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有一帮爱铁路的人，他们
把自己对铁路的挚爱转化为一种社
会公益行动，保住了大量的铁道建
筑遗产，推动了台湾铁道文化的大
发展。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台南大山
书店就印刷出版了《火车铁路图
鉴》，这是日本人竹岛纪元撰写的一
本关于火车与铁路的普及读本，读
者主要是上学的孩子。另外，还出版
发行了《蒸汽机关车图鉴》一书，也
是给孩子们的启蒙书籍。这两本普
及读物，对台湾铁道迷童年时期的
启蒙起到了很大作用，至今为铁道
迷和藏书者追捧。受此影响，后来陆
续出版发行了一大批关于火车和铁
路的书，如《台湾铁道传奇》、《台湾
火车的故事》、《阿里山森林铁路纪
行》、《台湾铁象》、《台湾古老火车
站》、《珍藏世纪台湾铁路》等，形成
一股铁道文化书籍出版风潮，启蒙
了很多铁道爱好者对火车和铁路的
兴趣。

说到这些铁道文化书籍的出
版，就要提到一位叫做洪志文的先
生。他对自己的介绍是：2 岁时第一
次搭火车爱上了台铁标志，4 岁时
开始玩火车模型，5 岁开始收集火
车票，12 岁车票收集达到 5000 张，
18 岁坐火车走遍当时台湾所有的
铁路，20 岁开始发表铁道文章，曾
任《铁道情报》的总编辑。这位具有
大气科学博士学位的台湾师范大学
地理系的教授，利用业余时间写出
了十几本关于铁道的书，前面提到
的就有好几本是他的作品。尤其是

《台湾铁道文化志》在台湾影响非常
大，他在书中提出的“珍惜台湾的铁
道文化”，引起共鸣，也从而使之成
为畅销书。

洪志文先生
曾任总编辑的《铁
道情报》杂志，创
刊于 1989 年 3 月，
主办者是台湾交
通大学铁道研究
会，是全台第一份
铁道社团的出版
物。开始只提供给
校内外铁道研究
者发表研究心得，
使其成为彼此沟
通、信息交流的平
台，是台湾所有铁
道新情报的唯一
媒介。在这里还必
须提到一个人，那
就是《铁道情报》
的第一任总编辑
苏子嘉先生。他白
手起家，把《铁道
情报》一手发展起
来，可是只有半年
时间，他就在铁道采风的时候被行
驶的火车撞上，不治而亡。苏子嘉先
生是台湾铁道文化的忠实追随者、
打造者，喜欢铁路，深爱火车，把自
己的一生献给了火车。他去世后，台
铁以赠送的形式给他的家人 50000

元台币的慰问金，他的父母全数捐
给了交大铁道研究会，成为这个火
车社团的第一笔经费。在不少台铁
火车站和纪念馆，都摆着《铁道情
报》，采取自己拿自己付钱的自助方
式，让每一个铁道迷得到自己喜欢
的杂志、贡献自己的力量。在铁道迷
的共同努力下，这本薄薄的小册子，
成为一种时代的印记。

要使铁道文化在社会上形成一
股力量，社团组织作用巨大。全台第

一个火车社团 1986 年诞生在高雄
中学，而这个社团的主力两年之后
升入交通大学，又带动了交大铁道
社团的成立与发展。在交大铁道社
团的影响、刺激下，不久台湾大学又
成立了自己的铁道组织“台大铁道
暨火车演习社”，简称“台大火车
社”。这些社团每年都组织一些铁道
迷到各地采风，宣传铁道文化，呼吁
当局保护铁道遗产。二十几年下来，
铁道社团的作用越发显现，台湾各
地保护铁道遗产蔚然成风，一大批
创意园、博物馆建成，成为人们温故
知新、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各类铁路社团的兴起，促使铁
路文化协会在 1995 年 10 月应运而
生。这是一个没有官方色彩、纯民间

的铁路研究、保护、推广的团体。那
些爱铁路的人聚集在一起，举办知
性、有内涵的活动，鼓励大家珍惜身
边的铁路资源，不让这些珍贵的铁
路文化资源不明不白地被毁弃。铁
路文化协会把各类铁路社团拢合在
一起，发挥团体的作用，向更广阔的
领域发展。台湾铁道网、半线铁道文
史工作室、南方公园，使一些新一代
的铁道迷有了不同的交流平台。

