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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本周，2016宜兰国际童玩节落幕，这个被誉为台湾
最成功的文化创意活动今年入园人数为历年最低；同
时，嘉义市的“KANO一夏”嘉年华系列活动开幕，也
冷清到“垃圾桶里都没垃圾”。文创产业是台湾的骄
傲，台湾上世纪90年代就力推文创概念，2002年将文创
列为“发展重点计划”，2010 年颁布了 《文化创意产业
发展法》，但努力了 20年，不少文创节庆活动的光环却
已失色，文创，遭遇了什么？

食洋难“化”

当文创成为朝阳产业，台湾各县市都依托特产、环
境、宗教、民俗等元素打造了大型节庆活动，柿饼节、
假面节、烟火节、鲔鱼季、石雕季等达 100多个，台湾
每年出版的观光年历主要介绍每月的节庆活动。记者曾
经探访苗栗国际假面节，这个活动的设计依据为苗栗有
木雕、制陶等传统产业，生活在苗栗的客家人在祭祀时
还保留配戴面具的传统，假面艺术节可彰显苗栗的传统
产业与客家文化，促进产业发展，吸引旅游人潮。但记者
在园区却难以找到苗栗元素，从展品到纪念品到表演都
是意大利威尼斯的假面具，连小吃都是“洋货”，“国际”分
量很足，但文创呢？不能说办个大集就是文创吧？

宜兰的国际童玩节也很“洋”，既然有“国际”二

字，每年都请来各国的表演团体，展览、演出、互动游
戏要热闹一个夏天。1996年首届童玩节大获成功，之后
成为宜兰县最重要的活动，带动宜兰民宿业迅速发展，
掀起了宜兰旅游业的高潮，2002年童玩节曾吸引90多万
人入园。可叹近几年童玩节人气直落，今年举办50多天
只有37万人次入场。有人分析是因为内容重复，童玩节
不再有吸引力。但也有人指出有些儿童游戏能受到一代
又一代人喜爱，为什么巨资打造的童玩节却如此“早
衰”？究其原因，泊来的洋文化会满足猎奇的心理，但
难以保持长久魅力。专家指出，节庆的文创必须吸纳当
地的文化元素，深入民间生活，与人们的生活方式、审
美标准、生活水平相联接，才能达到“产业”的规模。

政治添乱

已经有人提出请宜兰考虑停办童玩节，但开办或停
办一项节庆活动不只是衡量活动本身的质量，还要评估
政治影响。童玩节是民进党籍县长游锡堃任上创办，一
直是民进党籍参选人的政绩。某次乡镇长选举，民进党
籍参选人称国民党籍参选人“会停办童玩节”，对手很
委屈：“镇长有那么大权力？”等到国民党籍县长吕国华
上任，童玩节又成了县政府“图利”的话题。吕国华考
虑童玩节风光不再，曾在任上停办，结果变成政治事

件，当时的领导人陈水扁都出言指责，
社会舆论也认为吕国华器量不大，容不
下“老县长”创办的童玩节，吕国华喊
冤：童玩节已经赔钱，向上申请活动补
助款又不顺畅，到底是谁容不下谁？

政治力影响节庆活动非此一例，这
些活动都是由县市主办，从一开始就有政治正确的考
虑。受到冷遇的“KANO 一夏”活动，主题来自电影

《KANO》，电影名是日文“嘉农”的发音，内容是日本
殖民统治时期，嘉义农林学校 （简称嘉农） 棒球队，在
日籍教练训练下打进日本决赛的故事。这部电影曾经热
映，但也有争议，被批评其美化日本殖民统治。但台当
局却支持嘉义打造“KANO 棒球园区”，已投入超过
5000 万元新台币，声称要发展成为“台日交流重点”，
至于文化意义和产业效益，大概要让位于政治了。

复制成风

宜兰童玩节由盛至衰，还有一个原因是初获成功
后，其他县市陆续复制童玩节，添加更新的科技与流行
元素，渐渐分散了宜兰童玩节的人流。抄袭和复制成为
台湾文创产业的致命伤。

因为出发点是政绩和入园人数，因此，不少大型文

创活动没有对文化的深入研究和独特呈现，只追求一时
风光和短期效益，也没有稳定的运营团队和长期规划，
把成功的模式复制过来，牵强附会上当地元素，隆重开
场，艰难支撑，只剩场面，失去内容，没有文化的创意
和产业的养成，让文创沦为表演，产业成为作秀。

节庆活动是台湾各县市最大型的文创作品，上百个
节庆活动中，分传统、宗教、客家、少数民族、特色主
题几大类，同质性很高，文化挖掘不够，难以成为地方
独一无二的文化产业。由节庆到文创园区到文创产品，往
往是“跟风才会赢”，什么能聚拢人潮先跟了再说，文创园
区成了吃喝玩乐的休闲地，山上的民宿刮起欧洲古堡风，
进口植物成为花田造景主角，文化元素只剩简单复制的
符号，比如印花布图案、少数民族图腾、卡通历史人物等，
没有了创意和设计。甚至垦丁音乐节、台北灯会这样的知
名活动也传出抄袭的质疑。如果只重表面，忽略了“文创”
口号背后政策、人才、管理的支撑，就如台湾媒体所称：

