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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
交易会，台湾馆都是文创产品的“粉丝”们
最向往、最流连的场馆之一。今年也不例
外，79家台湾文化创意企业带来的文创精
品，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洽谈、选购。

宝岛人在文创产品上的那心思、那
创意，令人叫绝。然而记者在台湾馆采
访时发现，原来台湾文创企业主们也有
深深的危机感。“现在来自大陆的竞争
压力很大，大陆的文创产业一年一年快
速发展，我们要想保持那份优越感，也
需要不断‘与时俱进’，找到新的卖
点。”一位参展商这样告诉记者。那
么，今年台湾文创产品的新创意、新卖
点何在？记者走访了台湾馆多家企业一
探究竟。

分享“庶民的生活美学”

走进御林芯茶苑展区，飘逸的茶香、
爽口的茶梅，配着名家制作的茶具，立刻
就能感受到一种精致的生活品味。“是
的，我们卖的不仅是茶和茶具，更是一种
生活态度和美学态度。”御林芯的业务经
理刘定芳说。

今年文博会，御林芯主推一套用实

验室级玻璃制作的耐热茶具，每一只茶
杯都是纯手工精制，平均每制作十只仅
一两只能够成功。“在台湾和北京，我们
的店都有越来越高的知名度，因为顾客
能感受到我们对产品、对生活的心意。
我们还定期在店里举办茶艺课、陶艺课
等，向更多人传达我们对生活、对美的态
度。”刘定芳说。

类似御林芯这样，分享“庶民的生活
美学”，先卖出对美的渴望，再卖出产品，
这已成为越来越多台湾文创企业追求的
方向。记者在台湾馆发现，体现“生活美
学”的展品无处不在：“来哟”品牌的包，
将台南的牛皮制作师傅、70 岁的裁布阿
公以及隐身在农村的裁缝妈妈整合起
来，一针一线缝制最有人情味的包，屡获
奖项；“乐乐木”品牌的工艺品，传承早期
大雪山林场的木工师傅们的加工技艺，
把人们记忆中的美好木器带回到日常生
活中⋯⋯

这些创意产品有着共同的特点：源
自生活、价格亲民、兼具实用性。正如
台湾馆负责人、台湾贸易中心副秘书长
叶明水所说，此次文博会就是要展示庶
民生活美学的多元样貌，“创意就是生
活，生活就是创意，我们把生活里面的

创意变成一个商品，然后把商品带到深
圳文博会来”。

大师在，匠心无价

也不是所有产品的价格都走“亲民
路线”。在台湾馆，多数参展商都有典藏
的“镇店之宝”，它们出自工艺设计大师
之手，刻着大师们的亲笔签名，自然也价
格不菲。

在定风阁公司展位，一组“红楼梦十
二金钗”高级定制系列银饰，以辉煌的

“简历”、美轮美奂的设计和高昂的价格
震撼了参观者。“这是杨彩玲老师耗费三
年完成的作品，她是台湾知名的金属工
艺艺术家，作品被法国卢浮宫、台湾工艺
馆收藏。”展位经理许妤嬿介绍说。她指
着其中一款“泪珠/林黛玉”项链说，该作
品获得法国卢浮宫美展最佳创意奖、台
湾美展工艺类第一名，所以虽然价格昂
贵，而且定制后要等上三四个月才能拿
到手，还是供不应求。

在台湾，打“大师牌”已成为几乎
所有高端文创企业的共同选择。大师们
的匠心“无价”，有大师坐镇，不仅能提
高产品设计、制作的品位，更抬高了品
牌在顾客心目中的地位。台湾馆有关负
责人介绍，目前，大量标准化的产品占
据了人们的生活，而台湾文创产品所倡
导的美感、情感、灵感、手感，都可经
由工艺大师们的手得到表达，带给人们

“私人定制”的感觉。
记者在台湾馆发现，即便是没有足

够实力请来“大师”的文创企业，也会
请到热门插画师、新锐设计师开展合
作，令每一件产品渗透独一无二的个人
色彩。如达孚思维公司展出的抱枕、毛
毯、信笺等小物品，上面的图案童真、
温暖而有趣，都由台湾土生土长的年轻
画家创作，不少展品在文博会开馆当天
就被抢购一空。更有“乌托名画邦”品
牌，与欧洲知名画廊合作，请来梵高等
大师“助阵”，将这些过世百年以上、
无版权问题的名家画作逼真地印在包袋
上，参加文博会几年来，最多时一届能
卖出上千只名画包。

