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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上挂着恐怖的骷髅头，房间中央的桌子
上，一个女性木偶露出诡异的微笑，一旁的留
声机低声播放着古老的音乐。

这是位于台北市南京西路一条小巷里的
“侦探书屋”，周围还零星开着几家别的书店，
生意有些平淡。老板谭端47岁，参与过纪录片
制作，也曾从事翻译和媒体类工作。2013 年，

他“突然想要做一个更有意思的事业”，因为翻
译过侦探小说，于是决定创办“侦探书屋”。

“台北有各式各样的书店，我得做跟别人不
一样的。”他说，侦探悬疑小说题材很有趣，也
很有深意。“社会上不能只有功利的东西，也需
要文化层面的涵养。”

谭端心目中理想的书店，该有许多认同书

店的人进出交流、彼此学习、认识朋友。他
说，书店应该能让创作者相互鼓励，让不同领
域的艺术家受到启发和找到灵感。

不过谭端的设想被现实泼了一桶冷水。近
年来，随着网络和电子书的兴起，台湾的传统
实体书店慢慢没落。例如，台北重庆南路书街
全盛时拥有 100多家书店，如今却只剩下 10多
家，而且还在减少。

“这几年书店遇到不少困难，最严重的一次
是 3 年前，因为预算不够，卖书赚的钱太少，
付不起房租，我只好变卖家具和书店的一些古
董来支撑。”他说，“有时一天只有一两个顾
客，生意很难做。”

谭端店里很多书都是他花了大力气“淘”
来的，其中不少大陆出版的侦探悬疑小说是在

“豆瓣”等网站上“淘”的。如今，“侦探书
屋”藏书已达几千册，两岸、日韩、欧美的作
品都有。

“大陆出版市场大，资源丰富，一些小语种
书籍也能出版，所以很多书我必须去大陆

‘淘’。”他说，大陆的悬疑侦探小说虽然起步晚
一些，但进步非常快，需求旺盛，人才也多，
可说是“异军突起”，这是台湾无法比拟的。

面对惨淡的市场，谭端想尽办法让书店生
意好起来。“一开始我们只想卖书，后来发现只
卖书的话会倒闭。”他说，为让书店活下去，他和
员工学习做饮料，还将书店出租拍电影和广告。

“未来我们可能会考虑做民宿，把‘侦探书
屋’打造成可以住宿的书店。”他说。

此外，谭端还经常上电台节目，与听众分
享他最新看过的书以及对生活的看法。店里还
售卖指甲油、帽子、日历等小物品。

“人都要在生活中找意义，而开书店推广阅
读能让我感觉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我相信，
文学的力量能鼓舞生活中的每个人。”谭端说。

交通肇事逐年递增

台湾交通管理部门直接出手的
直接原因，据说跟近期的一则广告
有关。最近在一新款电动自行车的
广告中，有代言艺人被警察拦查，
但因电动自行车免牌照、免驾照，
警方无奈放行。明明外型与功能和
一般机车 （摩托车） 类似，但广告
中的电动自行车却如有特权一般，
警察也奈何不得，让舆论哗然，非
议顿起。

背后原因，则是越来越严重的
交通安全问题。因为没驾照，不用
挂车牌，民众在骑乘电动自行车违
法时，除非现场有警方直接拦截，
否则光靠拍照与监视镜头画面，根
本难以判定当事人身份，造成执法
困难。

台交通管理部门近来屡屡收到
民众反映，有经销商因应客户需
求 ， 擅 自 变 更 速 度 上 限 超 过 25
公 里 ， 也 有 一 些 民 众 在 购 买 电
动 自 行 车 后 ， 私 下 改 装 车 辆 ，
换 上 更 大 马 达 ， 最 快 时 速 飙 到
40 公里，几乎跟摩托车一样，安
全隐患颇多。

电动自行车肇事逃逸后找不到
人的状况，隔三差五就会出现。据

台有关部门统计，电动自行车 2015
年到 2017 年共发生 3000 多起交通
事故，且逐年递增，共酿 13 死、
5347 伤。典型案例如，在 2015 年 7
月，有一名 14 岁女初中生骑乘电
动自行车，疑似闯红灯撞上 81 岁
老妇人，导致对方颅内出血死亡。

有关部门动真格的

治理消息一出，引起众人热
议。许多人赞同台交通部门的做
法，认为这些车辆在路上确实造
成交通危害，本应就该依规严管。

台湾中央警察大学交通系教授
蔡中志指出，电动自行车问题在于

“速度”，改装后一快就容易肇事。
且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机车外观没有
太大差异，但是一个要考驾照、一
个不用考，一个要领牌照、一个不
用领，容易造成民众误解以及交通
混乱。

