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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记者眼里的“台湾表情”    黄扬略    宝岛台湾，令人心向往之；记者眼里，台湾更有别样的丰富
表情。
    深圳报业集团有幸成为第五家获准赴台驻点采访的大陆地方媒体，是广东省迄今唯一获准驻点台湾
的媒体。
    赵川是深圳报业集团抽派的首批驻台记者。
身为媒体人，经层层挑选成为“首批”，乃是对个人综合能力的一种肯定，更是难得的机遇。
从2010年8月至11月，在为期3个月的首期驻台时间内，面对复杂多变的岛内政治环境，他以一名资深
新闻人客观冷静的专业素养，通过勤奋工作，出色完成了各项采访任务，受到读者的好评，并受到国
台办的通报表彰。
    选派记者赴台湾驻点采访，是一件严肃而意义重大的工作。
临行前，深圳报业集团举行仪式，为首批驻台记者壮行。
在欢送仪式上，赵川表达了自己的坚定决心。
抵达台北后的次日，即发回首篇报道《台北，我们来了！
》，这标志着深圳乃至广东媒体对台报道从此翻开新的一页，也标志着大陆媒体驻台记者阵容中从此
有了“深圳力量”。
    虽然是首次派驻台湾采访，但赵川很幸运。
此期间正好赶上两岸交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历史时段：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
式签署实施，因而，他见证了多项史无前例的两岸重要交流活动；同时，正值台湾首届“五都”选举
前夕，这恰是观察台湾社会世相的绝佳时机；在经贸交流领域，首批驻台记者更是见证了诸多的“首
次”。
    现在，赵川将三个月行走台湾的经历和见闻，以新闻人的独特视角，图文并茂地集中呈现给广大读
者，我以为此举很有价值。
这不是一本普通意义上的游记类书，也不是简单的作品罗列，而是一名资深记者对台湾社会多方位的
深入观察与思考，探幽发微，倾注了大量心力。
翻阅此书，读者可从一位新闻人的视野，真切感受到宝岛台湾“不一样”的方方面面，呈现在读者面
前的是一个立体而丰满的“台湾表情”。
    短时间内，能够获取如此大的信息量，殊为不易。
这种工作作风值得肯定与鼓励。
三个月内，除了出色完成本职工作外，足迹遍及宝岛的东西南北，这是新闻记者的优势所在，也是他
勤奋努力的表现。
从本书所涵盖的深度和广度可以看出，赵川在赴台驻点之前，应做了大量“功课”。
他除了得益于台湾朋友外，还同先期驻台的中央及、地方驻台媒体记者密切合作，驻台期间，就台湾
社会、经济、文化现象做独家观察，相信许多内容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
    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10月21日，台湾发生自开放大陆游客来台观光后最严重的一次人员伤亡事故
，数百名大陆游客遭遇山体塌方被困，多人失踪。
紧张的搜救工作时刻牵动两岸同胞的心。
为及时跟踪报道搜救进展，在气象条件恶劣的情况下，赵川多次冒险赶赴台湾东部沿海的苏花路塌方
现场采访，为大陆读者、尤其是广东读者（失踪者多为广东游客）提供第一手信息。
其实，基于安全考虑，没有任何领导要求必须冒险前往，可作为一名长期奋战在一线的新闻记者，此
时，他知道应该出现在哪里。
这充分体现了一名资深记者的职业素养和敬业精神。
    面对全新环境，要想在短短3个月内取得显著成果，只有不断开动脑筋、创新方法。
据知，赵川每天除按时发回当日稿件外，还牺牲休息时间，及时分门别类整理资料，为后续“深加工
”做准备——这正是本书得以问世的由来。
对一名首次派往陌生环境采访的记者来说，实属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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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报业集团首批驻台记者早已完成使命按期返回。
现在，派员驻台采访已成常态，后续记者能够顺利开展工作，同首批驻台记者的开拓性努力密不可分
，其功乃不可没。
捧读这本《台湾漫记》，令人欣慰，掂之厚重。
而作为一名读者，从中可以读到宝岛台湾许多难得一见的丰富“表情”和精微“细节”，亦可从中体
味到一名大陆驻台记者的用心与坚韧。
    是为序。
    2012年5月1日    （注：序作者为深圳报业集团党组书记、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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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台湾漫记——一名驻台记者视野里的全景台湾》为国内第一本以大陆资深媒体人视角，真实呈
现宝岛多姿多彩“另一面”的专著。
全书以纪实手法、通过大量鲜活照片，为读者奉上一份食材丰富、风味独特的精神大餐。

　　呈示读者的是由表及里的三个层面——
　　第一辑“光影”。
主要由大量经遴选的新闻照片及简略文字构成，侧重直击和亲历，讲究独家性和广泛性，力图对台湾
社会政治、经济、人文、风物等做全景式扫描。

