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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人文气质去台湾放松心灵

2月上旬，本报记者受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
游协会北京办事处的邀请与台湾近距离接触。
我们从台北出发，乘坐高铁到达东南部的高雄，
再一路向北，穿越中部，又绕到东北角海岸，经
过台中、南投、苗栗、新竹、淡水、宜兰等地。9天
的行程，领略一路的风土人情，你会发现台湾其
实不止有日月潭、阿里山、台北故宫等这些耳熟
能详的景点。那些市井街区里散发的人文气
质、沿途所见的创意艺术、山川海岸荡漾的宁静
乐活、还有随处都可以盖的免费纪念戳章，足让
你体验到不一样的台湾。

漫步康青龙生活街区
在台北，有一个如今最有

人文情趣的康青龙生活街区
不能错过。就跟错落于北京
老城区的胡同一样，繁华的台
北也有独特的巷弄风情，人文
荟萃的康青龙街区当属其中
之经典。它是以永康街、青田
街、龙泉街为主轴的传统文教
生活街区，北起东门市场，南
到台湾大学，东至大安森林公
园，西为中正纪念堂。这里有
台湾大学、师范大学、政治大
学等多所高等学府，充满书香
人文的校园里，即使只是路
过，看看那红砖灰瓦、中西合
璧的城堡式建筑和苍劲的老

树，也是一道风景。
静下心漫步于康青龙街

巷，沿途会有多处名人故居和
古迹供免费参观，如梁实秋故
居、殷海光故居等。位于新生
南路上的全台湾第一处市定
古迹紫藤庐则是古迹活化再
利用的最好见证。门前幽静
的庭院有 3 棵老紫藤蔓生屋
檐，紫藤庐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这个有着 80 年历史的老
屋，原是台湾知名经济学者周
德伟教授的宿舍，50年代曾是
自由主义学者的聚会场所。
常年积累的文化能量使它成
为台湾第一所具有艺文沙龙

色彩的人文茶馆。
当然，在康青龙生活街区

里还有很多经营了几十年的
老字号商店，一间间与众不同
地交织在巷弄，装载着店主人
的梦想。导游带我们走进收
集老广告海报、老唱片机、古
书文物的“秋惠文库”，做着各
色传统布袋戏偶的“彰艺坊”，
还有爱淘旧书古籍的二手书
店“旧香居”。

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
协会北京办事处组长江志端
说，在“康青龙”生活的人，都
是比较懂得欣赏慢调生活美
学的。

诚品书店里24小时“悦读”不倦怠
在台湾拥有 50 多家分

店的诚品书店，可以说是
颇有影响力的文化地标。
到达台北的第一个夜晚，
台旅会为我们安排的第一
站就是诚品书店敦南总
店。晚上近 22 时，敦南总
店里依然有很多人光顾，
或倚靠在书架旁，或席地
坐 在 深 色 实 木 地 板 铺就
的地面，浏览、阅读，寻找
自己的需要。每一主题区
域既独立，又由通道整体
相连，书柜的面板对着顾
客保持 15 度后斜，而且柜
子都不高，方便读者伸手

可取。
在这里有不少与内地

相关的简体中文版书籍穿
插其中，不经意间就能翻
阅到中华书局、三联书店、
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的图
书，历史书架上还赫然摆
放着毛泽东等传记。诚品
敦南总店采用的是 24小时
不打烊营业，上下五层的
空间里，一楼是“知性风
采”的知识展览区域；二楼
为 1000 多平方米的书店，
地下几层则为文化风尚用
品卖场和诚品音乐馆，摆
放品种齐全的音像制品。

穿插其间的是各种美食咖
啡吧，供人们小憩。所以，
当你走进诚品书店，会发
现这里提供的不仅仅是看
书，而且是一种不倦怠的

“悦读”。累了可以坐下来
悠闲地喝杯咖啡，如果渴
望看书，即使没有钱也可
以待上一整天，没有人干
涉。“来这里看书，是一种
心 情 放 松 ，有 一 种 归 属
感”，这是台北当地人对它
的评价。

埔里纸文化馆，台灯、器皿全是用纸做的。康青龙生活街区里的名人故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