴蝶贸易量走低，捕蝶人群减
少。但台湾随后兴起的水果、茶叶、槟榔种植热潮，又
将大量原生树林和植物砍伐铲除，蝴蝶的家园被经济
作物覆盖，台湾蝴蝶的美丽冻结进标本。

恢复原生植物

台湾近些年在“蝴蝶王国”的废墟上努力重
建。重建不是政策、资金加专家就能达成，首先要
通过生态教育改变人们的观念。南投县是台湾的

“蝴蝶县”，山地丰富的植被和清澈的溪水是蝴蝶的
“产床”，南丰社区曾是捕蝶“重镇”。现在台湾博物
馆带着纪录片 《展翅的生命力：迷雾森林里的活宝
石》 到南丰的小学校放映，给孩子建立爱护蝴蝶的
观念。也有基金会在这里设立生态课堂，说服捕蝶
人转型成为生态导游，带人赏蝶谋生，并逐渐将此

地的捕蝶经济向生态旅游方向转化。
此外，还要恢复蝴蝶孵化所需要的植物，大多

是些外形不好看的本地草，比如乱如杂草的台风草
便是黑树荫蝶的产床。有志愿者在台北市剑南路辛
苦种植三线蝶、台湾黄斑蛱蝶等赖以维生的草种，
维护了 5 年，产生了 100 多种蝴蝶。只是这些草不断
被批评为杂草，还会被除掉，志愿者要不断补种，不断
重复讲述植物不仅是观赏的，也是生态环境中的一
环，草是蝴蝶的“月子中心”。如果只贪图植物外形的
漂亮，甚至盲目引种外来物种，会令当地其他物种比
如蝶、鸟无家可归、无食可吃，面临灭顶之灾。

赏蝶成为流行

台湾的蝴蝶“旺季”是端午前后，据台湾媒体
报道，经过多年努力，现在已经有不少地方蝶影重
现。昔日高雄美浓的“黄蝶翠谷”又见黄蝶纷飞，
过去日本殖民统治者为了制造枪托和枕木，曾在此
地广种铁刀木，铁刀木是黄蝶幼虫的食材，这里便
形成了黄蝶景观。近些年此地恢复黄蝶所需的植物，
黄蝶随之起舞。

苗栗竹南滨海游憩区有斯氏紫斑蝶现身，邻近社
区推出导游解说服务，跟着导游赏蝶，不只带走几张照
片，而是了解了紫斑蝶这个物种的前世今生，增长了生
物知识。彰化县溪湖镇的志愿者在东螺溪畔历时3年
打造了一条赏蝶小径，志愿者模拟蝴蝶繁殖所需的环
境，成功再现小紫斑蝶、孔雀蛱蝶、黄蛱蝶、垦丁小灰
蝶、竹红弄蝶等30多种蝴蝶，成为赏蝶者必访“秘境”。

云林古坑的皇蛾今年也复育成功。皇蛾分布在
中海拔地区，蛾翅为红褐色，末端状似蛇头，可恫吓天
敌，又称蛇头蛾。皇蛾展翅能达到二三十厘米，且花
纹华丽，从日据时期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都是日本
商人收购的抢手货。后来台湾禁止蝴蝶出口，但皇蛾
也绝迹野外，还是云林曾经的捕蝶人在自家土地种植
姜母树、茄冬树，设置木凉亭，营造适合皇蛾的环境，
才令皇蛾重现人间。

当 蝴 蝶 远 去 ， 赏 蝶 ，
成为台湾的新流行。流行
带动了社会对蝴蝶这个物
种的关注与保护，希望这
种关注发端于对环境的科
学认识，而不是新一轮的

“看见蝴蝶如见钞票”。

“蝴蝶王国”扛不住捕与伐
本报记者 陈晓星

“蝴蝶王国”扛不住捕与伐
本报记者 陈晓星

蝴
蝶
贴
画

虽然从香港到北京工作已经8年了，一开口，曹肇棆还是要说：“辛
苦听我的‘港普’啦。”

语言是横在每个“北漂”港青的第一个坎儿。在华尔街工作多年的
香港女青年李恩佑2008年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北京，语言成为她融入内地
的最大障碍。为此，她给自己买来许多中文书籍边看边读边写，每天定
时练习普通话和书法。两年后，她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了。

而在印尼归侨家庭长大的港青张立，虽说普通话不成问题，但选择
从香港到东北从事房地产事业的他，刚到沈阳时仍经历了语言带来的第
一个文化冲击，“东北话只能听懂一半”。

除了语言，内地不同城市的文化、环境等方面差异都曾经让来内地
发展的港青“头大”。在中国人民大学求学的香港女生李晓惠，刚来北京时
一度很不适应：拥挤的学生寝室、授课老师难懂的口音……“一开始非常不
适应啊，可是过了那一关，反而能感受到集体的乐趣。”李晓惠说。

