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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西九龙海边，一座方鼎式建
筑格外显眼：它既有古朴的大红宫门和
中式庭院，又有现代化的展览设施。它
就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以下简称香
港故宫文博馆）。

自 2022 年 7 月开馆以来，香港故宫
文博馆观众人数已逾 110 万人次。香港
故宫文博馆魅力何在？记者专访了香港
故宫文博馆馆长吴志华。

古代文明对话现代生活

今年“五一”期间，香港故宫文博
馆游客络绎不绝，其中有不少来自内
地。“根据我的观察，很多来参观香港故
宫文博馆的观众都会花 4—5 个小时看
展，是一般博物馆的两倍。有的还不止
来过一次。”吴志华说，每当看到观众们
在展馆里沉醉的样子，他总是会心一
笑，内心充满自豪感。

香港故宫文博馆特色何在？在吴
志华看来，香港故宫文博馆的建筑和
环境就是亮点之一。“北京故宫的最
大特色是紫禁城的金碧辉煌，而香港
故宫文博馆则是传统与现代融合，观
众还可以在观景台边喝咖啡边看海，
这种感觉很美妙。”香港故宫文博馆的
文物馆藏丰富，光北京故宫就“借”
给香港故宫文博馆近千件文物，这当然
是吸引观众的重要因素。

让吴志华感到自豪的，还有香港故
宫文博馆的策展方式，是用更贴近当下

观众熟悉的方式来展示过去的文物，让
古代文明立体化、活化，并走入现代生
活。“比如香港故宫文博馆设置的‘紫
禁一日——清代宫廷生活展’，就是把
文物以生活化的方式展现出来，让观众
更好地了解皇帝、妃嫔们一天的生活是
怎样的，需要吃什么、穿什么、用什
么。这就比一般博物馆按年代或物品属
性来分类展览显得更‘接地气’。”

另外，香港故宫文博馆设有大约40
个多媒体项目，通过声音、影像等载
体，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让观众与文
物产生互动。例如通过装置观众可以穿
越时空，仿清代工匠按照故宫珍藏的画
稿烧制宫廷御用瓷器；还可以一同“进
入”清朝皇帝乾隆的梦境……“互动的
加强，有利于将文化艺术传播给不同层
次、不同兴趣的观众，让故宫文化精髓
传播得更远更广。”吴志华说。

与内地博物馆融合发展

今年 3 月，吴志华赴北京参访，拜
访了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故宫
博物院等，向国家有关部门汇报了香
港故宫文博馆开馆以来的情况，并提
出日后发展需要协助的请求。对于这
趟行程，他用“收获满满”来形容。

“没有国家有关部门和故宫博物院的支
持 ， 香 港 故 宫 文 博 馆 不 可 能 顺 利 开
馆，并有这么旺的人气。”吴志华感慨
地说。

他说，虽然香港故宫文博馆许多文
物展品来自故宫博物院的支持，但香港
故 宫 文 博 馆 不 是 故 宫 博 物 院 的 “ 分
院”，两者之间是合作关系。“在今后
的发展过程中，香港故宫文博馆要和
内地博物馆紧密交流，融合发展。例
如 我 们 目 前 正 在 与 四 川 省 文 物 局 合
作 ， 准 备 在 年 内 推 出 三 星 堆 特 别 展
览，向观众呈现 3000 多年前的古代文
明。届时大家一定能看到非常珍贵的
文物，包括青铜人像和黄金面具等。”

吴志华表示，香港故宫文博馆还会
和内地诸多博物馆合作，比如像构建粤
港澳大湾区博物馆群，这将加强区内博
物馆之间的交流合作，促进各博物馆的
优势互补、资源整合、信息共享、学术
交流等，从而推动各博物馆的共同发
展，促进湾区城市文化共同体的形成。

“近期我到海南考察，发现那里的
博物馆在介绍南海考古挖掘、南洋华侨
文化方面的资料很丰富。”吴志华说，
香港故宫文博馆未来如果要做“海上
丝绸之路”或“南海考古”等主题的
展览，就可以和内地这些博物馆携手
打造。