就是他们，一些爱着铁路、把自
己的生活融入到铁路之中的人，在
不断延续着关于铁路这个百年故事
的梦想。我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两岸同根同生，真的希望能携手把
我们共有的铁路资源保护好、挖掘
出来，惠及更多爱铁路的人。

铁道文化之二

那些爱铁路的人和事

黄晓明是一个谜。
2001 年凭借《大汉天子》开始为

人所知，2 0 0 5 年前后开始跻身一
线。而去年和今年，他主演的电影
有《匹夫》、《血滴子》、《大上海》、

《中国合伙人》、《无问西东》，这些
角色，或深情、或阴鸷、或刚猛、或
霸气，展示他作为演员的可塑与多
面。根据《血滴子》中造型制作的蜡
像，进驻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在
内地男星中，这是首位。而仅仅在
电影中扮演大亨，还不够，现实中，
他涉足红酒、高尔夫球场等若干领
域，获益颇丰。

起初，他并不被众人看好，他
的相貌曾被视为他演艺生涯的缺
憾，过于帅气的面容，似乎成了一
种原罪，人们谈论他时，很愿意忽
略演技和他的努力，将一切成功都

推给相貌和运气，“闹太套”之类
的瑕疵，似乎也在为这种论点提
供佐证。和相貌原罪配套的，还有
他的性格问题，他永远面带笑容，
永远善良温厚——— 我曾在一个颁
奖现场见到他，和那些走下舞台就
收敛笑容的明星不一样的是，即便
在休息室，在无人注意的时刻，他
依然面带微笑长达半个小时，笑容
像是长在他脸上，是他皮肤的一部
分。

这种性格，被视为他纵横娱乐圈
的最大障碍，不仅因为这是一个非常
的领地，更因为银幕需要的是一种非
常的性格。影评人谈论他时，总觉得
他“不够”，他欠缺伟大演员的戾气、
深邃、疯魔劲。他今日今时的地位成
就，于是成谜，北京电影学院 96 级本
科班一共二十三人，至今仍旧活跃在

银幕上，并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寥寥数人。他与赵薇、陈坤、孔维，成
了这些人尖子中的人尖子。

自然要去寻找所谓端倪、所谓印
迹，最终我们看到的是相貌、运气之
外的东西。赵薇宣传新片《致我们终
将逝去的青春》，《鲁豫有约》为她制
作“致敬青春的同学会”专题，黄晓明
突然拄着双拐出现，甩掉双拐抱起赵
薇，话也很动听：“16 年，只要她需要，
我一定会支持她帮助她，永远都是。”
他和她的友谊，被网友概括为“有一
种友情，叫赵薇黄晓明”。

接受柏邦妮采访，他给她的印
象是，和人说话的时候，总是专注地
盯着对方；谈话中间，非常注意对方
的情绪和细节——— 例如电话的响
动；告别之后，他一直目送对方走到
很远。在谈话中，他谈到自己更愿意

看见别人的长处与优点，因为，“见
好”是一种能力，“我觉得能见好的
人，是感性的人，是艺术家。能见坏
的人，是理智的人，是企业家。又能
见好又能见坏的人，兼具感性和理
性，是领袖，是政治家”。

他热衷于给亲朋好友送礼物，
被称为“送礼狂人”，他记着他们的
喜好、生日，甚至记得上次送了什么
礼物，以便和这次送的礼物有所区
别，便于搭配。

好得不寻常，温和得有点妖异，
而保持这种“好”的场所，是一个诡
异迷离的名利圈。这是他伫立在我
们视野里的原因？还是答案？我们无
从辨别。但显然，在重重的因果迷雾
中，在荒莽人世间，他在无数选择
中，选择了“见好”，而这个世界，也
以“见好”予以回报。

“见好”是一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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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创意意台台湾湾
许许志志杰杰专专栏栏

许许志志杰杰，，大大学学
历历史史系系毕毕业业，，媒媒体体
从从业业者者，，出出版版作作品品
多多种种。。

他在无数选择中，选择了“见好”，而这个世界，也
以“见好”予以回报。

一些爱着铁路、把自己的生活融入到铁路之中的
人，在不断延续着关于铁路这个百年故事的梦想。

飘逸的“奥黛”
记得当年看越南电影时，总会

被越南女孩的服饰迷住，那种长长
的衣衫，既凸显线条美，又潇洒飘
逸，让女孩子们呈现出袅袅婷婷的
姿态。

我到了越南后，才知道这种长
衫叫“奥黛”，有时也写成“袄带”，是
越南的国服。数十年前，越南女性在
外出或面见客人时，多是穿着这种
长衫。1945 年革命成功后，越南政
府曾针对服装进行改革，穿这种国
服的人便越来越少。此后，由于西方
文化影响以及实际生活方便的需
要，这种国服只有在结婚、庆典、歌
舞、旅游地等场合才会出现。近年
来，越南政府又开始鼓励女性在正
式场合穿着国服，同时也规定初中
以上的女学生用传统的奥黛作为校
服。也有人把奥黛称为“越南旗袍”，
但我觉得它比中国旗袍更实用，穿
着走在大街上、骑车或跑动，都比较
自如，而旗袍却多少有点束缚感，必
须在正式的场合才能穿出感觉。

