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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香港2024本地渔农美食嘉年华
在旺角花墟公园举办。活动共设有约 400
个展销摊位，其中超过 200 个摊位售卖香
港本地出产的渔农产品。此外，场内还有
多个香港本地美食、有机食品及家居用品
摊位。

图①:市民选购鲜花产品。
中新社记者 侯 宇摄

图②:工作人员介绍香港渔农产品。
图③:市民在渔展区透过虚拟现实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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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的蔡芳咏来自宝岛台湾，她和丈夫一起在位
于乌蒙腹地的贵州省毕节市共同经营一家古筝制造
厂，她同时也是一位古筝教师。

只要当天有网课，蔡芳咏就会在上午9点准时来
到古筝工作室，调整好琴位和手机角度后，开始一天
的教学。

她会柔声细气地一遍一遍纠正学生弹奏的幅度和
快慢，包括身体的松弛度。学生们也非常喜欢这位既
温柔又严厉的老师。

蔡芳咏出生于台湾高雄，受父母启蒙，5岁开始
习琴。2006 年夏天，她跟随学校的老师们一起来到
北京参加两岸音乐文化交流活动，这也是她第一次
来到大陆。在活动现场，她被两岸年轻表演者“琴
瑟和鸣”的演奏深深震撼，下定决心要到大陆学习古
筝专业。

父母抵不住蔡芳咏的“软磨硬泡”，最终同意她
只身前往北京，到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求学。2009年，
看到大陆的飞速发展后，蔡芳咏的父母也决定将自家
的古筝工厂从高雄搬到福建福州。

2012年，蔡芳咏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
每到假期，蔡芳咏都会从北京到福州看望父母。“我
也会利用假期到大陆各个城市旅游，大陆的变化日新
月异，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的特点，来过的人才能真正
体会这里的便利。”她说。

一次偶然的机会，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同习古
筝的毕节小伙彭士泳在朋友的推荐下，来到蔡芳咏家
的古筝厂购买古筝，两个同样爱好音乐的年轻人相遇
后很快坠入爱河，并组建家庭、定居毕节。

过去，蔡芳咏一直以为贵州山高路远。“提到贵
州就觉得这里很穷，‘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
无三分银’，但是来了之后才发现和想象中完全不一
样。”她说，毕节虽然山很多也很高，但交通很便
利，民族文化更是丰富多彩。

“去哪儿都有高速，很多地方还有高铁”“人很和
善也很包容，不会因为我是从台湾来的而有隔阂”

“美食很有特色，特别是酸汤、折耳根，我不仅能吃
还特别喜欢”“这里有彝族、苗族、布依族等少数民
族，大家相处都很融洽，少数民族文化更是丰富多
彩”……蔡芳咏细数着贵州的种种优点。

2020年，在夫妻二人的建议下，蔡芳咏的父母将
经营多年的古筝制造厂迁至毕节。蔡芳咏也在 2021
年获得中央音乐学院艺术学硕士学位，学成归来后的
她和丈夫一起接手了父母的工厂，又成立了专门的古

筝工作室，兼职担任古筝教师。
如今，阳光开朗的蔡芳咏不仅深深融入了乌蒙山

区的生活，也将乌蒙山区特有的少数民族文化融入了
自己的事业。

“贵州在租金、税收方面给予优惠，是我们迁
厂创业最大的底气。”蔡芳咏说，他们也在这里找
到了新的发展方向——将少数民族文化与古筝制作
进行融合。

在古筝厂的展示厅内，有几款古筝风格与市场上
常见的有明显不同，琴身均以黑色为底色，尤为厚
重，图案也别具一格。

蔡芳咏介绍，这几款古筝是和毕节市大方县的漆
器非遗传承人一起设计，融合了大方漆器工艺、彝族
用色习惯、贵州“无字天书”等文化元素。

“古筝与漆器工艺的融合，原本只是试一试，没
想到有‘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蔡芳咏说，大方
漆器工艺做出的漆的特殊密度能提升古筝音色，产品
得到了乐友们的高度评价。

“如何更好地把非遗文化融入古筝设计制作，是
我们未来的方向。”在蔡芳咏看来，拥有蜡染、苗
绣、苗银、大漆等非遗文化的贵州，是一块艺术宝
地，必将带给她更多文创灵感。

在大陆生活多年，蔡芳咏更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座
桥梁。“两岸音乐文化同根同源，在发展中各有特
色，只有碰撞交流才能共同进步，就像古筝和漆器一
样。”蔡芳咏说，自己准备借助古筝制造厂，在今年
启动“两岸筝情共响贵州”系列文旅活动，促进两岸
音乐艺术文化深入交流。

（据新华社贵阳电 记者潘德鑫）

“真美呀，仿佛一下子有无数首
诗涌现在眼前！”回想起 2017 年在故
宫博物院初见《千里江山图》时的场
景，《只此青绿》 导演韩真依然心潮
澎湃，“这幅画作有一种震撼心灵的
美感，值得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

