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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阅读依旧很流行
本报记者 汪灵犀

减 糖

声音声音

一周热词

春 暖 花 开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简称
“规划纲要”） 日前公布，就不同专业发展
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加强区内医疗和法律
事务合作等。香港相关界别人士认为，这
是一个重大机遇，香港借大湾区发展可将
优质的专业服务带到内地，做到互惠互
利。相关发言摘编如下：

“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优质医疗卫生
资源紧密合作，我认为内地医院在推行

“智慧医院”方面效率较高，而香港医院在
医疗质量上较优。如果香港医护机构在内
地建立教育培训和科研基地，将给内地和
香港都带来好处。

目前，香港中文大学的深圳分校有意
增设医学院和直属医院，加强培育有关人
才，将大湾区医疗服务提升至国际水平。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院长卢宠茂

在构建现代服务业体系方面，“规划
纲要”提到要鼓励粤港澳共建专业服务机
构。因此，香港会计师公会将成立委员会
专门研究业界在大湾区的发展及推动会计
人才的流通，继续与内地有关方面就会计
工作底稿问题作商议。我们计划先以少数
公司为试点，探索了解整个流程的涉及部
门和程序，再决定以后的做法。

——香港会计师公会副会长江智蛟

在香港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
解决服务中心，可以有效利用香港国际
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经验丰富的法律人
才资源优势，高效解决大湾区发展中衍
生的法律纠纷和争议。

——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副秘书长傅
健慈

(柴逸扉)

近日，香港食物及卫生局、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物安全中
心及降低食物中盐和糖委员会举办《少盐、少糖、少·确幸》活
动，推动全香港减盐减糖的新饮食文化和新生活态度，活动现
场还堆砌了一座“糖山”展示减糖成果。从 2019 年 1 月至今，
全香港已有超过500家不同类型的餐厅响应这次宣传活动，为顾
客提供少盐少糖选择，另外约70家餐厅更陆续推出特选减盐减
糖菜式。

短短一个月内，参与活动的餐厅应顾客要求，在食品和饮
料中减糖而省下来的总糖量，已超过700万克。大会利用其中部
分重量的糖砌出方糖金字塔，创造世界纪录。制作金字塔所用
的方糖日后会用作制造教学工具，展示一些食品的糖含量，派
发给香港的中小学等。

参与推动少盐少糖的餐厅会在店铺或菜谱展示相关标志，
市民外出用餐时可以多加留意。

（瑞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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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进图书馆
台湾图书馆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

2018年，台湾民众在公立图书馆的借阅人次、借
书册数、进馆人数都较2017年增加。台湾人口总
计约 2300 万人，2018 年全台却有 9198 万人次走
入各县市公共图书馆，借阅达2167万人次，并有
高达 7791万册的图书被借阅。虽身处网络时代，
台湾民众对进图书馆依旧热情不减。

被借阅的热门图书不再局限武侠类，旅游及
史地类图书首次挤进年度排行榜。借阅册数最高
的是语言文学类书籍，共3880万册，占年度总借
阅量的49.95%。日本作家东野圭吾有6部作品入
榜，成为语言文学类年度最有魅力作家。在武侠
小说领域，金庸9部作品上榜，仍“称霸武林”。
35 岁至 44 岁的青壮年是阅读主力军，他们的借
阅册数达2027万册，占年度总借阅量的26.02%。

人气不减的图书馆，是台湾浓郁阅读风气的
一个缩影。走在台湾大街小巷，钻进书店、便利
店、公园、地铁列车里，随处可见在看书读报的
民众。幼儿看绘本，青年看畅销书，白发长者看
历史书，各得其所，共沐书香。

街边拐角处，总有几家书店给你惊喜。门脸
虽小，内里装饰却很别致，经营主题也很有趣，
有专卖侦探悬疑小说题材的“侦探书屋”，“恐怖
风格”吸引来一批忠实粉丝；有古典音乐书籍专
卖店，翻一遍 《大作曲家的爱情与婚姻》，犹如
走进音乐家内心来场探秘……阅读，成为台湾民
众涵养精神世界的常态活动。

