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配茶叶、煲茶、撞茶、回温、撞奶……日

前，香港邮政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港式奶

茶制作技艺”为题发行一套 4 枚邮票、两张邮

票小型张及相关集邮品，希望借此宣传深受

香港人喜爱的港式奶茶，展现这个特色美食

背后的传统手工艺。

港式奶茶制作技艺，正是首批列入“香港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之一。

如今，大澳端午龙舟游涌、香港潮人盂兰胜

会、香港中式长衫和裙褂制作技艺等香港非

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各方面重视，不断焕

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制定名录 重点保护

在香港大屿山西端的小渔村大澳，至少

从百年前开始，每逢端午都会举行龙舟游涌。

今年的大澳端午龙舟游涌格外热闹。端

午这天，大澳人头攒动、彩旗飘扬。中午时

分，伴随着密集的鼓声，32 名龙舟划手整齐

挥桨，3 艘装饰一新的龙舟各牵引着一艘小

艇依次开来，穿过两侧高脚棚屋和密密麻麻

的彩旗，绕经村里的河道，为村民祈求平安

健康。

“龙舟游涌是先辈们留下来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大澳传统龙舟协会“扒艇行”成员樊

少华说，多年来，“扒艇行”成员坚持参与游涌

活动，展现出大家对传承文化传统的决心及

毅力。他介绍，由于龙舟游涌早年主要靠社

区自筹经费，加上渔业式微、年轻劳动力外出

打工等，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龙舟游涌只能

艰难维系，“没钱没船没人，愈来愈难搞”。

转变，出现在 2011 年。当年，大澳端午

龙舟游涌被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随着关注度提升，各方面的赞助和支

持陆续到来，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也逐渐发展

成香港的重要活动。“有兴趣前来观赏的人数

不 胜 数 ，非 常 热 闹 ，我 们 感 到 十 分 兴 奋 、开

心。”樊少华说。

自 2006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公约》在香港正式生效后，特区政

府不断强化对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梳理、

保护与抢救工作。2014 年，特区政府公布了

涵盖 480 个项目的香港首份非遗清单。2017
年，又公布了首份涵盖 20 个项目的“香港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截至目前，香港

