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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下深情厚谊

海峡两岸和平小天使互访交流活动由
全国台联与台湾中华企划人协会携手合
作，至今共举办互访交流 35 次，其中台
湾 16次、大陆 19次，逾 2400名两岸“小
天使”直接参与，涉及 2000 多个家庭和
数万名两岸同胞。一张张写满真挚话语的
贺卡、一封封盖着邮戳的明信片、一个个
精心挑选的小礼物……两岸青少年通过活
动结缘，交流中的种种印记，都是他们心
底的珍藏。

“十几年过去，说起当年台湾结对伙
伴的姓名和兴趣爱好，台湾‘爸爸妈妈’

（指结对家长） 的姓名职业、带着自己去
过哪些地方、吃过哪些小吃，大陆‘小天
使’们竟还如数家珍。有人甚至连台湾接
待家庭的墙壁什么颜色，家具怎样摆放都
记得清清楚楚。那时他们还只是 10 岁上
下、懵懵懂懂的孩子。”全国台联文宣部
宣传处原处长阎崑说，更让他感慨的是，
参与者们讲起交流往事，那种神往和沉醉
的表情，让人不禁“深深地震撼”。

“当时在云南参加活动的一幕幕，至
今依然记忆犹新。”第五届大陆“小天
使”宁汀回忆道，她和台湾结对“小天
使”在昆明世博园度过愉快时光，还收到
对方相赠的贺卡，后来通过书信继续联
系。多年之后，在全国台联的帮助下，她
和台湾“小天使”在大陆重聚。“我们相
识于童年，在最美好的年纪重逢，对方还
见证了我的人生大事。希望此项活动一直
办下去，让更多两岸青少年参与，把友爱
和平传递下去。”

牵手两岸家庭

“疫情之前，两岸青少年结成对子，
住进对方家里，同吃、同玩、同学、同
住，不仅孩子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岸
的普通家庭更因为孩子们的牵手，而系起
了同心结。”在全国台联工作、参与并组
织互访交流活动的林汤安怡说。

多次赴台参与互访交流的全国台联原
副会长史茂林说，活动设计贴近基层，深
受两岸家庭和青少年喜爱，在两岸间颇具
影响。他回忆道，有时候交流行程刚在台

北开始，有台中和高雄的家长，已经迫不
及待地先开车去台北，看看哪个大陆小朋
友是“自己的孩子”。台北站活动结束
后，有当地的家长还一路相送。“两岸小
朋友情同手足，种种细节生动诠释了，两
岸同胞都是一家人，就是一家人。”

“每次活动中，无论大陆还是台湾的
家长，都在早早期待孩子们的到来。”林
汤安怡说，台湾的家长全部注册了微信，
提前了解结对小伙伴的情况。两岸家长们
用心设计行程，精心准备礼物。从家长每
天分享的照片中，孩子们一起写作业、睡
地铺、做运动、吃大餐。“让人分辨不出
谁是主人谁是客人，看到的是一家人其乐
融融。”

赓续血脉亲情

互访交流活动中，有台湾家长主动询
问，活动会不会继续举办，家里还有更小
的孩子希望参加。不少台湾家长纷纷咨询
大陆求学事宜，考虑让家里的大孩子到大
陆上大学。

“上海的参访经历，激发了我家孩子

对中华文化的求知欲。我们现在和上海结
对的‘小天使’家庭还在通过微信联
系。”第十六届台湾“小天使”林喆的妈
妈是嫁到台北的北京人，她通过视频发言，
感谢活动带给孩子“长久的记忆和影响”。

全国台联副会长纪斌说，海峡两岸和
平小天使互访交流活动开两岸中小学生互
访交流之先河，同时兼具交流年龄段低、持
续时间长、涉及人数多、影响深远等特点。
30年来，活动的规模和频次不断扩大，同时
融入才艺展示、家庭接待、沉浸体验、科学
探索等形式，与时俱进呈现新特色。

纪斌说，未来活动将主动适应两岸和
平发展、融合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进
一步推动和平小天使互访交流与时代同
行、与科技同行、与梦想同行。通过喜闻
乐见的内容和形式，让孩子们在快乐中学
习、在学习中成长，手牵手做一辈子的好
朋友，肩并肩一起勇敢追梦。

台湾中华企划人协会名誉理事长温明
正在视频中说，30年前参加活动的孩子，
现在已经长成大人，他们的孩子继续参加
活动，让友爱的种子代代相传。“这让我
们看到了同胞亲情的延续及两岸的未来。”

两岸和平小天使互访交流30年——

“两岸同胞都是一家人，就是一家人”
本报记者 张 盼

本报广州电 近日，“粤韵
歌盛世，魅力大湾区——第十九
届穗港澳粤剧日展演”在广州粤
剧艺术博物馆剧场举办。

本届穗港澳粤剧日展演活
动邀请粤港澳三地知名粤剧艺
术家和名唱家同台献艺，通过
不同风格、流派的粤剧粤曲节
目，展现了新时代粤剧艺术发
展的新成果，展示粤剧艺术的
迷人魅力。

在表演现场，国家一级演
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曾慧

（澳门） 与青年文武生司马祥带
来经典折子戏 《隋宫十载菱花
梦》；中国曲艺家协会香港会员
联 谊 会 代 表 梁 启 康 与 粤 剧 演
员、影视明星黄伟香上演经典
折子戏《苏小妹三难新郎》；青
年粤剧文武生陈振江与粤港澳
大湾区青年戏剧协会会长李卉
茵 （澳 门） 合 作 演 出 折 子 戏

