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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香乐满城——第二十三届澳门荷
花节”于 6 月 9 日至 18 日举行，不少市
民、游客前往主要展场龙环葡韵观赏。

▲ 盛开的荷花。
▼ 人们在澳门龙环葡韵拍摄荷花。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行 摄

濠 江

行 摄

濠 江

台港澳周末台港澳周末 2023年6月17日 星期六
责编：汪灵犀 邮箱：gtbhwb@people.cn

本报电（钟欣）“加强非遗系统性保护 促进
可持续发展——2023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州非
遗宣传展示主会场活动”启动仪式近日在广东省
广州市南沙区创享湾举行，拉开广州非遗宣传展
示百场系列活动的帷幕。

主会场活动共分为“湾区非遗”“触动非遗”
“艺享非遗”“打卡非遗”四部分，为民众带来丰
富多彩的穗港澳非遗展览、展演、集市和水上运
动竞赛等活动。

其中，“湾区非遗”主要包含穗港澳非遗主题
展与公益集市两大展区。穗港澳非遗主题展展出
了来自广州、香港、澳门三地的 20 个非遗项目，
其中除了粤剧戏服、广式莲蓉饼、广州玉雕、广
彩等广州非遗外，更有来自香港的扎作技艺、舞
龙舞狮、戏棚搭建技艺、港式奶茶制作技艺，以
及来自澳门的瓷微刻工艺、葡萄牙瓷砖画、凉果
制作、广彩、土地信俗等极具港澳特色的非遗项
目。公益集市则免费向来自港澳地区的创业青年
开放招募，设置 40 个摊位，国潮服饰、景泰蓝、
沉香、扎染等各具特色的文创产品亮相。

适逢临近端午佳节，“触动非遗”汇聚多支龙舟
队，共同上演“赛龙夺锦”，场面欢乐酣畅。除了扒龙
舟以外，现场还设置了皮划艇、扒禾桶、桨板等水上
运动项目，让观众感受水乡南沙的文旅魅力。

“艺享非遗”的穗港澳非遗联合表演备受瞩目。
南沙非遗项目咸水歌、香云纱染整技艺等项目的精
彩演绎，为观众带来浓郁的南沙水乡风情；广州和
香港联袂表演的“龙狮共舞”、来自广州的省级传承
人区君虹带来的古琴表演和来自澳门的国家级非
遗项目传承人区均祥献上的南音说唱，唱演中饱含
穗港澳三地的非遗情缘和文化认同。

据介绍，此次主会场活动，是广州市首次将
市级大型非遗活动设置在南沙，也是南沙首次承
办穗港澳主题的非遗活动。活动聚焦穗港澳三地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岭南传统文化为底色，深
挖穗港澳一脉相承的历史根源。

活动现场还举行穗港澳三地非遗座谈沙龙活
动，并开展了《香港戏棚文化》主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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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项目展演。 （主办方供图）

6月9日上午，大型海上公共艺术展览“橡
皮鸭二重畅”在香港揭开序幕。两只承载着不
少港人欢乐回忆的“小黄鸭”正式启航，令维
港两岸的人们再次雀跃。

2013年，一只16.5米高的巨型黄色橡皮鸭首
次在香港亮相，吸引逾 800 万市民及游客前来

“打卡”，留下许多美好瞬间。暌违 10 年，“小黄
鸭”偕同伴一起返港，再度“畅游”香江。

9 日临近午时，两只高约 18 米的巨型黄色
橡皮鸭由湾仔会展中心旁边的海域起步，环绕
维港数圈后，双双“游”至中西区海滨长廊附
近的展出地点。在橡皮鸭途经的海域岸边，各
大电视台放飞无人机，近距离、多角度直播

“小黄鸭”的优雅“泳姿”；市民们或爬到太平
山顶、或登上高层写字楼、或聚集在码头处，
争相目睹两只小鸭的可爱身影。

“好久不见”“‘小黄鸭’，欢迎回到香港！”“成
双成对的橡皮鸭好呆萌，好治愈！”“在鸭鸭的衬
托下，高楼林立的维港就像大浴缸一样。”打开社
交网站，港人的兴奋之情扑面而来。

