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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前言

1998年8月，在《新周刊》总第45期的“城市魅力排行榜”专题中，台北被评为“最陌生的城市”。多
年以后，台北街头却成为了我们最感亲切的地方，想象的彼岸变成了真切的对岸。在改革开放的这些
年，我们通过台商、台企和回乡台胞认识了来大陆的台湾人。目前，旅游是海峡两岸重要的交流方式
之一，中国大陆已成为台湾地区第一大入境客源市场。2008年7月开放大陆游客组团赴台游至今，赴台
游客已近400万人次。现在，每天平均有近万人次的大陆游客在台观光，走五都三市十二县，体验“台
湾五美”（美景、美食、美汤、美容及美好的传统文化），与2300万台湾同胞亲密接触。除了旅游，
同根同源的传统文化也是海峡两岸的桥梁；经济和ECFA是桥梁，人更是桥梁。通过各种桥梁，中国
大陆与台湾互看、互知、互相体认，民间社会涌动着人情的暖流。我们衷心希望，人人在台湾看到的
最美风景是人，正如岸这边的我们对自己的期许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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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内容概要

《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是新周刊《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专题合集。这里有你必须知道的101个
台湾人、你必须体验的101件台湾事、爱恨台湾的101个理由、最有人情味的10个台湾创意，两岸的10
大桥梁，以及台湾名人谈台湾，大陆名人谈台湾几大部分。亲密接触和体验台湾的美景、美 食、美汤
、美容以及美好的传统文化。将想象的彼岸与真实的彼岸全面呈现。独特全新的视角。全书以台湾视
角和大陆视角两条线交错，想象彼岸走进真实对岸的互看，互看，互知，互相体认，民间社会涌动人
情的暖流。让我们跳出对台湾的想象，101个台湾人对台湾爱恨的标本，让台湾更为立体丰满。
——————
解读台湾最美之所在，读懂想象的彼岸和真实的对岸！
《新周刊》推出的这一话题受到各界高度关注，其讨论之热烈，也引起马英九的关注，日前他在脸书
网中表示，很多人都被台湾人的热情、善良和诚信所感动，让他备感荣幸。   ——赖幸嫒(台湾行政院
大陆委员会主任)
有这么一群大陆媒体工作者正用一种全新的视野、不带偏见的态度抛弃过去大陆官方对台湾的宣传，
通过在政治上不分蓝绿、在地位上不分官民的全方位接触，试图跨越政治体制所造成的藩篱，来重新
认识和了解台湾。   ——宫玲(台湾《旺报》特约主笔)
台湾有浓郁的人情味，有传统道德涵育的美好人文；但这一切并非凭空而至，也不是恒久不会消失。
只要大家有共同的信念，拒绝偏差的价值观，坚定我们对人性美善的维护，才能维持“台湾最美的风
景”，否则越美的事物也越易消失！   ——台湾《联合报》特约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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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作者简介