环保最时尚

文创产品紧跟的是社会风潮。在台
湾，如今什么最时尚？答案是环保。很多品
牌都打起了环保创意牌。

定风阁是以做银饰起家的，但近两
年他们另辟蹊径，开发起了“环保蕾丝轮
胎包”，并将其作为公司主打的三大系列
产品之一，带到了文博会上。“超漂亮！”

“好特别！”进展位的人都忍不住赞叹。
记者看到，一位女士很快拿出 1800元买
了一只手包。

本是别人不要的废旧轮胎，却能运
作出如此高价位，定风阁是怎么做到
的？许妤嬿为记者解了疑惑。原来，轮
胎包的创意本是设计师与一位学生闲聊
时得来的，公司觉得能让废轮胎拥有全
新的价值，起到环保回收之用，值得尝
试。便与轮胎厂商合作，将原本处理起
来很棘手的废轮胎回收过来，进行再
造。“每个内胎经过长年碾压，都有独一
无二的胎纹，我们用细腻的皮雕工艺，手
工雕刻出柔美的蕾丝饰纹。因材质本身
具有防水、防腐蚀、弹性好、承重大、易清
洗、不易变形等特质，非常耐用，性价比
相当高。现在崇尚环保的人越来越多，
每次包在台湾的百货商场都卖到断货。”
许妤嬿说。

在台湾馆记者看到，主推环保产品
的品牌比比皆是，又各有千秋。既有像
定风阁这样以废料回收再利用为手段
的，也有宣称使用 100%纯天然环保材
质的，更有提出纯自然、无污染的加工手
法的。如竹艺品牌“满竹杯”，最大卖点
就是采用天然竹纤维，不但使用中安全
无毒，而且碾碎后埋于土壤内，6 个月可
自然分解。而“广升木材”品牌则在生产
中使用“无垢工序”，从原木取材，手工磨
砂、推油，保留“木”的香气和触感。

很多台湾参展商对记者表示，台湾
的市场毕竟比较小，他们更加看重大陆
的庞大市场。如今，环保理念也逐渐开
始在大陆深入人心，因此他们有信心，在
未来把真正充满创意的环保产品推向大
陆的广阔市场。

台湾文创产业也在与时俱进
——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台湾馆见闻

本报记者 郑 杨 杨阳腾

阅读的力量是无穷的，儿童时期阅
读习惯的养成更会使人一生受益。台湾
阅读教育专家陈鸿铭就是一位30多年来
专注于研究阅读对儿童一生影响的人。

陈鸿铭的头衔很多，台湾故事志工
培训计划创始人、台湾儿童读书会培训
讲师、台湾资深阅读教育专家，但无一例
外都与阅读有关。

多年的积累，陈鸿铭在儿童阅读教
育方面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整合出可
以帮助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教育与阅
读理论与方法。近年来，陈老师开始奔走
在台湾和大陆之间，把他的阅读教育理
念与方法传递给更多的家长和孩子。

采访之前，记者听了陈老师在北京
举行的一场儿童阅读公益讲座。虽然是

面对家长举行的讲座，但所有的理论和
方法都是结合经典的儿童绘本在讲，如
何通过重复让孩子获得语感和语言中蕴
含的逻辑，如何通过绘本中的画面启发
孩子思考和预判。陈老师还抛出一个又
一个的问题给家长，给孩子讲绘本过程
中“你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猜
到了什么”。两个小时的讲座很有趣，在
陈老师的妙语连珠和精彩示范中，家长
们收获了阅读理念的启迪。

一本儿童绘本，也许它文字很少、很
简单，但如果利用好，它能折射出伴随一
生的阅读的灿烂光芒。

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需要相互协助，
是陈老师的重要教育理念。而在家庭教育
中，阅读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多