《牡丹亭》 之“游园惊梦”。艺
术家们的精彩表演赢得台下观
众掌声连连。

活动还邀请来自澳门的李
健豪与八和子弟带来 《粤剧红
船木人桩108式》展演，展现粤
剧红船木人桩以桩身、桩手、
桩脚，演绎一百零八式招式，
创造“天王托塔”“霸王夜宴”
形态。

据介绍，穗港澳粤剧日展
演活动自 2003 年起已举办 19
届，集中体现了三地曲艺家的
精湛技艺，进一步加强了穗港
澳文化交流合作，弘扬粤剧艺
术。该活动从 2006 年开始永久
在广州荔湾落户。

▼ 折子戏 《牡丹亭》 之
“游园惊梦”演出场景。

中新社记者 陈楚红摄

1959 年，庆祝新中国成立 10 周年
的文艺晚会在刚刚落成的北京人民大
会堂隆重举行。20 岁的刘诗昆应邀参
加演出，特意根据当时风靡全国的歌
曲 《我的祖国》 改编创作了钢琴独奏
曲，并首次登台演奏。从那以后，他
的艺术人生就与 《我的祖国》 紧紧相
连。“这一弹就弹了 60 多年，越弹越
爱。”刘诗昆说。

“电影 《上甘岭》 我看了不知道多
少遍，非常感动。而女护士在坑道里
为战士们演唱 《我的祖国》 的场景，
正是影片最感人的片段之一。它歌唱
了祖国的山河美丽，唱出了人们对家
乡的无限眷恋，也歌唱了为祖国舍生
取义去战斗的英雄精神。无论歌词还
是旋律，我都特别喜欢。”刘诗昆说。

在改编创作钢琴独奏曲 《我的祖
国》 时，刘诗昆根据钢琴的特点，有
意突出这首抒情歌曲的力量感。“这恰
是器乐特别是钢琴的长处，可以营造
出壮怀激烈的氛围和情绪。”刘诗昆

说，“我们中华民族就是有这么巨大的
力量，有勇敢向前、不屈不挠的爱国主
义精神，有一种顶天立地的家国情怀。”

鲜为人知的是，这首钢琴曲他演
奏了数十年，却从来没有写过曲谱。
所以，每次弹奏都不尽相同，总有即
兴发挥的部分。“没有谱子，都刻在脑
子里了。”他说：“这是我们中国人自
己的歌，不管内地人还是香港人，‘我
的祖国’是共同的称呼。”

居港 30 多年，刘诗昆视香港为第
二故乡。他喜欢香港的生活便利，欣
赏这里的包容多元。在艺术上，刘诗
昆喜欢探索，不停尝试拓展甚至跨越
边界，多次与二胡、古筝等民乐手合
作，也曾跟香港流行歌手合作演出，
为观众带来惊喜。“在我心里，从没有

‘弹钢琴的，就只能做传统西洋音乐的
事’的认知禁区。”

近年来，刘诗昆与身为琵琶演奏
员的夫人孙颖常常合作登台，用“钢
琴+琵琶”的组合方式演绎 《茉莉花》

《送你一支玫瑰花》 等经典民歌。东西
方音乐的交融之美让人耳目一新。

“香港正在打造中外文化艺术交流
中心，一些观众特别是不少青少年不
大了解民乐，用他们熟悉和喜爱的钢
琴引他们入门，可激发对民乐和民歌
的兴趣。他们说，‘哇，原来传统民乐
和民歌这么美！’”刘诗昆说，“中华
文化有大美，只有了解才会热爱。”

2021 年，刘诗昆在香港新创立了
贝乐思钢琴学院。“我想为孩子们打开
音乐之门，发掘艺术潜能。”刘诗昆介
绍，目前他正带领团队在做一个智能
线上音乐产品，点开就可以听到正规
的钢琴技巧点拨，接受音乐熏陶。“可
以让更多学琴者受惠，这个事有意
义。”他说。

艺海无涯。一路行来，刘诗昆既
是勇敢的探路者，也乐做辛勤的导赏
员。“用艺术沟通，让世界和谐，我想
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刘诗昆说。

（据新华社香港电）

1992年10月，随着第一批100多名台湾
“小天使”抵达北京，海峡两岸和平小天使互
访交流活动正式启动。“那是我第一次来大
陆，从那时起，我和大陆‘小天使’们建立
起难能可贵的友谊，也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
浓厚兴趣，后来还在北京大学深造，并留在
大陆发展。”从第一届起便参与活动的台湾

“小天使”翁林宇坦言，自己对那段交流经历
“深感幸运”。

全国台联近日在北京举办海峡两岸和平
小天使互访交流活动30周年座谈会，邀请两
岸嘉宾共同回顾活动盛况，畅叙同胞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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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铜锣湾贝乐思
钢琴学院，83 岁的钢琴
家刘诗昆坐在一架黑色
钢琴前，弹奏起钢琴独
奏曲《我的祖国》。他的
双手在琴键上跳跃，熟
悉的旋律随之流淌；一
曲将了，他的手指几乎是
砸向琴键，撞响最后一个
音符，闻者动容——

钢琴家刘诗昆：

我和《我的祖国》紧紧相连
陆 敏

钢琴家刘诗昆：

我和《我的祖国》紧紧相连
陆 敏

▶ 刘诗昆在弹奏钢琴独奏曲
《我的祖国》。

新华社记者 陈 铎摄

香 港 故 宫 文 化 博 物 馆 近 日 宣
布，向故宫博物院借展的第三批共
85件珍贵文物正式亮相博物馆1至5
展厅，当中包括 17 件国家一级文
物。这批文物大多是首次在香港展
出，名作云集，种类丰富，涵盖书
画、陶瓷、服饰等。

▲ 观众在观看“粉彩九桃结树
图天球瓶”。

◀ 展出的服饰类文物。
▼ 观众在欣赏一套纹碗。

新华社记者 陈 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