载体不设限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全台湾电子书的借阅

人数成长十分显著，达30.83%，电子书阅读人数
持续上升至174万人次，较2017年增加逾41万人
次，显示出电子阅读的趋势不容小觑。

台湾文化人郝明义曾写过一本叫 《越读者》
的书。“越读”即“超越界限的阅读”，其中指的
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书籍这一载体，他认为在
数字时代，不能刻板留恋纸质书，“没有越界，
不成阅读，尤其是在网络时代。”而这也恰是台
湾社会的主流观点。

早在 2014 年，台湾文化部门曾携手数码联
盟发起“新阅读运动”，号召民众以多元化方式
接触书籍，新阅读不限于纸本阅读，而是提倡

“深度阅读”。如今民众阅读习惯逐渐改变，图
书馆也制定因应策略。比如新北市立图书馆已
经馆藏 16 万册电子书，今年还将推行电子书列
为工作重点。

台湾阅读节、台北国际书展等大型活动，也
为推广阅读文化献力不少。各地图书馆、出版
社、书店、学校、民间团体带来琳琅满目的读书
会、新书发表会、作者见面会等活动，民众从中
获趣良多。

至于村落中的偏乡老街，则散落着3000多个
“漂书点”，“漂”出500多万册图书。台湾漂书协
会表示，他们还在持续与台交通主管部门、邮
局、观光景点等合作，希望在火车、地铁上设立
更多站点，促进书的流动，让更多人“悦读”。

流行简体书
台北的重庆南路一段，是全台最著名的书店

一条街，最繁盛时这里曾经有上百家书店，也是
台湾阅读风气浓郁的见证。但是由于互联网冲
击、店面租金上涨等因素，这条书街近年来慢慢
走向衰落，而大陆出版的简体书在这里却“买气
常旺”。很多读者表示，简体书为他们打开了更
广阔的世界。

看好简体书的台湾市场，从2008年开始，位
于重庆南路的天龙书局开始转型专售大陆简体字
书籍。自从做简体书以来，天龙书局不仅没有亏
损，而且大有盈利，店面不断扩张。这期间，天
龙书局引进了大陆简体图书近 2000 批次，共计
600多万册。老板沈荣裕说，如今天龙书局每周
新书到货上百箱，每天都有新书上架，就是要让
读者不觉得“吃剩菜”。有些忠实顾客，甚至在
店里消费累计逾百万元新台币。

沈荣裕认为，目前大陆简体中文图书在开
本、封面设计、纸张挑选、文章品质、出版选题
等方面都有十足进步，出版数量和速度也不是台
湾可比拟。他表示，随着两岸往来日渐频繁，相
信台湾读者接触简体图书的频率将持续增长。

台湾有名的诚品书店近年也以“阅读不设
限”为主题，正式设立简体书区，销售社科、文
学、艺术等各类简体图书。作家黄锦树甚至表
示，简体字书非看不可。“台湾中文系的教科
书、参考书几乎都由大陆进口，因为现在中文领
域最好的学术研究都在大陆。”

近 日 ， 2019 士 林
官邸郁金香展在台北开
幕，共展出 10 余个品
种、7 万株郁金香，吸
引游客拍照。

右图：盛开的郁金香
下图：观赏郁金香的游
客正在拍照

中新社记者
陈小愿摄

许多大城市上下班的地铁上，满车厢
“低头族”点开手中的电子设备，快速翻阅
各类社交媒体上的长短文字，或者读读网络
小说，这是当下人们的阅读常态，也是学者
们口中的碎片化“浅阅读”。一个人去图书
馆里泡一下午？和好友去书店里逛上半天？
在公园里捧本书啃个酣畅淋漓？这种传统意
义上的“深阅读”，已经越来越少见。