年来，陈老师一直致力于通过家长去影
响孩子。陈鸿铭从 1995 年开始在台湾推
动“义工妈妈说故事”活动，培养了数以千
计的故事妈妈和故事爸爸，他们走进社
区、走进教室，为孩子们述说各类有趣且
具有哲理的故事，让孩子能在聆听中享受
愉快的历程，同时经过故事中的“知性冒
险”获得思考的乐趣，进而形成孩子的个
人经验，发展独立思维，增强想象力与创
造力。“我们培养故事妈妈、故事爸爸，主
要是教他们如何选书、讲故事的技巧和阅
读理念，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孩
子爱上阅读，影响更多家长主动参与孩子
的阅读习惯养成。”陈鸿铭说。

谈到目前大陆儿童绘本引进居多、
原创偏少的问题，陈鸿铭表示，欧洲儿童

绘本发展比较成熟，用了 100多年；日本
起步较早，用了 70 多年；台湾绘本发展
也已经有 40 多年时间。好的作品是不能
速成的东西，应该给儿童绘本作家和画
家宽松的成长时间。而且，一本优秀的儿
童绘本诞生，不仅仅是故事好、画面好，
还要符合儿童的思考和心理需求，是孩
子愿意去看的。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儿童阅读
专家、作者和相关机构，跨越海峡来到大
陆，深耕这个广阔的市场。陈鸿铭表示，
两岸同文同宗，无论是在儿童绘本出版、
创作，还是阅读教学观摩、经验交流等方
面都有很大的合作空间。未来，我们需要
探讨的是如何在各个领域拓展更多的合
作模式。

阅读的力量是无穷的
——访台湾阅读教育专家陈鸿铭

本报记者 廉 丹

观众在台湾文化创意馆观赏文创展品。 本报记者 郑 杨摄

19日，7部台湾轿车首次直接换取临
时牌照进入福建平潭，标志着“台车入
闽”实现常态化运行。今后，台胞可以驾
驶自有车辆，通过平潭口岸在福建省内
行驶。

台车入闽是《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
发展规划》确定的重点推进项目，也是福
建自贸试验区的首创举措。根据规定，
福建将允许台湾地区机动车在临时牌照
有效期内多次进出平潭。

平潭海关副关长刘春生表示，目前
“台车入闽”一般需提前 20 天申请，但也
会视情况加急处理，下一步将采取更多
便利举措，让“台车入闽”无需报关、只需
备案。

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林江
铃表示，平潭解决了通关担保、牌照管
理、车辆保险等一系列重点难点问题，建
立了“提前备案、快速验放”的运行模式，
使台车入闽步入常态化运行轨道。未来
将继续推动两岸驾驶证互认、准驾区域
拓展等制度创新，为推动两岸车辆往来
便利创造有利条件。 （据新华社电）

平潭启动“台车入闽”

5 月 19 日中午 12 时许，高速客滚轮“丽娜轮”自台北抵达平潭澳前高速客运码头。7 部由台湾驾驶员驾驶的轿车缓缓驶出

船舱，经检验检疫等口岸部门查验合格，顺利通关入境，标志着“台车入闽”实现常态化运行。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周剑报道：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日前公布
数据显示，2 月至 4 月香港失业率为 3.2%，下降 0.1 个百分点，
就业不足率为 1.3%，下降 0.1个百分点。

2 月至 4 月香港总就业人数减少约 8800 人至 379.23 万
人，总劳动人口减少约 8600 人至 391.98 万人，失业人数则与
上期数据相当，为 12.75 万人。具体来看，失业情况改善的主
要是资讯和通讯、零售以及专业、商用服务业，就业不足率下
跌则主要在建造业。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说，香港劳工市场在 2 月
至 4 月依然大致偏紧，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连续 9 个期间
维持在 3.3%后，微跌 0.1 个百分点。张建宗说，短期就业前景
将继续视整体经济增长，特别是往后内部需求及访港旅游业
在外围环境存在各种不明朗因素下的表现。特区政府会密切
留意劳工市场的发展。

香港2月至4月失业率降至3.2%

本报讯 记者朱琳报道：近日，为期 3 天的澳门新濠影汇
中国区路演在北京展开。该活动由澳门新濠博亚娱乐有限
公司举办。据悉，新濠影汇是以好莱坞电影为主题，集酒店、
餐饮、娱乐、休闲、购物于一体的，非博彩、多元化旅游度假项
目，总投资额为 32亿美元。