做中外文化交流联系人

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
支 持 香 港 发 展 中 外 文 化 艺 术 交 流 中
心。吴志华认为，香港故宫文博馆既
是香港市民及全球访客了解中华文明

与文化发展脉络的重要空间，也是中
西方文明交流对话的关键平台。目前
的香港故宫文博馆管理团队既有来自
内地与香港的业界精英，也有精通并
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专家，相当一部
分人有海外留学或从业经历。

“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
中心，应当肩负起讲好中国故事、香港
故事的重任，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
全面的中国。”吴志华说，前来参观的诸
多国际友人都对香港故宫的展品和建筑
设计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在这里感
受中华文明的厚重与鲜活。

“等三星堆珍藏展结束后，我们计
划将藏品带到美国展出。”吴志华表
示，今年香港故宫文博馆还将举办多场
国际研讨会，涉及考古及文物保护等。
研讨会将汇聚海内外专家共同探讨中
国文物保护等议题，这类研讨会将常
态化。同时，他们还考虑与法国、意
大利、埃及、俄罗斯及中东等国家和地
区合作，策划特展，向海外讲好中国
故事。

除了向世界推广中华文化，香港故
宫文博馆也做好“引进来”的工作，推
动东西方文化对话与文明互鉴。例如列
支敦士登王室收藏名品展、法国钟表和
珠宝展等，都可以让游客了解不同国家
和地区的文明，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

“香港故宫文博馆要作为一个联
系人，连接中外文化与历史。”吴志华
坚定地表示。

“在这里感受中华文明的厚重与鲜活”
——访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

本报记者 柴逸扉

“在这里感受中华文明的厚重与鲜活”
——访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

本报记者 柴逸扉

香
港
故
宫
文
化
博
物
馆
外
景
。

新
华
社
记
者

李
钢
摄

深受震撼与感动

近日，20 余名台湾青年访黔
开 启 “台青追梦贵州行”活动。
台青一行走进贵州高校实地参观
学生实训课堂、考察贵州台资企
业话发展、走进贵州茅台镇了解
酱酒文化、探访“中国天眼”感
受大国重器。

王锡元一路走一路拍，不停地
用手机记录首次贵州之旅的所见所
闻，“贵州的发展变化和美食美

景，我都记录了下来，除了做留存
资料，还准备把视频和图片发给台
湾的朋友观看。”

在 近 距 离 探 访 “ 中 国 天 眼 ”
后，王锡元坦言，那是自己人生中
最接近宇宙的地方，特别震撼和感
动。他说：“两岸需要这样彼此深
度的交流及对谈，让两岸青年携手
前行。”

难忘美景与美食

台青刘晓兴也是第一次到访贵

州，于他而言，贵州之行也是美食
之旅，夜市里的烙锅、街边的烤豆
腐以及各种味道的辣椒，让即将离
开贵州的他念念不忘。

“我对贵州的农特产品很感兴
趣，希望能有机会把贵州山里的农
特产品推广出去，介绍给更多台湾以
及海外的朋友品尝。”喜欢旅游的刘
晓兴说，贵州还是一个宝藏省份，不
仅气候凉爽，旅游资源也十分丰富。

发现机遇和舞台

对80后台青陈怡廷来说，贵州
之行让他找到了合作新机遇，看好
大陆文旅产业的他，希望能与贵州
的职业院校合作开设“定制班”，
为投资的文旅项目提供源源不断的
专业人才。

作为扎根大陆多年的“台二
代”，陈怡廷是901两岸青创联盟的
执行长，他不仅奔走大陆各地为台
青寻找合适的投资项目，还为想来
大陆创业就业的台青搭建平台，

“大陆很大，所以我希望能在这里
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在贵州参访期间，20 余名台
青还与扎根贵州的台青座谈话心
声。在贵州从事大数据产业的台
青张孟洋说：“相比沿海城市，贵
州很适合年轻人创业，这里的发
挥空间更大。”

台青走进黔山秀水——

贵州不仅可以寻梦还可圆梦
周燕玲

曾经的贵州，被外界贴上“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标签。今天的贵
州，高速公路纵横交错、大数据产业风生水起、“中国天眼”世所瞩目……这一
切，刷新台青王锡元的认知，这里不仅可以寻梦还可圆梦！

