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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根同源 肩负使命

“ 横 亘 珠 江 连 两 岸 ， 一 桥 飞 架 伶 仃
洋 ……” 气如洪钟的粤韵唱腔从博物馆
小剧场传出来，这声音来自 82 岁的著名
粤剧表演艺术家、粤剧非物质文化遗产
省级传承人梁锦麟，他唱的是全球微粤
曲大赛获奖作品 《一桥飞架伶仃洋》，这
一作品以粤曲唱腔展现了港珠澳大桥宏
伟气势。

“粤港澳三地文化共融共通，粤剧是
大湾区文化同根同源最具代表性的艺术。
三地很早就在共同传承粤剧文化，2009 年
经粤港澳联合申请，粤剧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广东粤剧促进会会长、著名粤剧表
演艺术家倪惠英从事粤剧表演艺术超过 50
年，她说：“粤剧是在粤港澳大湾区本土
诞生、发展的地方剧种，见证着大湾区文
化的血脉相连。我们要打造世界一流湾
区，必须共同传承和弘扬一流的传统文
化。把粤剧艺术传承好、发扬好，就是建
设大湾区的共同精神家园，我们粤剧人有
责任、有使命。”

近年来，倪惠英全身心投入到 《粤剧
表演艺术大全》的整理编纂工作中。“粤剧
是很古老的剧种，原来都是口传心授，现
在我们想要重新梳理，需要收集近百年的
唱腔唱调，工作量很大。粤港澳三地共有
1000 多人次的艺术家共同参与这项工作，
大家都全力支持，我们非常感动。这也体
现了大湾区文化的融合发展。”

广东省曲艺家协会主席梁玉嵘是粤剧
星腔第四代传人，她分享了自己主演的粤
曲音乐剧 《小明星》 的创新尝试之路。

“这是一部粤港深度合作的重点剧目，台
前幕后凝聚了粤港两地艺术家的付出和心
血，未来将到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
进行巡演。我们将以音乐剧这种演出方
式，让更多年轻人喜欢粤曲，从而推动粤
曲不断创新。”

代代相传 焕发活力

“ 身 外 是 张 花 红 被 ， 轻 纱 薄 锦 玉 团
儿 ， 入 口 甘 美 ， 齿 颊 留 香 世 上 稀 ……”
1957 年，在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
和平友谊联欢节上，粤剧艺术家红线女以

《荔枝颂》 等曲目，为广东粤剧界捧回第
一枚东方古典歌曲竞赛金质奖章。

粤剧艺术博物馆小剧场内，国家一级
演员、红派艺术传人郭凤女再次演绎这首
名曲，歌声清丽悠扬，令人回味无穷。与

她同台的还有广东实验中学越秀学校学生
陈韵融，她用充满童趣的歌声唱响粤曲改
编新作 《食荔枝》，将传统曲艺与流行元
素融合，致敬经典的同时，让粤曲焕发新
魅力。

“粤剧是传承价值观和文化认同感的
艺术，需要代代相传。”广州市戏剧家协
会主席欧凯明每年都到粤港澳大湾区各地
演出，他还走进华南理工大学、澳门大学
等高校开展戏曲艺术讲座，让更多的年轻
人参与其中。他说：“粤港澳大湾区同根
同源，传承粤韵瑰宝是我们的使命和责

任。我们要以粤剧粤曲等文化为联结，促
进大湾区青年交流，唤起年轻一代情感上
的认同。”

香港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罗家英正在
横店影视城拍摄第一部大湾区合作粤剧电
影《白蛇传》，他通过视频讲述自己对大湾
区的憧憬：“大湾区建设把粤剧艺术家的力
量集合起来，把传统戏曲推广出去。未来
在大湾区的大平台上，我们一定会有更多
更加紧密的合作。”他还在香港开办了青少
年粤剧训练班、器乐班、锣鼓班等，培育
粤剧界台前幕后的接班人。

湾区共唱 绽放魅力

“跃起要能制胜，伏下静候时反省，有
本心有真本领，热血显我真本性。”这首

《岭南醒狮》是全球微粤曲大赛第二届作品
创作赛获奖作品。演唱者之一林伟栋说：

“粤港澳同根同源，现在又有了大湾区机
遇，我们更有平台把粤剧文化传播出去，
也让更多后生仔了解和喜欢粤剧。”

近年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断
推进，粤剧这一传统文化瑰宝越来越成为
讲述大湾区同根同脉故事的重要文化名
片，也有越来越多的粤剧艺术家和团体加
入到擦亮这一名片的行列中来。

“全球微粤曲大赛就是立足大湾区推广
粤剧文化的新形式，我们坚持创新创作，
以短小精悍、体现粤港澳大湾区精神面貌
的微粤曲精品，推动粤剧曲艺的创新与传
承。”活动主办方负责人介绍：“大赛设立
演唱赛和作品创作赛，不少获奖者已成为
粤剧粤曲舞台上的中坚力量，与粤港澳大
湾区其他前辈艺术家共同唱响时代之声。”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艺术发展交流也
相当重要。粤剧成为三地相互交流的纽
带。”香港艺术发展局戏曲组主席、香港粤
剧演员会理事长刘惠鸣说：“全球微粤曲大
赛吸引了许多爱好粤剧的人，我被他们对
粤曲艺术的爱好和热情所感动。”

中国戏剧曲艺家 （澳门） 联谊会常务
副会长朱振华说，全球微粤曲大赛促进粤
剧事业发展，新人新作不断涌现。在大湾
区的平台上，澳门和其他城市的交流更加
频繁，也进一步让粤剧艺术更加有活力，
让大湾区传统文化更加多姿多彩。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注重对粤剧的传承
与创新。包括东京、纽约和旧金山湾区的海外
华人，甚至是不同肤色的外籍青少年，也喜欢
上了粤剧。”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朱小燚说：