　　第二辑“纪事”。
以文字叙述为主，图片为辅。
是作者行走台湾的经历和见闻，侧重故事性、趣味性及客观性，也是作者对台湾社会的精微洞悉与思
考。

　　第三辑“印象”。
是作者完成首期驻点采访任务后，梳理、反刍累积素材而成的一组深度调查报告，属对所获信息的沉
淀及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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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川（桂平），深圳报业集团所属《深圳商报》主任记者。
2010年，经两岸磋商核准，深圳报业集团成为大陆第五家可派员赴台驻点采访的地方媒体，荣选为集
团首任驻台记者。

从高校到大众传媒，在新闻一线奋战20年，历任首席记者、主编、驻区办事处主任等职。
荣获国家级新闻奖特等奖两次，分获省、市级新闻奖项十数次。
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已出版著作两部。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台湾漫记>>

书籍目录

第一辑 光 影
第一章 初临宝岛
1.台北，原来如此邻近！

2.首遇大陆文化名人来台
3.误入“国军比武”现场
4.品尝台北老街的早点
5.大陆宝贝“私跑”到了台湾？

6.遭遇“地牛翻身”
7.缝合大地的伤口
8.眷村掠影
9.饭厅阿姨：“今天你再笑一个！
”
第二章 市井百态
1.百年“度小月”的镇店之宝
2.西门町：让“文化元素”唤回年轻人
3.活色生香的艋舺
4.剥皮寮：怪名字有老故事
5.这间教室，似曾相识
6.西门红楼：文化创意者的天堂
7.街头艺人各展其能
8.台北街头的市井百态
第三章 宝岛踪影
1.初访台中
2.日月潭素描
3.日月潭边避雨记
4.集集车站：还原与怀旧
5.台南最是怀思地
6.九份，天然一处“外景地”
7.澎湖游踪（之一）：海岛之夜
8.澎湖游踪（之二）：诗意的早晨
9.澎湖游踪（之三）：海碧天蓝
10.金门之旅（上）：厦门信号在金门“漫游”
11.金门之旅（下）：战争痕迹随处可见
12.台北故宫，百闻不如一见
13.老蒋灵寝前，不见大陆游客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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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剥皮寮：怪名字有老故事    在台北老城区逡巡，有时会问当地人：“这附近有什么好玩好看的？
”答日：“去剥皮寮啊，从这条街过去很快就到了。
”有几次，我特地在晚上去找，结果只看到红砖骑楼门额上写有“剥皮寮”几个字，门却是紧闭的，
因为定时开放，时机不巧，好几次扑空。
    好在距离很近，总有一天会来目睹你的真容。
    时间转眼便到了10月，这天，我采访了贵阳街“排骨大王”之后，顺道向广州街一带走过去。
不知不觉中被人流卷进了一处红砖骑楼建筑群中，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进了剥皮寮历史街区。
于是，我以一个游人的眼光，在这有着百年风华的老街区寻找，寻找老台北行之不远的背影。
    说实在的，对于我这位来自大陆的中年人来说，这里并没有多少特别惊讶的发现。
我更多地是在心中作对比：假如我们大陆城市能这样做，该会有多少个老街区得以幸存？
会有多少个老场景得以再现？
同台北相比，他们视为宝贝的东西，我们正在大刀阔斧地拆除，他们从民间到处收罗文化遗存，我们
正将其视之为碍眼的垃圾。
我们只知道“文革”时期破旧立新，毁掉了价值无法估量的历史文物，却不知道，这种状况迄今依然
在延续。
数百年历史的长街拆掉，建了成排的崭新门面；屹立千年的庙宇被推倒，因为它站在一处崭新的楼盘
边碍手碍脚⋯⋯    台北剥皮寮老街区，给我的启发不是它本身，而在它之外。
    马英九先生曾说了一句蛮幽默的话：“我以为剥皮寮原先是剥活人皮的地方，哪知道其实完全不是
那回事。
”剥皮寮名之所来，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
我后来查资料得知，所谓剥皮寮是指由康定路、广州街及昆明街所包围的街廓。
因为清朝时期，台湾的建筑材料需要从福州运来，商船从福建运来红砖和杉木，红砖兼做压仓之用，
而木材从海水中拖拽而来，经浸泡之后，运到这里需要剥皮处理方好使用，此处因而得名。
    诚然，这仅只是一说。
    这间教室，似曾相识    台北乡土教育中心，属于剥皮寮历史街区的一部分，紧邻百年老校“老松国
小”。
这里主要是“以融入式教育与文化之理念，使其作为推展乡土教育的园地”，将学校教育与小区文化
相结合，规划不同的主题展览，以及剥皮寮相关历史特展，并办理各项教育活动，借以达到寓教于乐
的功能。
如今，这里已成为台北文化地图上不可或缺的一个构成部分，而且免费开放，自由进出。
    街区内拥有不少具有纪念意义的历史古建筑及店家，如章太炎旅台居所、凤翔浴室、秀英茶室、日
祥旅社、太阳制木所等，这些都是台北不可多得的文化资源。
    展示区内，有一间当年的小学教室，教室的布置尤其有意思，隐约呈现当时公民接受教育的情况。
