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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常自称住在“石屎 （即混凝
土） 森林”，形容在这座人多地少、建筑
高且密的城市从下往上望的观感。但从
另一个角度来看，香港也被不少人称为

“天台城市”，其独特的天台文化在钢筋
水泥之上演绎着各色别具温度和趣味的
风景。透过天台上的风景，可以看到香
港人的生活百态，更可一窥这座城市过
去数十年的别样记忆。

法国摄影师罗曼·雅凯-拉格雷兹来
香港8年，过去两年间把镜头聚焦在九龙
区旧式唐楼的天台上。这些天台面积通
常都不大，不少还因铺设管线、架设天
线等而颇显局促。但香港居民利用这有
限空间进行的活动显然超出不少人的想
象：练武、祭拜先人、拍摄时尚大片、
搭帐篷露营……

香港的唐楼天台文化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50年代前后，不少人在亲友所住的
唐楼屋顶自建“天台屋”。那时不少唐楼
的天台相互连通，俨然成了“二重地
面”。住在天台屋的人家甚至把原先在农
村养鸡种菜的生活方式“移植”过来，组
成“空中村落”。幼年曾住在九龙城唐楼
天台屋的沈庆喜回忆，天台屋沿着天台边
缘搭建，围出中间一片空地，供孩子们玩
耍。曾经的唐楼居民刘荣光则说，唐楼
居民时常上天台乘凉、聊天、赏月，天
台在那个年代堪称“社区中心”。

唐楼天台也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 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的香港武馆“黄金时
代”。据统计，当时香港的武馆数量多达
400 多家，大多设在租金相对低廉的天
台。每到黄昏，各武馆师兄弟在天台练
习拳脚兵器套路或舞龙舞狮技艺，伴着
锣鼓声，成为老香港的一道独特风景。

1953 年石硖尾大火烧毁大量寮屋
后，香港开始大规模兴建徙置大厦，供
原先自建寮屋、天台屋的人家租住，香
港居民的“天台空间实践”也由此延伸
至徙置大厦屋顶，最为典型的就是“天
台学校”。那时不少徙置大厦的天台都被
慈善团体用来开办学校，以低廉学费为
大厦租户子女提供基本的教育。

如今，“天台武馆”“天台学校”都已
随着时代变迁逐渐消失，但香港人对天台
空间利用的创新仍在延续，“天台酒吧”

“天台电影院”“天台农圃”层出不穷。
位于铜锣湾希慎广场 38 层的天台花

园，约800平方米的范围内设置了数十块
菜地，种植着数十种瓜果蔬菜，呈现出
与楼下繁华闹市截然不同的“田园风
光”。这个天台花园每年举办 3期种菜活
动，每期持续约3个月，参与者多为在附
近居住或上班的人。正值天台花园定点
开放时间，公司文员夏女士从金钟坐两
站地铁赶来，料理她的菜地。“这里一般
中午和周末开放，只要开放我都尽量
来，看看我种的菜。”她说，“我学到不
少东西，打算以后尝试在家盆栽种菜。”

如果说早年间香港居民对天台的活
用体现的是在挤迫生活空间下的灵活变
通，如今像天台花园这样越来越多涌现
在现代化大厦屋顶的创新，则在这座

“石屎森林”之上添上新的风景。这新旧
两种风景折射出香港的多元化，正如雅
凯-拉格雷兹所说：“香港是一座充满多
样性和细节的城市。你不亲眼目睹，难
以想象它的样子。”

（据新华社香港电）
上图：《天台爱情》剧照。这部影片

就是以香港天台为主要背景。资料图片

车子在蜿蜒的山路上绕了一圈又一
圈，眼看着窗外的云越来越低，越来越
近，悬崖峭壁从身边一一掠过……行驶
40分钟，记者终于从花莲火车站到达台
湾中央山脉的太鲁阁山月村。

这是藏在幽静深山之中的“原住
民”住宿区。记者到达时，天色已
暗，夕阳的余晖洒在高山峡谷间，虫
鸣寂静，万籁祥和。就在这个夜晚，
记者见证了一场两岸情侣的甜蜜之旅。

