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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过世那几天 春节期间大陆游客
赴台人数大减

1988 年 1 月 13 日晚上，是
许多台湾人忘不了的时刻。大部
分民众都是和往常一样，在餐桌
前吃完晚饭，全家一起坐在电视
机前收看八点档连续剧。那阵
子，最火的是华视播映的琼瑶剧

《在水一方》。我看剧看得兴奋不
已，但播到一半，突然“当”的一
下，屏幕里出现一张黑白的慈祥
老头脸，定格不动，也没有声音，
一时之间大家还没明白过来，还
以为电视中邪坏掉了，只看下面
写着一行字：蒋“总统”经国先生
已于今天某时某分“崩逝”。

爸爸首先愣着头开口：“啊！
他死了啊？”我则想，“蒋总统”怎
么会死，不可能不可能！于是马
上冲到阳台上去看有没有下大
暴雨，怪了，没下大雨啊？难道

“蒋总统”不是伟人？
整层楼每一户的电话几乎

都在同时响起，爸爸妈妈开始忙
着接电话，电话里，有些人声泪
俱下，说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也有人带着“报喜”的心情要我
们听听他们那里已经有人在放
鞭炮庆祝了。

电视很快地切换到国民党
紧急中常会的画面，李登辉在不
断闪烁的镁光灯前，站在孙中山
的遗像下，举手宣誓继任。就那
短短十几分钟，却给记忆留下强
烈反差，仿佛蒙太奇风格的影
像：琼瑶肥皂剧中秦汉的咆哮、
慈祥和乐的父母、“领袖”突然的
死讯、全家如电击般的定格。

接下来几天，一切娱乐活动
都停止，连电视节目都变黑白，
就好像黑白梦境一般，不管转到
哪一台，都在反复歌颂着“十大
建设”及蒋经国如何“亲民爱物”
的事迹，而社会上则充满凝重的
气氛，百业似乎都变得萧条。

甚至在学校打扫卫生时，本
来播放的轻松愉快的歌曲，这几
天都被“爱国”歌曲取代了。在学
校上课上到一半，老师就把全班
带到一个像是礼堂的地方，满满
的都是人。全部坐定后就开始播
放影片，播了没多久，只见老师们
一个接着一个哭了，越哭越大声。
同学们见到了，也一个个跟着哭，
哭声、哽咽声、尖叫声此起彼伏，
校长上台讲话也痛哭流涕。全场

充满戏剧性，仿佛美国总统宣布
世界末日即将来到。班上甚至还
有人主动戴孝，每天上学在衣服
手臂处别了一条麻布。老师见到
了，特地叫他站起来，要大家鼓
掌。现在想想，真是莫名其妙。

小学一周有两天的便服日，
老师特别吩咐说这几个礼拜只
能穿黑、白、深蓝的便服。偏偏有
个同学不知好歹，穿了绿衣服，
被揍了一顿。

对于老百姓而言，“总统”虽
然死了，日子总是还要过下去。
那几天，想要玩，又觉得对不起
伟大“蒋总统”的在天之灵，心中
充满了罪恶感。后来，看到电视
上“蒋总统”探访民间友人时大
家笑呵呵的画面，于是我就想，

“蒋总统”那么亲民慈祥，肯定不
愿意见到百姓天天那么郁闷。想
到这里，我豁然开朗。尽管娱乐
业都暂停，幸好还有方便的好邻
居——— 录像带出租店。可是又不
能太明目张胆地营业，所以附近
几间出租店也都半关着铁卷门，
或留下门故作歇业状，客人敲敲
铁门，老板透过小孔窥视，看到

是熟客才放进来，租个录像带还
要搞得跟地下党接头似的。那一
阵子，因为一切娱乐活动都停
止，报纸上当然也没有娱乐新
闻，倒是有许多港台明星组队跑
到忠烈祠谒灵。所以，电视上出
现些明星跑去谒灵也成为第二
天讨论的话题。

到了蒋经国移灵的日子，车
队要从荣民总医院一直开到大
直的忠烈祠。学校就在移灵路线
的旁边，很自然地，四年级以上
学生都被动员，每个人右臂上都
别一小块麻布参加路祭，而且前
一天就被要求要早点睡，因为隔
天要有精神才行。那一天，沿路
挤满了路祭的民众，有些人手上
拿着香，还有人头上绑着白布条
跪着，也有人撑着黑伞，甚至有
人摆了香烛案台和鲜花素果。

路上气氛非常诡异，一辆车
都没有。远远地就听到开道车的
警笛声，一股气场很有压迫感地
由远而近，民众也随着这由远而
近的警笛越哭越大声，还有人哭
得昏倒。

据《我们台湾这些年 2》

接下来几天，一切娱乐活动都停止，连电视节目都变黑白，就好像黑白梦境一般，不管转到哪一台，都在反复歌
颂着“十大建设”及蒋经国如何“亲民爱物”的事迹，而社会上则充满凝重的气氛，百业似乎都变得萧条。