据介绍，巨型黄色橡皮鸭是荷兰艺术家弗
洛伦泰因·霍夫曼依据经典黄色小鸭玩具的造型
创作而成，自2007年起在世界各地“遨游”展
出，香港则是本次“橡皮鸭二重畅”全球展览
的首站。

“随着香港社会全面复常，我再次感受到这
里的活力与欢乐。”专程来港参加“橡皮鸭二重
畅”启航礼的霍夫曼对记者表示，期望本次展
览为香港市民及世界各地旅客带来新的乐趣，
也借此建立更多与亲朋挚友互动交流的机会。

“两只结伴同行的‘小黄鸭’重返香港，就像中文
里的‘囍’‘朋’二字，寓意好事成双、幸福加
倍！”霍夫曼说。

“香港，我们回来了！”展览主办方在官方网
站中写道，“橡皮鸭也很想念香港，这个夏天终于
能与大家再次相聚于维港。”夏日的暖阳里，两只

“小黄鸭”的金色倒影在粼粼的波光中泛起涟漪，
散发着艺术力量，也温暖着人们的心。

10年前曾在尖沙咀海边一睹橡皮鸭身姿的
市民杜小姐，9日特意与丈夫一同来到金钟添马
公园观展，笑言：“自己与鸭鸭一样，经过10年游
历，很幸运已找到可以携手出双入对的另一半。”

连日来，多家香港本地报刊用专版介绍橡

皮鸭的图文资讯；网络红人制作“打卡小贴
士”，教大家如何与“小黄鸭”拍出最美合影；
社交媒体设立专属账号，实时追踪两只小鸭的
海上动态……

“作为最接近‘小黄鸭’的地铁站，金钟站
已经化身‘橡皮鸭主题车站’，期望将欢乐与友
爱的艺术氛围带给每一位乘客。”港铁公司企业
事务及品牌总监蔡少绵向记者简介站内的橡皮
鸭脚印、贴纸及水滴等设计，地铁出口处一块
6 米高、24.5 米宽的半圆玻璃天窗也“摇身一
变”成鸭子图案，像一只充满好奇心的小鸭子
探头探脑，与维港畅游的一对橡皮鸭遥遥相
望。“这个设计呼应了霍夫曼的创作初心，期望
为繁忙的都市生活增添一份童心和趣致，也鼓
励乘客在步履匆匆中驻足片刻，细味生活。”蔡
少绵说。

除了海面上的橡皮鸭，主办方和艺术家还打
造了24款融合香港历史、文化风俗、社区特色和
地道美食的“小黄鸭”，推出“橡皮鸭二重畅”游香

港特色造型系列，分别登陆中环、铜锣湾、旺角、
九龙塘、沙田、青衣、东涌等24个港铁站。

“例如在红磡站，有头顶菠萝包、手持奶茶
的小鸭；在天后站，有化身舞火龙的小鸭；至
于尖沙咀站，自然是展出以钟楼为造型的小
鸭。”蔡少绵表示，市民和旅客可在不同车站发
掘熟悉而独特的香港元素，欣赏这座城市的别
样之美。

整个6月，“小黄鸭”将游走全港各区与民
众互动：橡皮鸭主题电车将每日行走港岛东西
主要路线；橡皮鸭主题天星小轮“晓星”号会
不定时接载乘客往返湾仔和尖沙咀；昂坪 360
缆车的“飞天橡皮鸭”“泡泡浴”等主题车厢也
陆续推出……

“相信橡皮鸭会为香港注入正能量和动力！”
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在社交平台上传“小
黄鸭”照片，并发文表示，希望每个人都能在橡皮
鸭前展露笑颜，于炎炎夏日留下快乐回忆。

（本报香港6月16日电）

“‘小黄鸭’，欢迎回到香港！”
本报记者 陈 然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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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临床研究显示，台湾研
制的中药复方‘清冠一号’，对新
冠感染者从轻症转重症的预防效果
可达八成；‘清冠二号’可使重症
患者死亡率下降七成。”詹永兆
说，疫情期间，这些药物一定程度
安定了民心，也增加民众对中医药
的信任度和利用率。