《新周刊》，“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 由广东出版集团、三九企业集团联合创办于1996年8
月18日，十二年猛进，已成为中国社会变迁最敏锐的观察者与记录者。
《新周刊》是读者眼中畅快淋漓的“观点供应商”，它始终给读者带来新鲜的撞击与概念，引导读者
关注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 的趋势。阅读着《新周刊》成长的新锐青年，如今已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中
坚力量。
《新周刊》是媒体同行和创意工作者眼中的“话题发源地”。“弱智的中国电视”、“飘一代”、“
她世纪”、“第四城”、“无厘头.com”、“80年代下的蛋”、“忽然中产”、“贱客来了”、“女
人生猛”⋯⋯《新周刊》的众多经典专题以及一年一度的“大盘点”、“情人节特辑”等，至今仍在
不断被引用和演绎。
《新周刊》是商家及投资人眼中不可忽略的“智囊”和“思想库”，每年发布的“四大榜”——“中
国年度新锐榜”、“生活方式创意榜”、“中国电视节目榜”和“中国城市魅力榜”，更成为时代生
活、经济、文化、城市发展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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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星云大师：台湾有座佛光山 关于两岸问题，星云直言这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经
济问题——其实就一个字：爱。 台湾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讲故事。 这座山叫佛光
山，这个老和尚就是星云大法师，这个故事就是人间佛教。 人间佛教是台湾岛的“定海神针”。媒体
八卦非常，政坛人事纷纭，但台湾人的心是定的。这个定，就缘自星云等诸大师的人间宗教。唯宗教
人物能跨越党派纷争，弥合族群沟壑。 且听星云的“三好四给五和”：“三好”是说好话、做好事、
存好心；“四给”是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五和”是自心和乐、人我和敬、
家庭和顺、社会和谐、世界和平。 台湾八成人信教，佛教占其半，道教次之，基督随后。全岛庙堂多
达万余座。著名的佛教“四大”是：佛光山（星云创建）、法鼓山（圣严创建）、中台禅寺（惟觉创
建）和慈济会（证严创建）。台湾随处可见教人向善的提示。什么是主流价值观？ 这便是了。 佛光
山上专设有对普通人开放的佛化婚礼。人间宗教深入到生活细节之中。 “对感情不执不舍，对五欲不
贪不拒。对世间不厌不求，对生死不惧不离。”这是佛光山路牌。还有“三好四给五和”。最多的一
则路牌是“向前有路”。佛光山本是一座荒山，原本临近一个炸药厂，由星云逐渐经营成佛家圣地。
佛光山成佛大道及大雄宝殿由形如莲花瓣的小山组成。佛陀纪念馆由法师亲自设计。 建筑上星云无师
自通，这一点可与圣严设计法鼓山媲美。星云1967年创建佛光山，以弘扬“人间佛教”为宗风，以文
化弘扬佛法。先后在世界各地创建二百余所道场，并创办九所美术馆、二十六所图书馆、出版社、十
二所书局、五十余所中华学校、十六所佛教丛林学院。1970年起，相继成立育幼院、佛光精舍、慈悲
基金会，设立云水医院、佛光诊所，协助高雄县政府开办老人公寓，并与福慧基金会于大陆设立佛光
中、小学和佛光医院数十所，育幼养老，扶弱济贫⋯⋯这是法师的人生成绩单。 星云一生弘扬人间佛
教，倡导“地球人”思想，对尊重与包容、平等与和平等理念多有发扬。他曾在巴黎国际会议中心等
地召开世界会员大会，与会代表每次都在五千人以上。人间佛教方成动荡世界的一方佛光净土。 星云
一见我们就操着一口浓重的江苏乡音说，他最乐于与媒体打交道了。星云本身也是个“媒体人”，创
办了如是我闻文化公司、人间福报、人间卫视等传播机构。 台湾文化人说得最多的两个词，一个是愿
景，凡是秉持心愿定能有个好结果；二个就是同理心，感同身受的能力、理解对方的能力。我以为，
这都缘于人间宗教，使台岛有了正向能量。 关于两岸问题，星云直言这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经济问
题——其实就一个字：爱。 自由、民主就是最终价值吗？人心安乐、欢喜才是最终价值。中国传统文
化有没有普世价值？“仁”就是我心中有你。这些定见你可能不认同。但，台湾确实找到了当今普世
价值与传统文化的对接方式。 星云说自己是“心系大陆”，“多情总有多情的苦”，但一肚苦水总能
为愿力化解。大师提出的“三好四给五和”很像我们的主旋律。两岸三地说台湾人应该是喜乐的、开
放的。接待我们的妙开法师总能为大家营造一种喜乐氛围，我注意到她的手机上也有卡通小饰物。星
云弟子示法时也会讲林书豪，讲一个团队需要灵魂人物。 那一天，佛光山的小导游比划个兰花指说了
一件事：有信徒进台湾忘记办签证，于是比划一下这个（兰花指），稍加解释，人家就放他过关了。
信仰有时也是某种签证。不是吗？ 蒋友柏：我要让他们把两蒋穿在身上 “请不要把台湾当‘宝岛’
，你得学会把它当成一个未知的地方去体验，对于大陆人来说，台湾就像一个追了很久的女人，有一
天突然追到了，结果发现‘又贵又难吃’”。 橙果在台北市中山区伊通公园旁的一个地下室办公。透
明玻璃会议室里，剃着光头的蒋友柏一个人站着，一边开着会一边抽着沙龙牌薄荷香烟，一谈不爽之
事，言必称“他妈的”。 蒋友柏认为，台湾人大部分是被宠坏的小孩，他们经历过经济起飞，也经历
过日本、美国、中国大陆的关注，他们处于一种受宠状，生长在这种环境下，绝大部分人缺乏志向，
追求享受。在蒋友柏看来，台湾青年经历了三波浪潮，第一波是留学，为的是学好英文，好给在台湾
的外商企业打工；第二波是去大陆开代工厂赚钱；第三波是进公家机关，寻求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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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媒体关注与评论

