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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各县市多有老街，比如新北的淡水老街、三
峡老街，桃园的大溪老街，新竹的北埔老街，彰化的
鹿港老街，高雄的旗山老街、旗津老街等，这些风格
独特的老街铭刻了当地的人文风情，承载了众人的情
感记忆，是人们吊古问今、寻幽探胜的好所在。但是
近年来，老街碰到了新问题：文化不见，小吃满街，
有些老街变成了“白天的夜市”。

文化老街成“小吃一条街”

以木器闻名的桃园大溪和平老街，聚集了近 50
家从事传统家具、神桌雕刻等木器相关行业的店
家，几乎就没有小吃店存在的地方，而今只剩下 20
家木器行还在苦苦支撑，其他多被小吃店及纪念品
店替代。

台湾 《联合报》 记者看到假日的大溪老街，人
潮汹涌，熙熙攘攘，但大部分游客无心观赏老街风
貌，多是一摊一摊买、一家一家吃，“边走边吃”成
了街景。

当地文史工作者黄建义感叹，大溪老街以木器雕
刻、巴洛克式建筑闻名，但现在到处可见臭豆腐摊、
炸香肠摊，老街已变成“白天的夜市”。

早在清代，新北市的三峡老街就是重要的商业街
道，之后陆续建起的100多座巴洛克式街屋，成为三峡
最重要的地标。然而跟大溪老街一样，如今老街文史
记忆摆在一边，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小吃，除当地名产
金牛角与猪血糕外，多为豆花及冰品。

当地的李梅树纪念馆馆长李景光说，三峡人文风
情浓厚，曾有许多艺术家在此创作，但后来无法负担
超高店租，尽管创作的艺术品各具特色，却熬不过现
实，现在只剩一两位艺术家还在苦撑。

《联合报》 记者发现，台南市的安平老街也成了
“小吃一条街”，吃吃喝喝的店家逾七成，仅有不到二
成的文创业者留下来。

陶艺家宋健诚说，房东年年涨租金，文创商品不
像吃喝商品易推销，很多同业受不了租金调涨搬走。
现在宋健诚虽仍留在安平，但也敌不了昂贵租金，只
好迁到邻近的效忠街。

高雄的旗津老街弥漫着一股烤鱿鱼的香气，这里
海鲜店林立，摊贩五花八门，隔几步路就有老板向观
光客招手吆喝。与其说这里是老街，不如说是旗津观
光街。

旗津发展协会理事长陈昱宏说，旗津老街想成为
文化老街有困难，当初这里就是商业取向，加上摊贩
和海产店是当地壮年人口赖以维生的工作，老街保存
的历史建筑寥寥无几，没有相关配套措施，很难吸引
居民推动历史文化。

小吃和纪念品售卖同质化

台湾万能科技大学观光休闲系老师蔡孟桓说，全
台老街本来都各有各的特色文化，现在几乎都卖一样
的小吃及纪念品，以至于很多游客已不特意挑某地的
老街逛，因为每条老街卖的东西都一样。

蔡孟桓说，很多游客逛大溪老街“吃完就走”，顶
多买一点大溪豆干，却不愿多停下脚步，抬头看看老
街两边的巴洛克古建筑。

蔡孟桓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游客的目光被种类
繁多的小吃吸引住了。如果
把这些老建筑当作卖点，透
过政府、民间的力量去推动
及营销，相信可以拉回游客
的目光。

新 竹 县 文 史 工 作 者
姜 信 淇 认 为 ，现 在 是“ 传
统价值消逝，小吃文化兴
起”。

姜 信 淇 说 ，老 街 卖 地
方产品是好事，但现在北
埔 老 街 上 的 东 西 绝 大 多
数不是当地人经营，都是
外地人为了商业利益，聚
集在此。

让 人 稍 可 安 慰 的 是 ，
相较于许多老街“变脸”
和“变味”，总还有几条老
街力图保留原始风貌，比
如新北的莺歌老街、金山
老街、深坑老街，桃园龙
潭的三坑老街。

保留原始风貌带动观光商机

《联合报》采访报道说，莺歌老街是台湾陶瓷业最
早的聚集发迹之处，全长250米的老街，如今依旧八成
以上店家是陶瓷店、陶艺家工作室与手拉坯 DIY 体
验，小吃店家也就两成。地方文史工作者何振源说，
尽管日用陶瓷工厂大部分都外流到劳力低廉的东南亚
和中国大陆，但莺歌陶瓷的技术仍是亚洲地区数一数
二，莺歌陶瓷的釉料变化与彩绘特别受到大陆游客喜
爱，每年都有大陆商人到老街采购。

新北的金山老街不到一公里长，但商家多半保留当
地特色，广安宫前的金山鸭肉，30年以上的饼铺、面摊等
老店人气不减。尤其早市仍保有传统赶集，在市集里可
依不同产期买到当地特有的红心地瓜、跳石芋头、赤壳
箭竹笋等当地农特产。新北市深坑老街以“深坑豆腐”闻
名全台，古迹建筑加上豆腐美食，带动当地观光商机。

