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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纪念日前夕，由黄觉、胡杏
儿、李治廷等主演的《狮子山下的故事》在央视综合频
道播出。茶餐厅、叉烧饭、粤语歌……仿佛是一个久别
重逢的老友，一开播就把许多观众拉回到了那个熟悉的
年代氛围。而随着剧情向前推进，观众更惊喜地发现，
这不只是港味的回味，更见证的是人心的回归。通过这
部剧，观众看到的是吃苦耐劳、守望相助的香港普通劳
动者的奋斗人生，并透过香港普通市民的命运看到了香
港社会的底色和本色。

电视剧《狮子山下的故事》写一个茶餐厅里里外外
的故事，以两代人的人生境遇为脉络，折射出《中英联
合声明》签署、香港回归祖国、亚洲金融风暴、北京成
功申奥、万众一心抗击非典疫情等重大历史事件对香港
的影响，书写了时代变迁下香港普通民众的命运浮沉，
诠释了小家与国家风雨同舟、香港与内地命运与共的家
国情怀。

《狮子山下的故事》 从 1984 年签署 《中英联合声
明》写起，以粤港澳大湾区的蓬勃发展收尾，在这近40
年里，香港社会发生了巨大转变。茶餐厅作为香港饮食
文化的独特标识，早已深深嵌入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
参与着他们的喜怒哀乐，见证着他们的奋斗历程。《狮
子山下的故事》以茶餐厅作为主体场景，很接地气，无
论对于香港观众还是内地观众来说，都贴切而自然。

经典场景离不开典型人物形象。在“喜欢你”茶餐
厅这方寸之间，浓缩了不同背景、不同个性的香港市民
群像。土生土长的香港市民李高山心地纯良、待人宽
厚；来自广东佛山的梁欢，逆境自强、坚韧执着；“老
叉烧”劳金虽早年好赌成性，但为人仗义、胸怀坦荡，
最终洗心革面，步入正途；西餐厨师罗一同为人风趣、
乐天知命，与外刚内柔的“港式靓太”甄茜美是一对欢
喜冤家；还有外表嚣张，实则重情重义的“大富
贵”……每个角色都个性鲜明，他们各自性格特点显而
易见、追求各有不同，但又相容共存、彼此扶持。

这部剧的可贵之处在于，不回避人性的弱点。从
个别香港人对新移居者的偏见到面对利益时的种种猜
忌；从炒房投机成风到贫富差距带来的阶层分化——

《狮子山下的故事》 传递的是通过一种包容的、温情
的、积极的力量来直面困难、树立希望、消弭隔阂、
携手前行——这正是香港活力的源泉。正如剧中背景

音乐所唱的，“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
舟人誓相随，无畏更无惧……”

一个城市的精神，不是摆设的装饰品，它总是体现
在生活的细节当中，体现在社会的底色中。《狮子山下
的故事》通过呈现普通香港市民亲身经历的真实生活，
不仅生动刻画出刻苦耐劳、勤奋拼搏、开拓进取、灵活
应变、自强不息的精神，更以一个“情”字道破了中国
人的亲情、爱情、友情、家国情。充溢在整部电视剧中
浓浓的人情味，让观众们看到了香港的人生百态，也领
会到了香港与内地的人心相通。

随着茶餐厅新一代年轻人步入成年，故事情节的走
向开始变得更加开阔。从小形影不离的“Give Me
Six”走出西营盘，成长为优秀的教师、记者、警察、工
程师、投资顾问、白衣天使。他们延续着上一代人拼搏
进取的优秀品质，同时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具备了更广的
视野，代表了推动香港繁荣发展的中坚力量。通过李友
好、罗梓康等年轻人的“第一视角”，观众们再次回顾了
香港回归祖国25年来不平凡的发展历程。1998年亚洲金
融风暴、2003年非典肆虐、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每
一次面对困难和挑战，祖国内地总是在关键时刻义不容
辞地出手相助，帮助香港转危为机、渡过难关，有力保
障了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正是在香港和内地关系愈加紧密、交流不断深化
的过程中，新一代年轻人逐步建立起国家观念、身份
认同，开始认识到祖国内地的快速发展给香港带来的
重要机遇，并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国家发展
大局。剧中罗梓康、罗梓良、劳永安等几个年轻人先
后北上创业追梦，“喜欢你”茶餐厅也在佛山、珠
海、中山等地开了分店。正如梁欢在故事的最后所
说：“回归祖国，令香港更强大。”背靠祖国这个坚强
后盾，香港民众拥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坚实的
幸福生活。