台湾有浓郁的人情味，有传统道德培育出来的美好人文；但这一切并非凭空而至，也不是永远不会消
失。只要大家有共同的信念，超越不同的价值观，坚定我们对人性美善的要求与维护，才能维持住“
台湾最美的风景”，否则越美的事物也越易消失！——台湾《联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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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编辑推荐

《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编辑推荐：1、曾经的台北在大陆城市调查排行榜中，成为我们最感亲切最
向往了解的地方，这是一本与台湾全面接触的轻松读物，这里有美景美食美汤及美好的传统文化，有
最可爱的人，是了解当下台湾的一个全景式窗口。2、独特全新的视角。全书以台湾视角和大陆视角
两条线交错，想象彼岸走进真实对岸的互看，互看，互知，互相体认，民间社会涌动人情的暖流。让
我们跳出对台湾的想象，101个台湾人对台湾爱恨的标本，让台湾更为立体丰满。3、台湾艺人，台湾
小吃，台湾景点这些时下最流行最时尚的元素和看点在书中有很好的呈现，图片让台湾的呈现更为直
观。4、这里介绍了必须知道的101个台湾人，这里有对蒋友柏、陈文茜、何飞鹏、王伟忠等台湾名人
眼里的台湾，也有梁文道、窦文涛、冯仑、雷颐的台湾视角，有很强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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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名人推荐

《新周刊》推出的这本书话题性十足，受到各界高度关注，其讨论之热烈，也引起马英九的关注，他
在facebook中表示，很多人都被台湾人的热情、善良和诚信所感动，让他备感荣幸。——赖幸媛（台
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有这么一群大陆媒体工作者正用一种全新的视野、不带偏见的态度，
通过在政治上不分蓝绿、在地位上不分官民的全方位接触，来重新认识和了解台湾。大陆媒体乃至知
识分子们，做得比我们好得太多太多，这也是真正感动台湾人心的力量。——宫玲（台湾《旺报》特
约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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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精彩短评

