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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排队先啦！”这是香港市民常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香港，排队与人
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早已成为港人
生活的“必需品”。毫不夸张地说，港人
还没出娘胎就开启了“排队人生”，生产
床位、入学升学、结婚登记、申请公屋、
入院看病……样样需要排队。

在笔者看来，香港社会这种独特的
排队文化不仅是一种文明行为，还是社
会有限资源得以有效分配的合理形式，
更体现着港人的生活态度以及井然有
序的社会秩序。

在香港有这样一个“潜规则”，如果
办同一件事情的人超过 3个，大家便会
自然而然地“排起长龙”。“排长龙”在粤
语中就是排队的意思，香港人将排队的
人群称作“人龙”，将队头、队尾分别叫
做“龙头”“龙尾”，把插队行为叫做“打
尖”。如果有人在“排长龙”时“打尖”，
便可听见“人龙”中响起那句“喂，排队
先啦！”，“打尖”者更免不了遭受众人的
白眼。因此，大部分香港市民都会耐心
排队，默默遵守这项“潜规则”。

有礼有序是香港排队文化的重要
特征。香港市民不光会主动排队，还会
自觉保持队形，尤其是在空间有限的地
方，人们常常会靠墙而立，尽量减少占
用公共空间，为公众提供方便。此外，
香港市民排队并不是见缝插针，摩肩接
踵。他们大多会在前后之间空出恰当的空间，保持“礼貌
距离”，避免“亲密接触”，这样的行为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
尊重，也使得排队文化在港备受推崇。

走在香港街头，无论是在地铁站、公交车站，还是在超
市、茶餐厅、海关等地方，均可以看到香港市民自觉而有序地
排队。也正是香港市民这种遵守秩序、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
精神，才构成了香港社会有条不紊的良好秩序，亦使得这颗
东方之珠越发可爱，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人纷至沓来。

香
港
人
的
排
队
文
化

辜
雨
晴

香
港
人
的
排
队
文
化

辜
雨
晴

据《澳门日报》报道，澳门今年将热带风暴级别增加至
6级，风暴潮警告提升至5级，让气象信息更详细。为方便
居民了解风暴潮的实际影响，特区政府陆续在澳门低洼地
区90根监控柱上张贴风暴潮警示贴纸，并辅以颜色及水位
高度，让人一目了然。

据报道，修订后的风暴潮警告从原来3级提升至5级，
级别按严重程度依次以蓝、黄、橙、红、黑划分，提醒居民当
热带气旋靠近沿岸地区时，应提早作出防浸准备。其中蓝
色风暴潮警告预测水位高于路面0.5米以下，黄色约0.5米
至1米，橙色为1米至1.5米，红色为1.5米至2.5米，最高级
黑色为2.5米以上。相关部门将透过短信、应用程序等推送
风暴潮警告。今年首个8号风球台风“贝碧嘉”袭澳期间，政
府部门长时间维持蓝色风暴潮预警，不少居住在洼地的居民
将车辆停泊高处等，未出现严重水浸。

此外，特区政府管理的10多个停车场外也会张贴类风暴潮
标示尺，让居民更直接了解风暴潮对生活的影响。 （瑞 安）

澳门改进风暴潮警告标示
让市民一目了然

台北四面环山，民众看花、泡温泉常去阳明山，但如
果是半日偷闲或是背包游客，大多数人会选择象山。象山
交通方便，俯瞰台北景色不输阳明。

一站就从繁华街区到葱茏山路

到象山去，堪称是自喧闹抵幽静最快的旅程。自台北
101大楼乘捷运一站即到象山站。前一站，信义区商业街衣
香鬓影、万头攒动；这一站，已是绿草如茵、花香浮动，
再步行数百米，即到象山脚下。

象山位于台北盆地东缘，因山形似象而得名，与临近
的狮山、虎山、豹山并称为四兽山。象山自然步道是环状
路线，山并不高，资料显示海拔183米，但山势陡峻，爬上
去也需要些体力。

石砌步道整齐蜿蜒，拜丰沛雨水所赐，步道两侧草木
葱茏。沿途不时可以看到标示牌，介绍附近的动植物品
类。尽管与闹市一站之遥，象山不但植物丰富，动物也不
少，据说五色鸟、绿绣眼、锹形虫、竹蝉等都是常客。不
过，对普通游客来说，能不能看到要凭运气，常常闻声不
见鸟。最常见到的是小松鼠，它们会大大咧咧地走近步道
觅食，从容地在树间跳来跳去，完全无视一旁拍照的游客。

