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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纸艺花朵、文创书签、葡
式风格工艺品……近日，由澳门特
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的春季“塔石艺
墟”在澳门塔石广场举行。本次活
动邀请来自澳门、内地及香港地区
的文创单位设立超过220个特色手作
及创意饮食摊位，展销涵盖生活用
品、手工艺品、手制天然产品等各类

“潮品奇货”。
除 了 文 创 市 集 ， 今 年 的 春 季

“塔石艺墟”还邀请到澳门及内地歌
手献上多场精彩音乐表演，并推出
52场备受欢迎的“创意手作坊”，包
括陶瓷、盆景、画作等项目，融趣
味、创意与手艺于一体，吸引不少
市民和游客到场体验。

作为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和旅
游发展规划》 的文化创意发展项
目，“塔石艺墟”近年来在大湾区乃
至亚洲地区文创领域的影响力不断
扩大，相关文创活动也走出澳门，
在广州、珠海等大湾区内地城市落
地举办，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一项
品牌文创盛事。

今年 3 月，由澳门特区文化局
主办的“艺墟走进大湾区”活动在
广州沙面人才休闲岛自力市集举
行。30 余位来自澳门的文创摊主将
原创首饰、木作、服饰等富有澳门
特色的文创产品带到广州，并邀请
当地手作人一同在现场展示文创品
制作过程，让到场市民和游客感受
大湾区文创魅力。

不止广州，“澳门·横琴艺墟”

近期也亮相珠海横琴，为期3天的活
动共吸引超过 3.6 万人次到场游玩。
作为“塔石艺墟”在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的首次延伸，“澳门·横琴艺
墟”积极引入澳门文化创意优质资
源及品牌，同时融入内地的潮流玩
法与创意概念，为市民和游客提供
吃、喝、玩、乐、购的“一站式”
体验。

“‘艺墟’场地布置非常用心，里
面能买到很多独具澳门特色的文创
商品，还有许多美食小吃摊位和
音乐表演，可以逛上一整天。”来
自珠海的刘女士表示，过去在澳门
游玩时就到过“塔石艺墟”，对其
文创氛围印象深刻，此次得知“艺

墟”来到横琴，便与朋友第一时间前
来“打卡”。

据介绍，“澳门·横琴艺墟”汇
聚了 50 余个澳门文创品牌，设立约
200个摊位，涵盖非遗文化、衣物配
饰、澳门特色小吃等各个品类。不
少参与“艺墟”的澳门摊主表示，
此次活动是一个向内地消费者展示
澳门本土文创及餐饮品牌的大好机
会，也是尝试进军内地市场的绝佳
途径，希望琴澳两地可以举办更多
此类活动。

“我们要将‘澳门·横琴艺墟’
作为起点，加强与深合区开展合
作，推动文创、文旅、艺术等更多
元素走进深合区，将富有澳门特色
的文创产品推广至大湾区市场。”
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惠敏表
示，未来文化局将继续务实地为
澳门文化产业开拓市场与交流合
作平台，增强澳门文创品牌的知名
度，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文创交流与
发展。

▼“澳门·横琴艺墟”活动现场。
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供图

“艺墟”，即澳门“塔石艺墟”，自 2008 年起每年分
春、秋两季举行，吸引世界各地的“创意人”共同展现多
元创意，目前已成为澳门乃至亚洲地区的一项手作文创盛
事。今年，“塔石艺墟”从澳门走向更多大湾区内地城市，
为大湾区文创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逛“艺墟”，品大湾区文创魅力
本报记者 金 晨

行 摄摄 香 江

“大胆”传承

“从我的老师张岫云算起，豫剧在台湾
经历70年，传承四代人。”王海玲说。

20 世纪 50 年代，豫剧演员张岫云率
团在高雄左营落地生根。1959年，当时仅
7岁的王海玲因机缘巧合，加入了台湾豫
剧团的前身“飞马豫剧队”。作为张岫云
亲传弟子，她时常听老师回忆剧团成立之
初的时光。