1、这是一本从非台湾人的眼中所看到的的台湾，台湾有太多吸引人的地方，虽然不是大国、没有多
有名的自然风光，但岛上的人们，却形成了台湾最独特的景观，值得一游。
2、看那么多写那个彼岸的文字，都不如真真实实踏上那片土地去感受去触摸来得强。
3、一篇一篇文章带你去客观的感受台湾。
4、還是最想去的地方
5、台湾旅行前的精神补给
6、当初瞎了眼才买了这本书
7、书名，即心声。
8、只有加深了解台湾才能有用，才会有感触，不同当地人的随笔，时而深邃，时而政治，多的是外
围内容，跟文化相关。
9、感觉没什么内容 不过可以标记一下想去的地方
10、先是杂志，不久竟整理成书了，可见所受欢迎。开篇“100个人”和“台湾应做的100件事”非常
推荐！
11、任何进步都不是凭空而来，需要我们去努力！自由同样如此。台湾民众道德素养，民主素养的确
比我们要好，这其中媒体社会团体的倡导功不可没。
12、非常好，很全面，很人文，也很清新。文章简短，看起来也很轻松。在轻松的心情中看完了这本
书，在脑海和地图里去了一次可能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去的台湾。受这本书的影响，还看了几个关于台
湾的电影。很好，对台湾有了一些了解和喜爱。接触过几个台湾的朋友，真的是很有民国的那种文质
彬彬，古典安静的气质。我们缺这个。
13、很有料的一本书，格局安排也很新颖。从台湾人到台湾事再到两岸名人谈台湾，较为全面，辩证
的展现了台湾。
14、还可以
15、要点脸可以吗？
16、本来以为会比杂志更深入。结果内容跟杂志完全一样。。。很失望。。。15块钱买杂志和20+买书
的内容一样的。。。杂志图片还彩色的呢。。。强烈建议买过杂志的童鞋就不用入手这本书了～
17、后面有几篇好的
18、台湾最美的美景是死人。台湾，连华丽都不华丽，蚤子倒是少不了的。
19、我在这岸遥想着那岸，最美的风景是人，我也得去体味下了。不过这书，内容真只是尔尔，深度
看不到呢。
20、大陆人对台湾的爱之深，有多少是源于对自己的恨之切？两岸对对方的了解还是过于浅，然而双
方又有多少人真的愿意坐下来开诚布公地表达，知易行难，路还很远。
21、全书最有意思的是台湾人如何讲述本岛，大陆人说台湾投射太多念想，台湾其实很简单，老百姓
关心的无非就是柴米油盐，吃喝娱乐。
22、一直期待它能出一本书，可以珍藏起来了！杂志版本已经看了好几遍了。
23、摸起來 質地好差 不喜歡 內容還不錯
24、当时《新周刊》2012年出台湾为主题的杂志时，走遍了家乡好多报刊亭才买到。因为2012年的8月
便要去台湾旅行。现在三年过去了，回首看看那段时光还真是如太平洋的风，干净、宜人，抚慰着年
轻的心。
25、大陆人意淫之作
26、台湾，最熟悉的陌生人。它既不像大陆人说的那么好，也没有台湾人说的那么差。
27、《新周刊》式的大杂烩，梳理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那篇和众多民间人士的事迹有启发。我常说台
湾的美是要熟悉后才能看到的，它不刺眼也少波澜，也正由于此，很多大陆人看不上它，觉得眼界低
，可眼界和境界并没有必然联系。可惜现在看起来，那时大陆的认同感似乎比现在高得多，所以谁说
人文可以脱离政治？4-21，4.17读毕。
28、听完的。一本轻松的书
29、去台湾自由行之前做功课时读的，比较的很全面，而且写得很实在，PS：去了台湾给我最大的感
受确实就是本书的名字~~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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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30、溢美之词
31、台灣最美的風景，把文人的小人行徑演到極致的台灣人
32、如果大陆也能像台湾那样有健全的医疗保障制度，严格的垃圾分类和公共场合秩序惩罚制度，以
及属于个人的民主，也许大陆进步的就不止是经济，而是生活。台湾是官不聊生，大陆是民不聊生，
还是互补为好
33、感觉到了一种温情，感觉到了一种态度。经济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大陆的焦躁，忙着挣钱，忙着
读书，忙着结婚，忙着生孩子。在现在和美好的未来之间如何取舍，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永远的困惑
。
34、为台湾行做准备
35、好书，值得一看。没有太多的政治色彩
36、一直很向往台湾这个小岛，看了书之后，感觉更加强烈。
37、不懂打到那么多星的原因。不就是杂志集吗？？？？
38、比较简单的杂志合集，读完感觉对理解文化帮助并不大。比起讲历史更侧重于当代台湾人的思维
。
39、內容截止2012.6，2013.2出版，不免有些過時，今日讀來更覺風雲變幻。公民運動、NGO，現在是
不合時宜了。還能收入笑蜀的文章，如今是做不到的。2012-2013，大概是兩岸關係的黃金時代，寄託
