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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台湾民众都喜欢去图
书馆阅读，而台湾的各类图书
馆也相当之多。去宝岛一游不
仅可以观赏阿里山、日月潭等
自然风光，也可以去图书馆体
验一下台湾的文化生活，去看
看书顺便欣赏台湾的特色建筑。

台北市立图书馆北投分馆

在林木茂密的台北北投公
园里面，有全台湾第一座“绿
建筑”图书馆——台北图书馆
北投分馆。这座图书馆曾被评
为全球最美的25座图书馆之一。

有作家这样描写这个图书
馆：“走进图书馆内，小小的空
间，兴奋交织着局促与新奇，
电 流 般 将 每 个 人 连 成 一 个 磁
场。在这里，太阳馈赠的能量
让自然环境与人文气息水乳交
融，令人一见倾心。”

辜振甫先生纪念图书馆

台 湾 大 学 社 科 院 辜 振 甫
先 生 纪 念 图 书 馆 由 日 本 知 名

建 筑 师 、 2012 年 普 利 兹 克 奖
得 主 伊 东 丰 雄 设 计 ， 并 获 得
2013 年 第 35 届 台 湾 建 筑 佳
作 奖 。

辜振甫先生纪念图书馆中

最得设计精髓的是1楼开架阅览
室，阅览室为一处长宽各约 50
米的通透、层高近 6 米的空间，
由 88 支树状柱结构屋顶夹杂
130座形状不一的天窗，白天阳
光从天窗洒下，营造出置身于
林荫间阅读的氛围。

台北大学图书资讯大楼

台北大学图书资讯大楼同
样 是 一 座 以 绿 色 设 计 为 特 色
的 图 书 馆 。 该 馆 外 观 融 入 所
在 的 新 北 市 三 峡 地 区 山 峦 起
伏 、 心 湖 水 波 映 像 ， 以 本 地
莺 歌 陶 瓷 打 造 侧 边 弧 线 造
型 ， 充 分 展 现 美 学 设 计 与 本
地人文融合之美。

内部 空 间 采 用 “ 挑 高 ”、
“无隔间”、“落地窗”设计，
将美景与光线延展至室内各个
角 落 ， 再 由 “ 廊 桥 ” 串 连 动

线，巧妙地营造开阔延伸的阅
读视野，成功地打造了绿建筑
新美学。

高雄市立图书馆总馆

高 雄 市 立 图 书 馆 总 馆 以
“树中有馆、馆中有树“的绿建
筑文化地标获得国际奖项。这
座图书馆具极简、景观穿透性
风格，融合了树木与吊桥的概
念，深具巧思。

馆内 6到 8楼悬吊中庭，盖
了一座可直达屋顶空中花园的
巨 型 天 井 ， 引 入 大 量 自 然 光
源，还有通风对流作用。屋顶
空中花园有雨水储藏系统，提
供区内植栽灌溉水源，夏季亦
可为一楼川堂洒水降温。

台东大学图书信息馆

在建筑师山水意象的精心
设计下，台东大学图书信息馆
巧妙地呼应该校山海环绕、得
天独厚的地理景观。

北面的图书馆是一栋五层
楼的山形建筑，是台东大学典
藏知识的金字塔；南面的信息
中心是一栋两层楼的建筑，从
空中鸟瞰就如流水般蜿蜒在镜
心湖畔。

旧日的符号

阮义忠出身于镇上的一个木匠家
庭，年少时他只想逃离农村，成为一个
都市人和知识分子。高中毕业后绘画和
摄影事业的相继成功，使他迅速离开了
家乡，成功走到外面的精彩世界。而在
很多年之后，再去遇见曾经拍过的景和
人，才意识到摄影之于自己、被拍摄的
人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来说，有着多么
重要的意义。

或许冥冥中自有天注定，一心想要
逃离的阮义忠，却以黑白画面记录了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的农村风光及原住
民生活状态。田埂乡路稻田里的那些孩
童、老人、女性，不少形象已成为旧日
台湾乡土社会的符号。

当时服务的杂志，每期有十几页的
篇幅归阮义忠自由支配。于是他每个月
都打点行装，拿着一张台湾客车价目表
就上路了。他专挑价目表的终点去，因
为“越是终点越表示没有现代化嘛。”

