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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实惠环保便捷
拖 着 长 长 的 电 线 、 摇 着 铃 ， 因 为 行 驶 缓

慢，经过之处皆可听见车轮与轨道摩擦发出的
“哐当哐当”的声响；每当停站，必先发出“叮
叮叮”的提示音——这便是人们对叮叮车的大
致印象。

比起其他交通方式，叮叮车的收费相当低，甚
至可以说是香港岛上收费最便宜的陆上交通工具。
它的收费是固定的，不因路程长短而有所不同，成
人收费为2.3元 （港币，下同），12岁以下的儿童及
65岁以上的老年人分别收1.2元和1.1元。因而受到
不少普通香港市民的欢迎。

除了价格低，环保也是叮叮车的一大优势。港
岛的中环、金钟一带向来是汽车尾气的重灾区。特
区政府为了改善空气质量，曾倡导引入电动巴士。
而百年来一直平稳运行的叮叮车靠的正是电力运
行，体现了绿色环保的特点。

尽管叮叮车运行速度不快，不过在部分短途
出行的乘客看来，这是一种便捷的交通方式。原
来，叮叮车运行路线全长 13 公里，但总共设有
120 多个站台，平均 100 多米就有一站。

同时，叮叮车班次较多，走的是特制轨道，
基本没有堵车问题。下楼就上车，下车就到目的
地，这样的便捷出行满足了部分市民及上班族的
需要。

漫游观光遍览风景
叮叮车运行路线不长，却串起了港岛上最繁华

的区域。从坚尼地城到上环、中环、金钟，再到铜
锣湾、北角、筲箕湾，这一路上有金融中心、商
圈，有历史遗址、文化景点，也有不少的食肆餐厅。

对于游客来说，坐叮叮车游览港岛有一种饱览
香港百年沧桑、将风景尽收眼底的感受。如今，香
港还保存有两辆古董派对电车及一辆古董观光电
车，喜欢怀旧的旅客可以搭乘这几辆具有复古风格
的电车，让这趟观赏旅程显得更有穿越时空的味道。

如果要在叮叮车上观看风景，那么二层靠近前
排的座位将是最佳选择。如果遇上敞篷车，那视野
将更开阔，能够与途经的街道、建筑、景观保持亲
密接触，甚至有一种观看3D电影的感觉。

坐车途中，现实的场景总会让人勾连起许多香
港电影里的情节：梅艳芳在《胭脂扣》中一句“我
最熟悉的也只有电车而已”道尽港岛沧海桑田；

《阿飞正传》 里张曼玉与刘德华沿电车路轨漫步的
画面历历在目；《月满轩尼诗》 的宣传语“叮叮划
破长空，缘在转角街中”让人念念不忘。《重庆森
林》《新警察故事》《春娇与志明》……这些经典港
片里都少不了叮叮车缓缓驶过港岛街头的场景。

看累了沿街的风景，经历过电影与现实、历史
与当下的时空转换，你也可以选择下车，在附近逛
逛之后再登车前行。在中环，你可以感受上班族们

熙熙攘攘、脚步匆匆的快节奏工作；在铜锣湾，你
可以到时代广场、崇光百货、金百利等购物中心购
买国际大牌的时装、挎包、化妆品；在上环，你可
以走进街头巷尾，品尝“柠檬王”的凉果、“三阳
号食品”的钵仔糕，以及各种小餐厅里的咖喱鱼
蛋、萝卜牛杂、鸡蛋仔等香港本地小吃。

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叮叮车是香港城市文化中怀旧、复古的符号，

但同时，叮叮车在百年历史中也跟着时代的脚步发
展前进，推陈出新。

近日，香港电车有限公司发布全新的公司标
志，并计划在数月内逐步将160余辆香港电车换上
新形象。墨绿的颜色，“笑声笑声，满载叮叮”的
字样，彰显香港电车在保有传统特色的同时，内在
亦保持着一颗年轻、积极和活力的心。近年来，叮
叮车的车体外观正变得愈发时尚，充满文创味。许
多香港市民、游客都会被电车缤纷的广告、创意图
画、设计等所吸引，展现着香港的潮流趋势。