了想象與期許，如今情何以堪，是為記。2017.2.14
40、不是一本深刻的书，但的的确确总结了很多tips，让人从多个角度更深一点的去理解台湾，我的台
湾之旅结束了，但重访的信念加深了
41、非常喜欢台湾，一定会再去。因为没买到杂志，只能买这本“合集”来看，可惜了里面的图都变
成了黑白。书中内容不算全面，但可以看出反复被强调的那些东西，应该也就是真正的台湾的样貌了
吧。
42、觉得书没有想象中好，就是杂志的合集
43、要去垦丁海生馆夜宿
44、很全面展示台湾人之美的一本书，一口气读完
45、新周刊的杂志，语言平时，很适合朗读，这本书里介绍了台湾各界有特色的人物，让我对台湾人
文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不错
46、所有的现状，都是人创造的。同样的文化，不一样的两岸，彼此身上都有解不开的乡愁。
台湾的宗教，社会团体，民主意识，都远超于大陆，那是无数人用生命和自由争取的，大陆经济依然
在发展，但大陆人民的意识却在沉睡。
47、书还没看，看介绍还挺不错的~支持了
48、书中关于旅游攻略的内容都很无聊。最有看头的是两岸三地说台湾，通过不同背景不同职业不同
阶层的人讲述台湾，是最地道了解宝岛的方式。昨日正值台湾大选，网上的言论再一次让人寒心，充
斥着叫嚣与蔑视，言辞中可见两岸对对方的误解与敌意，甚至不乏述求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各处辩论
如一场森林大火熊熊燃烧。祈求和平，祈求沟通，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彼此了解。
49、201703.台湾的人文，有机农场，希望有机会去体验。
50、所以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啊？“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现在这句话都臭大街了。确定这句话不
是招PIAO广告？
51、对台湾的人文忍不住会多看上两眼。文中有一句最能表达台湾感觉，既有传统的传承，又有西方
的思想，完美的对接。
52、策划创意佳，一本好的集子，可以带你浏览风景，也可以带你了解一个地区的风貌。
53、翻了几翻 不是很感兴趣 还是最喜欢我们台湾这些年
54、真的很喜欢，当时在书店就看上了（笑）很对不起书店老板啊，看了好多遍，还是在网上买了。
很温暖 啊。看着看着就自己带笑了，不是严肃的书。轻松的去爱吧
55、不错，深度旅游的时候可以作为参考！
56、不错，多元化的角度解构台湾！
57、101个台湾的人、事、爱恨理由。内容比较像一本检索后的词典。
58、还好吧，商业气息特别浓厚，有价值的几篇文章夹在其中不是很显眼。访谈零散，那些101个要知
道要体验的这种事情拼凑的嫌疑太明显，就是一本哗众取宠的小清新商业文集，没什么出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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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浅尝辄止，极为一般。
60、发现最美的台湾。
61、在Podcast上听有声书在读,然后再来看一次文字版.
62、本以为是散文类'这更像印象片段'''不过同学很喜欢
63、可见一个社会是沉淀出来的。最有趣的一点是台湾年轻人的发展选择，是啊那只说明了越来越多
人拒绝传统的成功学呀，生活美学变主流了呀。
64、四星+一星给自己在台湾的所亲所感，对这个奇妙安好的岛屿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希望再去。
65、台北比较舒缓放松，这其中的缘由也许是人们彼此找到了舒服的距离感。如今的台湾让人感觉是
一个讲究生活美学的地方，因为越来越多的台湾人体会到“钱不是一切”，幸福有不同的来源。
66、感觉放在新周刊杂志上还可以，但是单独集结成书来看，很有些不值⋯⋯尤其前方大半介绍台湾
社会名人，一页两个人，感觉实在太过于浪费空间。而正文部分，好像也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东西，
几乎都可以在网上搜索出来的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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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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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章节试读