阮义忠还专门去那种地名奇怪又美
丽的地方，比如“美浓”和“多纳”。
他 1977 年拍的一幅美浓乡民的浣衣
图，给人世外桃源之感。在阮义忠的眼
里，乡土社会是人类的童年，历史在前
进，童年在消逝，他则要给台湾的乡土

社会留下最后深情的一瞥。
尽管乡村生活清苦，但台东海端乡

和彰化县二水镇等地乡民的脸上，都洋
溢着平和的笑容。这些照片归入了他摄
影图文集 《人与土地》 的“劳动”专
辑。其他三辑分别是“成长”、“信仰”
与“归宿”。“信仰”一辑中，阮义忠想
方设法，才说服4位达悟族妇女表演她
们传统的头发舞。“如今，头发舞已成
为兰屿观光的热门项目了”。

温暖的视角

在台湾屏东县牡丹乡的旭海村，几
户人家被圈在岛内最神秘的军事基地里
并等待搬迁，一排村民正在进行翻筋斗
比赛。这是阮义忠 1986 年拍摄的一幅
照片，照片中主人公姿态各异，让阮义
忠想起“人类在土地上重复着生老病死
的轮回，累积着贪嗔痴疑的业力，却一
同注目着颠倒的人生而毫无所觉”。

这幅照片成了 《人与土地》 的封
面。《人与土地》 是被巴黎现代美术馆
等机构收藏的著名摄影作品。在岛内外
同行看来，阮义忠的一大价值，就是在
几十年的摄影生涯中一直坚持人文主义
的温暖视角，专注地用镜头记录台湾的
社会现象。

在老家头城镇，阮义忠指着老街尽头
的一棵老榕树说，小时候他和伙伴们喜欢
往树上扔石子，经常会砸到一名老妇人，
那个人的形象到现在都很鲜明：“我在猜
啊，这个女人会一个人孤独的生活，可能
就是被遗弃的吧，也许年轻的时候她也谈
过恋爱，然后有没有结婚我不知道，她总
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她可能是我成长经
验当中唯一知道的，一个身体跟灵魂分开
的人，她的身体永远在寻找灵魂。”

类似的悲天悯人之心，在他的作品
中处处可见——在树下捧着月琴自弹自
唱的盲妇、台北大稻埕老街的货郎、淡水

码头晒太阳的老人、列车上拿着印有桂林
山水杂志的老兵……回到头城的乡亲，阮
义忠记得最深的，有挨家挨户给人算命的
盲人，有糊冥纸的跛脚老人。他热衷于拍
摄这些生活很苦但自食其力的人：“因为
他们跟我们是一样重要，而不是卑微的。”

随着这些人物在他的相机里活生生
地呈现，他觉得摄影也延长了自己的生
命，别人的生命加成在自己的生命里。

寻觅的初心

有人概括说，阮义忠用影像记录下
了乡愁的三重咏叹调：成年对童真的乡
愁，游子对家园的乡愁，车水马龙的都
市对田野农耕的乡愁……他跋涉于旧日泥
泞的乡土、温馨淡雅的老镇，记录下遇见
的每一张淳朴面孔，寻找着某种恒定的价
值与久远的呼唤，似乎是有意留待几十年
后，把这些散落无踪的乡愁，投递给那些
早已不识故乡为何物的当代人。

“那个时候在台湾，我拿起相机拍
摄时没有人会避讳。他会觉得，我被你
注意到，你要拍我，好荣幸啊。”他强
调说，“我拍摄的第一个老师，是我镜
头前面的对象，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人。”

在阮义忠看来，人真正焕发出某种
光辉，要在某一个年代才会有。现在不
太容易，因为所有的人都被很多东西给压
着，人少了那种平和的表情，就像是一面
被灰尘遮盖的镜子，相机镜头很难捕捉。

“我以前拍的照片的确有一种无染的特
质，人的本真显现出来。初心很重要，现
在大家的初心不太容易找回来了。”

阮义忠在头城镇的海边买下了一间
小公寓，从阳台就可以看到海平面上的
龟山岛——他的祖母、外祖母曾经生活
过的地方，这将是他下一个摄影主题。

所有宜兰人都把龟山岛当成心里的
故乡。岛上没有淡水，从地底深处打出
来的水咸淡参半，人们却在这里繁衍生
息了 130多年。阮义忠说，他的血液里
也有这种半咸半淡的水分。

