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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在台湾民众心中是仅次于
春节的重要传统节日。4 天连假、聚餐、
旅行以及烤肉、月饼、文旦……台湾民
众早早就盼望着中秋来临。可如今，民
众最关心的却是“莫兰蒂”和“马勒
卡”这两个台风，它们前后夹击中秋
节，给台湾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最强台风肆虐

从14日凌晨开始，记者在台北的住所
就听到狂风不时拍打窗户，还夹杂着阵阵
雨声，一直持续到深夜。台北虽离“莫兰
蒂”中心较远，是受影响最小的地区之一，
但瞬时最强阵风也达八九级。可见“莫兰
蒂”的威力有多巨大。南台湾和东台湾是

“莫兰蒂”侵袭的主要区域，台风横扫的情
形可用惊悚灾难片的情节来形容。

据台湾媒体报道，屏东恒春半岛首
当其冲，16级强风打破了120年来最强风
速纪录，不但行道树、高压电线杆被连
根拔起，汽车也被掀翻，全县 27 万多户
停电，33个乡镇几乎无一幸免。

在高雄，瞬间阵风最大达 13 级，驾
驶汽车像在路上飘，树木倒成一片，开
车如在“树海”中，惊险万分。高雄港
吹起 12 级以上强风，造成数十艘货轮及
渔船断缆漂流，甚至台湾造船史上最大
货柜轮“风明轮”的 38 条缆绳全被吹
断，万吨货轮竟被风吹着跑。高雄港附
近的货柜堆置场，数十个单重约两吨的
空货柜，像积木般被强风吹翻落下。

据台“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统计，
至14日22时，“莫兰蒂”台风造成1人失
踪、33 人受伤，全台有 89 万余户停电，
仍有超过 40万户待修；全台 70多万户停
水，9000多户市话无法使用。

台风假放得乱

面对如此强台风来袭，台湾各县市

是否采取了有效措施确保民众正常生活
呢？13 日，各县市纷纷宣布次日上班上
课的安排，却引发了状况连连，受到民
众批评。

台湾媒体报道，台南市 13 日晚宣布
次日上午正常上班上课，下午停班停
课，民众立刻在网络上大批台南市长赖
清德：“哗众取宠的政客”“要么就整天
上班上课，或整天停班停课”“如果下
大雨，我要泛舟去接小孩吗？”部分学
校考虑学生搭火车，提前 1 小时放学。
上午 11 时左右，各中小学校门口出现
大批家长等候接送小孩放学，造成学校
附近交通一团乱，家长抱怨决策扰民、
找麻烦。

嘉义市在 13 日晚 7 时 41 分宣布次日
上午照常上班上课，下午则视情况在上
午10时再公布，但深夜11时10分，该市
官网默默地更新了台风假讯息，“14日全
天正常上班上课”，市民搞不清楚究竟是
以哪个为准，要上半天班还是全天班，
气得跳脚。第二天，嘉义市市长涂醒哲

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此事存在严重行
政疏失，表示道歉并会追究检讨。

游客变为饥民

据台湾媒体报道，“莫兰蒂”台风把
昔日热闹的旅游区吹得凌乱不堪。“还以
为自己穿越到 《尸速列车》 电影情节，
没人也没店家开门，只剩下像僵尸般饥
饿的游客。”在垦丁的街上，游客正在寻
找可以饱餐一顿的店铺，但只见满地掉
落的招牌，游客们无奈说，“场景跟战后
没什么两样。”

平时人潮拥挤的街道，现在只剩下
散落一地的招牌和玻璃，还有一群饥肠
辘辘的游客。“店铺损失惨重，招牌飞
了、雨棚断了、水塔掉了、老板哭了
……”在垦丁大街开店的林姓老板说，
没看过这么大的台风。台风过后恐怕有
一段时间无法营业，损失很大。

由于台风来袭，垦丁禁止水上活
动，民宿退房率更是高达五成，旅游业

者原本希望借着中秋连假补回陆客不来
的缺口，如今遇上台风搅局，只能一脸
失望。

此外，台“观光局东部海岸国家风
景区管理处”发布了多处景点管制游客
进入的通知，截至记者发稿时，管制游
客进入的景点有：伽路兰游憩区，盐寮
海滨休息区，矶崎海滨游憩区，绿岛的
石朗、柴口、大白沙、朝日温泉。

台风搅乱连假

台湾中秋连假从 15 日开始，不少民
众 14 日提前返乡，却遇上台风搅局，台
铁高铁陆续停开，离岛航班 14 日午后也
停飞，估计陆海空数十万人次受影响。
此外，高铁因电车线故障，台南—高雄
双向中断5小时，大批返乡旅客提着大包
小包行李挤爆台北、台南车站，痛批

“高铁应变不及格”。
“好期待的 4 天连假，被台风打乱了

原有计划，取消了与家人去屏东的旅行
和户外河滨公园烤肉赏月，改在家里过
中秋节。”在台北康是美便利店当销售的
林小姐告诉记者。

台风给民众中秋节假期生活带了不
少的麻烦。不少民众的烤肉赏月计划大
乱，网购出现了抢买室内烤肉器材、食
材的现象，不少商品甚至卖到缺货。原
定举办烤肉户外派对的饭店业者有些措
手不及，只好取消或改地点办。

