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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共享单车分有桩和无桩两种。原
本有桩的Ubike（微笑单车）一枝独秀，去年
4月来自新加坡的无桩型 oBike进驻台湾，
随后 VBikes打着来自美国的名号，也跟着
oBike 于去年 8 月在宜兰插旗。台湾“共享
单车大战”开打，形成“三强鼎立”。

如今不到一年，VBikes就宣布撤出台
湾，让岛内业者一片唏嘘。台北市交通局
指出，观察各大城市，从墨尔本、伦敦到
上海等，无桩共享单车虽然方便，但如果
没有良好管理，就会被赶出城市。台北市
不会赶走业者，但希望业者能自主管理，
拒绝停车乱象。一通话点出了共享单车发
展的美丽与忧愁。

生存分化，凸显各自优缺点

宜兰用户近来发现，VBikes单车无法
租借，手机APP无法登入，客服电话也难
响应。对此，业者证实，台湾市场开发困
难，因此决定退出。VBikes公司宜兰营运
业者游承晓表示，当初选定宜兰作示范基
地，后来计划在其他县市扩点，但因有关
部门对划设单车必需的感应区难配合，压
缩了VBikes的生存空间。

无桩共享单车在台湾水土不服？也不

尽然，oBike 就在逆势成长，目前在台投
放超过 8000 辆，已进驻 14 个县市，会员
突破百万。只是随借随停虽然方便，却也
引发违停占用人行道、跟摩托车抢停车格

（合法停车位） 等争议，日前更出现“弃
尸潮”，多辆单车被恶意弃置在河里。新
竹县政府交通旅游处处长李销桂表示，针
对单车停放地点布设、违规停放如何处置
等事项，oBike 业者未能提出完善计划，
因此至今未与其合作。

这方面，反而是决定撤出的VBikes有

优势。它和Ubike、oBike最大不同，是采
用单车借还、卫星定位感应区，使用者可
由手机APP软件查询感应区，有如“隐形
停车格”，可以锁定车辆位置，避免违
停、弃置乱象。

VBikes 和 oBike 还有发展中的委屈，
就是不受岛内县市政府管理部门的待见。
游承晓说，VBikes曾试着与全台各县市联
系，希望扩增营运据点，但部分县市政府
对此反应冷淡、未积极协调，甚至还“拒
之门外”。在这方面 Ubike 占尽先机。例
如，Ubike 是台北市长期公共运输计划的
组成部分。市政府与微笑单车公司7年长
约将满，马上又再续签3年。

只是有桩的 Ubike，不如无桩的单车
方便。台北市长柯文哲去年7月底在交通
会报上曾大胆预言，Ubike一定会被oBike
消灭，曾引发不小轰动。毕竟，共享经济
与互联网发展势不可挡不是？

你追我赶，拼服务更拼绝活

oBike 资深公关经理赖筱薇表示，公
司将举办一系列活动，比如回馈抽奖、开
办明星演唱会、发放公交车月票畅行卡
等，增加客户黏着度，提升品牌能见度。

而桃园市为庆
祝 Ubike 租 借
率 破 千 万 人
次，更是重金
举办抽奖，奖
品包括高档手
机等。

除 了 这
些，更重要的
是融入民众的
日常生活。微
笑单车公司营
销经理林苑毓
表示，目前全
台 湾 Ubike 都
可 以 跨 区 租
借、还车，尤

其台北、新北、桃园为一日生活圈，因
此民众常会新北借、桃园还，使用频率
相当高。且除了学生族上下学、上班族
上下班使用外，假日休闲旅游、百货公
司周年庆活动时，景点附近 Ubike租借率
也相当高。

这方面，有桩的 Ubike 做得比无桩型
单车要好得多。比如台北市 Ubike 现已建
置400站、提供1.3万辆车，遍布市内大街小
巷。而全台Ubike骑乘已经超过2亿人次。

