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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靠内地
近年来，香港邮轮旅游业发展迅猛。2013年，邮轮在

港停泊次数仅 89 次，当年下半年只有 9 艘邮轮停泊香港；
而短短 4 年后的 2017 年，停靠香港的邮轮数量就有约 250
艘，客运量85万人次，均创下历史新高。

这其中，客流量爆发的内地邮轮旅游市场贡献不少。
据统计，2015年内地旅客坐邮轮出境突破100万人次，占亚
洲邮轮市场总量的 40%以上。预计到 2020 年，内地邮轮旅
客量将达450万人次，占全球市场总量的近20%。不少邮轮
公司认识到，市场重心正在由欧美转至亚洲地区，于是纷
纷以香港作为亚太区布局的中心，在港扎根，以此为跳板
开拓内地及东南亚市场。

比如国际知名邮轮公司皇家加勒比上月底宣布，旗下
量子系列游轮“海洋赞礼号”于今年5月至6月开启以香港
为母港的全新航季，并提供8条2日至9日不等的航次前往
日本、越南和菲律宾等目的地。另外，皇家加勒比近期将
与香港旅游发展局合作推出高铁邮轮套票或相关产品，发
展火车邮轮假期，吸引更多内地游客。

“香港邮轮市场将受惠于今年开通的港珠澳大桥及广深
港高速铁路，这将帮助香港轻松连接到粤港澳大湾区多达
6600万人口以及区域内数以千万计的潜在客人。相信未来
香港将发展成为东北亚流量最高的游轮枢纽之一。”皇家加
勒比国际游轮高级副总裁及中国区首席运营官伯特 （Bert
Hernandez） 表示。

路线多元
“邮轮从香港出发，去往内地可走向华南一带，东北亚

是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东南亚则是新马泰 （新加坡、
马来西亚、泰国），可吸引多元化的客流。”皇家加勒比游
轮香港有限公司销售及市场总监杨博雄表示，香港处于亚
太区域的中心，优越的地理位置带来多元化的路线选择，
乘坐邮轮往来香港，除了能享受海上星级服务，还能由此
出发，漫游世界。

除了路线多元，价格亲民也是一大亮点。过去
香港市民对邮轮的印象是“达官贵人的娱乐”，只有
迟暮老人和新婚夫妻才敢下定决心“奢侈一把”。

“但现时市民乘坐邮轮的机会增多，对邮轮的看法也
发生改变，原来海上酒店及娱乐设施他们也能消费
得起。比如从厦门出发，经日本终抵香港，5天仅需
5688 港元，价格较为实惠，很受退休老人和家庭旅
客欢迎。”香港中国旅行社副总经理吴熹安表示，邮
轮旅游在香港和内地逐渐普及，已经兴起了一种外
出旅游的新模式，而在香港登船省却了旅游行程中
的签证等一系列问题，对境外游客吸引力也不小。

杨博雄认为，未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开
展，香港邮轮还能借此开拓“海上丝路之旅”，开发
新加坡以南、近印度海沿线一带的市场。

竞争激烈
面对巨大商机，内地沿海城市也“撸起袖子加

油干”，上海、青岛、天津、深圳等地纷纷建设或建
成邮轮码头，向各国际邮轮公司招手。竞争激烈，
香港能否招架得住？

对此，香港树仁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袁伟基表
示，香港没有必要担忧。邮轮卖的是行程，“周边地
区搞得越好，香港越有机会发展。因为邮轮需要落
脚点，总不能让游客只是在香港出发，再回香港下
船吧？”他说，香港需要做的是完善码头硬件设施，
改善软件配套，再与周边地区合作，发挥协同效
应，将饼做大。

不过，香港旅游业立法会议员姚思荣认为，还
是要有危机意识。“建议香港抓紧未来两三年的机
遇，在内地广州、南沙、蛇口港等邮轮码头未发展
成熟时积极拓展市场，以免错失发展良机。”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去年在其任内首份施政报
告中指出，将加强与内地的合作，推动内地与香港邮轮旅
游发展。今年4月，海南和香港决定在邮轮旅游方面加强合
作。同时，香港旅游发展局已经成立亚洲邮轮联盟，“厦

门、台湾、海南、菲律宾等已经成为会员单位，未来我们
将进一步与内地港口合作，扩大亚洲邮轮市场和航线发
展，吸引更多邮轮前来。”香港旅游发展局驻广州代表俞岚
则说。

