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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邮政近日发行了一套以“香港主题购物街”为题的特别邮票，让金鱼街、药材
街、厨具街、花墟等主题购物街成为当下一个重要的文化焦点，吸引不少人实地探访
邮票背后的风土人情。

旺角花墟，是香港著名的花卉市场，还未走近旺角花墟，已被沿途人流手捧鲜花
的浪漫氛围所感染。每天下午四时左右，这里总是迎来一批常客——家庭主妇。主
妇们拎着环保购物袋走在回家的路上，这些生活里最常见的场景，因她们手上捧着的
鲜花，顿时满是诗情画意。

花墟虽以墟入名，但并非是传统意义上一期一会的定期墟市，而是现代常设店
铺。花墟道上聚集的近百所花店，普遍店龄都已超过 30年，并大都起了一些构思别
致的店名，如“花无缺”“花粉热”“香草花园”等。

其中有一家叫“新记”的花店，以其浓郁的市井生活气息让人印象深刻。没有写
“橘梗代表着永恒的爱”等浪漫花语，而是标着“家有盆景，年年好景”“家有罗汉松，世
世不会穷”等大俗话。

没有用牛皮纸、金花纸、透明纸等各色花纸包裹花束，而是用废旧的《广州日报》
包裹花束。“新记”员工英姐说：“我们店的鲜花主要产自广州地区，而这些报纸就是在
打包过程中跟着来到香港的，废旧报纸循环多使用一次不仅环保，还可以节约成本。”

英姐手戴袖套，穿着雨鞋，在十多平方米的店铺里走进走出忙个不停。时而充当壮
汉在路边装货卸货，时而按顾客要求换土找货，时而和路过的街坊邻居寒暄几句。每交
易一笔，就拿下挂着领口的笔记下一笔账，一个小花盆，2港元；一盆铁兰，25港元……

花墟中大部分的店铺还保留着这类旧式经营模式，非常依赖个人，可讲价还价，
按人情世故办事。然而也有一些店铺已悄然转型为超级市场。“缤纷”便是这条花墟

道上最大型的连锁花店，仅在这一条街上，就开有7家门店。
缤纷花店用电脑收银，这使得其在花墟市集上显得有那么几分“摩登”。这类标

准化花店通过团队运营，研发用户系统，提供手机应用程序，呈现出一个与新记完全
不同的现代化花店风貌。

缤纷礼花店的花艺助理李珍迪说：“缤纷开店逾30年，从最早的盆栽店起家，一直紧贴着
市场潮流做一些变化，近年来新开的礼花店便是为了满足顾客对西式高档花束的购物需求。”

一扎未经包装设计的普通玫瑰售价大概在40港元左右，但经花艺师的巧手装扮
后，价格便可激增到上百港元。玫瑰、凤仙、石楠、波斯菊、蝴蝶兰等鲜花通过花艺设
计后，仿若齐齐换上“金装”，尽显雍容华贵。

李珍迪说：“专业花艺师的入驻，使得这条略微偏离大道的后街，成为新的文化地
标，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前来打卡拍照。”

新式与旧式花店在花墟道上夹杂开设，使旺角这个节奏急速的繁忙之地散发着
点点旧日情怀。有的商铺转型升级，有的式微消失，像一部感性的诗篇记录着都市
沧桑，而这正是香港花墟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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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许多台湾年轻人选择到大陆、
到海外求职、创业，为未来的事业发展打
拼。与此同时，岛内经济依旧低迷，年轻人
找不到发展机遇。针对这一现象，台湾作家
杨渡在 《中国时报》 撰文指出，搞“台独”
的政治迷狂可以关门自爽，但有志气的年轻
人，看不到希望，只有不陪你玩，选择走自
己的路了。文章摘登如下：

朋友从大陆回台，我们谈到最近在欧
洲、大陆所遇见的台湾年轻人，内心非常感
叹，但也很佩服。

几年前，台湾人在大陆工作仍有一片优
势，薪水也比大陆的同行高一些。现在是台
湾很多青年自觉地往大陆走、往国外走，他
们不再期待高薪，也不怕苦，更不是冲着大
陆给台湾青年的创业优惠政策。再多的优惠
政策，总有结束的时候；再多的钱，也有用
完的时候。创业要的是什么？年轻人要的是
什么？