《狮子山下的故事》让观众们再次看到，香港的命
运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任何风雨都会过去，人间烟
火才是最恒久、最有味道的生活。这部剧为平凡人物立
传，让观众从市井烟火中感受到港人的家国深情，这就
是香港社会的底色和本色。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传媒大
学博士生导师）

明代福州府，时值四月，端午将至，道旺接到了今年
写采莲鼓新词的任务，毫无头绪的他正苦苦思索……在风
物短片《闽都岁时记·采莲》中，不仅有雅致精细的明制服
化道设计，还有端午传统习俗的生动演绎，片中声声福州
话，更增添趣味和生机，让人备感亲切。

这是蜃楼志团队创作的古代风物短片中的一部。自
2019年起，这个由几名“90后”传统文化爱好者兼职组成
的团队，已在 B 站上传 25 部短片，包括讲上海松江话的

《满庭芳》、讲苏州话的《姑苏琐记·金缕衣》、用福州话对
白的《上元竹枝词》等。对于他们而言，使用方言既是想
象古人生活的桥梁，也是传承传统文化的一种方式。

在 《姑苏琐记·金缕衣》 中，“布料”讲作“料作”，

“绣娘”讲作“绣花娘娘”，心中不舒畅叫“殟塞”……吴
侬软语清新柔美，带着浓浓的江南气息。不过，要完成这
样的“方言表演”并不容易。

蜃楼志团队与苏白学堂、真鸟囝等民间方言保护机构
合作，拍摄前会邀请他们把剧本“翻译”成方言正字版
本，并以音频形式供演员学习、对口型。拍摄完成后，这
些方言机构再进行后期配音，还会邀请资深方言爱好者逐
字逐句对音调、咬字、措辞进行打磨校正，有时候还需要
回补转写剧本时的疏漏。

虽然费时费力，蜃楼志团队成员却乐在其中。在他们
看来，方言不仅是一种地域性语言，也蕴含着当地的传统
文化和习俗。“当你说方言的时候，就好像突然刨开了传统
的一角。”团队编剧、剪辑师吴炫说。

比如方言中就保留着许多风物诞生之时的称谓。像福
州话把菠菜叫作“菠薐菜”，菠菜起源于2000年前的波斯，
而“菠薐国”则是古时对波斯的一种称谓。

不只是方言，蜃楼志的短片复原古代某地节庆风俗或
日常生活，唤起了许多观众对家乡的思念和情感认同。在
这些短片的弹幕中，不少网友感慨：“古装戏应该有的样
子”“很有韵味”“福州人十分亲切”……这一切，都基于
细致的考证。

在制作《闽都岁时记·采莲》时，团队进行了一次福州
龙舟采风。历经曲折，他们终于找到了仍在使用传统木质
龙舟和柳叶桨的龙舟队。大家如获珍宝，用相机记录龙舟
队下水前的渔歌，还有敲锣打鼓、放鞭炮等仪式。据说，
这些民歌和仪式在网络上已经搜不到。

“我们拍摄复原短片，离不开这些与历史勾连的丰富细
节，用语言、器物、风俗承载这些细节，才能营造出真实
感、临场感，片子才立得住。”团队美术置景师陈材说。

对方言、地方民俗的还原，源自蜃楼志团队成员想要
触摸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初衷。他们希望抓取历史上古
人生活中的吉光片羽，凭着考证和想象尽可能地去逼近真
实，带领大家窥见时代的一角。

新时代如火如荼的生态文明建设，给文
学提供了壮实其根、活跃其脉的广阔天地。
生态文学创作空前活跃，一批体现美好生活
需要、记录美丽中国进程、贯彻生命共同体
理念的作品，拓展着文学的新视野新空间，
成为新时代文学一条绵延有力的“长线”。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
主编施战军谈生态文学创作

阅读是从别人的生命中获取经验，从历
史中获取经验，让我们可能活得更好、更接
近理想一些。阅读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在我看来，阅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
是生活的阅读，就是生活经验的积累；另一
方面是文化的、书本的阅读。

——作家陈彦谈阅读的价值

曲艺兼有审美、娱乐、教育、认知的功
能，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影响人们的精
神世界。所以，曲艺人不仅是在表演和传承
传统艺术，更要观照现实、反映现实，说新
唱新，努力成为先进文化的践行者、社会风
尚的引领者。

