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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绘台湾》

让汉字“讲述”台湾故事
喻 珮

字绘图文的背后，掩藏着数字时代的神奇；黑白线条
的勾勒，展示中华文化自信的底气……近日，“手绘中国”
系列之 《字绘台湾》 在湖北武汉首次发布。它汇聚两岸艺
术英才的创意，是一本以汉字为媒，生动呈现美丽宝岛的
图书。作品分为地方、景点、美食、方言4个章节，以台湾
城市文化为背景，选取地标建筑、代表美食和非遗技艺名
称，将绘画嵌入汉字中，形成独特的城市标识。

“字绘图文的背后是虚拟现实技术，这些汉字可以直接
向读者‘讲故事’。”“手绘中国”主理人徐郑冰展示说，拿
出手机扫码下载“字绘台湾”软件，对着书中“台北 101”
的字绘图文轻轻一扫，一栋立体的、微缩的台北101建筑跃
然纸上，解说者娓娓道来台北的建筑与风情。

台湾中原大学艺术中心主任陈历渝表示，“正欸”“真
假”“有够赞”“全台最夯”等台湾口语也被收录进来，展
现了更加具有“当代味”的台湾文化。两岸青年在交流与
碰撞中，通过文字之美、艺术之妙找到了共同的解读。无
论简书，还是繁体，都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诠释，是中国
文化自信的底气。

2014年，“手绘中国”文创项目在武汉发起，其系列图
书现已出版三部，包括《字绘武汉》《字绘上海》以及最新
问世的《字绘台湾》。

自助洗衣店、自助加水站、自助
夹娃娃机……近期以来，各式各样的无
人商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台湾的街
头，吸引路人的围观及体验消费。在

“一例一休”政策的影响下，许多商店经
营者转型做无人商店，节约了人力成本。

实际上，台湾无人商店的历史由
来已久。从早年纯粹无人看管、付款
全凭自觉的诚信商店，到如今由互联
网与智能设备构成的新型无人商店，
台湾的无人店有着新的形式和消费体
验。不过，无人店方便、节省人力成
本的同时，也需要应对相应的风险。

传统商店全凭诚信

说起台湾的现代无人商店，不少

人会想起它们的前身，就是岛内各种
的诚实商店。位于台中市南屯区枫树
里的诚实商店原来是一家杂货铺，改
造后成为经营咖啡、零食、文创产品、
当地特产的商店。由于当地社区协会的
成员没有空照看店面，于是就在准备好
商品后让客人自己拿、自己结账。

这家诚实商店没有安装监视器，
连店内的花草都需要客人帮忙浇水。
如今，这家店已经开了 14 年，每天 24
小时不打烊，保持着稳定的运营。一
些外地来此的游客也都会买一份 10 元

（新台币，下同） 的王子面或棒冰，体
验一下诚信的感觉。而商店扣除水
电、材料等成本后，盈余用来作公益。

而 在 开 市 百 余 年 的 台 南 大 菜 市
（相当于集市），有各种罐装饮品的诚
实商店也在当地小有名气。店内只有

投币箱，没有店员，墙上标有“无人
贩卖所”“请自行拿取、投币”的字
样。在这家店买饮料的顾客表示，可
能是因为没有雇佣服务员，节省了人
力成本，所以店里的饮料相对其他便
利商店要便宜。

此外，屏东县佳冬乡出现“良心
菜园”，下田摘菜的游客可随心捐献；
高雄桥头市场也有“诚信花摊”，供急
需的民众取用花束，摊位附近有投币
箱，顾客甚至可以事后付账。

现代商店注重智能

与过去的诚信商店相比，近期出
现的无人商店则更有科技感，收费环
节也更有保障。在台湾的一家无人商
店，3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分布着8台贩
卖机，分别有饮料、零食、面膜、冰
淇淋等各式各样的产品。顾客购买商
品前先选择对应的商品按钮和输入代
码，投入纸钞或刷悠游卡、手机钱
包，就可以拿到想要的商品。

除了提供商品，许多以服务为主
的无人店在台湾也正变得流行。比如
不少社区都开了无人洗衣店，顾客通
过投币、刷卡来选择洗衣的方式。为
了满足顾客更多元、更高层次的需
要，无人洗衣店提供了臭氧杀菌、顾
客与宠物衣物分开清洗等服务。

而在台中的逢甲商圈，一家无人
旅店也颇受大家的关注。从入住手续
办理、缴费到退房，全部都由旅客在
电子显示屏上自助完成。而唯一的

“人”，则是协助安置行李的机器人。
由于房间入住多了私密性，价格也比
同等级旅馆低了二三成，因而颇受年

轻客人的欢迎。
自助投币夹娃娃、在加水站自取

饮用水、到无服务员的餐厅用机器点
餐并自行收拾……无人商店的种类正
变得五花八门。

省人力也需防风险

“我的店主要卖各种口味的冰淇
淋，每天补货三四次就够了，不需要
付出很多的劳动力。这样算下来，我
一个月的水电加租金开支在 5 万元左
右，但如果要请员工，很可能要多花
20万元。”投资无人商店的吕姓业者表
示，“一例一休”让经营者的人力成本
大增，每个月多发的加班费压缩了中
小业者的利润空间。因此他认为无人
商店的形式在台湾还会继续流行开来。

不过，无人商店在节省人力成本
的同时也需要防范一些风险。针对传
统诚实商店可能遭遇有人不付款就取
走商品、盗取投币箱内钱财的行为，
现代化的无人商店可以通过“先付款
后取货 （或享受服务） ”的智能设备
以及监控系统来解决。而其他一些问
题目前仍需业者和相关部门注意。