“年轻人要的是未来的天空。可惜台湾
看不到未来的天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在一夜讨论后，我们得到这样的结论，既
感到悲哀，却又为台湾年轻人的勇气感到
佩服。

现在的台湾，有什么创业的机会吗？工
业技术上的专业，要投入的资金相对高，技
术门坎也高，更何况年轻人也没那个机会。
像美国那样发展信息网络商机吗？台湾的市
场太小，商机太少。只有小资金、低技术的
个人出版、文创小店、文化咖啡馆，还有一
点机会。

几年前，大陆观光客还多的时候，到南
部、东部乡下开一间民宿，卖一点清新文创商品，未尝不是一
个机会。但现在两岸观光紧缩，民宿一片倒闭潮，这个机会也
结束了。

现在，大陆沿海大城市的薪水已比台湾高，有战斗力的年
轻人要找未来的战场，发挥自己的能耐，创造自己的天空，能
不出走吗？

关键还是未来的天空。天天喊着“台独”口号却不能给年
轻人未来的执政者，能有什么希望？政治迷狂可以关门自爽，
但有志气的年轻人，看不到希望，只有不陪你玩，选择走自己
的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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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新北市眷村文化节近日在新北光兴
公园热闹开幕。现场安排的眷村百味市集、经
典相声演出、经典歌舞联演和耆老说故事等精
彩活动，吸引了不少眷村后代和周边居民入场
参与。

“眷村”指 1949 年后台湾当局为安置上百
万大陆赴台的军人和家眷所建立的聚落。与
光兴公园一墙之隔的就是当年的眷村“三重一
村”。

“三重一村”紧邻淡水河，由以前的日军高
炮阵地改建而成。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修复改
造工程，未来将展示眷村文物，重现昔日眷村
风貌。

88 岁的朱楚云是“三重一村”的第三届
村长，来台 60多年，依旧不改一口浓浓的湖
南腔。他说，以前的房子都是以泥土建筑，
由于当年的防洪排洪建设不足，位于堤防边
的“三重一村”多次因台风淹水而损失惨重。

张世英在“三重一村”住了 50 多年。85
岁的她登台讲述村中往事，当时生活虽然艰
苦，但眷村里人情味浓厚。

早年眷村家家户户都会养鸡，不过有了鸡
蛋却舍不得吃，要拿来换钱补贴家用，或者买
便宜的鸭蛋来解馋。张世英说：“鸭蛋个头大，
两个鸭蛋炒菜就够一家七八口人吃了。”

吃的一般，住的也很简陋。张世英说，她
家与邻居之间只有一堵土墙，也不封顶。“隔壁
有一家是山东人，包了饺子就会煮好了从墙顶
整盘递过来。”

张世英是四川人，丈夫是湖南人，她笑着
说，家里炒了辣椒菜，也会从墙上送与邻居
分享。

眷村居民来自大陆各个省份，大家互相
帮助、照顾，不同的口音、饮食、地域文化在竹篱笆内交融互
鉴，形成独有的“眷村文化”。

在活动现场，美食家王蓉蓉登台示范制作眷村小菜“鸡丝
凉皮”，在大盘凉皮上淋上酱油、醋、糖、盐巴等拌和的酱汁。
她说，以前眷村过年煮完鸡汤，剩下的鸡胸肉又硬又柴没人爱
吃，妈妈就会拆碎鸡肉，抓拌一大盘凉皮。

眷村百味市集上，福清小吃、陕西凉皮、四川卤味、海南
油鸡、山东面食等一众美食摊位前排起了长龙。大个的猪肉白
菜、猪肉韭菜饺子，现包现煮，面香四溢。有的食客等不及找
筷子，用牙签挑起来就塞进嘴里解馋。

除了美食，还有精彩的文艺演出。相声 《方言报数》 以逗
趣的段子再现当年眷村里五湖四海的口音趣事；金曲 《绿岛小
夜曲》《永远的微笑》《烟花三月》唱出了眷村里的两岸风情。

今年的新北眷村文化节，以“家”作为活动主题。新北市
长朱立伦说，眷村就像是一个大家庭，汇聚了来自大陆各地的
民众，同时也汇集了大江南北的美食，谱成台湾眷村的美好记
忆。他说，举办眷村文化节最重要的就是要凝聚眷村浓浓的人
情味，希望把眷村的文化延续下去。