真姓鸡，不信看身份证

“全台湾只有我家姓鸡。”以
这种方式来自报家门是不是非
常酷炫？桃园市年轻男子鸡启贤
每每因此引来关注。由于姓氏奇
特，成长过程中一直是校内风云
人物。“姓鸡要乐观，开得起玩
笑。”鸡启贤说，“一出生就叫小
鸡，绰号有鸡排、鸡屁股、鸡胖，
连老师也跟着叫。”

当别人理直气壮地报出常见
姓时，鸡启贤说自己姓鸡，偶尔还
被认为是恶搞。他曾在上学时被
教官斥责他制服乱绣名字，还要
记违规，“看学生证才相信我”。又

有一次骑机车违规左转，警察问
他名字，不愿相信还骂他“不要骗
警察”，他只好出示身份证。

鸡启贤说，从军的祖父鸡廷
昌随国民党军队到台湾，原住在
新竹市眷村，后来搬到中部，“九
二一”地震时成受灾户，迁到桃
园定居至今。他听长辈提及姓氏
由来，因祖先得罪朝廷，南迁隐
姓避祸，见树下鸡群引发灵感；
另一说法是鸡与田、布、老并列
广东省佛山的土著四大姓氏。三
国时代越族走海路到佛山垦荒，
因环境恶劣，姓鸡以许愿过丰足
生活。他说，父亲鸡勋昭曾通过
户政系统找亲戚。他还说，“我以

后要生儿子，姓不能断绝”。

宝岛鸡地名大搜索

说过了姓鸡的人，台湾各县
市地名中有多少以“鸡”入名？有
人通过检索发现在台湾22个县
市中，共有近150个“鸡地名”（包
含历史地名），且颇富闽南、客家
等族群文化特色。

据检索，“鸡地名”最多的是
村社聚落和自然地理实体。根据
台官方公布的地名沿革与文献
历史，这些地名大多已存在并流
传了数百年，可追溯到大陆移民
早期开发建设台湾时。但“鸡地
名”分布不均，比如台北未发现
含有“鸡”字的地名，而其邻居新
北市含“鸡”地名却层出不穷。

台湾基隆市旧称“鸡笼”，但
据说“鸡笼”之名只是个语言上
的误会。基隆地区早年曾是凯达
格兰部落生活的地方，“格兰”发

音近似闽南语中的“鸡笼”，加之
附近有形似鸡笼的山丘，因此被
称为基隆。直到清朝光绪元年设

“基隆厅”时，鸡笼才改为同音的
基隆，取“基地昌隆”之意。

检索显示，台湾的“鸡笼山”
不止一座。距离基隆不远的新北
市瑞芳区，也有鸡笼山，因山形
如鸡笼而得名，又称大肚美人
山。南投县集集镇同样有一座鸡
笼山，海拔300米左右，看上去也
很像鸡笼。高雄楠梓区有“鸡笼
厝”，国民党于1949年败退台湾，
当地成为“中华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员工宿舍所在。因匆促赴台，
建屋材料缺乏，不得已利用美军
移交的军用活动房屋建材造房。
这种房子用铝铁合金的弧形浪
板制造，低矮奇特，当地农民认
为形状像鸡窝，因此用“鸡笼厝”
代称原本的“高树”地区。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据报道，两岸政治氛围不
佳，影响陆客赴台过年意愿。台
湾旅行全联会发言人李奇岳近
日表示，今年春节旅行业送件
数大幅下滑，平均每天仅有
12000～14000名陆客赴台，比
2015年15000～18000人少了近2
成。往年春节常用到的离岛、优
质团配额，今年几乎用不上；春
节过后，陆客更下滑至每天七
八千人。

此一说法也印证大陆旅游
网站日前公布《2017年春节旅
游大数据报告》的预测，原本
2016年春节出境游第3、4、9名
的台湾、韩国与香港，今年均因
政治因素，优势地位不保 ;台
湾、香港被挤出10名外，韩国还
勉强撑在第7名。

据中国台湾网

绿营“立委”
要改新台币挨批

现在新台币100元钞票上
印有孙中山肖像、200元钞印有
蒋介石肖像。据报道民进党

“立委”高志鹏日前在脸谱上
表示，“有些朋友说都看腻了，
是不是该换了？钞票上还有孙
文、蒋介石这些个人崇拜偶像
甚至独裁者”，过年后，他将提
案“修法”，推行“新台币设计
运动”。他还声称，将提案修改

“中央银行法”第十五条，设立
“国币（设计）委员会”，纳入公
民参与机制。

许多民众对高志鹏的“高
见”并不以为然。不少人反讽
说：“看腻了钞票，何不捐出
来？”有网民大骂高志鹏“吃饱
撑的没事干”“我们也看腻你
了，怎么还不下台滚蛋！”还有
人怒呛“他家祖宗牌位看腻了
也可以烧掉吗？”

台湾前“总统府”副秘书长
罗智强告诫高志鹏“饮水莫忘
掘井人”，并称有这样的忘本之
人高居庙堂，“国不分崩、家不
离析也难”，换钞需要的15亿元
新台币，可不可以从提案“立
委”的薪水扣？ 据《环球时报》

台湾鸡年鸡趣盘点
鸡年说鸡，你会想到什么？你知道台湾有人姓“鸡”，不少

地方也以“鸡”字入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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