例如，店内的设备可能会被破坏，
顾客消费时可能出现纠纷等。自助洗衣
店老板程美仪说，有些顾客在送洗衣服
前不检查口袋，结果里面有巧克力，衣
服和洗衣机内筒都变得一塌糊涂，这样
不仅损坏衣物，设备本身也需再清洗后
才能使用。这样就增加了业者的额外成
本。还有像自助加水站的经营者也表
示，如果水质出现问题、消费者前来投
诉，那他们也需要投入时间及金钱来处
理后续事宜。

11月17 日，沪港通迎来三周年。香港交易所14日公布过去三年香港与内地
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的主要交易数据。数据显示，随着两地投资者对互联互通
机制的了解加深，沪港通与深港通成交稳步增长，越来越多内地投资者利用港股
通进行海外资产配置。 资料图片

《回家》，
人生不变的方向

“岁月改变了我们的模样，
回家是人生不变的方向。”由江
西省歌舞剧院精心打造的民族歌
剧 《回家》，为观众讲述了一段
大陆籍台湾老兵罗旺篼 38 年后

（1949年至1988年） 回家探亲曲
折感人的故事。

“我还记得那是个下着冻雨
的冬天。”《回家》总制片人郜海
镭回忆说，“一位宜春高安籍的
老兵，来到离家门口还有 30 米
的地方，突然跪下来，就这么跪
着一步步走向老母亲……早已哭
瞎了双眼的老母亲，摸索着儿子
的头才和他相拥在一起。”

郜海镭记得，那所老屋的墙
边摆放着很多坛子，里面是老母
亲为儿子做的他最爱吃的干薯
片，“从儿子离家开始做，每盼
一 年 就 做 一 坛 ”。 在 《回 家》
里，除了干薯片换成更具地方特
色的腌笋，其他情节几乎原封不
动。

总导演徐向东说，这是一部
献给大陆籍台湾老兵及他们后人
的剧。“在所接触走访的台湾老
兵家庭中，我们发现，老兵们的
心里有一种强烈的‘大陆是我
家’的意识，并且这种意识代代
相传。绝大多数家庭还保持着逢
年过节祭祖的习惯，他们说要把
这种民族血脉传下去。”

《撕裂我吧》，
无处安放的乡愁
1950 年出生的台湾“民谣

之父”胡德夫，从小就是一个被
村里老兵呵护的孩子。他的一个
姐夫就是山东老兵。小时候，他
总是听到很多老兵的声音，他就

是听着那些老伯伯的声音长大
的。

胡德夫说，在两岸恢复交流
之前，老兵们是被撕裂的，他们
心里想要回来，但当时并不被允
许。所以，他的朋友、台湾诗人
钟乔写了一首歌，叫做《撕裂我
吧》，特别注明是“为纪念那些
飘零一生无法归乡的台湾老兵而
做”。胡德夫谱上曲后，在大陆
多个场合现场演唱：请问屋檐上
还有风雨吗/ 请问风雨中还有旗
帜吗/ 请问旗帜上还有风采吗/
请问风采中还有我在吗/ 撕裂我
吧，撕裂我不安的身体/ 撕裂我
吧，撕裂我飘荡的灵魂……

爱而不能，故土难归，从多
少诗文曲调里流淌而出的人生旷
久的哀叹。悲歌不尽，感人的是
那望眼欲穿的憧憬。“没有在深夜
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这
是一位台湾老兵的话，寥寥数语
说尽乡愁无处安放的凄凉。

《原乡》，
“回家看娘”的血泪

由两岸共同投资、反映台湾
老兵故事的电视剧 《原乡》，讲
述了去台老兵们冲破藩篱、“回
家看娘”的故事。该剧汇聚了两
岸众多知名艺人。担纲主演并兼
任总导演的张国立透露，他在多
年之前读过一篇写台湾老兵故事
的报告文学，为之深深感动，进
而萌生了拍摄《原乡》的想法。

剧中通过洪根生等几个人的
命运，再现了台湾老兵用血泪铸
成的时代的记忆。编剧陈文贵表
示：“《原乡》每一集里都有生活
的底子，剧本写了3年，笔尖里流
出的不是墨水，是老兵的血泪。”

大结局里，老兵们穿上写有
“我要回家”“我想妈妈”字样的

白色汗衫，浩浩荡荡走出眷村。
历史上，正是这场“返乡探亲运
动”最终促成台湾当局在上世纪
80年代解除了禁令，开放返乡。

国台办副主任叶克冬在为
《原乡》的影视同期书撰写的序言

中说，老兵不是一个孤立的群体，
他们一头牵着大陆，一头连着台
湾。六十余万老兵渴望回家的心
愿，如今已演变成每年七八百万
两岸人民交流往来的洪流，回家
的路不再崎岖漫长。

行 摄 香 江行 摄 香 江

从重诚信到玩智能

台湾无人商店后浪推前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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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南屯区枫树里的诚实商店 资料图片台中市南屯区枫树里的诚实商店 资料图片

“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在那个海峡隔绝的特殊年代，跟随国民党撤到台
湾的大陆籍老兵们与亲人隔绝两岸、无法相见，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串沉甸甸的故事。这些故事，被创
作成31集电视连续剧《原乡》，也被浓缩成6幕歌剧《回家》。

歌剧、歌曲和电视剧中——

那些老兵们望归的故事
王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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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乡》剧照

““字绘台湾字绘台湾””移动界面设计移动界面设计

香港有商家已经为下月的圣诞节预热。图为近日某商场首次邀请卡通人物小
猪佩奇来港，提前演绎圣诞派对。 中新社记者 谭达明摄

沪港通三周年

跨境交易持续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