眷村的老人家们已是风烛残年，但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言行让
他们忧愤不已。朱楚云说，民进党当局上台后借年金改革打击被其
视为政敌支持者的“军公教”群体，“我岁数大了，只能听他们摆布”。

前几年身体硬朗的时候，朱楚云曾多次回到湖南老家参
访。他说，现在大陆发展得很好，进步很快，期盼两岸关系能
继续和平发展，“两岸关系不稳定，台湾就不得安宁。”

“坐船来往两岸很方
便，躺着睡一觉起来就发现
看到港口了。”“我们从玉环
出发到台湾时正好是中秋前
夕，‘中远之星’举办了很
多两岸同胞庆中秋的活动，
大家都很开心。”……

10月13日傍晚，搭载
近 500 名旅客的“中远之
星”从台湾基隆起航，前

往浙江玉环市大麦屿港。
在他们当中，有部分是刚
刚结束在台个人游返回的
大陆游客，也有在台过完
中秋后回到大陆经商的台
胞。谈及坐船的感受，尤
其是他们从大陆出发当天
在海上参与“海上直航中
秋行”的活动，大家的兴
奋之情油然而生。

船行两岸间船行两岸间 同胞话亲情同胞话亲情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柴逸扉柴逸扉 文文//图图

新
北
眷
村
文
化
节
讲
述
家
情
家
味

今年 6 月，香港科学馆与大英博物馆合办“永生传说——透
视古埃及文明”展览，展出 6 具古埃及木乃伊和逾 200 件文物，至
今已吸引近 80 万人次入场，平均每日参观人数逾 8000 人次，打
破科学馆专题展览每日平均入场人次纪录。本次展览于本月 18
日结束。

科学馆馆长陈淑文称，大英博物馆对展场环境、展区设计、展
品展示方式等要求都很严格。科学馆团队花了一年时间筹备，首
先面对的挑战是寻找合适展柜，因木乃伊体积较大，棺木底部和上
盖需要一并展示，最后需要由外地订制大型展柜才解决问题。

展出的 6具木乃伊和超过 200件文物，需要气温保持在 20摄
氏度，才可以妥善保存展品，所以此次展览难度很大。

（柴逸扉）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每天早上8时，台湾花莲县玉里镇乐合
小学二年级学生就会准时诵读《三字经》。

更高的年级，晨读的内容会是 《唐诗》《论语》《朱子治家格言》《礼运大同
篇》等经典。

乐合小学每天早上诵读经典 10分钟的做法在花莲并非个例。花莲县政府教育
处处长刘美珍近日表示，为让花莲的学子充分汲取古代圣贤之智慧结晶，花莲县教
育部门于2010年起，开始推动全县小学及幼稚园读经。

刘美珍介绍，为了让每名学童都读到经典，花莲县政府编撰出版了《读经教育
读本》，免费发给每位学生。编撰者精选了中华文化中较有代表性的古文和诗词。

“学童每天晨读经典 10分钟这一做法，全台湾只有花莲县在推动。”刘美珍说
道。作为教育工作者，刘美珍认为通过阅读经典，可让学童站在古圣先贤的肩膀
上，看得更高更远。

花莲县教育部门推动读经教育方法灵活多样。为培养孩子以趣味性、游戏性方
式诵读经典，花莲县请当地一家广播电台协助，由县内 12名学童朗读经典，录制

“有声书”，制作成CD光碟，免费发给全县小学师生，让学童透过听、读方式，达
到潜移默化的效果。

（蒋雪林 邢利宇）

台湾花莲学童晨读经典

香港木乃伊展吸引近80万人次观展

睡一觉就到了台湾

“船票一个人只用600多元人民币，国庆、中秋
假期去台湾的机票一个人要一两千元，价格上差不
少呢。而且我们去台湾的时候还省了一晚上住宿
费。还是坐船划算。”刚刚结束在台个人游的廖先生
往返都选择了“中远之星”，在他看来，睡一觉就到
了台湾，这样的交通方式既便宜又快捷。

相比廖先生，胡女士更看重的是坐船的自在舒
适：“坐飞机空间狭窄，没有地方可以走动。坐船则
不同，咖啡厅、KTV、桑拿房等设施很多，适合休
闲。”多次乘坐“中远之星”的她特别提到了一个浪
漫的场景：上午 6 时许，朝霞映红了半边天，随后
太阳从海平面上升起，不远处海鸥成群结队地飞
过；而船离到达的港口越来越近，陆地的轮廓渐渐
清晰。此时的甲板上已站满了许多游客，大家纷纷
拿出手机、摆好姿势，记录下这美好的瞬间。

