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謝謝、對不起……

文．圖／朱偉屏（《台灣有嘛？》作者）

　你曾經來過台灣嗎？

　無論你是否來過這個島嶼，之前

可能都多少聽說像是──「台灣人熱

情、友善、好客又有禮貌。」類似的

說法吧？

　我常跟來這兒玩的朋友開玩笑說：

「體驗台灣最佳方式，就是在路邊、

在店家，隨便找個陌生人聊天！」

　「 跟 陌 生 人 聊 天？ 不 認 識 怎 麼

聊？」聊什麼都行。真的不會聊，就

用問的：「老闆，這菜好好吃喔，是

怎麼煮的？」，「請問，這附近有什

麼很棒的小吃店嗎？」，「不好意思，

我好像坐錯車了，怎麼辦？」

　台灣人早期多自大陸移民而來，當

時生活不僅困苦，而且充滿著危險。

或許因為這個緣故，加上中國傳統文

化一再教育我們要「廣結善緣」，「積

善之家，必有餘慶」，「積善無人見，

存心有天知」。於是生活在台灣的人

們，便逐漸養成對陌生人、事、物感

到好奇，進而主動關心對方，並協助

幫忙的「雞婆」個性──在台灣，人

家說你「雞婆」（多管閒事），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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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多於貶，可以開心接受。

　也因此，大家來台灣玩，若想體驗

充滿溫馨、愉悅氣氛的互動感受，記

得多找陌生人聊天。當然，若在言談

之中，又不時把台灣人最喜歡講的

「請、謝謝、對不起、不好意思、麻

煩你了……。」掛在嘴邊，保證你會

得到更多意想不到的關心與幫助。

　有位北京來的大姐，晚上想上街打

電話回家報平安，隨口問一位路過

年輕人：「請問，哪裡可以買到電話

卡？」小伙子抬頭看看四周，回說：

「這附近沒有，不然妳先用我的卡打

吧。」說完，主動掏出皮夾裡的電話

卡交給對方。客人問：「要給多少

錢？」年輕人一臉「妳怎麼會問這種

問題？」的表情，堅持不收任何費用。

　出門在外，對人愈客氣愈倍受禮

遇；若凡事展現強勢態度，對人大小

聲，對方不見得會跟你吵起來，但他

肯定不會想幫助你……。

　來一趟台灣吧！你絕對會遇上不少

「熱情台灣人」。

圖說——

（左起）用歌聲安撫客人情緒的司

機大哥、熱心又充滿活力的台灣導

遊、一定要整團帶去買的台灣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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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金喵

　《永遠的下一站》為藝術家盛正德集十年來詩作，與近兩年單

色粉彩作品結合而成的詩畫集。

　我相信創作者在目的性寫作之外，其喜好絕對與作品有著密不

可分的關係，《永遠的下一站》便是如此。除了繪畫與文字外，

盛正德也對電影頗有心得，在本詩書中，此電影質地不僅以空間

感出現於畫作，更以明快的剪接性成詩。

　廣觀《永遠的下一站》收錄的畫作，在灰階的世界中，是菲林

的、蒙太奇的。作品與觀者的對話如潛意識的觀影經驗，仿若在

空間內以最無涉的觀點「接收」場景畫面、故事的發生，遊走於

夢境與映像之間，多幅畫作有著暈染的光，或燈或月；一盞或多

盞，以符號解能讓觀者感到出口、希望之象徵（即使出口與希望

背後不見得完全是光明與美好）；感官解則宛如影廳後方放映機

燈光般營造畫面間的虛實交錯。

　詩作則如電影中如火花般快速閃現的數秒對白、氛圍、流動的

運鏡，閱讀者更為身歷其境地感受到動作、聲響、溫度、空氣拂

過的感覺。雖然畫作與詩作間並無特定搭配，但交互閱讀之下，

的確能通感地體驗到作品間傳達的孤寂、時間光影之曖昧、每個

細微容易忽略的瞬間。

　閱讀《永遠的下一站》，是一趟純粹的體驗。而未來，它更會

以流光片羽的形式在記憶缺口浮現，如我們愛過的那些電影一般。

〈台北現在是深夜〉──盛正德

把鄉愁對摺　對摺再對摺

和衣物疊齊

放入行李箱

輕輕地拉上拉鍊

即使不能穿它

也要帶著

在孤寂的夜晚

可以靜靜地擁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