同时，也有许多电动自行车租
赁业者、交通研究学者等认为，要
解决电动自行车带来的交通问题，
不应只是一味规管车辆或驾驶人。

据台湾 《中时电子报》 报道，
台中、垦丁等地的租赁业者都表
示，电动自行车的承租人除了台湾
民众外，还包含不少境外游客。这

些人通常都没有台湾汽车、摩托车
驾照，若是当局针对电动自行车进
行管制，这一部分人将无法继续骑
乘，交通方便度大打折扣。

有关部门决定动真格的。比
如岛内早就有骑乘电动自行车须
戴安全帽规定，但没有罚则，形
同虚设。而根据正在研议中的规
定 ， 以 后 骑 车 若 未 戴 安 全 帽 ，
将 正 式 开 罚 。 交 通 部 门 也 将 修
正 电 动 自 行 车 审 验 管 理 办 法 ，
如 果 私 自 变 更 最 大 行 驶 速 率 控
制 装 置 ， 车 辆 将 不 得 上 路 ， 否
则 重 罚 。 此 外 ， 为 区 隔 电 动 自
行车和电动机车外观，从 2017 年
起，电动自行车长宽高大小也将
规定缩小约 1/3，2021 年起车体还
要再缩小 5 厘米。

回归“道路安全”初衷

针对社会聚焦的驾驶人肇事逃
逸，台湾交通部门表示将修订部分
规定条文，将电动自行车挂牌纳
管，若违规被拍到，就可依车牌找
出驾驶人追责开罚。挂牌纳管后，
将要求驾驶人比照汽机车投保强制
责任险，以进一步保障车祸受害者
权益。

但台湾媒体表示，除了上述三

道“紧箍咒”，到底怎样才能回归
“道路安全”初衷，恐怕还需要更
详细的对策。

一方面，要做好配套，防止政
策误伤。屏东县恒春镇的郭姓租赁
业者就坦言，电动自行车若严格纳
管，“租车生意几乎全趴了”。那些
来自港澳、大陆等地的岛外旅客，
正是因为没有机车驾照才租电动自
行车的，如果严管，他们的权益如
何保障？

另一方面，台湾交通安全协会
理事长陈宏益认为，比起对车辆的
管制，更重要的应该是教育台湾驾
驶人，从注意交通安全与遵守交通
规则开始做起。

在台中后丰铁马道经营电动自
行车出租的林金聪表示，骑乘安
全教育很重要。

林金聪说，外籍移民和劳工
可能对台湾交通法规、信号标志
及 标 线 等 规 定 不 了 解 ， 才 会 乱
骑。应透过雇主辅导，让他们遵循
规定，而不是仅仅将电动自行车全
面纳管。毕竟科技日新月异，若只
是一味思考如何管制这些工具的使
用，总会有规定力有未逮的地方。
但如果每位驾驶人都能具备良好的
交通安全概念，那不管是用哪种
交 通 工 具 ， 最 终 都 能 安 心 开 上
路，平安驶回家。

9 月 25 日，由团结香港基金主办的“创科博
览 2018” 在 香 港 会 展 中 心 举 行 。“ 工 ”“ 农 ”

“医”三大主题展区共展示约 60 项古代展品和超
过 100 项现代科技展品。展览吸引众多市民和学
生参观。

图为由太空育种技术培植的超级“太空南
瓜”，其中一个“太空南瓜”直径超过 0.7 米，高
0.8米，重量达170斤。

中新社记者 张 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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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拟规管电动自行车

三道三道““紧箍咒紧箍咒””能否拴住能否拴住““脱缰野马脱缰野马”？”？
本报记者 任成琦

据统计，目前台湾经检验合格领有标章
的电动自行车约 33 万辆。按照岛内规定，
所谓电动自行车是指时速低于 25 公里的两
轮电动单车。因为低碳环保、价格低廉，加上
不用考照、重量轻易操控等因素，电动自行车
在岛内很受老年人、外籍移民劳工和未成年族
群的欢迎。

但因电动自行车改装后容易超速成“脱
缰野马”，使用者上路经验不足且多数人不
戴安全帽，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就容易造成死
伤，成为岛内越来越关注的一个安全问题。
为此，台湾交通管理部门将针对电动自行车订
立相应规范。

乱象一：闯红灯

（均为资料图片）

乱象二：乱改装

乱象三：飚速度

速度慢速度慢，，莫担心莫担心，，
动动手脚就动动手脚就OKOK！！

咱又不是汽车
和机车。管它
红灯绿灯！

快躲快躲，“，“马路马路
杀手杀手””来了来了！！

侦探书屋内景。 新华社记者 薛玉斌摄

台北“侦探书屋”探秘
钟 群 查文晔

台北“侦探书屋”探秘
钟 群 查文晔

“太空南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