“原住民”的风情

9月初的夏夜静谧凉爽，星空月色
笼罩草地，在太鲁阁“原住民”少男
少女的簇拥下，6对身披太鲁阁人传统
服饰的两岸新人，上台模仿起当地人
织布、狩猎的舞姿，并按照当地婚礼
习俗用山猪酒杯喝了交杯酒，浓浓的
爱意绽放在花莲的高山涧谷之间。

这是花莲县政府为复兴震后观光旅
游，特别推出的一场“情定花莲 映象之
旅”活动。花莲是大陆游客最爱去的台湾
县市之一，今年2月遭遇强震，死伤数百
人，旅游业受重创，如今正慢慢从地震
的伤痛中恢复。花莲县政府为重现旧日
观光人潮，特别推出多项推介活动，

“情定花莲 映象之旅”即其中之一。这
场活动为两岸6对情侣安排一次从北到
南“花莲走透透”的蜜月之旅，借此推
荐沿途的好山好水、好景好情。

太鲁阁是旅程第一站。此时当地
仍处雨季，太平洋袭来的暖湿气流笼
罩在中央山脉上空，氤氲景象让到访
游客感叹“只缘身在此山中”。陡峭石
灰岩山崖形成的悠长峡谷是台湾东部
真实的地貌写照，站在山腰往下望
去，纵深的空间让人感觉目眩脚软。

在群山的见证下，山月村负责人
郑明冈给这 6 对分别来自大陆、台湾

和香港的情侣送上新婚祝福：“太鲁阁
人拥有独特的婚俗，男性需要在婚礼
仪式上用狩猎舞展现其高超狩猎技
巧，而女性则需要展示巧手织布的能
力。他们遵循祖训，报答祖灵的庇
佑，而部落婚礼是民俗的重头戏之
一。我给你们送上太鲁阁式的祝福，
祝你们幸福生活甜甜蜜蜜到长久。”

太平洋的奇妙

从中央山脉的脚下驱车一路往
东，只需几十分钟，浩瀚蓝石般的太
平洋就出现在眼前。花莲之景最妙的
地方在于山海相邻，左边是高山，右
边便是大海。站在花莲港口望出去，
两米多高的海浪拍到长长的防护堤
上，白色水花四处溅开，轰轰巨响。
这里也是出海赏鲸的热门景点。

从花莲离岸驶向太平洋大概 10公
里，洋流带来丰富的海洋生物，吸引大
批鲸豚前来觅食。“在蓝天碧海之间，
与鲸豚同行，真是妙不可言的人生体
验。”出生于福建漳州的罗健光，对花
莲美景向往已久，此次他和新婚妻子许
佩文决定报名参加“情定花莲”的蜜月
之旅，没想到被幸运选中，全程收获满
满。“大陆的新婚朋友不用跑太远，花
莲就是一个很美很浪漫的地方，绝对是
度蜜月的好选择，真的超赞！”

带着新人们追逐海浪的“鲸世
界”赏鲸船船长邱锡栋，在今年2月6
日发生强震后，着实担心了一阵子。
他担心冬天的东北季风期过去后，地
震会影响五六月份的旺季游客人次。

“船不能出海，就相当于在赔钱。”
不过，花莲观光业正在慢慢回温。

4月以来，花莲县政府协同当地多个旅

游休闲协会举办了比往年同期更多的推
介活动，吸引游客到来。在七八月份，
邱锡栋的“鲸世界”赏鲸船单日出海至
少三趟，船员收入不输以往。

观光业的振兴

“花莲面朝太平洋，拥有壮丽天成
的自然景观和多元的人文环境。两岸
新人从中央山脉出发，一路畅游山海
间，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海誓山盟’。
花莲愿意见证大家人生的重要时刻，也
欢迎更多的大陆朋友到花莲走走看
看。”花莲县观光处处长彭伟族告诉记
者，年初的大地震给花莲旅游带来重
创，观光人次一度锐减。他们举办这场
活动，就是希望借由两岸新人们的喜
气和好福气，为花莲观光带来更大提
升，重振这座旅游城市的昔日荣光。