——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籍薇谈曲艺
的当代魅力

人们对于古诗词的热爱，就在于它能够
变成自己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当你读一首绝
句或者律诗时，文字背后的诗意、韵律也被
深深印入脑海，使我们看月不仅是月，还有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思乡之情；看
水也不仅是水，还有“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
来”的豪情。时代在发展，但古诗词所蕴含
的诗意与文化，仍与我们当下的生活息息相
关，滋养着我们的精神。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谈古诗词在
今天热度依旧的原因

技巧和手段要服务于表达，相较于展现
高超的技法，用旋律讲述故事、传递情感，
以情动人、以情感人是我更希望实现的。不
同形式、不同载体的音乐作品虽然各有侧
重，但我始终有一个目标：通过美妙动人的
旋律，让观众沉浸于每一个音符之中，感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魅力，生发对
美好事物、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作曲家张渠谈用音乐旋律展现中华
文化之美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 日前，由教育部中外语言
交流合作中心、北京语言大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联合主办的“新汉学计划”海外高级中文翻译人才
培养项目——笔译工作坊开班仪式在线上举行，来自
50多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名学员参加。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副主任静炜介绍：
为满足各国青年译者和学者在笔译工作中的实际需
求，“新汉学计划”海外高级中文翻译人才培养项目特
开设“中国‘术语工程’笔译工作坊”和“中国影视
笔译工作坊”，帮助学员通过相关课程积累知识、加强
实践，在翻译道路上更好地成长，用切身行动促进不
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

据了解，“中国‘术语工程’笔译工作坊”将以
外研社“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出版成果为依
托，围绕其中 1000 余条中英对照的思想文化术语进
行授课，帮助学员准确掌握中国文化精髓。“中国影
视笔译工作坊”将通过优秀中国影视作品，帮助学
员更好理解中国文化，增强影视翻译实践，解决影
视翻译面临的语境问题。本届工作坊是“新汉学计
划”海外高级中文翻译人才培养项目的重要组成部
分，旨在培养一批语言功底扎实、知识积累深厚、国
际视野宽广的优秀翻译人才，为全球各语种高端中文
翻译人才队伍建设输送力量，助力中国作品在海外的
翻译与落地。

“新汉学计划”笔译工作坊开班

助力翻译人才培养

《狮子山下的故事》：

从市井烟火感受港人的家国深情
张德祥

新华社罗马电 （记者贺
飞）“中华风韵”交响音乐会
25 日晚在意大利罗马歌剧院
举办，音乐家们为现场观众
献上了一场中西合璧的精彩
演出。

本场音乐会由中国艺术
家 与 罗 马 交 响 乐 团 联 袂 演
出，是 2022 中意文化和旅游
年的重要活动。音乐家们演
奏了两国观众熟知的歌剧《图
兰朵》的曲目和电影《天堂电
影院》的配乐，以及大提琴协
奏曲 《庄周梦》 和小提琴协
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

音 乐 会 以 声 乐 作 品 压
轴，由旅意华人女高音王冰
冰和意大利男高音詹卢卡·夏
尔 佩 莱 蒂 分 别 演 唱 《帕 米
尔，我的家乡多么美》 和歌
剧 《图兰朵》 选段 《今夜无
人入睡》，并合作演唱《长江
之歌》。音乐会在意大利著名
作曲家威尔第的歌剧 《茶花
女》 选段 《饮酒歌》 和观众
持久热烈的掌声中落幕。

“看一场这么精彩的表
演，我十分高兴和感动。”意
大利留华生联谊会主席伊拉
里娅·蒂帕用流利的中文告诉

记者。她说，大提琴演奏是演出中“让我最
感动的一部分”。

观众弗朗切斯科·西多蒂说，本场演出的
音乐演奏伴随着激情、热情和精湛的技巧，
是一次精彩绝伦的东方与西方的音乐相遇。

“中华风韵”是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
司打造的文化交流品牌，首次登陆意大利。
中国驻意大利大使李军华、多位意大利和国
际组织官员等出席了音乐会。

用方言拍摄古代风物短片
张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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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贵州省黔西市新仁苗族乡折溪小学依托
苗族文化资源优势，积极推动苗绣非遗进校园，邀请
当地苗绣蜡染传承人定期和不定期到校指导，让学生
体验苗绣技艺，感受非遗魅力，更好地传承和弘扬民
族传统文化。

图为 6 月 24 日，当地苗绣蜡染传承人彭艺 （右）
在折溪小学指导学生刺绣。 史开心摄（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