“对于我们骑行者来说，如果要坐飞机带自行车
就需要拆卸、计重托运。既麻烦，成本也很高。但
如果坐船，我们的自行车就可以直接停在船上，而
且不另外收费。我们可以一下船就骑着车开始环
岛。”来自大陆的骑行者小洪表示，自己这次去台湾
实现了单车环岛的愿望。在出发赴台时的船上，他
遇见了刚在大陆完成骑行准备回台的台湾骑行者。
他们一起交流骑行技巧、路上遇到的风景。

海上赏月很特别

“我赴台时刚好赶上了‘海上直航中秋行’活
动，能在中秋前夕组织这样的活动真的很难得。两
岸同胞在海上共庆中秋呢，可谓是‘百年修得同船
渡’的情分啊！”回忆起出发当天的场景，廖先生激
动地表示。

当晚8时许，多项表演活动在轮船的
多个地点展开。在餐厅舞台上，吉他手
为大家献唱多首歌曲，现场充满了活
泼、欢乐的气氛；在大堂，魔术师手持
扑克牌，邀请现场观众参与互动，体验
魔术的奇妙和变化；在船舱的过道上，

“小丑”演员身旁围着许许多多的小朋
友，大家都期待着他手中扎成各种形状
的气球与口袋里五花八门的礼物。

“刘、关、张三兄弟结义，打一台湾
地名。”“桃园。”在餐厅、在船舱，猜灯
谜活动激发了旅客们的兴趣。大家一起
开动脑筋，享受着头脑风暴的过程。

而在户外的甲板上，来自两岸的旅
客三五成群，他们或手扶栏杆、举头望
明月，或坐在躺椅上相互交流，甚至还

有人对酒当歌。
实际上，那天在旅客们出发之前，浙江省玉环

市海峡两岸交流合作促进会在码头也组织了歌舞表
演和博饼活动。博饼是闽南地区过中秋时的传统民
俗游戏，相传为郑成功的部将为解将士们在海上的
思乡之苦所设计。丢骰子、看数字、拿奖品，这项
活动让旅客们玩得不亦乐乎。

有了船联系更紧了

尽管这是首次举行“海上直航中秋行”活动，
但早在2009年，玉环市就开通了大麦屿港至台湾基
隆港的海上客运直航航班，2010年 6月 26日正式开
通定期航班并实现稳定运营。开通以来，客运量累
计达 15.3 万人次，并成为大陆第三个、浙江第一个
实现台湾车辆“登陆”的地区。

此外，玉环坚持以宗亲文化为纽带，全力打造
浙台青年筑梦平台，推动浙台青年创新创业。通过

“走出去、请进来”，玉环先后推出了“百人入岛探
亲团”活动，举办了玉台两地迎中秋联欢晚会、两
岸媒体海上行、赴长三角地区面向台胞开展清明赠
票和台湾单车天使玉环站公益骑行等活动，使得两
地交流日益频繁，内容愈加丰富。

浙台 （玉环） 经贸合作区主任许敏表示，近年
来，玉环大麦屿港对基隆港的直航，已成为两岸民
间交流新亮点。本次“海上直航中秋行”活动让旅
客们深切感受到两岸文化相通、血脉相连、亲情与
共，为两岸交流增加了新的元素，也希望此后能成
为两岸交流新品牌。同时，直航开通也为玉环的对
台经贸发展提供载体。“今年底，通过玉环的乐清湾
跨海大桥将开通，再加上高铁玉环站将在2020年前
通车，届时玉环的海陆空交通都会更便捷。不论是
人流还是物流，浙江省甚至整个长三角地区都可以
通过玉环，与台湾形成快速、便捷的连接。”

香港花墟浪漫记录都市变迁
胡碧霞 颜 昊

香港花墟浪漫记录都市变迁香港花墟浪漫记录都市变迁
胡碧霞胡碧霞 颜颜 昊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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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下的“中远之星”。

花墟街头的花店花墟街头的花店。。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海上直航中秋行”活动中魔术师在船上表演。

轮船上看到的海上日出。

“海上直航中秋行”活动中旅客参与博饼游戏。

““海上直航中秋行海上直航中秋行””活动中小丑演员在船上与旅客互动活动中小丑演员在船上与旅客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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