桃园市龙潭区的三坑老街多由当地人经营，阿香菜
包、牛汶水凸显客家特色。文史工作者张智宇说，三坑老
街能够保存传统文化的主因，在于居民的团结。

台 湾 《联 合 报》
近日刊发社论，称蔡
英文很清楚两岸互动

的钥匙在哪，也知道两岸对话的密语为
何。当民众高声呼唤“醒来”时，蔡英文
不能继续装睡。文章摘编如下：

根据 《联合报》 日前发表的两岸关系
调查结果，不满蔡英文两岸表现的人增为
五成六，对大陆民众有好观感的比率逆转
增为四成九，愿赴大陆就业的台湾民众增
为四成，主张“急独”和“缓独”的人降
为两成四。这些，都显示两岸气氛出现了
可观的变化。蔡英文对于这样“官冷民
热”的氛围，仍无动于衷吗？

蔡英文上任后，不断强调“维持现
状”，避免逾越红线。然而，她的“新南

向”政策和政经、文教施政中，诸多“反
中”、“去中”的作为，都与维持现状的基
调背道而驰，也使两岸关系难以开展。此
外，包括赴台陆客陆生骤减，冲击台湾相
关产业和人民生活，民间不满蔡英文两岸
政策的比率明显上升，其实都是社会舆情
的真实流露。从这次民调看，不少人认为

“台独”和民进党的政策才是导致两岸关系
恶化的最大变量，分别创下历次调查新高。

就在蔡英文施政陷于泥沼之际，中国
大陆宣示要与台湾民众分享大陆发展机
遇，并提供学习、创业、就业与生活的同
等待遇；一推一拉之间，也加深了台湾民
众对两岸落差的感触。例如，福建要引进
千名台湾博士教师，大陆大学则加码台湾
学生奖学金，并扩大台湾律师登陆执业范

围。中国大陆在鼓励创新创业、全球揽才
的战略中，更顺势纳入台湾的青创人才。
与这股拉力相呼应的，则是台湾民众愿赴
大陆工作、念书和定居的比率，全面上
扬。对蔡英文而言，更难堪的真相是：越
是被她封为“天然独”的世代，赴大陆就
业的意愿越高。

台湾民众对大陆政府与人民观感的翻
转，也值得注意。近年大陆和平崛起，企
业壮大和科技发展，乃至推动“一带一
路”的努力，都有助扭转其原本的老旧形
象。也因此，陆客一年半来虽大幅减少，
民众对大陆民众的好感反而逆向增长。当
大陆涉台措施让台湾民众越来越有感，民
进党强调的“中国威胁论”就越来越苍
白，绿营的民粹口号也越来越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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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老街。 张 盼摄

莺歌陶瓷老街。 （资料图片）

台民众高呼“醒来”，蔡英文不能继续装睡

据港媒报道，香港失业率
创 20 年来最低，达到全民就
业状况。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
日前公布，今年8月至10月的
经季节性调整失业率为 3%，
较前一期（7 月至 8 月）下跌
0.1 个百分点，是自 1998 年以
来的最低水平。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罗致光说，按年比较，各行
业的失业改善情况更为明

显。有人力资源顾问认为，
经济转好，明年打工仔有望
加薪3%至3.5%。

香港最新失业人口 （不
经季节性调整） 减少约 4600
人，至12.36万人，主要是进
出口贸易业和金融业失业人
数减少。除了整体失业率下
降，15至24岁青少年的失业
率为 9.5%，较前一期下跌一
个百分点。

由 中 国 美 术 馆 、
香港大学主办的“莲
莲吉庆——饶宗颐教
授 荷 花 书 画 巡 回 展 ”
近 日 亮 相 中 国 美 术
馆。展览展出绘画与
书 法 作 品 49 套 126
件，将持续至 11 月 26
日。图为观众在欣赏
饶宗颐的作品。

鲁 鹏摄
（新华社发）

11 月 19 日是世界厕所日。这个世界
性日子的设立，不是纪念什么，而是强
调厕所文明对于当今人们生命存在的重
要意义。

俗话说：吃喝拉撒，五谷轮回。“吃
喝”是获取维系生命的能量，无吃无喝生
命就要停止，所以是一等要紧之事。要有
吃有喝，就需要进行生产。生产力低下，
落后贫穷，只能一门心思顾吃顾喝。“吃
了吗，您？”——这便是早年人们一天之
中首次见面的客套话。而“拉撒”之事无
碍生死，是可以随便的末端之事。

当生产先进、经济富足、社会进步
了，人们要提升生存质量，对“拉撒”就
不再是“小处可以随便”的态度，会逐渐
产生出与“吃喝”一样重要的对于美好生
活的需求。也正因如此，厕所状况怎样，
可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
重要参考指标。