1、《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的笔记-第234页

        被称作英魂的左翼受难者的亡灵，在马场町受到了最大礼遇。只有生命，没有敌人。只有人道，
没有仇恨，这就是今天马场町所达到的精神高度。这高度超越了政治、超越了意识形态。人们往往称
道美国南北战争的宽容和人道，李将军等南军将士战后都受到了善待，居然没有推出一个战犯，没有
一兵一卒遭到清算和迫害。南方人民还可以用凯旋者才可能获得的仪式隆重欢迎李将军，用鲜花，甚
至是礼炮。人们普遍认为，这就是普世人权，这就是现代文明。这说法当然没有错，但是到现在，我
们可以说的何止这些，我们还可以说，美国能做到的，我们华人社会也可以做到，我们华人社会也可
以兑现普世人权、兑现现代文明，马场町就是这方面一个最生动的例证。

2、《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的笔记-第103页

        “汝好”音：li ho （你好！）
“高早”音：gao zha （早上好！）
“歹势”音：pai xia（不好意思！）
“多谢”音：duo xia （谢谢！）
“免客气”音：bian ke ki （别客气！）
“再会”音：zai hue （再见！）
“赞”音：zan （非常好！）
“好康”音：ho kang（好东西。）
“瓦爱利”音：wa ai li （我爱你！）
“麦安内”音：mai ang he （不要这样。）
“小意思”音：xiu yi su （小意思。）
“无代系”音：mao dai ji （没事儿。）
“哇栽”音：wa zai （我知道。）
“清蔡”音：qing tzai （随便啦。）
“好呷”音：ho jia （好吃。）
“为虾米”音：wi xia mi （为什么？）

3、《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的笔记-第254页

        我忍不住想，大陆人对台湾的爱之深，有多少是源于对自己的恨之切？

4、《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的笔记-第262页

        《环球时报》说，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我对他们的观点并不完全赞同。没有任何一
个制度可以根除腐败，但民主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腐败。台湾社会就是一个很好的实验。
所谓民主反腐，就是各政党互相公开敌党的要害，互相攻击，互相揭老底。后果就是，政治参与者不
敢有一点点违规行为，更不用说违法。

5、《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的笔记-第161页

        相比20多年前的风云激荡，现在的“主戏”渐渐平缓下来——现在的台湾年轻人已经不像他们父
辈那么拼了，就像郭台铭说的那样——“台湾很多年轻人以开咖啡厅为满足。”他劝导台湾的年轻人
，“要把世界当作舞台，用开疆辟土的精神，大步向前去闯出属于自己的大好江山”。但他不知道的
一点是，对岸年轻人的奋斗，可能就是为了今后能开一间咖啡馆，过现在台湾年轻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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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的笔记-第128页

        不管你在任何地方，一个小时就可以到海边；换一个方向，一个小时就可以到山上。——刘克襄

7、《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的笔记-序

        我们衷心希望，人人在台湾看到的最美风景是人，正如岸这边的我们对自己的期许一样。

8、《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的笔记-第141页

        ”共同体不分城市、乡村，都会产生。只要大家团结在一起威权，维权了一次以后，就是共同体
了。“夏铸九分析道，“台湾的市民社会就是诞生在共同面对冲突的过程中，是拉白布条拉出来的。
拉完白布条以后，大家都是兄弟了。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的，大家都还是陌生人，都还各扫门前雪，
我们的农村不也说自扫门前雪吗？“

9、《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的笔记-第141页

        市民组织就是一种利益共同体。现代人都怀念过去，认为农村的社区有着和谐的人际关系，是我
们千百年的传统，而都市里都是陌生人。夏铸九不同意：“现实不是这样的。国外的研究早就把这个
观点推翻了。回到农业社会的愿望，只是美好的乡愁，是不可能的”
共同体不分城市、乡村，都会产生。只要大家团结在一起维权，维权了一次以后，就是共同体了。“
夏铸九分析道，”台湾的市民社会就是诞生在共同面对冲突的过程中，是拉白布条拉出来的。拉完白
布条以后，大家都说兄弟了。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的，大家都还是陌生人，都还各扫门前雪，我们的
农村不也是自扫门前雪吗？“

10、《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的笔记-第141页

        共同体不分城市、乡村，都会发生。只要大家团结在一起维权，维权了一次以后，就是共同体了
。           有了社区运动，经历过共同抗争，才有真正的社区——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了。

11、《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的笔记-第109页

        爱：我可以骂马英九啊！
恨：马英九。
（陈建瑜，男，38岁，计程车司机；受访于台北街头）

12、《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的笔记-【一句印象话】

        那些地方，那些事情，那些人。

13、《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的笔记-第228页

        现在，有更多的大陆人去到台湾，会想，为什么大家都是中国人，隔了一个海峡就不太一样了呢
？有了这样的相互了解之后，对大陆本身起

码都是多一个参考：原来有很多种做中国人的方式，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社会、政治运作的方法。