黄芩、鱼腥草、栝蒌实、北板
蓝根、厚朴、薄荷、荆芥、桑叶、
防风、炙甘草……詹永兆办公室的
茶几上，整齐摆放着“清冠一号”
的组成药材。他详细介绍药材特性
和产地，为其抗疫作用而骄傲。

2021年5月岛内疫情大暴发之
际，“清冠一号”投放市场，使用
效果良好，引发民众抢购。詹永兆
说：“这大大增强了民众对中医的
信赖。去年，台湾的中医利用率成
长四成，中医就诊人数增加到 800
多万。”

他说，传统观念认为中医只会
调理、保健身体，但这次抗疫让大家
发现，中医也可以治疗像新冠这样
的急症。现在，很多民众乐意走进中
医诊所，还会介绍别人去看中医。

台湾缺药危机持续有年，如今
不仅西药缺，中药也缺。詹永兆认
为，疫情发生后中医就诊人数大
涨，是缺中药的重要原因。“台湾
既有中药厂的产能最多增加两成，
与满足暴增的用药需求还有差距。”

据介绍，台湾目前有中医诊所
4000多家，约130家医院设立中医
科，中医师有近8000位，4所专业
院校每年能培养 300 多位中医师。
这构成了台湾中医药发展的基础。

“目前台湾中医发展越来越完
善，并能下沉到乡镇。”詹永兆
说，在中医师公会推动下，岛内医
疗 资 源 不 足 地 区 实 现 “ 巡 回 医

疗”，每周有 300 多位中医师下
乡。“我们有能力把中医资源带去
艰困的地方，照顾当地民众，这是
我们感到骄傲的地方。”

中医师公会还推动中医观念进
入中小学课纲，普及中医常识；坚
持举办“小小华佗营”，让家长带
小朋友体验中医；举办“中医嘉年
华”，让普通民众了解中医。“我们
一直努力向下扎根，让中医和更多
人联结。”他说。

两岸中医药同根同源，联系密
切。詹永兆说，两岸用来培养中医
师的典籍是一样的，中医师只有打
好这些经典的基础后，才能产生新
想法。他当初学中医时，老师都是
从大陆过来的。现在，台湾绝大部
分中药材需要从大陆进口。

在詹永兆看来，两岸中医药交
流一直非常频繁，台湾主要医学院
基本上都与大陆的医学院系建立了

“姐妹校”关系，师资学生一直在
互访交流。大陆很多院校的师徒
制，让台湾师生很欣赏，有很多台
湾中医师到大陆拜师学艺。

“两岸中医药是不分彼此的。”
他说，虽然疫情3年间大部分交流
中断，但相信会很快恢复热络。

“在中医药方面，两岸同仁想法是
一致的，希望互相分享好的经验，
大家一起努力让中医药在全世界发
光发亮。”

詹永兆最初从事西医工作，3
年后转回中医，因为他对中医的
亲近与信任根深蒂固。他说，中
医经典方剂都是千百年累积下来
的财富，是我们老祖宗同疾病斗
争过程中反复验证的“真实世界
的证据”。

出身中医世家的詹永兆在中药
的香味中长大，从小听父亲讲祖上

行医的故事。他的曾祖父曾在乡下
行医，翻山越岭去看一个病人，病
人看完病却没钱抓药，他的曾祖父
就拿钱给他去买药。“医者父母
心。父亲跟我讲的这个故事，一直

记在我心里，我们要有这种传承。
如今，我儿子也从事中医，他是第
五代了。”他说。

（据新华社台北电 记者章利
新、尚昊）

希望两岸携手把中医药做大做强
——访台湾中医师公会全联会理事长詹永兆

台北大街小巷中医诊所林立，稍有名

气的中医门诊挂号常常一号难求，中医与

台湾民众生活密不可分。尤其新冠疫情发

生后，中医药在台湾的接受度有明显提升。

台湾中医师公会全联会理事长詹永兆

近日在台北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医药在岛内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发挥重

要作用，成为民众信赖的抗疫伙伴、健康

助手。希望两岸携手把中医药做大做强，

造福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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