去年6月，为了提升乘客坐车的舒适度，香港电
车公司开始推出空调电车，为夏日中的乘客送去清
凉。不论是与朋友相约去喝早茶的老伯伯，还是来观
光的外地游客，甚至是西装革履的上班族，大家都为
叮叮车装空调点赞。“我们希望乘客能有愉快的乘车
体验，每位乘客都能在电车上经历更多值得回味的时
刻。”香港电车董事总经理魏文这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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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几米作品的人多知道，《地下铁》讲的是一个失明的小女孩，在15岁
生日那天，独自一人在城市里探险，她战战兢兢地搭乘地下铁，从一个陌生的
小站出发，前往另一个陌生的小站。在南港车站，6幅大型的壁画，活泼奔放
的色彩，为行人再现了《地下铁》中的故事情境。

出入南港车站，最好走2号口，为了给来往行人最丰富的视觉享受，几米
特地为这个出入口作了特别的设计，将自己历年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和动
物，呈现在上下阶梯两旁的墙面上，于是行人就跟大象、兔子、企鹅，还有许
多熟悉的面孔一起上下楼梯，进出浪漫的童话世界。下得楼梯，在转角处，行
人会看到满墙壁的各式空椅，只有盲女独自一人坐着，一如《地下铁》中所说

的，“也许我们该坐下来，悠闲地喝杯茶，诉说未来的希望”。买完车票，要进
站时，行人又会与《地下铁》中的玩具兵相遇。下到月台，行人会发现，这里
候车的座椅，不是寻常造型的椅子，而是几米绘本中的可爱小船造型。而与别
的车站大为不同，南港车站月台两侧的墙上，不见任何广告和招贴，而是几米

《地下铁》 经典意象的珐琅壁画，里面有拄拐杖的盲人小女孩在地下铁中探
险，有长长的列车，有女巫骑着扫把与列车竞速，有迷离的神秘乐园。当真的
列车启动时，墙壁上的故事画面就会扑入行人眼帘，这一刻，人们如同走进如
真似幻的神奇世界。

自从 1993年开始，台北捷运就开始有意融入公共艺术，南港车站则是首
次将台湾创作者的经典作品融入车站设计。其实，南港地铁车站融合了南港
地区过去、现在、未来的三重意象，是台北所有地铁站中，风格最特殊的一
座。例如抬头所见的浮水绿格子天花板，表现过去南港曾经的茶乡意象，柔
和的色调，现代感的设计，美化了僵硬的建筑顶部，也体现当年茶乡的清新
风光。未来则表现在电扶梯及空间隔板的光纤玻璃上，以烤漆及投射光束营
造出南港科技园区的新意象。几米的漫画则表现出地铁站的现代性，既写实
又富美感。自 2008 年 12 月 25 日启用以来，南港车站因为几米的漫画而名闻
遐迩。

台北102个捷运站，每站都很有特色，非常值得造访。比如古亭站地下层
挑高天花板设有一组12件的公共艺术作品 《邂逅》（都市脸谱）。每件作品均
有两面，表现出两项对应的创作，例如白天-夜晚、喧哗-宁静、合离-悲欢
等。松山站的公共艺术作品 《域见》，用50250颗LED灯与不锈钢管交错出起
伏造型，演绎“河流弯曲之处，域见繁花光穹”，寓意松山位处河流弯曲之
地。新北投站因线路连接北投温泉区，特别将整个地铁系统营造温泉情境。大
厅以大型地面彩绘地砖和立体装置艺术表现“温泉之源”的意象，新北投支线
的地铁列车也彩绘成温泉主题，并通过影音设备介绍北投的自然生态、吃喝玩
乐、人文历史。

对来自巴基斯坦的澳门旅游学院厨艺管理专
业一年级学生阿布杜尔·库雷希来说，从刚到澳
门时的种种不适应，到产生开一家穆斯林米其林
餐厅的梦想，这中间的变化，让他自己都感到不
可思议。