阮义忠还记得，小时候入睡前，能
听到最后一班列车驶离头城的声音，那
时总梦想着哪天要坐着火车离开这个乏
味的小镇。“现在年纪大了，以前逃避
的，现在仿佛变成了你需要的，所以我
相信任何人都一样，任何人的成长过程
都是逃离家乡，然后终于又回到故乡。
大概所有人的故事都差不多。”

阮义忠：

给台湾 乡土乡土 社会社会深情一瞥
本报记者 任成琦

得益于香港今年经济形势的上行及资
本市场活跃度的走高，在香港金融领域工
作的许女士这一年收入颇丰，近日她便为
自己的新房子添置了许多价值不菲的物件。

许女士的经历是香港今年经济现状的
一个缩影。数据显示，今年香港经济表现
屡次超越预期，一季度以同比 4.3%的增速
创下 2011 年之后的高点，二、三季度分别
同比增长3.8%和3.6%，高于过去10年2.9%
的趋势增长率。特区政府已将全年经济增
速预测上调至 3.7%，并认为今年经济增长
有望创下6年之最。

恒生银行首席经济师薛俊升表示，内
需是当前香港经济增长的重要带动力，尤
其是私人消费，同比增速已经连续5个季度
加速，三季度更是显著提升6.7%。

与此同时，作为香港支柱行业之一的
金融业，今年市场也甚为繁荣。香港另一
支柱产业贸易及物流业，今年表现也很突
出。香港贸发局的数据显示，香港货物出口
今年前三季度同比上升8.5%。

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副会长陈建年表
示，今年全球经济改善，亚洲贸易强势，
尤其是内地经济增长带动香港出口显著提
速。未来进出口业界会更为积极地把握国
家“一带一路”倡议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的机遇，不断进步。

香港旅游业议会总干事董耀中表示，
目前访客来港旅游进入了“升级换代”状
态，不少旅客不再只是购物，而是更多地体
验香港本地特色。香港旅游业也正在新形势
下探索盛事、美食、文化的特色旅游模式。

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
的首份施政报告明确，香港未来将促进经
济多元发展，包括开拓创新科技和创意产
业等新经济领域。

在香港自主创业的董先生对此感受颇
深。他说，今年企业研发的智能服务系统
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市场的认可，企业业
绩喜人。“希望明年香港的经济形势会更
好，企业的前景会更开阔，能够进入内地
市场并打通国际通道。”

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表示，香
港经济想要实现多元发展，在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过程中内地与香港的合作至关重
要。香港可以借助内地的广阔市场和完备
产业链，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内生动力。

林郑月娥表示，香港背靠强大的祖
国，有着无限的发展机遇，这是香港未来发
展首要的信心来源。十九大报告提出支持香
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将积极参与“一
带一路”倡议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国家
发展提供动力，也促进自身发展。

香港与东盟近日签订了自贸与投资协
定，两份协定被业界视作香港未来经济增长
的新引擎。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局长邱腾华表示，协定不只帮助香港在国际
经贸领域开拓市场，增加企业和服务提供者
在东盟的商机，还将推动香港成为“一带一
路”融资与服务枢纽，在策略上配合迎接国
家“一带一路”倡议所创造的商机。

工银国际研究报告认为，伴随内地改
革开放不断深化以及在“一带一路”倡
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人民币国际化的
背景下，香港凭借独特的优势，将会实现
更多发展新突破。

在香港在香港，，
多维度感受多维度感受 GDPGDP 增长增长

张 欢

看 香 江年少时一门心思要离开，几十年后又回到这里。围绕老家——台湾宜兰头
城镇，阮义忠的人生轨迹，画了一个圆。是功德圆满，还是回到原点？

作为当代著名摄影家，阮义忠是少数被选入美国权威的《当代摄影家》一
书的华人摄影家之一。40多年来，他跋山涉水，深入乡土民间，拍下了无数台
湾乡野风情和平凡人们日常生活的动人瞬间，其作品也成了台湾独一无二的民
间生活史册。

有人归结于他的天赋异禀，有人归结于他与时代的因缘际会。而他却夫子
自道说，是摄影让他找到了对土地的认同感。他的作品中展现的是人在土地上
的生老病死，无论成长、信仰和归宿，都像是“对故乡的忏悔”。

阮义忠作品阮义忠作品《《西螺的惜福老人西螺的惜福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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