“我们要打造世界一流湾区的人文环境，粤剧
是不可或缺的瑰宝。粤港澳大湾区同声共唱，
粤剧一定能够在全球绽放更大的魅力。”

大湾区：让粤剧火起来
本报记者 程 龙 林小溪

一湾溪水绿，两岸荔枝红。沿着广州永庆坊古
香古色的小街往里走，有一座极具岭南园林特色的
博物馆——粤剧艺术博物馆，馆在园中，园在景
中，吸引很多粤剧爱好者前来。

不久前，“大湾区、大未来——粤港澳大湾区
粤剧曲艺交流活动暨全球微粤曲大赛第三届作品创

作赛启动仪式”在这里举行，粤港澳三地的粤剧名
家线上线下参与，共同见证这一粤剧曲艺界的盛
事。不少粤剧新生代接班人也登台亮相，将创新和
流行元素融入粤剧经典曲目。在他们的演绎下，粤
剧焕发新魅力，吸引许多年轻观众，正在成为粤港
澳大湾区的一张文化新名片。

台湾岛内旱情持续不断，水情连
连告急。为了应对缺水危机，岛内一
些县市苦找水源，多地加强对回收水
再处理，将它们再生为非人体接触的
生产生活用水。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中市目前可
提供回收水的水资源中心有6座，每日
总计提供 10.6 万吨回收水，可让民众
及企业免费取用。回收水再次处理
后，还可进一步提供给企业作工业冷
却水使用。目前台中市政府正在规划
福田及水湳2座水资源中心用于提供再
生水，预计每日可产水6.8万吨。

台南市政府水利局近日表示，台
南市目前每日可供应的回收水约 1.68
万吨，主要用于紧急消防用水、浇灌
人行道上的植被、冲刷厕所等。部分
洗车行也向当地政府申请使用再生
水。为了缓解台南科学园区的用水需
求，台南永康水资源回收中心及再生
水厂新建工程第一期工程预计 8 月完
工，完工后可每日提供 8000 吨工业再
生水。

在高雄，当地有 6 座污水厂，其
中因中区污水厂的回收水盐分较高，
不适合再利用，其余 5 座污水厂每日
可提供约 3.9 万吨回收水，用于冲洗
街道、抑制扬尘等非人体接触使用。
高雄市水利局表示，当地的凤山污水
厂同时也是一座再生水厂，水质经过
处理后比普通回收水更佳。高雄市政
府也新盖一座临海再生水厂，预计今
年年底前可完工，届时可日供 3.3 万
吨再生水。

在桃园，当地目前有7座水资源回
收中心，一天大约可生产 8 万吨回收

水。其中北区水资源回收中心的水质
干净，有企业已向市府提出申请，计
划斥资2亿元新台币埋设管线，直接将
处理后的水引到工厂使用，1天需求大
概是1.5万吨。

相比之下，由于台湾北部地区相对
不缺水，因而使用回收水和再生水的比
例较低。例如新北市目前有 5 座水资源
中心，每日处理约 65 万吨生活污水，并
产出 5.2万吨回收水让民众浇花、洗车、
清洗使用，但取用率仅为8%。

新北市议员彭佳芸指出，当地回
收水让民众免费使用却利用率不高，
这说明资源严重浪费，需要引起重
视。“目前桃园、新竹、台南的水资源

中心已将再生水出售给高科技公司，
而新北市为何不能对接企业，将回收
水及再生水更有效利用？”

不过，尽管新北市回收水的直接
取用率较低，但在美化景观方面也起
了重要作用。据了解，目前新北市的
水资源中心会把净化过的水排入沟
渠、河川。像新庄中港水资源中心把
干净的回收水排入中港大排，让曾经
的臭水沟变得碧绿干净，因此成为亲
水景点，变成市民休闲的好去处。芦
洲鸭母港沟、板桥湳仔沟过去是民众
嫌恶的臭水沟，新北市水利局通过打
造小型水资源中心，让臭水沟变成绿
意盎然的河川景观。

水情吃紧 台岛县市苦找水源
本报记者 柴逸扉

▲ 新北市中港大排曾是臭水沟，历经整治后绿意盎然，变成市民休闲的
好去处。 （新北市水利局供图）

从 5月起，澳门市政署
对大熊猫馆免收门票，以吸
引更多居民及旅客参观。中
央政府赠送澳门的两只大熊
猫“开开”“心心”和他们的孩
子“健健”“康康”，也因此迎
来更多探访者。在寸土寸金
的澳门，4 只大熊猫拥有超
过 1200 平方米的“山顶豪
宅”，生活相当惬意。

去年以来，面对新冠肺
炎疫情，大熊猫馆上上下下
也加强了防疫工作。“我们
不仅增加了消毒次数，也格
外提防外来物种的风险。”
大熊猫保育员余嘉敏说，目
前，大熊猫的食材竹叶供应
没问题，园里也开始尝试用
本地原材料，自制“澳门风
味”窝窝头给大熊猫吃。

为了更好照顾大熊猫
们，余嘉敏和同事们系统学
习熊猫行为学、营养学以及
动物园操作基本安全概念等
知识。她说，在这过程中，
四川的大熊猫保育员给予了
很多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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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剧艺术博物馆雅致宜人，极具岭南园林特色。 （资料图片）

▲ 表演者在演绎粤剧传统排场戏《六郎罪子》。 许建梅摄 （人民视觉）▲ 表演者在演绎粤剧传统排场戏《六郎罪子》。 许建梅摄 （人民视觉）

左上图：市民在澳门大熊猫馆看望大熊猫“心心”。
上图：大熊猫“健健”在吃竹笋。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