在旅游学院最近录制的一档招生宣传片中，
19岁的阿布杜尔谈及了他选择来到澳门学习厨艺
管理专业的原因：非常棒的国际声誉、世界各地
的多元教学团队、获得了奖学金等等。而让他真
正感到“最大帮助”的事，则是旅游学院为了照
顾他的宗教信仰，在每一节厨房课专门为他配置
了专属的穆斯林食材。

阿布杜尔·库雷希是澳门旅游学院诸多拥有
“米其林”梦想的年轻人之一。而作为澳门唯一
一所拥有厨艺管理本科专业课程的高等院校，澳
门旅游学院每年都为这个世界上五星级酒店和特
色餐饮密集度最高的城市，输出一批又一批拥有
创造美味能力的毕业生。

澳门旅游学院是澳门特区政府支持的公立高
等院校，成立于1995年，而厨艺管理这个四年制
本科专业却是该学院一个新兴的专业。

“2003 年以后，大量外资豪华度假酒店进驻
澳门，对餐饮行业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近年来
澳门每年的入境旅客已经超过了3000万人次，庞
大的游客群体对澳门旅游接待能力带来了全方位
的挑战。你可以看到，现在的澳门，从快餐到宴
会厅，再到各种异域特色的主题餐厅，无论是标
准化服务，还是对食品卫生的把控，都达到了相
当高的水准。”澳门旅游学院院长黄竹君对记者
说。

她表示，正是澳门旅游业的高速发展，令业
界认识到，餐饮业需要大量具有完整知识背景的
专业人才。传统上口耳相传、言传身教的厨艺教
授方式，必须被现代化的教学模式取代。

2011年，澳门旅游学院厨艺管理本科课程正式开班。令学生感到
耳目一新的，不仅有各种齐全的电器设备、宽敞明亮的专业厨艺教室，
还有来自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教师团队。

马克博士作为一位资深厨师与资深厨艺教授，是旅游学院厨艺管理
专业聘请的首批外籍教师之一，已经在这里工作了5年。“澳门是最适合
发展美食产业的地方，这里中西融汇的饮食文化令人着迷。”他说。

今年初，在国家教育部的支持下，澳门特区政府正式启动申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之“美食之都”工作。而一个称得上“美食
之都”的城市，需要拥有高度发达的美食行业、专业的美食机构、大量
的优秀厨师和传统的烹饪技巧等，同时还要有美食文化的输出能力。

来自北京的文庭轩与阿布杜尔·库雷希的想法一样，希望未来在家
乡开一家用自己名字命名的米其林餐厅。

据校方介绍，澳门特区政府目前正在修订上世纪80年代通过的高等
教育法，而新高等教育法通过后，将赋予澳门更多的高等院校更高学历
的培养资格。“目前旅游学院还开设了餐饮管理、营养、红酒品鉴、食
物卫生等20多个国际认证课程，在新的法律框架下，我们将随时把有资
历和特色的专业设置为硕士、博士课程。”黄竹君说。

据新华社电（记者朱青）“快10年了，越来越
多的藏族朋友从爱上台湾乌龙茶到爱上了更多台
湾美食。”对于玉山茶坊的女主人余雅琪来说，将
台湾茶带到雪域高原的拉萨“不仅是门生意，更
是一种缘分”。

拉萨的初夏，游人如织。在离雄伟的布达拉
宫不远处的德吉北路上，玉山茶坊颇为热闹。

“玉山是台湾最高峰，比海拔逾3650米的拉萨
还要高出近 300米。”余雅琪说，在玉山茶坊，品
尝到用雪域水泡出的台湾茶，客人们除了赞叹，
更多的是一份惊奇。

余雅琪来到西藏生活已 14年。信仰藏传佛教
的她从家乡台中来到拉萨，学习藏语，研习经
文。2008 年，她在拉萨开起了玉山茶坊，将台湾
高山茶带到了这片雪域高原。

刚刚起步时，主营乌龙茶的茶坊生意并不理
想。当地人偏好酥油茶和甜茶的饮茶习惯，使得
清淡的乌龙茶难以打开市场。“那时候拉萨没有台
湾茶叶和茶具，我就决心要把台湾最好的茶叶和
茶文化传递过来。”她说。