花莲是台湾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地
区之一。5 天 4 夜的活动走下来，6 对
新人的相机早已被美景与回忆装满。
在“台湾最美金针花山”的六十石山
金针花海，满地金黄犹如童话世界；
在有 90多年历史的光复糖厂，新人共
同体验手工制作蔗糖，品尝甜蜜的手
工冰淇淋；在花莲市区东大门夜市，
热腾腾的食物是最香的诱惑，一对台
湾情侣买了一份烤麻糬，男生迫不及
待地咬了一口，刚掏出手机的女友笑
着责怪“还没拍照不准吃”。

夜间在花莲的闹市街巷闲逛，人
声鼎沸正在逐渐治愈地震的“后遗
症”。花东地区盛产优质水稻，糯米制
成的麻糬成为花莲最受欢迎的小吃之
一，街边特色伴手礼店似乎生意都还
不错，或许这趟新人之旅的甜蜜旋
风，也能给花莲市民带来更多幸福。

近日在福建厦门举行的第
二十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
会上，与会台商纷纷表示，历
经多年发展，两岸已经互为重
要的经贸伙伴，随着经贸合作
层次不断提升，物流业、大健
康等产业获得新的发展契机。
相关言论摘编如下：

目前，台湾在服务业、医
疗、电子半导体等行业保持领先
优势，积累了丰富经验，大陆有
庞大的市场和完整的销售渠道，
两岸可以联手打好“国际牌”。

——台湾商业联合总会副
秘书长吕宏生

以我所从事的生物科技行
业为例，台湾生技业起步较
早，技术、理念比较领先，大
陆起步稍晚但进步快、市场体
量大。两岸携手对生技业的发
展将大有裨益。

——台湾食药用菇菌类生技协会理事长叶宗
铭

早期进入大陆市场的台商台企大多集中在资
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近几年随着大陆乡村振
兴、大健康产业等战略提出，越来越多台商台企
投身文创、乡村建设、生物科技等领域，两岸经
贸合作层次得到提升。

——台湾安卓帝亚牛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许定

随着两岸经贸往来日益频繁深化，加强物流
业合作是必然趋势。在大陆“31 条措施”发布及
各省份相关政策推出后，台企可以更进一步参与
国企、政府投标，承接更广范围的订单。

——台湾冷链协会荣誉理事长郭儒家
随着大陆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产业为两岸

深度交流合作提供了平台。大陆养老产业发展态
势良好，市场发展迅速，硬件建设好；台湾在技
术人才和管理服务方面有丰富经验。两者可以互
补合作，一起把饼做大。

——台湾双连安养中心创始召集人江彦霆
（许雪毅 宓盈婷 付 敏）

中秋佳节将至，香港街市节日气氛渐浓。在近日的深水埗福荣街，顾客熙熙攘攘，这里有众多家商号售卖灯笼。今年的灯
笼主要是塑料灯笼，有卡通人物、恐龙、玉兔和金鱼等，也有七彩灯和手提杆灯，款式多样，琳琅满目。有摊主表示，今年灯
笼价格与往年相若，20元 （港币，下同） 至100元不等。比较大的如宫灯和电子灯就要数百元。

下图：在福荣街上选购灯笼的人们。 中新社记者 洪少葵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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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台湾新人在山间拍摄婚纱照。一对台湾新人在山间拍摄婚纱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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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环保团体近日公布的一份评估报告认
为，台湾深澳燃煤电厂扩建营运后15年内将增加
细微悬浮颗粒物，对空气质量有负面影响，危害
人体健康，全台无一县市可幸免。

事实上，位于新北市瑞芳区的深澳发电厂曾
经是台湾发电量最大的发电厂，但已于2007年除
役并拆除厂房。蔡英文当局上台后，继续打“非
核家园”神主牌，无法解决当下台湾电力不足的
问题，被讥讽为要“用爱发电”。当局无奈之下决
定大量使用燃煤发电来救急，包括重启深澳电
厂。为此台“环保署”先射箭再画靶，今年 3 月
通过深澳电厂环评案。台“行政院长”赖清德在
辩护时，甚至说出深澳电厂烧的是“干净的煤”
这样的外行话，引发岛内一片反弹声浪。

环保团体表示，深澳电厂环评案通过后，使
台湾社会陷入“非煤即核”的对立选择。但电厂
违背台当局的2025年能源转型目标，甚至会加剧
台湾民众健康风险，呼吁台当局主动撤回此案。

（任成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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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秋花灯应节热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