已有 12 个非遗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非物质

文化遗产办事处（以下简称“非遗办”）总监何

惠仪介绍，2018 年底，特区政府拨款 3 亿港元

推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助计划”，以推动香

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工作，截至目

前，共资助 92 个非遗项目，资助总额约 8500
万港元。

“该计划让不少传承困难的非遗项目得

以延续，也带动了社会各界参与保护、研究、

推广和传承香港非遗，提高了公众对非遗的

认识和重视程度。”何惠仪说。

面向公众 扩大参与

日前举办的第三十三届香港书展上，有

两本新书引起了文化爱好者的关注。由香港

岭南大学教授刘智鹏等人合著的《港式奶茶

制作技艺》和《香港中式长衫和裙褂制作技

艺》，分别介绍了被列入香港非遗代表作名录

的两项技艺的发展历程及文化内涵。

“受非遗办委托，我们完成了‘港式奶茶

制作技艺’和‘香港中式长衫和裙褂制作技

艺’两个研究项目，并整理成书，希望能够为

香港非遗的保护传承尽一份绵力。”刘智鹏

说，经过多年发展，香港非遗已成为具有香港

特色的文化形式，希望能通过这两本书，让公

众更多地了解关注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香

港非物质文化遗产。

5 月起，在位于九龙亚皆老街的一级历

史建筑中电钟楼内，“人为·非遗”展览开始展

出。展览分为“衣与履”“装与饰”“字与音”三

大展区，通过实物、互动装置和影片等方式，

展示香港皮鞋制作技艺、木家具制作技艺、花

带编织技艺等 10 项非遗项目。“展览中有不

少师徒合作的作品，展现出香港非遗的薪火

相传。在口传心授和实践应用中，非遗得到

了传承。”香港珠海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萧国

健说。

何惠仪介绍，非遗办除了支持非遗的研

究、出版和展览，还参与举办了一系列公众教

育及推广活动，包括探索香港非遗的“发现非

遗”系列及“乐在非遗”，邀请非遗传承人进行

技艺示范的“师傅到”系列，以学生为受众的

“非遗大本营”节目，还有“非遗木偶剧场”、

“移动·非遗”专车……目前，已资助 16 个项

目的传承人及团队开展了 138 节培训，吸引

超过 2000 人次参与。

“这些活动有助于激发青年对非遗的兴

趣，不断发掘具有相关潜质的青年，在非遗领

域深入研究、不断实践，最终成长为新一代的

传承人。”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

长杨润雄表示，政府致力保护、传承和推广香

港非遗，提高公众对非遗的认识，并扩大社会

参与，推动香港文化传统保存、延续和发展。

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

在研究“香港中式长衫和裙褂制作技艺”

项目时，刘智鹏发现，虽然“老师傅”越来越

少，但随着市民对传统文化兴趣的增加，市面

上陆续出现由香港年轻服装设计师设计的新

潮长衫。“年轻服装设计师的怀旧与创见，令

传统技艺重燃希望。”刘智鹏说。

在“人为·非遗”展览现场，萧国健也提

到，在皮鞋制作技艺中，新一代制鞋师傅会使

用立体扫描技术测量客人的脚部，为客人制

作更合适的鞋楦，还会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

鞋垫。

作为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文明

结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也必然

要与当代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相适应。香港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形

式与内容——

长洲太平清醮在香港有着百余年历史，

2011 年 ，被 列 入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5 月 26 日，长洲太平清醮举办，吸引了海

内外大批游客，其中，“飘色巡游”是最受关注

的节目之一。

“‘飘色’是指由若干人推着一座装饰华

丽的‘色柜’，小朋友站在‘色柜’或铁支架上，

扮演不同的角色，游走于大街小巷，如在空中

飘浮，摇曳生姿。”长期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和

推广工作的黄竞聪介绍。

今年的“飘色巡游”中，孩子们有的站在

铁支架上“凌空飘起”、有的坐在被称为“色

柜”的小舞台上，随着巡游队伍移动。根据不

同主题，有的孩子穿上奥运冠军领奖服庆祝

香港运动员夺冠，有的孩子扮成消防员致敬

香港救援队，还有的穿上航天服致敬中国航

天员……“早期‘飘色巡游’多以民间故事、传

统小说或戏曲为题材，后来不断创新，加入更

多当下的时事议题与流行元素，使‘飘色巡

游’更具时代感，成为持续吸引公众关注太平

清醮的亮点之一。”黄竞聪说。

在数字化时代，博物馆不再必须是钢筋

水泥的实体建筑，体验非遗也不一定要亲赴

现场。近年来，香港非遗传承和推广引入了

更多数字化技术，相关项目也出现在香港“非

物质文化遗产资助计划”清单中。

受非遗计划资助，去年，香港树仁大学推

出了香港首个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题

材的虚拟博物馆，博物馆以 8K 超高清技术，

360 度全景展示潮人盂兰胜会场景。

“不用到现场，只要通过计算机或虚拟现

实头盔，观众就能‘进入’博物馆参观，还能与

馆内其他虚拟观众互动、讨论，甚至拍照留

念。”负责主持该项目的香港树仁大学学术副

校长陈蒨表示，希望通过虚拟博物馆将数码

科技和人文科学研究成果相结合，让更多人

特别是青少年加深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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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批’记载了老一辈海外侨

胞艰难的创业史和浓厚的家国情

怀，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

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今年是“侨批档案——海外

华侨银信”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10 周年。“批”即为“信”，侨批是海

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以及后来的

金融、邮政机构寄回国内、连带家

书或简单附言的汇款凭证，盛行

于 19 世 纪 中 叶 至 上 世 纪 70 年

代。一张张泛黄的纸片跨越山河

而来、穿越历史风云，讲述着一段

段动人往事，寄托着一片片赤子

深情。

侨批纸短，家国情长。

一封封侨批，诉说着真挚的

爱乡之情。“一溪目汁（眼泪）一船

人，一条浴巾去过番（出洋）。”背

井离乡、出洋谋生的侨胞，在异乡

历尽艰辛、艰苦创业，顽强地生存

下来，站稳脚跟后，依然牵挂着自

己的家乡和亲人，有一块钱寄一

块钱，有十块钱寄十块钱，在赡养

眷属、交流亲情、报效乡梓等方面

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对“钱银

知寄人知返，勿忘父母共妻房”的

念兹在兹，生动体现了海外侨胞

对家乡和亲人的眷恋。

一封封侨批，见证了深厚的

爱国之心。广大海外侨胞身处异

国他乡，但一直心系祖国、情系桑

梓。近日，厦门中山路侨批展厅

展出的抗战时期侨批令人动容：

“如我国决定与日本死战，我则决

意返国从军，以尽一国民之职也”