这让我约略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对这样一间教室，相信很多人都会生发出由衷感慨。
    那天，正巧有一对母女在这里参观。
母女模拟师生，坐在教室里相互拍照，她们在兴奋地交流着什么。
从她们的神态中，可以判断，在这里她们找到了共同的乐趣。
    这间“台湾教室”，既似曾相识，又觉得距离我们太过遥远⋯⋯    西门红楼：文化创意者的天堂    
在台北期间，逛得最多的一个地方就是西门红楼。
    因为它临近捷运（地铁）西门出入口，我几乎每天都要从门前经过。
也有的重要新闻发布活动选择在红楼内举行，譬如台湾十大观光夜市评选结果新闻发布会就曾在这里
举办。
    红楼内常年举办演艺活动，也有来自民间的文物展览，还有台湾原住民的手工制作售卖。
在红楼外的广场上有一个舞台，常常有年轻人在自弹自唱。
在红楼外围，有一个搞怪市场，出售的是年轻人制作的创意商品，包括文化衫、小瓷杯、装饰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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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件等等。
再远一点就是街头艺人的表演场了，是奉行“街头，就是最好舞台”的流浪艺人们施展才艺的地盘。
    总之，西门红楼，仿佛是创意和灵感的策源地，是文化创意者的天堂。
    史载，红楼建筑建于1908年，是台湾第一座由官方兴建的公营市场，也是台湾现存最古老完整的古
迹市场。
设计者是当时任职台湾总督府的日籍建筑师近藤十郎。
    西门红楼设计采取“八卦造型”，取八方云集之意。
整体建筑结合东西建筑风格大胆设计而成。
2007年开始，经整合包装，成为文化创意展示场所。
    如今，西门红楼热闹非凡，剧场、中央展区、红楼茶坊、精品区、文创发展平台布局其中，并着力
打造创新发展空间。
随着西门红楼将附近徒步街街头艺人表演等纳入其中，其充满才思的各种演出令各路游客大饱眼福。
    据统计，仅2009年度，西门红楼及其外围广场就举办了上千场文艺活动，累计吸引了400多万人次参
观。
    街头艺人各展其能    只要是人流密集的地方，必然有街头艺人。
    台北，街头艺人最集中之处当属西门町步行街一带。
街头艺人，卖艺为生，靠辛苦劳动吃饭，以一技之长谋生，值得尊重。
    每每看到这些街头艺人，我总会将其同大陆的卖艺人作对比。
我发现，台北的街头艺人水平一般，但是“包装”得较好。
衣饰装扮较为整洁，言行较为文明，不会有强讨强要现象出现，至少不会引起路人的恶感。
他们的面前总是放一个“欢迎打赏”的纸箱，多少随喜，不给也没关系，就当是自弹自唱，自我娱乐
一番。
因此，街头艺人成为街头一景，而非“脏乱差”典犁。
    在万华寺对面的露天广场上，入夜后，总有卖艺者出现。
一次，我在附近溜达，被一种奇怪的乐器声牵引到了广场亮灯处。
原来是一位拉锯琴的女艺人在演奏。
伴随乐声，一位身有残疾的男子闭目高唱，并手舞足蹈，深深陶醉其中。
围观者不时发出掌声，表达对演奏技艺的认可。
我走近一看，原来还是一位“国宝级锯琴大师”。
不过，你千万别惊讶，台北街头这样自封或他封的“国宝级大师”多了去了。
在西门町一带，这样的“国宝级”书法家、画家之类，一找一箩筐。
    一次，我在捷运士林站出口处看到一位吹口琴的街头艺人在表演。
听众就一位——一名两三岁大的顽童，好奇地盯着演出者，并用手摆弄那只“欢迎打赏”的纸盒。
孩子的母亲远远看着孩子，边同旁人聊天，她们并没有觉得有何不妥。
我观察许久，做母亲的并没有干预孩子的行为，由此可见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近。
    我曾询问一位街头演奏者，这样做是否迫于生活无奈？
这位年轻的吉他演奏者说这是自己23岁之前的一种生存方式，是自己的“街头义演”，不仅可“免费
练胆”，还能享受喝彩或接受指教，收获音乐学院里得不到的东西。
    信夫！
艺术原本来自民间，若能以这种方式回归民间，那不正是“源头活水”吗？
    每次上街，遇到有意思的街头表演即拍下来。
次数多了，竟能组成一个系列，就此呈现给各位。
    P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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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宝岛台湾，令人心向往之；记者眼里，台湾更有别样的丰富表情。
    赵川编著的《台湾漫记——一名驻台记者视野里的全景台湾》为国内第一本以大陆资深媒体人视角
，真实呈现宝岛多姿多彩“另一面”的专著。
以纪实手法、通过大量鲜活照片，为读者奉上一份食材丰富、风味独特的精神大餐。
读者从中可以读到宝岛台湾许多难得一见的丰富“表情”和精微“细节”，亦可从中体味到一名大陆
驻台记者的用心与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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