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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人来说，香港是灯红酒绿、繁华时尚之地。那
么，香港有乡下吗？有山区吗？有一本书叫《四分之三的香
港》，专门描写占香港总面积3/4的郊野。知名旅游指南《孤独
星球》（Lonely Planet）今年将香港列为亚洲十大景点，但推荐
理由不是维多利亚港和海洋公园，而是香港地质公园、荔枝窝
村落和深水埗等旧街区。

香港有四成多土地都已被列为保护区，是野生动植物的家
园，拥有丰富多样的生物。为了鼓励香港人深入了解香港这片
土地，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联合40多个政府部门和民间团体，于
10月至12月举办“2016香港生物多样性节”，以“心系自然”为主
题，举办130多场活动，包括生态解说、自然课堂、义工行动等，希
望香港人在秋冬季走到户外，了解自然奥秘。

香港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在活动开幕式上说，在城市生活的
人，或许觉得大自然相当遥远，但香港的郊野公园与大家近在
咫尺，市区亦有大大小小公园及丰富多样的生物。大家要从
“心”开始，认识和欣赏自然生态，与大自然建立联系，和谐
共存。在欣赏大自然时，也要为保护自然环境出一份力，如减
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和郊游时“自己垃圾自己带走”。举手之劳
对自然环境有莫大帮助。

社会力量的加入，令生物多样性节丰富多彩，覆盖人群广
泛。香港各地都有活动，湿地、林地、河流、海洋、公园都成
为生物课堂，还有展览、培训、家庭同乐日等活动，带领港人

学习动植物知识，了解生物多样性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绿田园基金”将举办活动带领人们认识香港的树林，抗

战胜利后，香港在炮火中失去了绝大部分原生林，现在的次生
林都有什么树种？灌木林是树林自然演替的一个阶段，灌木林
是哪些植物？能否变成树林？代表香港乡村文化的风水林如何
保留了宝贵的原生态？这些问题都会在活动中找到答案。“有
机田园”一直推广有机耕种，在活动中开办有机课程，让香港
市民及农民体会到不使用化肥及农药能维持一个平衡同时不影
响生产力的生态系统。有机农田不但能提供健康的粮食，同时
能保存生物多样性。他们举办活动带人到农田辨识蝴蝶与蔬
菜，了解有机农民的日常工作和时令知识。“大埔地质教育中
心”举办“生态放大镜”活动，介绍不同海岸及其生态，包括
岩岸、沙滩、河口、红树林等，在解说的同时，引导参与者言
行合一，身体力行清理垃圾，了解垃圾对海岸生态的破坏
性。
“开创绿家园”在活动期间举办“生物多样性领袖训练及

生态导赏员实习计划”，课程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香港
植物、鸟类、蝴蝶、萤火虫及其昆虫、组织展览及摊位游戏、
与公众分享环保知识等，这样的课程旨在为社会储备人才，是
实现生物多样性的基础工程。

我言秋日胜春潮。香港生物多样性节，于香港的水泥森林
中散发出生机，也代表着香港的文明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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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年开课一个多月来，“港
独”思潮在香港校园呈坐大之
势。“港独”势力公开宣称要将其
政治理念带入校园，据香港媒体
报道，已有30多个学校的在校生
或校友盗用学校名称组织社团，
甚至在校门口发送传单。对此，
香港中学校长会执委会首次就政
治议题发出声明，公开表明不赞
成“港独”势力入侵校园。但也
有人表示校园应该有讨论政治议
题的空间，不应对讨论预设前
提，否则就是“洗脑”。近日，香
港社会各界对此议题纷纷发表看
法，香港《文汇报》发表《中学
讨 论 “ 港 独 ” 岂 能 不 设 前
提》的署名文章，文章摘发如下：