忆及上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之初的
中国，生产落后，百废待兴。那时首要的
是 能 吃 饱 ， 再 争 取 能 吃 好 。 至 于 “ 拉
撒”，实在是无法讲究只能将就的事情，
厕所情况普遍很糟糕。在我来说，有两件
印象很深的事情。

一件是1980年大学暑假，游历西岳华
山。都说华山天下险，在山上更遇到一个
险冠群厕的厕所。该厕所设在一处悬崖边
上，用厚实的松木板搭建而成，底部并排
固定的木板少半悬于崖外，板上开孔就作
了便溺的蹲坑。如厕时低头下望，排泄物
凌空而下，悠悠荡荡地落入榛棘林莽的万
丈悬崖，令人心惊不已。而山风由蹲坑鼓
荡而上，也正应和了前人掌故书中“大风
吹屁股，冷气入膀胱”的谐谑诗句。

另一件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陪同
一个台湾参访团，乘大客车从西安赴黄
陵。途经一个村镇停车小憩，要“唱歌”

（上厕所） 的台湾客人纷纷向路边的厕所
奔去。几位女客人刚涌进厕所，旋即又涌
了出来，一边对后边的人摇着双手，一边
哈哈笑着喊“不行”、“不行”。原来是通
排厕位无隔板，卫生状况又太差。情急之
下，她们跑到厕所背面，以厕所墙壁挡住
后边，用遮阳伞挡住前边，就地方便起
来。在那个时期，陪台湾客人外出活动
时，上厕所有时是个不算大却也不算小的
尴尬事情。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经历了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爱国卫生运动和进入21世纪
后倡导的厕所革命，大陆厕所情况已大为
不同。如今和一些年轻人讲起这些，他们
都是当作逗乐的段子来听。

今年世界厕所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国
厕所革命宣传日活动，主办方介绍了在厕
所管理、科技应用和文明倡导等方面取得
的阶段性成果。

近 三 年 来 ，
国 家 旅 游 局 牵
头 推 动 厕 所 革
命 ， 国 家 旅 游
发 展 基 金 累 计
安 排 用 于 厕 所
革命资金 10.4 亿
元 ， 各 地 安 排
配 套 资 金 超 过
200 亿 元 ， 并 加
大 对 中 西 部 地
区 、 农 村 地 区
和 革 命 老 区 的
资 金 支 持 力
度 ， 三 年 共 新
建 、 改 扩 建 旅
游 厕 所 6.8 万
座 ， 推 动 厕 所
革 命 由 旅 游 景
区 逐 步 实 现 全
域 布 局 ， 促 进
了 城 乡 环 境 综
合 治 理 ， 由 厕
所 革 命 带 动 了
乡 村 生 活 方 式
革命。

而北京等城
市的厕所革命，
则对街巷胡同厕
所和人流量大的
交通枢纽厕所进
行品质提升，既
体现在厕所保暖
防 臭 、 空 气 置
换、智能消毒、
完善数据库等新
科技运用方面，又体现在增建第三卫生
间、照顾残障弱势人群、增加女厕厕位数
量等人文关怀方面。

厕所状况的革命性变化，可以看作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
生转化的一个俗而雅的写照。

今年是两岸打破隔绝、开启交流 30
年。不久前和台湾朋友聊天，就聊到了大
陆厕所的今昔变化，彼此感慨良多。30年
此长彼消，台湾亚洲“四小龙”的光环已
然褪去，大陆发展进步的巨大成就，已聚
光于世界舞台中央。

在 大 陆 ， 厕 所 “ 拉 撒 ” 由 “ 形 而
下 ” 向 “ 形 而 上 ” 的 进 步 变 迁 ， 表 明
大 陆 不 仅 硬 实 力 已 位 于 世 界 前 列 ， 软
实 力 也 开 始 踏 上 新 的 发 展 历 史 方 位 。

“顺理而举易为力，背时而动难为功。
大势所至，坐井观天者出路安在？”论
及 台 湾 当 政 者 ， 颇 有 国 学 功 底 的 台 湾
朋友如是说。
（作者为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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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失 业 率

港澳热词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日
前发布2018年施政报告时宣布，
继续实行现金分享计划，澳门特
区永久性居民及非永久性居民将
分别获发 9000 澳门元（下同）及
5400澳门元。

这 是 澳 门 特 区 政 府 自
2008 年 起 ， 连 续 第 11 年 “ 派
糖”。为了让澳门所有居民分
享 经 济 发 展 成 果 ， 澳 门 特 区
政 府 从 2008 年 开 始 实 行 现 金

分 享 计 划 ， 当 年 每 个 澳 门 永
久 性 居 民 获 发 5000 元 ， 之 后
每 年 都 发 放 ， 但 金 额 会 因 经
济 、 通 胀 和 政 府 财 政 盈 余 情
况而不同。

现金分享计划的发放形式
有银行转账、邮寄划线支票两
种，特殊情况者将由社会工作
局处理。据统计，过去 10 年每
名澳门永久性居民共获特区政
府派发7.5万澳门元。

派 糖

莲莲吉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