王海玲印象尤深的是，老师说起在金
门演出时，胡琴一响，观众便开始鼓掌，

“好多阿兵哥听见乡音，眼泪就掉了下来”。
后来，王海玲到世界各地公演，当地侨胞看
到剧团，如见亲人般激动。那一刻，她“忽
然理解了老兵们的乡愁”。

早先，为保证原汁原味，学员听着大
陆的豫剧唱片学习唱腔。尽管多数唱片只
有唱段，但能听到来自豫剧家乡的声音，
已是十分珍贵。

团员们依照唱段推想剧情、编排剧
本。如何把人物演活演好，全靠演员自己
体悟。王海玲年纪虽小，却敢想敢为、敢
唱敢演，因此被团员称作“王大胆”。她
照着剧本想象人物反应，反复听唱片，从
配乐唱腔里揣摩人物情感、设计舞台表
演。她尤其钟爱豫剧名家常香玉、崔兰田
的唱段，能模仿得惟妙惟肖。凭着这套方
法，王海玲积累了信心，也探索出别具特
色的表演风格。

“不论生旦净末丑，也不管文戏武
戏，我都尝试，都能演。”王海玲说。编
剧施如芳赞叹说，什么样的剧，王海玲都
敢挑战。

几十年艺术生涯里，王海玲演绎过上
百出剧目里的各类角色，成就台湾豫剧史
上一抹绚烂多姿的靓丽风景。

女承母业

光阴荏苒，曾经的小学徒“王大胆”
已从剧团退休。王海玲将更多时间投入豫

剧的弘扬传承，为新生代演员做“绿
叶”。剧团专门筹划“王海玲经典传承计
划”，筛选经典剧目，改编之后排演。

“这个计划是为了把精华留存下来。”
王海玲希望新生代演员在老戏中获得历
练，把唱念做打基本功练扎实。

1998年第一次到河南公演后，王海玲
时常赴大陆交流，与豫剧名家切磋技艺。

随着两岸豫剧交流增加，豫台两地建
立了互派戏剧人才培训计划。河南省选派
人才赴台，与台湾豫剧团协力打造精品剧
目，同时交流学习剧场营销经验；台湾豫
剧团则选派年轻演员到河南学习舞台表
演、唱腔设计等。

在传承计划滋养下，台湾豫剧团涌现
出一批能挑大梁的青年演员，王海玲的大
女儿刘建华便是其中之一。

2005年考入台湾豫剧团以来，刘建华
陆续担纲过数十部作品的主要角色，广受
戏迷喜爱。

“我喝着豫剧的奶水、淋着歌仔戏的
雨水长大。”曾长期接受闽南歌仔戏训练

的刘建华认为，豫剧在台湾 70 年，孕育
出新特色，也有助歌仔戏发展。

在台湾，像刘建华这样“剧种跨界”
的年轻人渐渐增加。如今，不少歌仔戏的
学生会与台湾豫剧团一同排演豫剧剧目，
从中汲取舞台表演、器乐演奏的经验。例
如 5 月将上演的武侠豫剧大戏 《镖客》，
就有台湾戏曲学院歌仔戏班学员参与。有
台湾学者表示，很多歌仔戏传人的戏曲艺术
功底、知识涵养，都得益于豫剧团的浸润。

“奇巧”创新

说起女儿刘建华、刘建帼，王海玲笑
称，她们“打娘胎起就听豫剧，出生便带
着戏曲DNA”。

两姐妹从小热爱传统戏曲，常向周围
人推广豫剧，但发现不少人出于刻板印
象，对豫剧有距离感。“让更多人喜爱豫
剧”，成为她们的共同心愿。两人都放弃
了在外人看来更为优渥的工作，投入戏曲
领域。

2004 年 ， 两 人 共 同 成 立 “ 奇 巧 剧
团”。剧团注重在创作上发挥巧思奇想，
曾将《西游记》与《木偶奇遇记》相结合
设计儿童剧，用轻松有趣的方式向孩子们
讲解唱念做打。