中秋节当天“莫兰蒂”已经减弱，
但今年第 16 号台风“马勒卡”又将影
响台湾。据“台气象局”预测，“马勒
卡”正逐渐朝台湾东侧靠近，最快 15
日 深 夜 到 16 日 清 晨 就 会 发 布 海 上 警
报 。 17 日 ，“ 马 勒 卡 ” 将 会 最 靠 近 台
湾，台风中心也许不会登陆台湾，但花
莲以北与台湾北部恐都被暴风圈笼罩，
因此不排除也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本报台北9月15日电）

中秋双台风 台湾有点难
本报记者 赵 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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蚵仔煎、盐酥鸡、牛轧糖、三星
葱、柚子参……这些台湾夜市常见的
宝岛特色美食近日亮相雪域高原，首
次出现在拉萨举行的西藏旅游文化博
览会 （以下简称藏博会） 上，让当地
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地道的台湾干
货，品尝到原汁原味的台湾美食。

“这次有8家台湾干货客商参加藏
博会产品展销活动，还有17家台湾夜
市摊贩业主带着各色美食亮相藏博会
餐饮街。”台湾观光夜市文化协会副
会长柯宏腾介绍说，“在参加完不久
前举办的西藏雪顿节相关活动后，我
们挑选了一些受欢迎的精品项目留下
来继续参加藏博会。”

据了解，这是台湾客商首次参加

藏博会，此次台商参展时间将持续到
9月20日。

第三届藏博会由文化部、国家旅
游局、西藏自治区政府共同主办，于
9月10日至16日在拉萨举办。

11日是藏博会会展中心开馆巡展
首日，展会现场人潮涌动。在西藏会
展中心 2 号馆台湾客商展区，不少参
观者饶有兴致地驻足选购商品。

“我特别喜欢吃台湾牛轧糖，有股
浓郁的奶香味，味道又纯又甜。”在展
馆内四处参观的藏族女大学生次仁德
吉告诉记者，“台湾展商来一次不容
易，这次一定要多买些台湾零食。”

“这次我们带来了近 50 种台湾干
货，既有大家熟知的牛轧糖、三星

葱等零食，还有柚子参、高山茶等
特色商品。”参加藏博会展销活动
的台湾丰田食品有限公司总监许达
夫告诉记者，展位人气很旺，公司
今天的销售额估计就有几万元 （人
民币，下同）。

走出会展中心，记者来到由一顶
顶富有藏式韵味的帐篷组成的餐饮
街，这里人头攒动，相当热闹。在餐
饮街的一头，聚集着十几家台湾夜市
小吃摊位，他们正在全力准备着，以
便明日开门迎客。

“这次亮相餐饮街的台湾夜市摊
主来自全台各地，基本囊括了台湾主
要小吃风味，这回我跟助手主要是做
五香肉卷、韩风酥塔等特色小食。”

来自高雄的小吃摊主刘森木说，前阵
子参加了雪顿节，没想到当地人对台
湾美食这么热衷，当时自己的小吃摊
位挣了有 8000 多元，“希望这次藏博
会的人气更旺”。

对于藏台两地餐饮食品行业的交
流前景，台湾客商们信心满满。

“要是以后有当地人愿意加盟的
话，我们很乐意让台湾美食在西藏落
地生根。”刘森木说，西藏自然环境
保护得很好，天然食材品质很高，制
作美食可以就地取材，这一定程度上
可以降低食材的运输成本。

“我们已经和西藏烹饪协会达成
共识，明年 6 月还将在西藏举办一个
台湾美食巡展，届时会把更多的原味
台湾夜市美食带过来。”柯宏腾表
示，西藏是著名旅游胜地，有不少外
地游客，相信台湾美食能在雪域高原
上找到市场。

不少参展台湾客商表示，在把台
湾优质食品带给更多西藏同胞的同
时，也希望通过台湾客商这一“中间
人”把更多的西藏特产带回台湾，加
深对彼此社会文化的了解。

（据新华社拉萨电）

台湾客商首次亮相藏博会

宝岛美食“登上”雪域高原
刘明洋 春 拉

图为“莫兰蒂”强台风横扫高雄，高雄港码头边堆置的数十个货柜，被强风
吹得东倒西歪。 （图片来自联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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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香港湾
仔 利 东 街 举 行 “LED
火龙鼓舞迎中秋”活
动。表演人员在活动中
舞动一条由 LED 灯组
成的火龙，让市民感受
没有线香炮竹的舞火龙
巡游。

图为表演人员在香
港湾仔利东街舞动一条
逾20米长的LED火龙。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摄

香港
LED火龙
迎中秋

月饼，是中秋佳节当仁不让的“主角”。细
腻绵柔的蛋黄金腿、清甜可口的玫瑰豆沙、芳
香四溢的鲜肉月饼……一枚枚金黄的月饼满
足着不同地域食客味蕾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
对团圆美满的期盼。台港澳地区各具独特风味
的月饼，背后也有值得说说的故事。