作为港生，李晓惠本来可以申请条件更好的留学生宿舍，但她执意
与内地同学同住：“不泡在这样的环境里，怎么感受内地的文化？”

“生于香港、放眼中国”是许多港青选择到内地追梦的态度，还有许
多港青拥有优秀的海外留学、工作背景，仍执着地将发展的舞台放到了
内地，除了割舍不断的家国情怀外，对内地发展机会的看好、弥补自身
的视野缺失也是重要因素。

在美国长大、读书、工作的 80后港青何善恒，2007年因为 CNN 一
则对中国热情洋溢的报道，做出了来中国北方城市发展的决定。他说，
当初只是简单地觉得，如果连北京在内的内地城市都没去过，“视野太狭
窄了，国家观念太缺乏了”，“希望以不同的角度认识不同的文化”。

就这样，从不会说一句普通话，到现在开口略带京腔，何善恒成功
在北京创业，创办了WE＋联合办公空间。在他看来，这些最初的不适非
常正常，是外来者在任何一个大城市打拼的必经阶段。

除了语言关，初来乍到的港青还要面对内地各种不同的文化，比如
酒文化。

身处素以饮酒豪爽著称的东北，酒量不好的张立倒觉得内地酒桌文
化“没有那么可怕”。他说，其实老老实实，能喝多少就喝多少，别人也
不会勉强。内地人觉得酒品如人品，“关键是真诚”。

曹肇棆初到内地，是在一家国企任职。刚到任时，上司问曹肇棆能不能
喝酒，曹答曰“能喝”。上司顿时笑了，随后小声告诉一头雾水的曹肇棆，“在
内地，你说能喝就是非常有酒量的意思，所以今后你可不能这么说了。”曹肇
棆现在说起这段往事，还忍不住唠叨：“能喝不就是能喝的意思么……”

得益于内地的历练，曹肇棆说自己一顿酒坚持到最后不倒已不成问
题，而且白的、啤的、红的一起来，也不会醉倒。他说，内地酒文化仅仅是在
内地与人交往的一个方面，学习适应后，更容易交流感情、敞开心扉。

曹肇棆坦言，这些历练为他日后在内地独立创业、开拓业务做了重
要铺垫。“如果有打算来内地创业的香港朋友，我真要建议他们不要一跑
过来就干，而是最好先到内地的企业历练一两年。”

（据新华社电）

“港普”与酒
齐湘辉

宜兰，又叫兰阳，坐落在台湾的东北角，历史上是台湾最后被
开垦的土地，如今是台湾小农经济发展的典范。稻田间冒出的市集
艺铺、几米公园、时尚民宿，令传统与现代重叠。

宜兰有独特的味道，这里的闽南话是带有独特鼻音的漳州漳浦
口音。小吃也独特，像芋泥加蜜饯、甘蔗熏鹅肉、糕渣、金枣、鸭
赏、胆肝、卜肉、牛舌饼、米粉羹、蒜头肉羹、温泉蔬菜等等，都
是属于宜兰的独一无二。位于冬山河畔的台湾传统艺术中心，将宜
兰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完美结合，台湾各地的民间艺术都可以在这里
找到。宜兰还有台湾戏剧馆、黄春明百果树红砖屋、宜兰设治纪念
馆、建筑师黄馨远设计的丢丢当森林，令宜兰既乡土又文艺。

宜兰每个乡镇都注重发挥特色。头城是进宜兰的第一站，也是
吴沙入垦兰阳最早的区域。头城每年农历七月的抢孤，是台湾中元
普度最大型也是最受关注的民俗活动。抢孤最主要的精神意涵就是
感念先民开垦的艰辛，祭拜那些因此而牺牲的人，同时也让活着的
穷苦百姓在那几天可以饱餐一顿。在头城，可坐赏鲸船聆听龟山岛
的美丽传说。每年3月龟山岛开放登岛体验，当地人会告诉你钓鱼岛
是“属于我们头城的 （台湾现有的行政区划，钓鱼岛属宜兰头城镇
管辖） ”，他们一直在为捍卫钓鱼岛主权而努力。

宜兰的礁溪乡到处是温泉，其中汤围沟公园是最平易近人的泡
汤景点，不花一分钱也可以享受泡汤的惬意。三星乡、大同乡彰显
林区和原住民文化，有“最美小路”之誉的见晴怀古步道就位于大
同乡的太平山，这里还有一条隐身于原始森林的太平诗路，吸引外
人来领略林间美景。