象山简直就是为眺望台北而设计。一段急行后，便有
观景台。由一块巨石崩裂而成的“六巨石”傲然而立，攀
爬上去，席石而坐，既可喘息歇脚，也可俯瞰台北。再高
处有“逸贤亭”，视野更加开阔，甚至可以看到象山全貌。
步道常为浓密枝叶遮蔽，走上观景平台，天地豁然开朗。
天气晴好时，远处天光映照得整片大地都散发着光芒，此
时若有轻风拂面，所有的汗水都化为沁人心脾的清凉。

拍摄台北地标101的绝佳地

登象山最好的时间是近傍晚。体力好的不到半个小时
即可登顶；走走停停，一个多小时也可到达最高的观景台。

象山前无屏障，台北盆地一览无余，尤其是台北地标101
大楼清晰可见。傍晚时分，可以看日光逐渐黯淡、灯光次第
亮起。随着夜色愈来愈浓，遮蔽整个山体，眼前的台北愈来
愈亮，直到全城灯光璀璨。此时，纵横交错的道路犹如一条
条光带，一辆辆汽车犹如萤火虫来回穿梭。而灯光映照下的
台北101大楼，则如一把光可鉴人的宝锏自大地笔直刺出。

象山是拍摄台北101的最佳地点。平日也可见摄影爱好
者背负着沉重三脚架和相机登山。近些年来，每到12月31
日午夜，台北101会燃放焰火庆祝新年。数以万计的民众自
四面八方赶到台北101附近观看，许多人却直奔象山山顶观
景台。那时，观景台的最佳位置是必争之地，有人不惜提
前一天“占位”，风餐露宿一晚，只为在最好的角度拍到持
续1分多钟的跨年烟花。

美在唾手可得与人人呵护

忘了是哪个台湾电视剧，其中一幕是两个好友夜晚跑
到象山山顶喝酒聊天。这一情节很常见。象山无需门票，
清晨是晨练人的天地。半个小时快速登山既可运动，又不
乏乐趣。有人带着宠物狗，一同呼吸浸着草香的新鲜空
气。傍晚的象山，除了游客、摄影爱好者，还有不少年轻
人。他们带着啤酒、零食，在山顶平台抒胸怀、聊心事，
享受静夜美景。山间的清风明月，唾手可得、毫无负担，
如苏东坡所言“取之无禁，用之不竭”。

象山的美还体现在一些细节上。步道两边没有垃圾箱，
人们习惯于将垃圾带走。某次登山，忽见石阶上立着一个空
了一半的饮料瓶。走近看，瓶下压了一张小纸，写着：“此处
勿踩，石阶松动”。原来是前面的登山人给后来者的善意提
醒。常见人光脚登山，似乎为了养生。终有一次忍不住询问
一位空着双手的赤脚登山客：“你的鞋呢？”他说，放在山脚下
了，“不会不见啊，我一直都放在那里，没谁会动。”而清晨，走
在雾气朦胧的步道，不论相识与否，迎面都可遇到微笑加“早
安”，让象山之行再添一缕美好。

象山：山不在高 妙在恰好
本报记者 孙立极

象山：山不在高 妙在恰好
本报记者 孙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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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置原因五花八门
10多年前，恒春机场花费5.1亿元兴建而成。本来各

方期待更多游客可以搭机游览垦丁，不曾想机场所在位
置离海近、跑道短，又处在山坡上，每年有一半时间受落
山风影响，飞机起飞难度极高。因此，飞机晚点或航班取
消成为家常便饭。一开始机场还有些人气，时间久了旅
客就全跑了，航空公司也是飞一班赔一班，就算旅游旺季
也很少有人搭乘，机场最终沦为“蚊子馆”。

如同恒春机场一样，台湾不少重大公共设施就是因
为设计建造时考虑不周全，建成后使用率低而荒废成“蚊
子馆”。台东县垃圾焚化厂斥资19.7亿元建造，但由于台
东县人口少，又是农业县，需要焚化的垃圾量很少，使焚

化厂基本处于闲置状态；高雄的兴达远洋渔港建造时耗
资近 80 亿元，建成后远洋渔业形态发生变化，迄今为止
没有一艘远洋渔船入港，成为“空港”。

与上述情况不同，有的公共设施因为出现不符合法规
的情况，还没投入使用便空置成“蚊子馆”。例如新竹科学
园区宜兰园区，至今仍在等候环评通过；台铁新乌日站三
至五楼因规划和法规抵触，长期无法提供商业使用。