当然，两岸之间还是有不同的文化情绪倾向。大陆是特别火热，文化上比较急躁，很渴望成名，做大
事，不断要宣扬自己的大、威风、厉害。一般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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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最喜欢说，自己的亲戚是谁，认识谁，打车的司机都要说自己中南海有人。台湾比较温婉、阴柔
、喜欢躲藏起来，含蓄地说话，台湾人的友善背

后有很多计较的心机在里面的。大陆人一看就认为他们格局小，但是这种格局小也不失他们的美妙，
比较温和，脚踏实地。

14、《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的笔记-第56页

        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大陆最美的风景是没人。---肖锋

15、《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的笔记-第142页

        夏铸九总结出市民运动的目标：”先是抗争，当政府愿意释放出资源，改革才有可能，所有改革
都要花钱，我们哪里有钱？资源都在政府手上，抗争就是要在政府手上拿资源，我们要看到这一点，
不要以为抗争到底很有英雄气概。十个知识分子里有八个都是激进的，不会去思考这个问题。“

16、《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的笔记-第141页

        市民组织就是一种利益共同体。现代人都怀念过去，认为农村的社区有着和谐的人际关系，是我
们千百年的传统，而都市里都是陌生人。夏铸九不同意：“现实不是这样的。国外的研究早就把这个
观点推翻了。回到农业社会的愿望，只是美好的乡愁，是不可能的。”

17、《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的笔记-第2页

        看看

18、《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的笔记-第55页

        △就着“猫空”的星空喝茶
“猫空”位于台北文山区指南路，是台北最适合看星空的地方。

△到饶河夜市吃鱿鱼大王

△到W台北喝一杯Green Tea Mojito
10楼Woobar与31楼紫艳吧
Green Tea Mojito  加了铁观音
Taipei Island Iced Tea  用芭乐汁代替柠檬汁

△搭乘最美的一段捷运
大安站-南港展览馆：可以看到松山机场的飞机起落
木栅线往木栅：经过”科技大楼“站转弯，穿过敦化南路二段，在两侧商业高楼下是最美的台湾栾树
街景

△体验“台湾高迪”的伍角船板餐厅

△在林语堂故居吃饭
“有不为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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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的笔记-第1页

        我看到现在台北的一些超市就标明哪些是本地农产品，价格比美国进口贵。日本是这样：国产货
一定是最好、最贵的，日本人爱用国货，觉得日本出产的是最好的，现在台湾也有这种趋势了，台湾
人为自己的农产品骄傲，反而美国来的牛肉可能更不放心，觉得会有疯牛病或者有基因改造。

20、《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的笔记-第222页

        台湾民主素质的提升，是靠一代代先贤持续斗争，付出了惨痛代价，不断教育台湾人，让台湾人
了解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并愿意一起付出努力而来。并不是因当时的蒋经国高瞻远瞩而得来的。蒋经国
先生伟大之处是在台湾民众抗争时选择顺势解严而不是镇压。如果蒋经国当时不解严，台湾可能要浪
费5-10年的时间才能转型。这也是为什么台湾人对蒋经国的评价比其他历任高的原因之一。

21、《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的笔记-实体书

        

22、《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的笔记-第207页

        台湾越来越多的美丽女人经历过花瓶年代后，现在的共识是希望来证明自己的内在价值。值得一
提的人物是吴淡如。她告诉你说你不爱自己，男人怎么爱你。你要先爱自己，把自己搞得很好。而当
时“最美丽的董事长”陈敏薰告诉我们——我仍然要像一个女人那样美丽地工作，你真的做得像一个
女人那样地成功，这才叫女权主义。你何必把自己打扮得和男人一样，那不还是照男人的游戏规则来
做事？对于真正的女性柔美的力量和女性的自我价值的认知，目前的台湾女性也是有共识的。如此的
共识也是台湾女性在时政界不断发出独特声音的基础吧。

23、《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的笔记-第104页

        P104《爱恨台湾的101个理由》
爱其惬意或努力，恨其不堪或不争。天下没有完美之地，爱与恨都可以化为进步的动力。

P135星云大师《台湾有座佛光山》
“三好四给五和”：“三好”是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四给”是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
望、给人方便；“五和”是自我和乐、人我和敬、家庭和顺、社会和谐、世界和平
对感情不执不舍，对五欲不贪不拒。对世间不厌不求，对生死不惧不离。