曾经的贵州，被外界贴上“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标签。今天的贵
州，高速公路纵横交错、大数据产业风生水起、“中国天眼”世所瞩目……这一
切，刷新台青王锡元的认知，这里不仅可以寻梦还可圆梦！

台湾青年参观贵州平塘国际天文体验馆。 黄江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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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京电 （记者王承昊、
陆华东） 雨后清晨，江苏省苏州市吴
江区的一座茶园里，来自台湾的高山
茶绿意盎然，静待“娘家人”来访。

近日，在大陆各地深耕的台湾“新
农人”参加“中国式现代化与乡村振兴
研习营”，深入姑苏城外田间地头，实
地了解当地乡村振兴生动实践，特别拜
访了在这里打拼的“乡亲同行”。

营员们戴着斗笠，走进一座茶
园，仔细观察作物长势。“海拔这么
低，为什么要来这里种台湾高山茶？”
这是不少营员们的疑惑。

“有实现梦想的机会。”茶园主人
叶素珍说，种植有机茶和传承推广制
茶技艺是她几十年来的追求，但台湾
市场狭小，于是2011年来到大陆种茶。

随手采下一枚茶芯，叶素珍向营
员谈起种茶以来的心路历程。海拔
低、纬度高、冬天冷，一遍遍改良土
壤，终于让手中这片高山香茗在 2017
年首次存活。“我们的茶连续 5 年 488
项重金属和农药残留零检出。”她说。

对于叶素珍的追求与成果，营员
们纷纷赞许。大家也感谢大陆持续出
台惠台利民政策措施，为台湾农民在
大陆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和保障。

“就在上个月，环境改善工程为我
们修建了新大门和创意共享园。”叶素珍
历数得到的帮扶，感念之情溢于言表。

茶园不远处，是集标准化制茶和
体验式制茶功能于一体的科研楼。营员
们来到二楼一间教室，成为叶素珍开拓
制茶体验教学新业务的第一批客人。

将一拳半大小的茶叶放进纱布系
成球状，在竹匾上反复揉捻，让残留
水分和青涩味散尽。为喝到一杯自制
的家乡茶，营员们干劲十足。

半小时揉捻完成，茶叶送去烘
干。营员在茶桌前落座，温盅、洗茶、
冲泡、分茶……沁人茶香飘满屋，呷上
一口热茶，大家打开了话匣子。

连日来，营员们走进苏南村庄，参观乡村现代化
设施、台商农业基地、桑蚕种植园等，与当地两岸农
友交谈经验。

从北大博士毕业的台青林书任，被营员们称作大
凉山“台湾乡青”。在四川大凉山，他和父亲投身农
业，协助当地农户增收。“看到大凉山乡亲们的生活因
为我们的小小贡献而有所改善，我是幸福的。”林书任
说，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乡村振兴是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两岸同胞必须共同回答好的命题。

在叶素珍带领下，大家移步到制作“甜蜜”的教
室，尝试自制深受两岸消费者喜爱的珍珠奶茶。豆乳、
奶盖、黑糖挂壁……细数来自台湾的珍珠奶茶登陆后的
花样百出，营员们感叹两岸携手创意多。

“两岸年轻人都很有想法，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合
作，会碰撞出很不一样的火花。”来自上海的台青邱庆
龄，组建了一支约30人的助农直播团队，两岸青年各
占一半。在他看来，两岸新生代的智慧联结，能产生
不同凡响的“1+1>2”的效果。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
里。”营员们以歌声表达对美好事业、美满生活的共同
热爱。临走前，烘干的自制高山茶送到手边，为大家
留下特别纪念。

走到户外，天已放晴，来自台湾的“娘家人”挥
别茶园，意犹未尽。结束3天研学之旅，他们又将奔赴
各地，在大陆广阔天地间继续耕耘，不断收获，成就
更多梦想，实现更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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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粤港澳大
湾区铁人三项赛近
日在广东省广州市
增城区荔湖公园以
及周边公路举办。
这是该项赛事首次
落户广州增城。图
为比赛现场。

陈志强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