“小点子”太多，“大点子”太少，这是麻烦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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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节庆活动退烧
本报记者 陈晓星文/图

民俗表演是各地节庆活动都有的项目，图为 2016
台北礼品展上的民俗表演。

提起澳门，人们想起的往往首先是“大
三巴”、旅游塔、成片的酒店和购物中心。人
们也许并不知道，在澳门熙熙攘攘、灯火通
明的闹市之中，还有一群习武之人，坚守并
热爱着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中华武术。近
日，澳门举办为期四天的“武林群英会”，中
外武术名家云集，擂台争霸战、龙狮争霸、
武术龙狮瑞兽巡游等精彩活动，向人们展示
了澳门武林的风彩。

在离入境澳门的关闸边检大楼不到 1 公
里的渔翁街，晚上总能听到南丰大厦楼顶传
出阵阵鼓点。在14层高的楼顶天台上，澳门
罗梁体育总会的年轻人正在练武。一组在两
三米高的梅花桩上练习舞狮，一组在另外一
块空地上练习舞龙。另有十多个小学生在师
父带领下练习“扎腰马”。“这些年轻人白天
都有事做，只有晚上有时间。”在场指导的罗
梁体育总会理事长潘敬文介绍。

罗梁体育总会成立于 1938 年，算是澳门
功夫界的“老店”。日军侵华后，广东武术名家
罗悦胜和梁国荣为躲避战乱来到澳门，创建

“罗梁兄弟国术团”（后改为现名），以“弘扬国
粹、服务社群”为宗旨。潘敬文的父亲潘树森就
是罗悦胜的高足，擅长蔡李佛拳和南狮。

澳门因为紧邻武术传统氛围浓厚的广
东，本身拥有良好的社会基础。加之20世纪
前半叶，很多华南武术名家为躲避战乱纷纷
来到澳门，习武之风更盛。不少人开宗立派，
并以澳门为基础，把武馆开到香港、台湾、马来
西亚、印尼等地。罗梁体育总会只是澳门众多

武术团体中的一家。澳门武术总会登记在册
的有 96 个团体，7200 多名会员。澳门武术总
会长期组织代表参加海内外各类武术比赛，最
好成绩是世界武术锦标赛第二名。

随着澳门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前开在
平地上的武馆，要么搬入大楼的单元房，要
么守着祖产慢慢被高楼包围。在寸土寸金之
地，他们的习武空间被大大压缩，天台成了
不少武术团体的“标配”。

从大三巴向东步行10分钟，就是澳门最
早的武馆——成立于 1921 年的柿山结义堂。
居民楼包围下的一栋 100 平方米左右的平
房，加上房顶的天台，就是武馆的全部。 柿
山结义堂的理事长李日洪和潘敬文是老熟
人，当年潘敬文曾劝柿山结义堂尽早买楼搬
家，后者不听，结果一直在原地坚持到现
在。“周围的楼越来越高，住户越来越多，我
们练武声音太大都被投诉。”李日洪无奈地
说。

尽管空间狭小，柿山结义堂仍然练得有
声有色。楼顶的天台包上铁丝围墙，舞狮舞
龙都耍得开。他们的绝活之一是三叠狮，三
个人叠罗汉耍狮。“邻居们不喜欢我们敲鼓，
我们就用纸箱代替，一样练得好。”李日洪随
手抓过一个矿泉水纸箱子，随手用双手食指
关节熟练地敲了一组鼓点。

柿山结义堂供奉着一支生满铁锈的三股
叉，是开山祖师李五福的兵器。李五福擅长
五形洪拳，抗日战争期间更参加了十九路军
抗日大刀队并担任教头，趁黑夜和敌人贴身

肉搏砍杀。屋里陈列着满墙的狮头、锦旗、
奖杯和照片，似乎在用往日的荣光激励后
人。其中一幅镶在镜框里的题字，是为感谢
柿山结义堂在1950年慈善募捐活动中的义举
所写，署名是澳门名人柯麟、何贤、钟子光。

澳门武术界一直把扶弱锄奸、自强不息
作为行事原则。既有像李五福这样投军杀敌
的拳师和门人后生，也有人在后方有钱出
钱、有力出力。无论是战时支援前线，还是
内地遇上洪涝、地震灾害，或者扶助澳门本
地弱势群体，各个武术团体都会以义演和募
捐等形式出一份力。