P147蔣友柏《我要讓他們把两蒋穿在身上“
新书《第19层地狱》”让你看看我的地狱，请你试试我的天堂......也许，人生就是如此的无奈又简单！
“
他说他试图要把”蒋“人化：”我是用一个非常自然的方式，来呈现我的一部分，而这个部分，刚好
是台湾历史的一部分。蒋这个东西，大家把它当成一个神话，一个神，其实不是，他们是人。翻阅历
史，翻阅他们所做的事，反思他们所做的事，你发现他们也只不过是人。他么做了一些好事，他们做
了一些坏事，他们做了一些对的事，他们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我要把让每一个觉得，两蒋也可以是时
尚的，让他们想把两蒋穿在身上。”

P165黄威融《台湾社会的“小日子”》
当愈来愈多人热衷过属于自己舒服的小日子，我们的社会就真的变成一个生活有风格的地方。“

P181朱学恒《当”阿宅“变成意见领袖》

Page 18



《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如果不能从上到下改变这个社会，我可以从下到上改变它。”

P193蔡康永《台北是可以随心所欲行走的城市》
如今的台湾让人感觉是一个讲究生活美学的地方，因为越来越多的台湾人体认到”钱不是一切“。幸
福，可以有不同的来源。

P197王伟忠《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青春期》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青春期。厉害的知识分子懂得顺势而为。逆势的知识分子喜欢当悲剧英雄，
很苍凉也很漂亮。但终归是个悲剧。当然，顺势的知识分子选择拥抱群众，也不能太过。

P247
历史可以被原谅，但不能遗忘。

P253蒋方舟《想象的祖国》
台北是很容易让人喜欢上的城市，刚到其他大城市的时候，迎面而来的往往是设计和规划过的”城市
印象“，而在台北，面对的则是一种复杂和旺盛的生命活力。规划是生活的延伸，该有树的时候便出
现了树，在要有路时就有了路，所有的路都沿着房屋弯弯曲曲。人类生活是血液，城市建设则是血管
，它是保护和包裹，而不是一拍脑门的设计和切割。
台北应该是美国学者简.雅各布斯（著有《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最爱的那种城市，它是自然生长的
结果，这种生长是连贯、有感情且不可预测的，有自己的逻辑，规划在它面前显得如此苍白。

P255窦文涛《台北人细腻周到，但不容易摸到他们的心》
在台湾你能感受到强烈的服务精神，坐上的士，司机首先会跟你说：”你好，很高兴为你服务。“这
种谦卑有礼与香港就很不同，香港人的服务行业没有废话，专业、高效，不属于他的事情与他无关。
台湾的服务业是有东方人的”礼“的成分。日据50年是占领、侵略，历史都是不可改变的，但留下的
影响也是实实在在地。我问过一些台湾朋友，他们也认为这是有一定关系的。外来的、在地的、传统
的，多样文化就这样在这个小小的岛屿上相互融合。

P258冯仑《大陆媒体只说好，台湾媒体只说坏》
企业家和政府的关系就是，离不开又靠不住。

P308
香港的路名很殖民，大陆的路名很革命，台湾的路名都很中国。

24、《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的笔记-第189页

        有“台湾经济之父”之称的李国鼎先生于1981年及时提出了“第六伦”的概念。他认为，中国传
统有五伦即天地君亲师，而第六伦——群己关系应为现代社会人伦关系之准则。
围绕这一概念，由李国鼎先生倡导、一众媒体跟进，台湾社会在 相当长的时间内展开了讨论，将”群
己关系“进一步阐释为人与陌生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团体的关系，倡导社会进行心灵改
革，重建工业化之后人类精神文明的价值理念。

25、《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的笔记-第255页

        “为追求社会正以及政治改革之热血志士”，这就是台湾社会对当年中共地下工作者和左翼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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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位。这不是对一批人的定位，而是对所有反叛者、异端者的定位。就此来说，台湾社会对反叛和
异端的容纳程度，已经不在欧美之下。而对反叛和异端的容纳程度，显然最能代表一个社会的自由、
人道和文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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