世界那么大世界那么大 坐船去看看坐船去看看

香港邮轮旅游方兴未艾
本报记者 汪灵犀

在台湾电影《艋舺》里，有这样一个镜头让很多观众
记忆深刻：在故事发生地——台北龙山寺周围，许多店
铺都挂着卖蛇肉、蛇汤的招牌，俨然是一个吃蛇的集散
区。

不过，电影里反应的是几十年前的场景；经过一甲子
的时光，华西街的蛇店由兴盛到没落，如今最后一家蛇肉
专卖店——“亚洲毒蛇研究所”也于近日关店转型，吹起了
华西街蛇肉专卖店的“熄灯号”。

在听闻“亚洲毒蛇研究所”要关店转型的消息后，许多
网友感到不舍，纷纷发文怀念，各自诉说着过去到华西街
品尝蛇肉的难忘回忆，感叹时代的更迭变化。在店家举行
封刀歇业仪式当天，许多民众前往观看。在现场，店家邀
请艺人到场表演模仿杀蛇秀，店家也准备了数千条仿真的
玩具蛇免费送给民众。当蛇店第一代老板郭来贡与杀蛇
师傅洪丁福一起将用来杀蛇的小剪刀盖起红布时，便意味
着正式“封刀”，宣告“蛇街”封号走入历史。

谈起工作近50年的蛇店将歇业转型，洪丁福忍不住眼
眶泛红。尽管他10只手指里，有3只因被毒蛇所伤残缺不
全，但他仍然对这份职业感到不舍。他
感慨，培养一个成熟的弄蛇人至少要20
年时间，随着蛇街的没落，弄蛇人这一
行也将随之消逝。

曾经，蛇肉相关产品是华西街的一
大特色，在医学不发达的年代，小孩感
染皮肤疾病后，长辈会带去喝蛇汤，店
家也将蛇的相关部位提炼成药丸，供患
者带回服用。

据当地人回忆，早期华西街有多家
蛇肉专卖店，业者会安排杀蛇秀、红毛
猩猩玩蛇、大蟒蛇吞老鼠等节目吸引游
客，现场总是挤满游客围观，不少人专
程来品尝蛇肉、蛇汤。

“亚洲毒蛇研究所”第二代老板郭
懿坚表示，30年前，华西街蛇店发展处

于鼎盛时期，仅他们一家店每天营业额就能达到 30 万元
新台币，许多政界人物和大牌艺人都慕名而来。“那几年，
日本观光客是用游览车一辆一辆载来店里吃，人多到要
封店营业。此外，为因应大量外销蛇干订单，父亲曾日宰
上万条蛇，连续 3 天 3 夜，这头宰、那头烘，那个场景迄今
令人难忘。”数年前，电影《艋舺》在这附近取景后，岛内也
刮起了一阵到华西街吃蛇肉的风潮。

不过，随着近两来保育法规的日趋严格，以及岛内蛇
源日渐短缺，往昔“蛇街”风采已不复存。“今年大年初一到
正月十五期间，我还特别请人到深山抓蛇，但一天才 5 条
蛇，这要我如何营业？居然会面临着无蛇可卖的情形。”郭
懿坚说，他几经考虑后和父亲商量，获得同意后才决定关
店转型。

据了解，“亚洲毒蛇研究所”转型后，店中依旧会不定
期推出蛇类料理；华西街上的“金代山产药膳坊”等店家
在推出其他菜品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保留蛇肉菜品。只
是，想要找一家专门吃蛇的店铺，华西街恐怕是难敷所需
了。

指台湾学生到大陆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情景。
最近有位台湾网友发帖晒了张照片，照片里密密

麻麻看不到尽头的队伍，就是来广州参加中山大学面
试的台湾考生和家长。照片下面的评论里还有台湾家
长现身说法，表示厦门大学的面试一样场面火爆，数
百台湾考生从天亮开始，排队面试到天快黑，还有考
生和家长马不停蹄，到好几个高校“赶考”。

台湾高中生“登陆赶考”早就不是新鲜事了，比
如高雄女中的高三学生今年扎堆申请大陆高校，让校
长黄秀霞推荐信写到手抽筋。而台湾最好的中学之
一，台北建国中学也有 70 多人找校长徐建国写推荐

信，是去年的3倍多。
台湾人才西进大陆，行之有年，但是西进大陆出现

“青少年化”的趋势，则是这两年才凸显的。“台生赴陆
潮”的背后，是大陆政策激励和教育水平的此消彼长。

大陆近年来对重点大学的政策扶持不断，从“211
工程”、“985工程”到“双一流”，许多高校在大量资
金及政策的扶持下全球排名不断往前迈进，英国 《泰
晤士报高等教育专刊》 公布 2018世界大学排行榜，北
京大学排名第 27 名。而反观台湾大学排名第 198 名，
创下新低，高下一目了然。