“出钱出力各尽天职”……这个时

期的侨批信笺，常印着“抗日救

国”“勿忘国耻”的红色字样，所汇

款项不仅为贴补家用，更多有注

明“请购救国公债”或捐献出来。海外华侨的慷慨解

囊，为抗日战争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持。

一封封侨批，体现了可贵的重信守诺。侨批从侨

居国递送到侨眷手中，辗转万里，靠的就是“诚信”二

字。作为送批者的侨批局，千方百计确保侨批安全快

捷、如期如数送达侨眷手中；作为收批者的侨胞眷属，

对侨胞在批信中交办的事项如实执行。有的侨胞因一

时经济紧张，按时给家人寄批有困难，还会来批局“赊

批”，由批局先行垫款，等收到家人回批后再来还钱。

重信守诺贯穿于侨批业运营的各主要环节，形成了环

环相扣的“诚信链”。

侨批虽已成为历史，侨批文化却历久弥新，其中蕴

含的宝贵精神更在海外侨胞中代代相传。长期以来，

一代又一代海外侨胞，秉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不忘祖

国，不忘祖籍，不忘身上流淌的中华民族血液，热情支

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促

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

好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祖国遇到大事难事

时倾心倾力相助，表现出中华儿女血浓于水的同胞深

情。保护好侨批文物，加强对侨批文化的研究，推动其

与新时代精神相融相通、发扬光大，可以教育引导人们

不忘近代我国经历的屈辱史和老一辈侨胞艰难的创业

史，推动全社会加强诚信建设。

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也是每个中华儿女的

梦。如今，在科教领域的最前沿，在创新创业的第一

线，在祖国遇到大事难事的关键时，在五洲四海的大舞

台……到处都活跃着侨的身影，一大批归侨侨眷成为

党和国家事业的新生力量和工作骨干，一大批海外侨

胞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友好使者和文化使者。共同

的根让我们情深意长，共同的魂让我们心心相印，共同

的梦让我们同心同德。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就一定能够汇聚起实现梦想的强

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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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半径拓展、时空距离缩短、商旅往来便捷……随着

“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落地实施，越来越多港澳

居民畅享“一脚油门到广东”的幸福感，粤港澳三地融合发

展持续深化。

粤港澳大湾区是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

三种货币的条件下建设的，国际上没有先例。规则衔接、机

制对接是重点也是难点，必须大胆闯、大胆试，开出一条新

路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印发以来，粤港澳三地

在基础设施“硬联通”加速推进的同时，持续完善规则机制

“软联通”，不断深化粤港澳互利合作。“澳车北上”“港车北

上”正是粤港澳大湾区规则机制互联互通的举措之一。

港澳律师实现在大湾区内地九市便利执业、“跨境理财

通”推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粤港澳共推“湾区标准”……今

年 4 月，广东发布首批“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

型案例”。20 个案例涵盖要素跨境流动、民生融合、营商环

境三大类别，既顺应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又切实贴近

民生。一个个典型案例背后，是粤港澳大湾区经济要素流

动的日益顺畅，是三地科技、人才、产业更加深入广泛的融

合。曾经制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制度之异”正逐步转化

为三地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的“制度之利”，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呈现勃勃生机。

