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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 /星期天夜光杯
! ! ! !这次应台湾中时集团旗下《旺报》邀请，
参加两岸征文颁奖典礼，并随大陆媒体参访
团访问了台湾各地，与台湾媒体高层和民间
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同
宗同族，语言与文化一脉相承，大家日常交流
没什么障碍，常有相见如故的感觉，很开心。
只是涉及政治或一些敏感话题，彼此还是会
小心翼翼，话说半句，或旁敲侧击，绵里藏针，
但又不失分寸，这种时候，你会庆幸汉语文字
极大的包容度和使用者对文字把握的能力。

倒是两岸征文的许多作者，感情直露，语
言直白，不管是大陆人看台湾，还是台湾人看
大陆，他们都是自己直接的感受，直言不讳，
从细微之处，看一个同根文化背景下的不同
社会。有台湾作者写道：“大陆和台湾习惯互
称对方为‘熟悉的陌生人’，就像再见面的旧
恋人，你觉得她和以前没有两样，但是一旦试
图开口套近乎，你会发现时间和距离从来都
不是虚无、没有意义的东西。”彼此的社会生
活，习俗风情，甚至话语体系都有了不同。不
管你愿不愿承认，隔阂和纠结是客观存在的，
双方直观的比较，挑剔也会成为常态。这从许
多征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但愿这种比较是
善意的，理性的，而不是放大对方的优缺点。
如台湾中华文化总会会长刘兆玄先生所说，
是互相借镜，有利两岸的认知和沟通。

征文中的两个故事
!我在那块土地上生活得很好"

这是一位署名 !"的台北女孩，她是南
京大学的交换生。临行前，亲朋好友多有疑惑
和不解，告诫她：“不要乱吃东西”，“那边卫生
不好自己多注意点”，“小心身边的人，他们比
较……”可她从踏上南京土地第一天起，就有
完全不同的感受。学校派车接机，校园服务社
慧慧同学一整天陪着她，帮她把几十斤的行
李搬到五楼，冒着零度以下的严寒四处奔走，
帮她办妥一切手续，还陪她坐地铁去买生活
用品。带着山东卷舌音的这第一个女孩，给她
留下深刻印象。!"称她为“小天使”。之后，她
又遇见家住扬州的女孩娟儿，是她同班同学，
每次回家都不忘带扬州小吃与她分享，还帮
她选课，向她介绍系里大大小小的事，上课为
她留座位，休息日陪她郊游。暑假回台湾时，
娟儿亲手缝了个名片袋，绣上她的名字，从扬
州赶出来专程送她一程，当天再坐汽车回家。
!"说因有了娟儿的纯朴热忱，使她很快融入
只有六名女生的南大政治系。还有芳芳、茜
茜、沛沛、程程四位来自不同地方的女孩，用
尽苦心腾出研究生仅剩的时间，陪她去内蒙
古、北京玩。因 !"是二游北京，她们为了让她
感到有新意，曾在凌晨上网收集资料，努力消
化一篇篇景点的介绍，还不忘找些有趣的轶
闻故事，为的是隔天可以当一个好向导。!"在
文章的最后写道：在大陆“我也曾经在一个拥
挤的地铁车厢被人踩到数次，我也明明是站
在第一个位置却目送两辆地铁离去而挤不上
车，我也曾在烈日当头排队时一而再，再而三
地被插队……然而，我会时时提醒自己，在他
们十数亿庞大人口压力之下，这是正常的现
象。更何况有好多人在我需要帮助时都大方
地伸出援手，并且我也有好多可爱贴心的大
陆朋友，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呢？”去过台湾的
人都津津乐道台湾的人情味，其实，人情味哪
里没有啊？

!台北人对书店的珍爱"