宜兰的休闲农场和渔场很有名，香格里拉农场和头城农场翻转
了人们对农场的旧有印象——原来农场可小住、可养心。田园风光
是宜兰给外界的整体印象，因此宜兰有了多元的各类民宿供外人来
此停留。宜兰本地人也故土难离，知名餐厅品牌“渡小月”的创办
人陈兆麟，把分店开到全台湾，但自己却选择在家乡做宜兰菜；知
名作家黄春明坚守在宜兰的红砖房里给小朋友讲故事。因为有宜兰
人爱宜兰，宜兰才成为外来人的向往之地。

乡土又文艺的宜兰乡土又文艺的宜兰
叶青林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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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聚焦
“绿色天台”

朴子

天台，即楼顶，在楼顶栽花种草是近些年“生态建筑”
的一种作法，既可为建筑降温、增加绿化面积调节空气，又
能美化城市。但凡事有两面，不能只看一面，近日，香港城
市大学一个礼堂的“绿色天台”塌陷，幸亏礼堂没有活动，
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但据香港媒体报道，现场尘土飞
扬，遍地瓦砾绿植，楼顶钢筋外露。此事故引起香港对“绿
色天台”的关注和讨论。

香港的土力工程专家指出，此事故是结构性倒塌，可能
是因为天台上的植物生长，泥土不断吸收水分，重量超出原本
设计的可负荷水平。再加上此建筑的“绿色天台”是后加的，在
建筑设计之初并没考虑“绿化”因素，绿化后增加了建筑负重，
有可能影响结构，造成安全隐患。专家提醒，后加“绿色天台”
在香港还有很多，雨季将至，天台的危险指数升高。城大事故
提醒主管部门应对建成、在建、甚至拟建的“绿色天台”逐一展
开安全排查，对有隐患的建筑物采取措施。

香港媒体指出，建设“绿色天台”的法规有待完善。城
大向外界承认实施“绿色天台”工程并未向“屋宇署”报
批，但香港现有法规条文没有规定“绿化天台”一定要报
批，一般绿化工程不涉及改变建筑结构，可由测量师和工程
师判断能否施工。“绿化天台”也没有细则可执行，事实上，
摆花盆、铺草皮、种树等都是绿化，要求的承重却差别很
大。如果工程师只是理想设计，没有计算大雨、植物生长、
园丁在上行走等因素，“绿化天台”就有可能出问题。除了工
程师外，的确还需要一道把关。

香港媒体呼吁“绿色天台”要有“主管”，屋顶绿化必须
在规管下进行，以确保建筑安全，市民安心。

香港金融发展局本周发布 《发展香港成
为区域绿色金融中心》 的报告。绿色金融，
指为可持续发展、低碳以及能抵御气候变化
的项目、产品和企业的筹资、投资行为。

报告指出，金融服务业占香港生产总值
的16.6%，并为法律、会计等其他行业带来商
机。香港具备独特条件发展成为区内绿色金
融的先导者，应善用优势，立即行动。跟其
他先进金融中心相比，香港的国际债券市场
仍有发展空间。香港特区政府已表明会致力
推动债券市场发展。发展绿色金融是香港开
拓债券和项目融资市场的一个重大机会。

报告分析，未来数年国际资本市场须投
入大量资金推动经济过渡到绿色经济。市场
对绿色经济的认识愈来愈深，投资绿色产品
和项目的资产也因而迅速增加。

报告建议受政府和公营机构管控的发行
人发行基准“绿色债券”、成立绿色金融咨询
委员会、举办有关绿色金融及投资的全球会
议、借助大学和专业团体培育绿色金融人
才，鼓励资产持有人和投资经理从气候和环
保角度审视投资风险，提高香港股票市场、
债券市场和私募基金市场的吸引力，吸引绿
色企业及其投资者。

香港快运航空日前对外宣布，已
不接受旅客托运鱼翅，手提行李不在
限制之内。公司表示希望此举能为
恢复海洋生态系统有所帮助。对此，
香港护鲨会表示欢迎，据他们介绍，
全球约一半的鱼翅进出口经过香港，快运航空此
举意义重大，希望其他航空公司也能加入“禁运鱼
翅”行列。

香港国泰航空回应称，去年已设立相关货运
程序，至今没有托运任何鲨鱼产品包括鱼翅，国泰
表示支持保护鲨鱼行动，只有在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鲨鱼专家小组及国际野生动物贸易
研究组织组成的专家小组确认后，才
会受理鲨鱼及鲨鱼相关产品托运。

香港护鲨会表示，香港快运的客
户包括珠三角地区人口，禁运鱼翅货

物有望降低香港鱼翅的进口。
在此之前，英国航空、美国航空、维珍航空、泰

国航空、长荣航空等35家航空公司已禁运鱼翅。

港一航空公司禁托运鱼翅
小 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