如今，想在繁华的胡志明市寻
找一家专门缝制奥黛的店面并不
容易，在第三郡的一条小街上，我
找到一家云恒旗袍店，34 岁的店主
人潘氏红云与父母一起经营着这
家小店，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每天
都有不少女孩上门，到这里量体裁
衣，选择自己喜欢的款式，为自己定
做长衫。

潘氏红云告诉我：“我学了两年
奥黛的裁剪，干这一行已经十年光
景了。奥黛有点类似中国旗袍，但腰
位较高，腰以下的两腿边要开高衩，
还要配上同花式样或者白色布料的
宽松长裤。越南长衫的缝制除了手
工精细考究外，还相当讲究穿着的
身段，这样每个人穿起来才会非常
合身、好看。”

红云原来是给别的老板打工，
这家小店以前也是别人经营，她们
接手过来仅仅几个月，每月租金为
500 万越南盾，约合 2500 元人民币。
红云的母亲已 60 岁，从 20 岁开始

她就从事奥黛制作，女儿的手艺就
是她手把手教出来的。

潘母说：“我干了 40 年，十分喜
爱这个行业，对缝制奥黛非常有兴
趣。我有 5 个女儿，她们都可以接我
的班。这个行业真是不错，帮我养了
5 个孩子，让她们都有工作。现在我
主要负责给新娘做奥黛，因为新娘
穿的奥黛上要带薄纱，难度大一点。
奥黛通常用丝绸等质地轻盈软薄的
布料裁剪，裁剪时最难的是要看个
人体格的不同，要比较每个人的胖、
瘦、高、矮，因此做法都不一样。我现
在一般只要顾客给我一张全身照
片，就能给她做出合身的奥黛。”

由于奥黛上身合体紧裹，能把
女性的身体曲线充分展露出来，下
面的裙摆和宽筒喇叭裤宽松飘逸，
能让双腿随意活动，并透过开衩若
隐若现女性的小腹，因而能将越南
女性娇小的身材衬托得更加优美，
尽展奥黛长衫的魅力。红云的父亲
也深有感触地对我说：“奥黛是越南

女人一定要穿的衣服，一般说，老
师、学生和外国人都非常喜欢，法国
人、日本人来越南定做旗袍的非常
多，她们感觉穿上以后身材显得苗
条、好看，另外也可以买回去做个纪
念。所以我们小店的生意一直很好，
缝制一套奥黛，连布带手工，中等的
需要 50 万越南盾，高档一点的就要
200 多万越南盾了。”

作为传统手工制品，奥黛的制
作也在随着时代变化，各类花色品
种的奥黛让人目不暇接。当我置身
于旧日的西贡、今日的胡志明市，难
免会有恍如隔世之感。从那些用口
罩或头巾遮住鼻子、嘴巴，骑坐在摩
托车上的女孩那里，我很难领略到
印象中的越南女子的风情。有时我
想，那些戴着斗笠、穿着开衩长衫、
苗条而飘逸的越南女孩会在哪里
呢？恍然间，在学校门口，我会看到
一群白衣飘飘、裙裾飞扬的女学生，
那美好的记忆才在脑海中慢慢复
苏。

有时我想，那些戴着斗笠、穿着开衩长衫、苗条而
飘逸的越南女孩会在哪里呢？

刘武，导演兼
制片人，曾任大学
讲师、新闻记者，出
版 过《 醉 里 看 乾
坤》、《生命的几分
之几消耗在路上》
等专著，参与编导
100 集大型纪录片
《睦邻》、45 集纪录
片《兄弟》。

以以文文为为戈戈
刘刘武武专专栏栏

韩松落，西北
人，居河北，写专
栏，做小说，看电
影，用文字使生命
纹路繁密，用影像
使人生体验增值。

江江湖湖再再见见
韩韩松松落落专专栏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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