但无桩单车挟技术优势，也有“绝

活”。oBike近日进驻了云林县林内乡。林
内乡长张维峥表示，林内近几年来积极推
动观光产业，乡内有紫斑蝶季、浊水发电
厂、落羽松美景、龙过脉步道、乌涂农产
推广中心，非常有特色，但各景点间并无
公交车服务，往来景点主要靠腿。如今搭
乘火车到林内观光游玩的民众，可以在火
车站租借 oBike 单车，轻松走访当地风景
名胜，品尝特色小吃。

无独有偶，新竹县峨眉湖和十二寮休
闲农业区，也进驻100多辆oBike。十二寮
休闲农业区管理委员会表示，因应慢活休
闲需求，主动与 oBike 接洽，提供 3 处停
车点，方便游客游湖后，再将单车骑回原
点。没想到民众骑走后却随意停放。对
此，oBike 公关表示，针对违规停车乱
象，将追查最后一个使用者，扣点处分，
停放车道等情节严重者，还将列入黑名
单，以维护停车秩序。

三管齐下，寻求发展公约数

oBike 最大特色是利用手机 APP，扫
瞄单车上的二维码解锁，不需要到固定地
点借车、还车。但最近有台东用户投诉，
营运之初，车辆很多，骑行方便，但最近
老是骑不到，用手机APP定位出附近的车
子，却怎么也找不到。

oBike 台湾总经理王妍婷表示，目前
台东有部分车辆召回维修中，还有部分车
辆被民众“侵占”。她也坦承，骑不到还
跟 oBike 有严重的定位“残影”问题相
关。因为每辆车的定位会留在前次上锁前
的定位，实际上如已被搬动过，会找不到

车子实体。她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推进“技
术+”，即为解定位问题，公司已经研发二
代定位技术，每 12 分里会自动回报定
位。系统正在测试阶段，近期内会推出。

VBikes宣布撤出，还有一大控诉理由
是台湾无明确法规，无法做到对无桩共享
单车的有效规范，因此评估“台湾环境很
不友善”。对此新北市长朱立伦表示，要
照现行的法规来执法，同时未来新北市可
能会制定自治条例，来规范类似 oBike 这
样的情况。

为了强化“管理+”，新北市发布公
告，明确划定禁止共享单车的停车范围，
包含三重、永和、板桥等 11 个行政区的

“机车停车位”，加上捷运站、火车站周边
的有桩自行车停车位。同时，对违禁乱停
的车子，直接拖吊走。

柯文哲近日在网络直播上说明台北市
未来交通发展方针，提及 Ubike正在研议
2.0版。希望 3年内跟上物联网发展更新，
研拟自行车管理与便捷性的矛盾。

台北市交通局表示，Ubike2.0版包含
GPS定位、充电等可能选项，正在集思广
益，而柯市长则希望取得有桩与无桩式之
外的第三种型式或妥协版，既能提供便捷
服务，却不会像无桩共享单车一样难以管
理或乱停。也就是说，力推“融合+”，努
力实现“无桩的方便，有桩的管理”。

（本报台北电）
左图：台湾共享单车车型图。

（图片来自网络）
右图：不同于 Ubike须在固定地点租

还，oBike骑乘更自由方便。
（图片来自oBike网站）

走在香港熙熙攘攘的街道，与鳞次
栉比的建筑相映成趣的是各式各样的大
厦和门店的招牌。招牌是一栋建筑一个
门店的“眼”，无声地透露出精气神。

香港的招牌可谓藏龙卧虎，不经意
走在大街小巷就会有惊奇发现。虽然现
今很多招牌用上了标准化的字体，但不
可否认，以传统书法写就的牌匾文化底
蕴和历史沉淀更深。行走其间，偶尔驻足品评，触摸一个
个鲜活的方块字，意趣横生。

