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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发展得风风火火的共享单
车产业去年 4 月进入香港市场，与香
港市民已经磨合了一年有余。与内地
类似，共享单车在给市民带来便利的
同时，也衍生了“围城”问题。占用
行车道、人行道，违规停泊，阻碍交通，
影响市容……这些问题引起香港各界
的关注，也催生了一些破解的办法。

约谈＋清理

共享单车自进驻香港后，从 1 家
扩至 6 家，为抢占市场，各家公司都
大肆铺货，路面单车数量激增，从初
时的约 1000 辆到现在的至少 1.5 万
辆，部分单车公司更表示，为应对竞
争，会继续增加投放单车的数量。

寸土寸金的香港，当然一时无法
消化如此多的共享单车。据香港媒体
报道，在新界天水围，行人道、单车
道、地铁站旁，随处都是共享单车，
有的行人道上放了二三十辆，部分更
是车叠车。沙田、元朗等地，情况也
类似。这些车不仅是违规停泊，更严
重阻碍交通出行，引起居民不满。

香港特区政府的运输及房屋局等
相关部门因此联手，于去年6月、7月及
9月约见有关共享单车商家，申明其运
作必须遵守香港的《道路交通（泊车）
规例》《土地（杂项条文）条例》《简易程
序治罪条例》等法律。同时，于去年 10
月至 12月共执行了 458次清理违规停
泊单车的行动，并称“如有必要，会进
一步规管共享单车”。

今年 1 月，HobaBike 共享单车公
司因违泊严重，被香港运输署叫停在
港岛区的租赁服务，公司收到通知

后，已将港岛区的单车由 200 辆减少
至50辆。香港元朗区区议员李月民建
议，特区政府应进一步制定处理共享
单车违泊的条例，堵塞法例漏洞。

投诉＋自律

共享单车走入香港，发展之路又
与内地不同，情况相对特殊。香港的
城市规划属于步行友好，建筑之间大
多步行可达，市民出行主要靠步行与
小型巴士，很多小巴线路就是从居民
区到地铁站。至于单车，一般不作为
通勤使用，而是作为在沿海、山间、
郊区等地旅游娱乐时的骑行工具，是
一种娱乐休闲活动。

没有骑行“刚需”，香港市民平
日对单车的依赖度很低，很多人甚至
不会骑。当狭窄街头的共享单车如山
般涌现，本来平日就是人车争路，现
在更遭遇“共享单车围城”，市民日
常生活十分不便，以至于有人发出

“香港地少人多，阻碍行人啦，停止
这种商业活动吧”的声音。

在香港强悍的投诉文化下，共享
单车一时“泛滥”引发多数行人的强
烈投诉，怨气重的人甚至将其恶意毁
坏，有新闻爆出一些单车被人扔进河
里，还有的被放火烧成废铁。

这种环境下商家“压力山大”，
纷纷赶紧回应市民关切，表示会自
律，并提出一系列改善措施。有的商
家在其共享单车上印上投诉热线，市
民可实时投诉违泊情况；有的商家更
新手机应用程序，突出显示公共单车
停泊位的位置；有的商家推出优惠计
划，鼓励租赁者合适地停泊单车。

技术＋监管

面对因影响交通及市容带来的争
议，HobaBike、Kecth'up Bike 等共享
单车公司打算进一步推出“电子围
栏”，通过技术手段促使使用者将单
车停泊在指定范围内。

HobaBike 创 办 人 宋 贤 邦 表 示 ，
“电子围栏”装置如拳头大小，用户
使用单车后，停泊到“电子围栏”附
近 5 米范围内，便可获该程车免费使
用。Kecth'up Bike同样是以奖赏的形
式，鼓励用户停泊在“电子围栏”3
米至 5 米范围内，即可获得免费用
车、餐饮现金券等优惠。创办人邹健
宏表示，“电子围栏”计划首先在香港

科学园试行，然后与商场、工业大厦等
私人业主合作，下一步再与特区政府
商议在公众区域安装“电子围栏”。

宋贤邦表示，“电子围栏”装置
也可以设置成要求用户必须停泊在指
定范围内，否则不能停止扣费，或者
下次无法再使用，但除非特区政府统
筹要求所有营运者都采取有关措施，
否则会令这么做的商家竞争力大减，
不利于市场公平竞争。

另有专家学者认为，特区政府不
妨给予区议会更多空间。区议员深入
基层，更了解当地实情，如果在区议
会内部加设专门的委员会，负责管理
共享单车事务，统筹协调单车泊位的
设置，监管营运公司的铺货数量等，
或将改善现今的棘手局面。

香港作家、音乐词人林夕近日在台湾媒
体撰文表示，两年前，自己开始在台北香港
过双城生活，继而了解到台湾的食品安全问
题、“一例一休”及年轻人低薪问题。他说，
易地思考、将心比心，在一些香港人看来台
湾仍然“很幸福”，但让他不敢再轻易喊：

“台湾好幸福。”同时他也劝香港的朋友，当
你实际在台湾过生活，看到日常风景后，这
种固有印象恐怕就要改观了。

林夕在文中写道，五六年前他接受台湾
媒体访问，对台湾的主观印象就是“台湾很
幸福”，认为台湾有全世界最好喝的茶、最好
吃的米饭，而且吃下去很安心。但两年多前
开始双城生活，真正生活在台北，才了解到
一般香港过客难以深入接触的台湾问题，譬
如食品安全问题等。