不过令人讶异的是，在台湾，“深阅
读”依旧很流行。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
台湾民众对图书馆、书店依旧热情不减，
借阅、购买的图书种类也包罗万象，尤其
简体图书越来越受欢迎，显示出强大的阅
读力。

香港创客的大湾区生活圈
郜 婕

每星期至少有3个工作日，林恒一上午会从位于香港新界元朗的家里出发，到位于深圳前海的办公
室上班，傍晚再返回香港。这样的“双城生活”，他已经坚持3年。

“我一般早上9点多出门，大概5分钟走到公交站，上车后半小时到达深圳湾口岸。我用港澳居民来
往内地通行证走自助通道，人不多的话几分钟就可以完成过关手续。过关后打个车，大概15分钟就到办
公室。加起来从家到办公室一个小时就够了。”

“85后”林恒一是名副其实的创客。2012年还在香港理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他就申请到一笔创业
基金，开始在香港数码港的孵化器创业，把他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智
能办公物业管理。2015年，林恒一博士毕业，公司也从孵化器“毕业”，他决定把公司搬到离家较近的观
塘，并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在深圳设立子公司。

“随着公司在香港的业务逐渐稳定、技术被市场认可，我们开始考虑研发自己的智能硬件产品。我和
合伙人都感到内地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特别是看到国家开始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我们认为这是进入内
地发展的黄金时机。”林恒一说，恰逢深港两地政府鼓励青年创业者到前海发展，他和合伙人选择在前海
深港青年梦工场落地，着重产品研发。

香港与深圳隔河相望，港人习惯称到内地为“过河”。对不少香港青年而言，“过河”创业需要打破
成见的勇气。

林恒一说，他身边有一些同龄人不了解内地发展现状，因一些刻板印象而却步。“其实前海深港青年
梦工场的一些管理模式贴近香港，还在租金、税务等方面给青年创业者政策优惠，有助香港初创团队成
长，在国家发展的高速列车上谋得一席。”

开始“双城生活”后，林恒一没觉得特别辛苦。“内地生活很方便。我刚到前海就在手机里下载了各
种应用程序，吃饭、打车、支付都可以用手机搞定。上下班交通也挺便利。有时我下班从深圳回香港，
还来得及到父母家吃晚饭。”

在林恒一看来，深圳除了创业氛围浓、汇聚各地人才外，更为他的产品搭建产业链提供了可能。“我
们在前海研发的智能硬件，可以直接在深圳找到资源来生产，生产出来后拿到香港的项目上应用。”

下一步，除了把产品应用到香港项目，林恒一还打算开拓内地市场。“智能楼宇系统在内地有广阔应
用空间，今年打算开始做内地市场的销售。”

如何打开销售局面，林恒一心里已经有了谱：“前几天放假我特意去走了一趟港珠澳大桥，发现大桥
开通后到珠海交通非常便利。珠海离得近，物价又相对较低，我们下一步很可能在珠海设点，做销售、
包装等。”

眼见他的生活圈里又要新增一个点，“双城生活”可能演变成“多城生活”，林恒一表示，他的事业
发展恰好赶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步伐。“大湾区的概念本身就是让区内各城市优势互补。国家推出《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后，香港可以更加明确自身定位，发挥所长，并与其他城市互动起来。”

林恒一说，近年来，除了交通基础设施便利香港与内地城市互通，国家也在不断出台便利香港居民
在内地生活工作的措施，还推动科研资金“过河”助推香港创科发展。未来，他期待大湾区在行政审
批、金融服务等方面推出更多便利互通政策。

在他位于前海的办公室，林恒一在手机上向记者展示他开发的远程智能楼宇控制系统。简洁的白色
界面上并列着他在前海和观塘两地办公室的灯光、空调等控制按钮，手指一点就可完成远程操控。

也许不久之后，这个界面随着他的业务铺展会添上更多办公地点的控制按钮，正如他的“大湾区生
活圈”一样。

台湾诚品书店推行“24小时不打烊”制度。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