香港的招牌从字体上真、草、隶、篆样样皆有，尤以
魏碑和楷书居多，而篆书、草书较少，大概是辨识度不高
的原因，上环“庾柱林大厦”几个字便是小篆，很有底
蕴。老牌客家名店“泉章居”据说出自“当代草圣”、国
民党元老于右任之手。店家称当年于右任先生喜爱一款菜
式，因而专门题写牌匾相送，真相无法查考。因没有落
款，如匆匆路过不仔细琢磨，还真不容易看出庐山面目。

入牌匾字体最多的当属魏碑或魏碑的变体，从商行工
厦到鱼蛋小厨，从百年老号到新张业主，参茸海味、珠宝
手表、同乡会馆、药房、凉茶、五金油漆店，十之五六采
用魏碑。市面上这类牌匾多出自著名的书法家区建公之
手，区建公擅长各类书体，尤工魏碑，撇捺稍加变体，稳
重大气中增加了张扬挺拔的活力，庄重不失俏皮，可谓雅
俗共赏。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商家市民追捧，一时一字难
求，区建公也成了人尽皆知的“招牌王”，所题牌匾蔚为
壮观，存世的有“镛记”、“奇华饼家”、“公和玻璃镜
器”等。

一般而言，魏碑风格朴拙险峻，与流行世俗的商业文
化格格不入，区建公先生对魏碑恰如其分地进行了革新，
质朴方严的碑体得以从粗犷豪放的马上民族，从历经千年
的摩崖石刻、造像题记、墓志中走出，一路南下，纵贯四
千里，绵延流行在香江的大街小巷，不得不说是文化史上
的一大幸事。区建公先生还创立了多所学校，包括香港区
建公书法学院，广收弟子，以书法为载体，弘扬中华传统
文化。

说到牌匾出产量大的，不得不说冯兆华，也就是港
人熟知的华戈。冯氏籍贯顺德，自幼随父习字，擅行
草，自上世纪 70 年代来港，以字谋生。从卖针头线脑的
门面，到知名学府，到电影海报，几乎随处可见，“英华
书院”的隶书就出自其手。《跛豪》《苏乞儿》《一代宗
师》 等电影海报，因为有了华戈画龙点睛的几个字，一
下刻入脑海，进入意境。汉字赋予海报生气，书写艺术

的妙处绝非拼音文字可以比拟。据说华戈创作一写而
就，信马由缰，煞是快意。冯氏成名的过程记载着香港
各行各业的起起伏伏，喜乐哀愁，亦参与创立多间书法
学校，以书化人。

位于弥敦道附近的香港美术专科学校是香港第一所美
术专科学校，也是香港美术专业人才的“黄埔军校”。香
港美专的招牌出自书画大师齐白石先生之手，这八个字呈
横式布局，刀劈斧凿，用笔老辣，气度森严，艺才殿堂的
招牌由殿堂级的大师书写招牌最好不过。该校创办人、著
名爱国教育家陈海鹰，上世纪50年代在北京专程拜访齐老
先生，求得此招牌，齐老时年88岁高龄。人人皆知齐老对
自己书画的润格相当严格，明码实价，概无例外，且齐老
先生很少题写匾额，这幅字在当年都相当难得珍贵。2017
年齐老的山水十二条屏拍出了 9.315 亿元人民币的天价，
创下了中国文艺作品市价新纪录，香港美专这个招牌价值
于此可见一斑。

荷里活道的“洁思园画廊”、干诺道的“香港老饭
店”由书画大师刘海粟题写，湾仔道的“杭州酒家”由金
庸先生题写，位于何文田的“香港公开大学”由启功先生
题写，中环威灵顿街“南华油墨公司”由苏世杰先生题
写，乐古道的“琳琅阁”由沙海孟先生题写，还有大量的
招牌出自民间无名氏之手，以楷书、行书、隶书居多，其
实艺术水准也不低，既照顾东主的要求又体现艺术的追
求。大概是因为颜体敦正大气、丰腴雄浑的美感，与颜真
卿正直刚烈、不畏奸佞的人品高度契合的缘故，除了魏
碑，招牌字体采用最多的当属颜体楷书，这也许反映出我
们这个民族内心深处的某种价值追求。