台湾：
“西洋味”“传统范”俱全的美食

台湾的月饼制作除受到大陆影响外，还
结合了其他地方的特点。如百年老店陈允宝
泉的小月饼就结合了日本糕点烘焙技法，口
感绵密、入口即化。

除了传统的绿豆、红豆馅，近些年肉馅
也在台湾流行起来。每到中秋节前，王师傅
饼铺台北京站店都会排起两排长达百米的队
伍。在这里，咖喱馅、香菇卤肉馅和卤肉馅
等月饼供不应求。

无论月饼的品种如何创新，中秋吃月饼
的习俗却是不变的。“可能时代在变吧，现在
有很多新奇的式样出来，也都可以接受。”在
陈允宝泉台北车站店，正在采购月饼的陈妤
蓁说，“中秋节吃月饼有特殊的意义，就是和
家人团圆。”

香港：
集“天时地利人和”的双黄白莲蓉

对于香港大同老饼家第二代传人谢禛原
来说，做月饼有着近乎神圣的意义。这家以
做传统糕点闻名的饼店，每年开工做月饼前
都有“开炉仪式”。谢禛原说，月饼的品质依
赖“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指当年的莲子、糖
水和面粉的质地；地利是看烤月饼的火候；
人和则是指师傅包月饼的水平。只有这三样
都具备，才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月饼。

谢禛原告诉记者，双黄白莲蓉月饼的精
髓在于莲蓉。标准的双黄白莲蓉月饼净重 5
两，其中莲蓉 3 两半、蛋黄 7 钱、饼皮 8 钱；

而从感官上来说，月饼的饼皮为糖浆皮，皮薄柔软且均匀，表
面光泽突出；馅料为纯莲蓉，口感滑腻，有莲子的清香；两个
咸鸭蛋黄要整齐摆在莲蓉当中，呈金黄色，略红。

“双黄莲蓉月饼不仅美味，其寓意‘好事成双’‘人月两
圆’，更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谢禛原说。

澳门：卖了半个世纪的手工月饼

在澳门地标之一的红街市对面，隐藏着一家开了快半个世
纪的店铺 “凤凰饼家”，坚守着澳门所剩无几的手工广式月
饼。下午6时，临街的柜台上还放着两个烤盘，盛着当天还没卖
掉的40多块月饼，不时有路人买走几个。

店主何伟光说，他的店是家族经营。何伟光于 1968 年开
店，当时是澳门手工月饼最火的时候。他除了制作莲蓉蛋黄、
五仁咸肉等品种，还有市场少见的玫瑰黑豆沙。尽管之后手工
月饼店一家家关门歇业，他的生意也趋于平淡，但周围的老邻
居常常光顾。

“我这里的玫瑰黑豆沙，香港和澳门都很少见了，卖得最快，
你来晚了。”老何说道。不过他推荐了蛋黄金腿月饼。记者一口咬
下去，略欠细腻，但再嚼之下满口生香，砂糖被牙齿磨得脆响，舌
头能清楚地分辨出南瓜子、杏仁、榛子、玫瑰、火腿和咸蛋黄的味
道。 （据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记者刘刚、王小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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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澳门9月15日电（杨悦
苒、王晨曦） 又到农历八月十五中秋
节，赏月、吃月饼、看花灯、猜灯
谜，是澳门人过节的传统习俗。今年
的澳门花灯节在南湾湖畔举行，中西
风格混搭的“兔子灯”展览引来市民
和游客纷纷驻足。

这些兔子灯是由澳门文化界知名人
士、建筑师和画家马若龙，与澳门本地以
及北京的多名艺术家共同参与设计的。
类似的兔子灯展览，自2009年起就在澳
门举行，成为当地一道文化风景线。

马若龙是土生葡人，曾在葡萄牙、
德国、瑞士等地求学。除了建筑和绘画，
他对中国传统诗词也有涉猎。在他看
来，兔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具有美好的寓
意，既是十二生肖之一，也与人类的生
命和希望有所关联。在西方，兔作为复
活节的象征之一，代表着丰富的生命
力。因此马若龙就在传统兔子灯的基础
上，加上西方现代艺术常用的强对比
色，例如将正红、海蓝和草绿这3种鲜明
的颜色搭配在一起，设计出一个带有西
方风韵的兔子灯笼。

“澳门是真正的中西文化并存的城
市，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人像我一样，
在外国读书之后又回到澳门工作。澳门
是历史文化名城，也需要当代文化新的
元素。这些从国外回来的人们就是澳门
发展最好的新鲜动力。”马若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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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5 日，香港许多幼稚园举办中秋节活
动，老师为小朋友准备了中秋月饼和各式各样的
水果，并讲述中秋节的历史由来。图为香港小朋
友萱萱 （右） 提着灯笼和同学玩乐。

中新社记者 洪少葵摄

香港小朋友欢度中秋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