他叫黄梵，南京理工大学艺文部文学教
研室主任，去年在台湾研修。可能因为是文
人，他在台湾最喜欢逛的就是书店。他在征文
中写道：“我常在台北闹市区逛街，已经获得
一种经验，无论拐进哪条街道或小巷，你都可
以指望撞见很不错的书店。台北车水马龙的
街巷对书店的钟爱，真有如南京街巷对银行
的珍爱。”台北市区只有区区二百七十余万
人，但大小书店、收费写作班、文学堂数量惊
人，著名的诚品书店在台北有十八家分店，
敦南旗舰店还实现了二十四小时营业。黄梵
老师写道：“我想，一个城市要有何等的文化
崇敬，才能支撑书店昼夜开门，开门需要的
不只是勇气和愿望，它一定用什么抓住了从
欲望泥沙中露出尖尖的文化景仰，赶走了南
京街头任由银行驰聘的金钱气。”有一天，黄
老师去台北的温罗汀，想见识传说中那些奇
奇怪怪的小书店。忽然望见政大考试书店的
招牌，他本能地想避开，他想到了大陆考试
书店的大量应试书，他认为那是基本否定了
文化探索的可能。不过那天，他还是拐进去
了，想看看究竟有何不同？他写道：“缩在一
家地下室，乍看，它像个自闭者。”他踱来踱
去，找了许久，最后只在店堂后面发现一些

考试书，其他提供的都是各类考试涉及的所
有原著、参考书。黄老师最后写道：“说真的，
我也愿意在其中徜徉，浏览森林一般陈列的
文学经典、哲学经典、科学经典……总之，它
不像大陆考试书店，只向学子提供一块文化
墓地，让学子历练抄写碑文的无用之功。”黄
老师对文化的热爱和对金钱的鄙视似有点
偏激，但台北闹市无处不在的书店对同胞总
是一个提醒吧。

两岸征文中的民间认知程度
《旺报》举办的两岸征文已是第四届，每

一届他们都会把优秀征文结集出书。从这些
已发表的征文中可以看到，虽然编辑的意图
还是有一定倾向性，但总体来说，你可发现随
着时间的推移，两岸人民的交流由浅入深，释
放善意，看对方的长处反省自己，还是主要
的。当然也有一些带偏见，不够理性的声音。
比如有一篇台湾人写的《“医”冠禽兽》，把自
己几次受气的看病经历宣泄成文，给大陆的
医疗界抹了一把黑，这至少是以偏概全吧？一
个厦门的男孩，曾怀着美梦去台北大学求学，
也许把一个地方想得太理想化了，结果大失
所望，在他眼里，台湾除了“捷运里整洁有秩
序，公交车司机礼貌热情，满大街亮眼的台客
台妹”，几乎都看不上眼，甚至把众口赞誉的
台北夜市文化，也说成是千篇一律，“基本上
都是米线、鸡排、蚵仔煎、珍珠奶茶、芒果冰。”
其实，台北夜市的小吃有上百种，美味可口。
何况温馨的夜市不只是小吃，还有许多个性
化的创意作品，是年轻人展示技艺的舞台。厦
门男孩显然也有点情绪化，对台湾的了解过
于肤浅。

两岸分离近四十年，彼此固有的不良印
象或许不能一下澄清，但民间的交流，沟通，
是能逐渐拆除心中的藩篱的。刘兆玄先生在
颁奖会上说，大陆这些年来台湾观光的游客
越来越多，今年已达 #$$余万，但对十几亿人
口来说仍是极少数，台湾也还有一千余万人
从未来过大陆。所以只有让更多的人互相来
往，深入了解，建立起互信，两岸问题的解决
才有民意基础。这话当然说得不错，但相对来
说，大陆人民对台湾可能更了解一些，更热爱
一些，因为在赴台旅游开放之前，台湾的企
业，产品，文化，都比较早地就进入了大陆。从