林夕再举例说，“一例一休”、修“劳基法”
本来只是很热很大的宏观议题，但当他留意到
常去的餐厅打烊时间有变，跟店铺员工聊到工
时问题，这些新闻就不只是新闻，以后很多话
就不会轻易说出口，例如“台湾很幸福”。

香港人普遍羡慕台湾的衣、食、住、行，以
吃来说，来这边吃香喝辣，香港要吃到同等丰
盛满意，代价几乎等于新台币直接变港币，就
是说，要花4倍的价钱，旅台人士的口头禅也是

“好便宜喔”。但如今林夕指出，点这个赞，也可
能傻乎乎地点了另一个死穴：台湾的低薪问
题。蔡英文当局无力改变台湾年轻人毕业起薪
多年在 2.2 万元新台币原地踏步的局面，向民
众承诺的最低工资 3万元新台币也无法兑现，
这句“好便宜喔”背后代价不轻。

林夕认为，物价便宜对旅游业有帮助，
但不见得对劳工有成正比的帮助。不要再给
台湾这种“衷心赞美”，香港人口中的蜂蜜，
不小心反变成台湾朋友伤口上的盐巴。

《中国历代经典宝库》 近日在京举办新版发布
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台湾知名学者龚鹏程
说，“这套书在台湾出版史上一直非常有名，此前很
少针对传统文化编辑如此大部头的书。”

深刻影响几代台湾人

《中国历代经典宝库》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台
湾影响最大、水平最高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大众学术
普及丛书。此后图书一版再版，加印不断，深刻地
影响了几代人。大陆九州出版社引进后，经一年多
时间编辑，今年起陆续推出简体增订新版。

这套书从 25万册古籍旧藏里归纳综合，整理出
60 部“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被翻阅的”经典，包括六
经及诸子、文艺各领域。当时台湾出版人高信疆、
柯元馨夫妇遍邀名家为之疏解，其中有著名学者龚
鹏程、傅佩荣、曾永义等，另有知名作家张晓风、
传媒界大腕詹宏志参与。60 多名专家学者联手，倾
力打造，一时风动岛内，家喻户晓。

从 《诗经》《论语》《老子》《庄子》，到 《史
记》《资治通鉴》，又到 《山海经》《天工开物》《老
残游记》 以及 《唐代诗选》《宋代词选》《元代戏
曲》《闲情偶记》《镜花缘》，每一部书都用生动流畅
的白话文，行云流水般讲解中华文化的真谛，同时
附录原文以供参照，既是对原著经典的呈现，更是
难得而精到的现代诠释，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和收
藏价值。

以现代人的眼光选编

“中国的书浩如烟海，哪些算是现代人还应该读
的经典？”龚鹏程说，这套书突破了古代人的经典概
念，是现代人所认知的重要典籍。确定了书目之
后，每个领域都找到重量级的专家，参与者也感受
到比较大的文化责任，想要对自己的子弟把传统文
化好好解说，让他们能够理解和传承。在写作过程
中也反复斟酌，数易其稿。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阎崇年对记者说，每个
人精力有限，读书便需要有所选择，经典当中也要
再精选，可以按照名人、名著、名篇、名句的顺序
往下聚焦。他认为，这套丛书不仅作者国学涵养深
厚，而且历经多次出版和修订，可谓精益求精。“值

得一读，我下定决心将来每个月坚持读1本，用5年
时间把它读完。”

阎崇年说，大众和经典之间有时需要桥梁，相
关解读可以提供帮助。根据不同的阅读层次，读者
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比如具备文史专业学历背景
的人，可以直接阅读原著，并参考相关研究内容。
普通读者则可借助翻译和注解理解原著。

提高阅读辨别能力

“人活在社会上，不仅要寻找自己的个性，而且
个性的寻找需要经典的垫底。如果没有经典来垫
底，个性会是空中楼阁和泡沫。”中国艺术研究院特
聘研究员余世存告诉记者，如果去图书馆或书店，
会发现很多经典著作，但现在大众与经典之间缺乏
桥梁，还要借助专家学者的帮助。普通大众需要通
识性的读本，应该把各家注解汇总起来，尽可能做
出通俗版本。

面对良莠不齐的经典解读作品，余世存认为需要
全方位的努力，完成对好书的有效甄别。一是可以借
助家长、老师、媒体人的推荐，二是应该在由泛读走向
精读的过程中，提高自身判断力。“精读好一本书，其
实就可以对其他的书有一定的辨别能力了。”

两岸少数民族共庆“三月三”

4 月 18 日是农历三月初三，也是海南省黎族苗族的传统节日。
黎族苗族同胞和台湾少数民族参访团齐聚海南省五指山市，欢庆

“三月三”。
图为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在文艺晚会上表演节目。

新华社记者 赵颖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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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经典丛书花开大陆
本报记者 张 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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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经典宝库》第一辑。
（图片来源：九州出版社）

▲《中国历代经典宝库》第一辑。
（图片来源：九州出版社）

● 跨部门联合清理

● 设立“电子围栏”

● 在单车上印投诉热线

● 严格限制准入

● 区议员配合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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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在保利
香港 2018 年春拍预
展上参观。

▶ 媒体记者在
香港佳士得举行的
2018 年春拍传媒预
览上了解焦点拍品。

新华社记者
李 鹏摄

香港春季拍卖大潮告一段落，各大拍卖行拍品异彩纷呈，成交数额屡创纪
录。业内人士认为，香港拍卖市场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有望成为继纽约、
伦敦之后的第三大艺术都市。

香港这样规管共享单车共享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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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地共享单车品牌ofo于去年12月打入香港市场。 （资料照片）
▼ 香港街头的共享单车Gobee.Bike。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