“奇巧剧团”还尝试不同剧种融合
“混搭”，最常见的就是豫剧与歌仔戏。这
些剧目在岛内受到欢迎，还通过两岸交流
契机登上大陆舞台。

“社会在变，世界在变，我们要跟着
一起往前。”姐妹俩告诉记者，如今豫剧
需要走入市场面对各类艺术形式的挑战，
创新是必然选择。

近年来，台湾豫剧团尝试以传统与创
新双轨并行的方式发展，每年除上演经典
剧目外，也会推出一两部创新剧目，种类
包括乡土剧、儿童剧等。

“豫剧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艺术，自
有其艺术高度。”刘建华说，“好的艺术自
然能够吸引观众。我们希望，用创新拉近
豫剧与大众的距离。”

（据新华社台北电）

从“大胆”传承到“奇巧”创新
——她们见证豫剧在台湾70年发展历史

黄 扬 章利新

梆子声起，乐曲激荡。位于台北的台湾戏曲中心里，台湾豫剧团的演员
接连登台为戏迷演示唱腔。

“唱得中不中？”主持人问道。“中！”观众用河南话高声叫好。
台湾豫剧名角王海玲此刻身在观众席中，一袭素雅纱衣，满面春风地为

台上后辈鼓掌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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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海 玲 （右 一) 在 新 编 豫 剧
《花嫁巫娘》中饰演女主角。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摄

◀ 刘建华 （左） 表演武侠大戏
《镖客》的精彩桥段。

新华社记者 黄 扬摄

香港文化博物馆近日举行
“虚拟凡尔赛宫之旅”展览，
通过多媒体和互动装置为观众
带来有如置身于凡尔赛宫的沉
浸式虚拟体验。

据悉，该展览是“法国五
月”艺术节30周年庆祝节目之
一，展期将持续至7月9日。

▶ 观众通过多感官体验
装置“游览”凡尔赛宫。
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供图

▼ 观众体验互动自行车
“漫游”凡尔赛宫的园林。

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摄

本报电 （钟欣） 由山西
省台办主办的“华夏文脉看山
西，高雄里长三晋行”晋台社
区交流座谈会近日在太原市
滨河社区举办。台湾大高雄
里长主席联谊总会一行 29 人
与太原部分社区负责人共同
探讨社区治理的新理念和新
模式，分享成功案例和治理
经验，加强两岸基层社区交
流合作，促进两岸基层民众
密切往来。

“多年来，晋台两地同胞
联系紧密，情谊日益深厚。
此次交流意义不同寻常，这
是疫情后的第一个岛内来晋
团 组 ， 多 数 乡 亲 是 ‘ 首 来
族’。”山西省台办主任李建
红希望通过基层民众的交流
互动，能够在晋台两地深化
拓展沟通合作，推动同胞心
灵契合。

台湾大高雄里长主席联
谊总会总干事黄愈丰介绍了
参访团一行成员及台湾的社
区治理经验。他表示，通过
参 观 交 流 ， 了 解 到 两 地 社
区各有所长、各有特色，互
相借鉴学习的地方很多，希
望以后可以进一步加强互动
交流。

座谈会上，晋台两地嘉
宾就社区共建、志愿者服务
和 老 年 人 照 护 等 话 题 进 行
提 问 答 疑 ， 并 就 继 续 巩 固
深 化 晋 台 社 区 间 交 流 合
作 、 促 进 晋 台 两 地 经 济 社
会 融 合 发 展 等 方 面 提 出 意
见和建议。

交流活动中，太原市社
区带来陶笛演奏、舞蹈等表
演 ， 台 湾 里 长 们 唱 起 歌 曲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晋台
两 地 社 区 书 法 家 还 以 笔 会
友，展现两地丰富多彩的社
区生活。

▼ 社区交流活动上的舞
蹈表演。 虞 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