永和豆浆、真锅咖啡、旺旺食品，到台湾校园
歌曲、云门舞集、赖声川的话剧，乃至星云法
师倡导的人间佛法……由于发展阶段的不
同，我们更早地分享了台湾产品的优质，看到
了台湾对中华文化传承、创新的硕果，也学习
了台湾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生活方式，甚至台
湾许多用词也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
“引领”“愿景”……等等。应该说，在同一大文
化的背景下，大陆对台湾文化有一种内在的
亲近感，比其他文化更容易接纳。也许，这还
包括台湾过去对外来文化的吸纳，经过沉淀，
融合，已很有中国特色了。反而有时觉得台湾
同胞对大陆这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崛起、社会
发展，认知和分析还是不够的。征文中对大
陆的正面评价，较多集中在年轻学子的勤
奋，好学，有竞争力；或者普通人的友善，好
客等表面现象。有一位台中的作者，由台湾
毒淀粉事件引发，在征文中写了篇《台湾人
该醒醒了》，倒是说了些真心话：“台湾人向
来自我感觉特别良好，遇到中国大陆爆发三
聚氰胺的毒奶粉事件，抨击力度之大可以想
象。这样的舆论氛围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源于
媒体的煽情报道。将爱台意识与新闻事件结
合，形成台湾媒体的一种特殊现象，台湾制
造就是品质保证，但大陆制造就是黑心。”他
认为从台湾的社会生态看，第一是台湾媒体
出了问题，对大陆的报道负面为多，使对大
陆的刻板印象深植台湾人心。其次，人们自
我优越感强烈，对大陆好的事情就常表现出
掩耳盗铃之行为。他觉得原因是 %&'&年后，
台湾与大陆形成对抗思维，“但时代演变至
今，这样的情势已在改变，两岸合作也渐取
代了竞争。……台湾人应该醒醒了，‘严于律
己，宽以待人’，台湾才会进步。”这是台湾的
好声音，其实，对大陆也一样。

能否超越两岸比较情结
以美美与共并进

有位北京的获奖作者写了篇《台湾到底
有多好？》，把台湾的好与不好如实地表达出
来。比如：丢了的钱包有人循着里头洗衣单据
送回酒店前台；问路时，对方可为你画张地
图；坐巴士去机场，大家下车时听司机先生说
的那声“谢谢”，真有受宠若惊之感。她认为这

是台湾经济腾飞之后几十年里不断自我修正
的结果，这种修正有社会规范的作用，也是人
们自省的过程，我们千万不要忽视过程。但台
湾今天仍存在许多问题，除了经济的滞缓，这
些年媒体的过于娱乐化倾向，电影等创作的
单一，图书的过度包装，年轻人说话词语的匮
乏，反映了台湾文化小清新背后缺乏思想的
张力。而这些问题也在调整过程中。由于两岸
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尤其是人口总量都有着
很大差异，所以各自的发展脉络，社会现状自
然就会不同，把两岸的问题都放在过程中来
理解，比简单地比较优劣、好坏可能更接近事
物本身，也更容易心平气和地取长补短。台湾
交通大学学生陈燕行的征文题目是《跳出两
岸比较情结才能真正了解对方》，他通过与大
陆交换生的接触，提出了“改变二元对立思
考”的观点。他说：“这样的对比有意义吗？包
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总会落入两岸的比较情
结，正因为两个社会存在着复杂又紧密相连
的关系，让我们习惯把任何事情放在二元对
立的价值上思考。”他认为：“就连台湾小小的
校园群体中，都存在着南北部的文化差异，更
何况我们面对的是对岸幅员广大、十三亿人
口的社会。”观念改变，交流的方式就会不一
样，“我原先总问陆生‘你觉得台湾跟大陆有
何不同？’到后来渐渐改为：‘你觉得台湾跟大
陆各有什么特色？’与陆生的交流过程中，我
慢慢理解两岸的不同，但这样的不同没有高
下之分，仅是依循两个社会脉络发展出来的
现况。”

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先生在为
《两岸征文选萃》的序中，引用了鲁迅先生《故
乡》中的一段：“在多年后再次见到儿时的玩
伴闰土时，已觉到彼此之间有了一道阻隔的
的墙。当他看到侄儿和闰土的儿子水生一如
自己和闰土当年那样无间，侄儿痴痴地问何
时再回来，说水生还与他有约时，鲁迅感慨
道：‘我竟与闰土隔阂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
后辈还是一气，……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
大家隔膜起来……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
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很感谢《旺报》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让
两岸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能坦诚地交心，在
了解和理解中发现彼此的美美，从而去寻求
未来的共美。

发现彼此美美
寻求未来共美

! 陈保平 俞旻骁

———从两岸征文看民间交流深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