社会应允许学生在校园内多

角度、多空间讨论社会议题，但

正如在中学校园讨论吸毒、吸

烟、犯罪的问题，相信只要是正

常、负责任的学校，都会有前

题，就是通过讨论让学生认识吸

毒、吸烟、犯罪的后果，从而引

导学生远离毒品、香烟，不要以

身试法，以免身心受害。学校绝

不会让学生通过讨论得出吸毒、

吸烟、犯罪有益健康、成长的结

论，甚至默许、放任学生以身犯

险。如果是这样，学校一定会受

到千夫所指，被严厉处罚。

“港独”并非普通的社会问

题，而是分离国家、违宪违法，

很可能导致流血暴乱，其危害之

深重较之吸毒、吸烟、犯罪有过

之而无不及。如在中学校园讨论

吸毒、吸烟、犯罪有底线、有前

提，在中学校园讨论“港独”议

题怎能不设前提？除非有人想在

校园宣扬“港独”。

防止“港独”荼毒学生是大

是大非问题，是教育界不可含糊

的责任。学校执行专业自主的管

理，学校所有活动校外人士都应

尊重，但这并不意味学校不需要

尊重、遵守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反对“港独”、坚持“一

国两制”和尊重法治、维护廉洁一样，也是香港的主流

价值观，是社会共识。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摇篮，当然

不能与社会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应该以帮助学生建立

反“港独”意识为己任，绝不能培养出反社会、反法治

的搞事分子。

有教育界人士认为，允许校园讨论“港独”问题，

是因为其与香港的前途有关。 事实上，香港的前途问题

清晰明了，那就是香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可争

议的。香港的前途就是坚守“一国两制”，在“一国”的

前提下尊重“两制”的差异，把握“一国”的机遇，巩

固提升“两制”的优势。 如果校园讨论香港的前途离开

这个大原则、大前提，学生们反而会对国家和香港的关

系更加模糊，甚至认同“港独”是香港前途的一个选

项。这样的讨论，只是打着多角度、多空间的名义，为

“港独”在校内散播大开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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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北市区出发乘车往阳明山方向，来到位于山腰处、
现址为台北士林区仰德大道二段141号的林语堂故居，映入
眼帘的首先是蓝色的琉璃瓦和白色的粉墙，上面嵌着深紫色
的圆角窗棂。

这座结合了中国四合院架构和西班牙式风格的故居，兴
建于1966年，由林语堂先生亲自设计，是他人生最后10年
里与夫人廖翠凤大部分时间的安居所在。

透天中庭里，西班牙式螺旋廊柱被阳光拉长身影，翠
竹、枫香、藤萝等植物与奇石营造出可爱的小鱼池。这番景
致成为林语堂先生一段话的形象注解：“宅中有园，园中有
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有月，不亦快
哉！”

这段“不亦快哉”来自林语堂先生所写的《来台后二十
四快事》。文章里，他提到的另一件“不亦快哉”是：“到电
影院坐下，听见隔壁女郎说起乡音，如回故乡。不亦快哉！”

林语堂先生1895年生于福建省平和县坂仔村。1971年，
76岁的林语堂先生在《我的家乡》一文中写道，“我是漳州
府平和县人，是一个十足的乡下人。我的家是在崇山峻岭之
中，四周都是高山……”

先生念着家乡，家乡人也念着他。生于1976年的蔡佳
芳，从2003年起开始在林语堂故居工作，如今是故居主任。
10多年来，她接待的陆客中最多的来自漳州。“平均每月有
一批漳州客人来林语堂故居，上个月我刚接待了一批。”她
说。

1985年，台北市政府为纪念林语堂先生的文学成就，并
得到廖翠凤女士捐赠先生藏书、著作、手稿及遗物，将故居
作为“林语堂先生纪念图书馆”对外开放，2002年起更名为
“林语堂故居”。故居平均每月有观众1500人，其中三成来自
大陆。近期虽有所下降，仍维持在两成左右。“我们很愿意
展示林语堂先生作为平凡人的地方，比如他如何用生活的艺
术，度过人生的低潮。”蔡佳芳说，以前故居的参观者较年
长，经过五六年努力，现在已吸引了很多青少年观众。

从西式门廊走进故居，往右是书房、卧房、生平掠影走
廊。往前过中庭是原来主人家的客厅及餐厅，现在开放为营
业餐厅。往左是史料特展室暨阅读研讨室。导览员介绍，书
房是林语堂的私密场所，一般用来接待特别要好的朋友，如
钱穆和张大千。

在这里，嗜好抽烟的林语堂先生把台北故宫博物院赠送
的小青铜鼎复制品，当作烟灰缸；在这里，小小的“林语堂先生
发明特展”告诉大家，林语堂曾发明“上下形检字法”及基于此
的“明快中文打字机”，当时他为这项发明在美国耗费12万美
元之巨；在这里，林语堂先生历时5年，出版了《林语堂当代

汉英词典》，视之为一生写作生涯的登峰之作……
故居餐厅墙上挂着林语堂先生手书的“有不为斋”四个

字，代表了他不随流俗的处世哲学。如今的“有不为斋”，
已经开放为吃饭品茗的空间。推开木门，来到延伸的阳台，
东面阳明山，西临观音山、淡水河，下瞰台北天母，是林语
堂生前常看夕阳的地方。