虽然成本很高，但余雅琪并没有放弃对品质
的追求。为了让顾客尝到最好的台湾茶，她坚持
在台湾乌龙茶出茶的时节飞回台湾亲自挑选货
源。

近 10年过去了，玉山茶坊以优雅的环境、优
质的茶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客人。“刚开始来喝茶
的都是汉族客人，现在藏族客人也越来越多。”对

于余雅琪来说，这些藏族朋友对台湾乌龙茶的肯定，让她的心里充满
喜悦。

如今，在玉山茶坊里，不仅有络绎不绝的藏族台湾茶爱好者，还
有一批熟悉和热爱台湾茶文化的藏族茶艺师。

2013年，余雅琪和丈夫蔡士骧在西藏相识并喜结连理。这对夫妇
将拉萨看做第二故乡，以茶谋生，以茶会友，以茶修行，玉山茶坊成
为他们与西藏的不解之缘。

为了更好更丰富地传递和交流台湾文化，玉山茶坊还在拉萨展示
来自台湾的红珊瑚、血珀、桧木等精美饰品以及凤梨酥等台湾特色茶
点。余雅琪还请来了台湾小吃师傅亲自掌厨，让当地茶客也能品尝到
卤肉饭等地道的台湾特色餐食。

2016 年 7月，玉山茶坊开设了分店“台茶空间优品店”。“除了茶
叶、小吃，我们还在考虑进一步引进台湾的文创产品。”余雅琪说。

“我们的生活随着玉山茶坊一起已经在西藏扎根，这棵大树如何长
大长好，可能还需要很多心血，很多帮助。”余雅琪说。

“玉山是台湾之巅，而西藏是世界屋脊，希望玉山茶坊能成为拉萨
和台湾的完整结合，让茶文化联结起两地爱茶人的感情。”余雅琪说。

叮叮、叮叮叮，如果你有过在香港岛街头漫步游走的经历，就会对这清
脆悦耳的响声感到熟悉。没错，它们来自行驶中的有轨电车，也就是俗称的

“叮叮车”。
从1904年投入服务至今，港岛的叮叮车已经走过将近113年的历史，每

日平均接载乘客20万人次。如今，叮叮车既是港岛的重要交通工具，也是香
港充满历史感的城市名片之一。到港岛，坐一回叮叮车才能不虚此行。

运行运行 113113 年风采依旧年风采依旧

到港岛到港岛，，千万别忘坐一回千万别忘坐一回叮叮车叮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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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米漫画造就台北最美捷运站
本报记者 吴亚明

几米漫画几米漫画造就台北最美捷运站造就台北最美捷运站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亚明吴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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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捷运现有6条线102个站，几乎每一车站的设计、装潢，公共艺术的
设置都特色鲜明，与周遭自然景观与人文社会紧密结合，充满了浓郁的文化
气息，让人们在上下行走之间，就能看到美丽风景。这其中尤以南港站最为
殊胜，被称为“台北最美的捷运站”，台湾著名绘本作家几米的作品《地下
铁》的意象被融入整个车站，人们走进南港站，就走进了几米营造的虚拟世
界。因此，南港站又被很多几米迷们称为“几米的捷运站”。

图为澳门旅游学院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白汁焗龙虾的做法。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图为叮叮车车厢外创意味十足的广告。 资料图片图为叮叮车车厢外创意味十足的广告图为叮叮车车厢外创意味十足的广告。。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为绘有庆祝香港回归图为绘有庆祝香港回归2020周年广告的叮叮车周年广告的叮叮车。。
张张 盼盼摄摄

近日近日，，香港香港叮叮车叮叮车以新形象和新标志上路以新形象和新标志上路。。图为电车图为电车
车长站在重新装饰过的电车旁迎接公众车长站在重新装饰过的电车旁迎接公众。。

王玺王玺摄摄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图为台北南港捷运站的几米漫画主题装饰图为台北南港捷运站的几米漫画主题装饰。。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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