（瑞 安）

逛特色小岛、游百年古
庙、观飘色巡游、看舞龙舞
狮……近日，佛诞、谭公诞
和长洲太平清醮三大传统
节庆活动从早到晚在香港
上演，宝莲禅寺、筲箕湾和
长洲岛等地一时间人气爆
满。

5 月 22 日是农历四月
初八，为一年一度的佛诞
日，全港佛堂寺庙都会举行
礼佛庆典和浴佛法会，其中
以大屿山宝莲禅寺的活动
最为盛大。当天一早，宝莲
禅寺的大雄宝殿外围已是
人头攒动，信众络绎不绝，
准备迎接 9 时开始的公众
浴佛仪式。

“每年我都会来香港，
到寺院参加浴佛节。”马来
西亚华人吴小姐说，宝莲禅
寺香火旺盛，氛围浓厚。

同样举行佛诞庆典的
还有香港佛教联合会，地点
设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下
午2时，室外气温已达30多
摄氏度，佛教信众们聚集在
红馆户外广场的抄经摊位、
祈福区等场地，静心祈祷，
寻求心灵的清净安宁。

每年农历四月初八还
是谭公诞辰。相传谭公是
海上的守护神，具有呼风唤
雨、预测天气、替人治病的
本领，被渔民奉为神明。

在这一天，香港多座谭
公庙都会举行贺诞活动，而历史最为悠久、规模
最大也最热闹的非筲箕湾谭公庙莫属。22日上
午，筲箕湾东大街一带的街巷锣鼓喧天，巨龙醒
狮纷纷起舞。今年共有20多支队伍约1500人
参与醒狮舞龙、银乐步操及武术等表演。

在高温酷暑下，龙狮队沿着金华街、东大
街巡游，最后抵达谭公庙，祝愿区内物阜民丰、
居民安居乐业。过去20年来，当地每年都会举
行盛大的贺诞典礼，这已成为旅游特色之一，
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观赏。

与此同时，在香港的另一端，长洲岛太平
清醮飘色会景巡游也准备就绪，于午后时分拉
开序幕，为节日增添喜庆气氛。

据传，清朝中叶有一年发生瘟疫，死伤无
数，当地居民到长洲北帝庙祭天祈福，瘟疫才
得以消除。此后，长洲居民每年农历四月都会
打醮祈福，祈求平安。

当日艳阳高照的长洲岛，舞龙舞狮，锣鼓
喧天，岛上居民不惧炎热全情参与，大街小巷
都笼罩在浓郁的节日氛围中。下午2时，18支
巡游队伍从北帝庙足球场出发，市民和游客夹
道欢呼鼓掌、拍照留念。约 3 个小时后，队伍
行进至大石天后庙，巡游结束。

陈先生一家三口是第三次前来参观巡游
活动，他们特地提早出发找到一个好位置。他
说：“巡游的时候有很多小演员身着盛装，气氛
热闹，孩子很喜欢。”

傍晚时分，在不远处的北帝庙游乐场足球
场，人们已经搭建起一座挂满9000个平安包的
包山，迎接午夜举行的抢包山比赛。而远在九
龙半岛的红磡体育馆内，正在举行佛学讲座和
传吉祥灯法会。在传统节日的喜庆气氛中，香
港缓缓入夜。

去年夏天，35岁的何女士带
着母亲乘坐了皇家加勒比海洋
赞礼号邮轮旅游。邮轮上有免
税店、卡拉OK室、室内跳伞、体感
游戏、攀岩和碰碰车等各种娱乐
项目。“我上船时带了两本书消
磨时间，结果一页都没看。”

“新鲜、好玩、不贵”，邮轮旅
游近年来热度爆棚。数据显示，
从2006年开始，中国邮轮旅游已
经连续 10年增长速度在 40%至
50%之间。而坐拥优越地理位置
的香港，邮轮旅游更是方兴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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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豪华邮轮“世界梦号”上的泳池及日光甲板。据悉，
“世界梦号”成为第一艘在香港命名的国际邮轮，高18层，排水
量超过15万吨，可容纳约3000名旅客。 新华社记者 李 鹏摄

图为游客在“世界梦号”上的VR探索馆体验虚拟过山车。
新华社记者 李 鹏摄

艋舺最后的蛇肉专卖店“熄灯”
本报记者 柴逸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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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独有的传统节庆活动——长洲太平清醮近日
在长洲岛举行，吸引了数万香港市民和中外游客前来
观看。长洲太平清醮于2011年被正式列入中国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新社记者 张 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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