近年来，一些有识之士、民间团体在香港发起拯救大
字招牌的活动，拯救的招牌是汉字文化的载体，更是民族
共同血脉的归依。所有招牌，无论出自大家巨擘还是民间
艺人，无论来自经院学派还是野狐外道，都寄托着对家
业、行业、国业兴旺昌隆的夙愿，都在传承着中华民族文
化的特性，都已深深烙上中华民族的印记，不惧岁月流
转，历久弥新。

台共享单车走到十字路口
本报记者 任成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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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蔚红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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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美专的招牌出自书画大师齐白石之手。

“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
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
一部 《城南旧事》 让她成为两
岸读者心目中“永远的英子”；
她返回宝岛故乡，在台北恰巧
也住城南，那不大的客厅曾聚
起“台湾半个文坛”。

她就是林海音，4 月 28 日
是这位著名作家的百年诞辰。
连日来，成功大学和台湾文学
馆 陆 续 举 办 专 题 演 讲 、 座 谈
会、纪录片展映、追思会等活
动，纪念海音先生。一场追思
会上，林海音长子夏祖焯教授
以“林海音的小说与她的为人
处事”为题发表演讲，与会者
就 林 海 音 的 文 学 贡 献 进 行 座
谈 。 人 们 以 “ 穿 越 林 间 忆 冬
青”为名，缅怀这位文坛“冬
青树”——《冬青树》 是林海
音出版的第一部著作。

林海音原名林含英，小名英
子，原籍台湾苗栗，父母曾东渡
日本经商，1918年在大阪生下林
海音，不久便返回台湾。其父林
焕文不甘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
活，于 1923 年举家迁居北京。
1948年底，林海音和丈夫带着三
个幼小的孩子返回台湾。

“台湾是我的故乡，北平是
我长大的地方。我这一辈子没离开过这两个地
方。”林海音在1966年出版的《两地》一书序言
中如是写道。

在北京度过的 25年，林海音称之为“金色
年代，可以和故宫的琉璃瓦互映”。代表作《城
南旧事》 里，她以自己的童年经历为蓝本，从
孩子的视角观看人世悲欢离合，描摹对童年、
对北京“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这部经典
作品不知再版了多少次，打动了两岸多少读者。

告别北京城南，林海音和家人跨过海峡，
在台北城南的重庆南路三段住了下来。海音先
生的女儿夏祖丽曾回忆说，早年台北城南住了
不少文人作家，她家附近巷子住着被誉为京剧
大师梅兰芳“戏袋子”的戏曲理论家、剧作家
齐如山，家住厦门街的诗人余光中常坐着三轮
车来林海音家交稿，而当年出入林海音家那间
小小客厅者，既有大陆来台的文化菁英，如作
家王文兴、隐地、琦君等，也有台湾省籍文
人，如张我军、张深切等，海音先生还时常亲
自下厨款待文友。

林海音一生不仅留下了包括小说、散文、
游记、人物特写及儿童文学等在内的 40多部作
品，更是台湾文学的重要推手，创办的文学杂
志与出版社提携培育了众多作家，被台湾文坛
尊称为“林先生”。

1987 年两岸隔绝坚冰被打破后，海音先生
为两岸文学交流投入大量心力，1993年已 75岁
高龄的她回到北京，参加 《当代台湾著名作家
代表作大系》 新书发表会，与冰心、萧乾共同
担任此套书顾问。

（据新华社台北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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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时下潮流兴怀旧，旧式香港味道教人津津乐道。在香港东涌逸东邨有个相当别致的集市，名为
“香港街市”。街市内装饰成上世纪60年代的九龙城寨，由大门的旧式邮筒，到各式各样的古老摊档，都富
有怀旧色彩，将老香港文化一一呈现。

上图：香港街市入口处。下图：两名小童兴高采烈登上人力车拍照。
中新社记者 洪少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