据介绍，新濠影汇的特色在于：一是交通便利。该项目
位于澳门路氹，毗邻莲花大桥，连接珠海市横琴岛出入境检
查站及拟建的澳门轻轨车站。在交通上为内地游客进出澳
门提供了更大的便利。二是客户层多样。新濠影汇推出的
旅游产品更加重视内地中等消费群体，更大程度满足家庭娱
乐、亲子娱乐需求。

澳门新濠推动旅游多元发展

本报讯 据台湾媒体报道，今年 7 月起，台湾基本工资将
从 19273元新台币调高到 20008元新台币。台湾劳动管理部
门指出，劳保投保薪资、劳退提缴级距也将随之调高，约有
228.5 万劳工受到影响。加薪后，每个月劳保费将随之增加，
受影响人数最多的是 131 万名受雇劳工，每月将增加 14 元新
台币劳保保费支出。

台湾劳动管理部门表示，228.5 万人中有 131 万人属于受
雇劳工，每月将增加 14 元新台币劳保保费支出；90 万名职业
工会劳工每月将增加 39 元新台币劳保保费支出；7 万名渔会
劳工每月将增加 13 元新台币保费。此外，雇主每月除了多付
735 元新台币加薪成本外，还要多负担 87 元新台币的劳健保
费用，新制劳退每月 6%的提拨额度也会增加，每月多提缴 44
元新台币，意味着雇主每月花在每位劳工身上的成本多了
866元新台币。 （周 剑）

台湾7月起上调基本工资额度

本 报 讯 据 台 湾 媒 体 报 道 ，全 球 支 付 公 司 万 事 达 卡
（MasterCard）日前公布的网络购物行为调查显示，高达
77.6%受访台湾民众上网购物，比率高居亚太区第 3 名，仅次
于大陆和韩国。

调查显示，台湾最常网购的主力消费者为中年民众
(50-64 岁)，比例高居各年龄层之首。购买倾向上，台湾民众
最爱在网络上购买机票、服饰、在线游戏产品及服务。其中网
购机票的比率，更由 2013年的 17.3%成长至 42.2%，显示上网
买机票的手续越趋简便，获得消费者青睐。

万事达卡台湾区总经理陈懿文表示，该最新调查发现，网
购首度超越在线聊天成为台湾地区民众上网目的第 1 名，显
示电子商务交易模式已成为当地民众购物相当普遍的方式，
但近九成民众仍对支付安全和方式存有疑虑。 （郭 辑）

台湾民众网购率居亚太区前列

本版编辑 廉 丹

日前，来自台湾 17 所大学的 68 位师生应海峡两岸旅游
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的邀请，在贵州进行以“华夏文明 薪火
相传”为主题的修学旅游活动。

据海旅会台北办事处副主任孔伦介绍，办事处每年组织
500 名台湾青年学生到大陆举行不同主题的修学旅游活动，
让他们有机会亲眼看看、亲身体验、实地了解、深刻感受大陆
的发展和变化。

修学团一行师生们观看了大型民族歌舞《多彩贵州风》，
前往雷山西江千户苗寨和黄果树大瀑布游览，参观花溪十里
河滩湿地公园等。修学团团长李明儒博士表示，贵州具有丰
富的旅游资源，包括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特别是传
统少数民族村寨及原生态多民族文化，他会再带学生到贵州
旅游。

在此次修学旅游活动中，还在贵州大学城举行了黔台两
地师生欢聚座谈。贵州师范大学国际旅游文化学院的同学们
特意穿着各民族的传统盛装载歌载舞迎接台湾师生。两地学
生代表在座谈会上作了交流发言。师大同学们表演的民族歌
舞和台湾中华大学学生赖修宏即兴献上的中华武术，赢得了
阵阵掌声。之后，两地教师进行教学与实践交流，同学们分旅
游、民俗、美食 3 个组，以视频、图片、实物等方式进行讨论，现
场气氛热烈。

台湾是贵州入境旅游的重要客源地，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
初开始接待台湾游客，至 2014 年已累计接待 200 余万人次，
2014 年贵州入境游客中有近 30%为台湾游客。2009 年贵州
被列入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客源区域，至今已有贵州居民 10 万
人次赴台旅游，台湾也已成为贵州居民出游的主要目的地之
一。两地在长期的交流中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贵州每年
都参加海峡两岸旅行业联谊会、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圆桌会议、
海峡两岸台北旅展以及台北观光博览会等大型会展。

台湾师生贵州修学游
本报记者 王新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