大湾区，大未来。相信随着粤港澳三地互联互通的持

续推进，各类资源要素流动将更加便捷高效，不断推动大湾

区协同发展走向深入，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前景可期。

互联互通 深化融合

溪 远

“百舸争流终汇海，千山万水难阻爱，遇

见 在 这 最 好 时 代 ，我 们 一 起 绽 放 光 荣 精 彩

……”7 月 12 日上午，在两岸青年歌手联袂演

唱的主题曲《青年致敬未来》中，以“携手绘青

春 奋进新时代”为主题的 2023 两岸青年峰

会在北京拉开帷幕，两岸各界青年代表 300 余

人参加开幕式。

“我在北京见到许多气势恢宏的古建筑，

感觉很震撼，这些天也充分感受到大陆同胞

的热情。”第一次来祖国大陆的台湾中山大学

学生刘继岚早早来到开幕式现场，她对峰会

的各项活动充满期待，希望借此机会加深对

大陆的了解，结识更多好伙伴。

谈合作，话发展，促交流。本届峰会安排

了论坛开幕式、主论坛和科教、体育、创新人

才分论坛，以及两岸青年音乐嘉年华消夏晚

会、潮玩“三山五园”文旅创意市集、两岸青年

体育交流营和京台青年环北京骑行等两岸青

年交流活动。

峰会主论坛中，两岸青年就加强两岸青

年交流合作、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主

题进行交流。科教分论坛中，两岸青年、学者

共话科教兴国与人才培养；体育分论坛中，两

岸青年围绕“群众体育：全面与高质”“体育产

业：创新与突破”“竞技体育：机遇和发展”话

题深入交流；创新人才分论坛中，“创新大咖

说”“赋能新青年”“聚合新力量”3 个单元充分

展示了新时代青年创新创业风采，两岸青年

共话创新创业发展。

“第一次来北京，我亲眼看到了大陆的发

展成就，也了解到大陆的广阔市场和发展机

遇。”台湾师范大学学生张少甫第一次参加两

岸青年交流活动，他不仅听得用心，还认真记

了笔记，“论坛上，许多台湾青年分享了自己

在大陆发展的故事，给了我很大启发和激励，

我要不断充实提高自己，希望未来也能有机

会到大陆发展。”

在大陆创业 6 年的台湾青年徐韬，今年

已是第三次参加峰会。“我在大学期间就开

始创业，但因为台湾市场有限，做得不温不

火 。 来 大 陆 后 ，我 这 条 鱼 儿 像 是 回 到 了 大

海，感觉这里有实现梦想的无限可能。”徐韬

认 为 ，两 岸 之 间 加 强 交 流 互 动 有 助 于 台 湾

青 年 开 阔 眼 界 ，从 而 找 到 更 适 合 自 己 的 发

展方向。

有交流、有碰撞，更有充满青春活力的互

动。峰会的各项交流活动中，处处洋溢着青

春的朝气。两岸青年音乐嘉年华消夏晚会

上，两岸青年挥舞的荧光棒与皎皎月光相互

辉映，熟悉的歌曲和旋律引发大家共鸣；8 天

时间、700 余公里，京台青年环北京骑行活动

中 ，两 岸 青 年 实 地 感 受 北 京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短短几天的交流，让两岸青年的心更

近、情更浓。”徐韬说。

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的台湾青年丁文蕴

与爱人一起，带着一双儿女参加了峰会，一家

四口的幸福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今年，丁文

蕴一家还获得了全国最美家庭荣誉。“我在北

京工作、成家，有了这两个小可爱，很平凡，也

很幸福。我们很喜欢带小朋友参加两岸交流

活动，让他们从小感受‘两岸一家亲’的浓厚

氛围。”丁文蕴说。

交流交往、互学互鉴、携手打拼。记者了

解到，本届峰会还设置了立德树人、以文化

人、体育强国、筑巢引凤、融合发展 5 个篇章

25 项系列活动，各项活动将持续到今年 10 月

底，约 1200 名台湾青年参加相关活动。

“我们将继续推动两岸青年深化交流融

合，欢迎更多台湾青年参与到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来。”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

任潘贤掌表示，希望两岸青年倍加珍惜共同

的历史机遇，勇于承担共同的时代责任，携手

开创共同的美好未来。

2023两岸青年峰会——

加强交流合作 携手开创未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江 琳

图①：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举办的“三栋屋与传统乡村文化”展览。

本报记者 冯学知摄

图②：长洲太平清醮亮点活动“飘色巡游”。 人民网记者 吴宇扬扬摄

图③：端午期间，香港“大澳区龙舟竞渡贺端阳”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冯学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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