此外，有的公共设施刚启用时效果不错，但后来由于
其他原因导致空置。像是苗栗外埔渔港景观木栈道商店
因为最初委托经营的厂商倒闭而停摆，“卫福部”新营医院
北门院区因火灾损毁至今未修复，最终都沦落成为“蚊子
馆”。

活化场馆任重道远
“蚊子馆”们不仅建设时耗费资金高，空置期间照样

也有不小的开支。比如垦丁机场、台东垃圾焚化厂等，即
便闲置不开工，也需要养着一批工作人员，同时相关设备
也要定期维护检修，这些都需要花费纳税人的血汗钱。

为了盘活公共资源、避免“蚊子馆”一直荒废下去，相
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力图活化这些场馆。

南投县埔里镇仁爱路停四立体停车
场原先使用率低，进入了台当局列管的

“蚊子馆”名单。近期埔里镇公所透过外
包经营、推出优惠停车方案吸引客户，提
高了停车场的利用率，使之成功活化。彰
化县的彰化市忠诚路台铁员工宿舍原先
一度荒废，如今在当地社区的努力下转变
成为长者共餐、娱乐与健身的“巷弄服务
站”，深受居民欢迎。

不过，“蚊子馆”获得改善的情况仍然有限，迄今为止
仍有许多场馆空置。有的场馆虽然名为“活化”，但其实
不过就是在场馆门口换个招牌（比如原来叫商业街，现在
改成叫文创中心，外墙上添置些涂鸦）、重新搞个剪彩仪
式，之后继续用来“养蚊子”。

都是选票惹的祸
台湾对于“蚊子馆”的批评已有多年，但“蚊子馆”的

建设从未停步，活化任务也十分艰巨。既然“蚊子馆”饱
受责备，为何还能生生不息？因为有一条隐形的利益链
在驱动这个游戏，最绕不开的则是“选举”二字。

为了赢得选票，候选人极力鼓吹各种公共设施建设
和项目，给选民“画大饼”，许诺大家不切实际的“获得
感”。选民们也都有“别人有我也要有”的盲从心理，一听
说家门口建机场、高铁站、体育馆、环保园区等“高大上”
的设施，往往会兴奋地不得了，极力支持许诺搞建设的这
些候选人。等候选人成为行政主管或民意代表后，他们
开始游说、关说推动这些项目，审批项目的主管部门在层
层压力之下只要合乎手续就放行，哪怕它们规划不合理、
后续运营乏力。

据台“内政部前部长”李鸿源观察，台湾因民粹政治
当道，各县市争相比拼，力求“区域平衡”，做出一堆大而
不当的设施。例如台北市有“两厅院”，台中市就要有歌
剧院，高雄市也跟着盖卫武营艺术文化中心，是否真的有
市场不重要。“会让你丢官，能挡得住吗？”

如今岛内“九合一”选举将近，各地候选人又不断提
出了各种名目的建设规划，加上去年台当局提出 8 年
8800 亿的“前瞻计划”，撒钱、开工、建设的戏码仍在上
演。可能过不了多久，一些新的“蚊子馆”又将诞生。

近日，“斗阵看热闹——找回台湾传统民俗阵头文化”活动在台北大稻埕进行，逾百年历史的共乐轩为游
人献艺。“阵头”是台湾民间祭祀、庙会喜庆的传统技艺，“阵头”团体称之为轩社。

方图：出巡街头。圆图：街头表演。
中新社记者 杨程晨摄

乱撒钱乱撒钱，，台湾台湾““蚊子馆蚊子馆””何其多何其多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机场大厅里没有值机、托运行李的乘客，有的是满地
的垫子和气功练习者。前些日子，台湾屏东县恒春镇养生
气功团体发布的这张照片让不少网友大跌眼镜，而机场方
面却称把候机大厅租给气功团体练气功是为了不让机场成
为“蚊子馆”。

由于台湾天气炎热，长期闲置、没有人气的公共设施
往往会沦为蚊子生长的乐园，因而在当地被叫做“蚊子
馆”。据台“立法院”预算中心近日调查，在岛内重大公共
建筑中，至去年底被列管的闲置公共设施达100处，浪费
公帑约221亿元（新台币，下同）。

为何岛内“蚊子馆”频频现身？

图为气功团体在恒春机场练气功。 （资料图片）

苗栗县外埔渔港商店街开张时很风光，但在原经营厂商倒闭后即闲
置。 （资料图片）

百年“阵头”台北献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