先生《来台后二十四快事》里写到的另一件“不亦快
哉”是：“黄昏时候，工作完，饭罢，既吃西瓜，一人坐在
阳台上独自乘凉，口衔烟斗，若吃烟，若不吃烟。看前山慢
慢沉入夜色的的朦胧里，下面天母灯光闪烁，清风徐来，若
有所思，若无所思。不亦快哉！”

在阳台上举目四望，香蕉、芒果、芭乐、松柏，一片苍
翠，与漳州市芗城区的林语堂故居的田园景致颇为相似。
“林语堂先生喜欢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和故乡相似。”
蔡佳芳说。

这位曾旅居美国30年、学贯中西的大师，“两脚踏东西
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1976年在香港病逝后移灵台北，
享年82岁，长眠于故居后园这片宛若故乡漳州的苍翠之中。

蔡佳芳曾两度到漳州的林语堂故居去参加研讨、座谈。
如今，她正忙着把林语堂先生的几千封书信扫描、整理。她
希望，有一天两岸及香港的林语堂研究人员可以携手巡回办
展。
“我们好比林语堂研究和推介上长出的不同的花，时机

一到，总会在一起的。”蔡佳芳说。 （据新华社台北电）

阳明山上的林语堂故居
许雪毅 王小鹏 刘 刚

位于台北阳明山的林语堂故居卧室。杜 洋摄

近日，一场书法艺术和时装设计艺术跨界时尚展示活动在台北举行，艺术家让书

法艺术透过时装跨界演绎，令人耳目一新。图为模特在展示书法时装作品。

新华社记者 朱 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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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布台湾各地的小超市是台湾一景，这种抬头可见的超市在台湾又称超商和便利店，顾客
不仅在此能得到吃喝和日用品，买火车票和戏票、传真、复印、取钱、收快递都可在此操作完
成，便利名副其实。

近日，台北市立图书馆宣布与全家、统一、莱尔富等3大便利店连锁品牌合作，读者可在
便利店中网上预约借用图书馆的718万册藏书。读者凭借书证上网登记成为“超商借书”服务
会员，缴纳保证金200元（新台币，下同），即可在3个品牌的便利商店借书，每次最多5本，
付50元快递费。这三家连锁超市在台北有1300多家便利店，这就意味着台北市民不出自家街巷
就能借书。为了推广这项业务，全家、莱尔富等便利店已推出各种优惠方案，吸引读者到便利
店借书。

台北市立图书馆介绍，在此之前，图书馆先推出了“超商还书”服务。一年多来共有6000
多册图书通过便利店归还。此次再推出“超商借书”服务，合作的便利店数量增加，服务范围
也扩大至全台湾的读者，读者可就近借书还书，有“你的隔壁就是图书馆”的便利。台北市立
图书馆是目前台湾藏书数量最多的图书馆。除了热门馆藏、视听资料因借阅期短不开放外，该
馆所有图书都将纳入“超商借书”范围。去年图书馆共借出1300多万本书，借阅者以31至50
岁民众居多，超过一半推论为上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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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新衣

泰国国王10月13日辞世，身为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蔡英文如礼行仪，10
月17日赴台北泰国经贸办事处志哀，她身着黑色西装，向泰王遗照鞠躬致
意后，在留言簿上用英文留言，却将泰国国名拼错，将“Thailand”写为
“Tailand”。这个细节被媒体捕捉报道出来，令“英文”一词成为热议，其
中不乏冷嘲热讽。

中国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问：“真的学过英文吗？难道没有读稿
机也不会写了？”台湾草协联盟发起人徐巧芯网络发文表示，蔡英文身为领
导人，留言志哀本是美意，但把国名拼错非常失礼，尤其蔡当局口口声声
说要推动“新南向政策”，重要的留言却出这么大的错，幕僚竟然也没有发
现，真的应该检讨。

台湾外事部门主管李大维替蔡英文缓颊，他说，这种笔误他自己也会
发生，并不是有意，是在匆忙状况下发生的笔误。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多件源自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中研
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史料首次在上海展出，这些史料均为授权影印的高清版，
成为本周开幕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先贤手札史料展”的一部分。

中国国民党党史馆馆藏《宋大章上总理函》包含有孙中山批注，透露了
1922年前后孙中山对全国格局的判断和看法。展览策划人之一、李烈钧之孙李
季平表示，海峡两岸史料共享，有助于推动辛亥革命、国共合作、抗日战争等
领域的历史研究走向深入。

台北史料沪上展出
朴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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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拍台湾

台湾热词

台北超市可借书
虹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