如何让年轻人继承武术传统，是老一辈
习武之人普遍担忧的问题。而在澳门，武术
团体成员却不乏年轻人。澳门70多所中小学
里，有 22 所开设武术课余活动。每年寒暑
假，澳门教育暨青年局和澳门武术总会都会
合办假期武术兴趣班，传授长拳、南拳、龙
狮等入门基础。

“我不担心后继无人，你看那些舞狮舞龙
的孩子们，他们多开心多快乐！”潘敬文说，
他的徒子徒孙大多是老会员们的后代或者邻
里，不少是父母带着儿子来入会。多年的感
情，让武馆与会员之间，师父与徒弟、师兄
师弟与师姐师妹之间，形成了厚重的纽带。

从孩子们练功的天台远眺，远处一座跨
海大桥被灯光照得如发光的巨龙一般，更远
处则是成片酒店连成的灯海。澳门的武林虽
然不显山露水，却顽强地坚守在这一片繁华
背后。 （据新华社澳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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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由香港贸发
局主办的第 27 届美食
博览会落幕。美食展吸
引了 26 个国家和地区
的1400多家参展商。

“美食博览”、“香
港书展”、“香港动漫电
玩节”及“工展会”是
香港展览业的四大名
片，每年均吸引很多市
民和远道而来的参观者
乐在其中。但香港舆论
指出，年复一年，展会
逐渐缺乏亮点，当下香
港需要反思传统会展业
的升级创新之法，一方
面要结合地方特色，增
加文化内涵；另一方面
要结合现代科技，开拓
创新思路，满足参展商
和观众个性化需求，也
可通过互联网提升会展
营销的营运效率。

图为美食展上的生
蚝体验。

谭达明摄

亚运会武术男子刀棍全能比赛冠军澳门选手贾瑞。
汤彦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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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在即，台湾一些大学
陆续收到新生家长的电话，询
问宿舍、选课、考试等校园里
的细节，替孩子提各种要求。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不少教育
工作者表示，台湾少子化带来
的问题之一，就是家长对孩子
过度关照，孩子上了大学还不
放手，“小孩怎么成长？”

有“立委”、“议员”受家长所托打电话到学校抱怨
教授成绩打分太严，直接要求让特定学生过关。还有家
长直接写信要求对教授和行政人员施压。通常学校会直
接拒绝这样的“过度关怀”，但基层行政人员还是有压
力，如果接到上头指令不能不照办。选课、成绩对孩子
的一生来说都算小事，应让孩子自己处理，难道以后小
孩上班，家长还要去办公室请主管多加照顾？

——某私立大学主管
不该让孩子活在成功的假象里，就让孩子搞砸几次

吧！现在的家长不愿接受孩子失败，才会不断伸手介
入，但没跌倒过，就不知道挫折是什么，就不会看到自
己的问题。现在家长习惯出手帮孩子安排一切，直到大
学都还放不了手。许多孩子读大学，科系是父母选的，
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系，就没有学习动力。建议父母从
高中就要让孩子有练习选择的机会，例如参加什么社
团、要不要补习等，父母可事前提醒、在旁引导。

——教育专家彭菊仙
现在家长真的对孩子照顾太多，以考博士班为例，

过去是考上了才跟父亲说要去异地念书，现在考博士家
长都要陪考，研究所考试还要设家长休息室，独立的学
生在大学里反而变异类。每次看到住家邻近的小学，父
母帮孩子背水壶、书包，真的很无奈又生气。从小就过
度保护，就会一辈子放不了手，到大学还是一样，学生
无法养成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家长最好的做法是在旁
边看。向学校关说，多数教授不吃这套、只会更反感。

——台大生化科技系教授庄荣辉

8 月 16 日是农历七月十四，香港有过
盂兰节的民俗，传说这一天午夜“鬼门
关”大开，港人会“烧街衣”，并摆豆腐、
白饭等祭品在路边祭拜。当夜还有一些禁
忌，比如不夜行、不近水、不踩踏纸灰等。

今年的盂兰节，香港一家社团组织举
办了“盂兰跑”，跑者需要跑过寿衣铺、纸
扎铺、百胜庙、东华医院等地，并要在指
定地点完成“非一般的任务”，即扮演临终
病人、照顾者或长者。活动组织者认为，
这样的活动就是要打破禁忌，让人们直面
死亡，认真思考生死问题。

据香港 《大公报》 报道，有跑手在完
成“非一般任务”时，被问到“死前最想
做的事”，跑手表示最想好好孝敬家中长
辈，报答养育之恩；也有跑手答“最想舒
服地离开”。有跑手表示不怕夜跑犯忌，现
代人已明白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阶段，这
次有机会跑进殡仪馆、纸扎铺，听职员讲
解他们的工作，气氛并不沉重，只是多了
解了一个行业。

这次活动的领跑员是位 26 岁的姑娘，
她说通过这次活动才知道寿衣售价很贵，
一件要2万多元，笑称要为自己将来穿什么
寿衣做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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