自此，故宫藏品的惊鸿一瞥成为
舞剧《只此青绿》的创作缘起。随后
几年间，韩真携手导演周莉亚以精心
设计的舞蹈艺术重现了北宋少年画家
王希孟唯一的传世作品 《千里江山
图》，尽显中华文化的历史底蕴和美
学意趣。

据介绍，该剧香港场由中国东方
演艺集团等制作、香港特区政府康乐
及文化事务署呈献，2023 年 11 月开
票时，三场演出、共计逾4000张门票
在数小时内便悉数售罄。康文署为感
谢观众支持，决定加演两场，所有加
场门票也迅速售出。

《只此青绿》 采用时空交错式的
叙事结构，讲述一位现代故宫研究员
穿越时空，来到千年前王希孟即将
完稿之时，引领观众以展卷人的视
角 ， 伴 随 王 希 孟 绘 制 《千 里 江 山
图》，体会国宝文物与现代人之间的
情感连接。

“历史对王希孟这位‘天才少年’
只有寥寥数字记载，但我想他的执
着、孤独、韧性、好奇和热血都融进
了这幅画里。”为增强演出的说服力
和感染力，饰演王希孟的舞者张翰专
程拜师学画，以期更准确、更真实地
掌握人物举手投足时的气质，“希望
香港朋友可以尽情享受一个独具韵味
的青绿色夜晚。”

展卷、问篆、唱丝、寻石、习
笔、淬墨、入画……循着不同的篇章

纲目，旋转的舞台上闪过四季、晴
雨，无垠山河缓缓绘就，其画作背后
匠人们的制笔、织绢等传统制作技艺
也一一呈现。

《千里江山图》 全长约 12 米、高
约 5米，在令人惊叹的尺幅中，山峦
叠嶂，江河浩瀚，屋舍点缀其间，构
图宏大而精微，而最令人屏息赞叹的
便是色彩。历经千年，当部分颜料脱
落、绢布边缘泛黄，山巅的那一抹青
绿色却始终鲜亮如初。

古琴声起，舞者们身穿古朴的青
绿色衣衫，绰绰身姿化为山水连绵之
态，每一帧都如古画般淡雅清丽。

“我们取青绿之意、山石之形，并借
鉴现代舞的运动方式，呈现出山石棱
角分明的错落感。”韩真对记者介绍
说，其中有一个动作是舞者上半身后
仰，角度平至几乎与地面平行，该动

作被网友称为“青绿腰”，“实则在编
创中，我们称其为‘险峰’，是模仿
山峦险要和陡峭的部分。”

以人拟画，以画绘舞，一颦一动
皆成韵律。演出结束后，年轻的香港
观众鼓掌欢呼，久久不愿离场。市民
黄小姐惊叹表示：“被绝美的中国舞
剧深深震撼了！”香港文艺工作者梁
先生认为，舞剧大气浑融，虚实相
生，展现出《千里江山图》的古典韵
味，“是梦幻般的艺术享受”。

“谨以此剧致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及其创造者、传承者。”周莉亚表
示，能够以如此崭新的方式将文物意
蕴展现在万千观众面前，如同自己也
成为《千里江山图》的递藏者，将祖
国的瑰丽山河和优秀的传统文化传递
开去。

据悉，舞剧《只此青绿》于2021
年在国家大剧院首演，并荣获第十七
届文华大奖。当中的选段曾于 2022
年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文艺晚
会中以视频形式参演，广受香港市
民好评。

“香港荟萃了中西合璧的多元
文化，因此我们以这次香港演出揭
开 2024 年全球巡演的序幕。”韩真
说，剧团会全力以赴，为香港乃至全
球观众展现一幅独特而美丽的中国
画卷。

（本报香港1月12日电）

本报电 以“传承非遗技艺，‘乐’
联两岸亲情”为主题的两岸婚姻家庭
联谊活动近日在辽宁大连城市音乐馆
举办。

本次活动由大连市西岗区台办主
办，20多名在连台胞台属与亲朋好友相
聚一堂，以“艺”会友，以“乐”述情，共
同聆听穿越千年的华夏之音。

联谊活动 在 编 钟 演 奏 中 拉 开 序
幕，国乐体验、非遗制作等各项活动
精彩连连。

在国乐体验中，大家倾听国乐知
识讲解，近距离了解中国古典乐器，
并在工作人员的辅导下，现场学习了
古琴的散音、泛音、按音等技法。编
钟悠扬的乐点演绎出礼乐 《金奏》 和
国风曲 《醉月》，袅袅琴音引起全场共
鸣。台胞台属在金声玉振中感受着穿
越千年的“古今对话”，仿佛在解读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
密码。

在非遗制作环节中，台胞台属们一
起体验了传统拓印技艺，亲手制作非遗
竹编，在传承中国传统民间手工艺中感
悟中华文化根脉。

两岸婚姻家庭代表纷纷表示，作为
“两岸一家亲”理念的受益者和践行
者，要携手赓续文化血脉，守住两岸共
同的根，更要做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支持者和推动者，为促进连台交流往来
和融合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 台胞台属亲手制作非遗竹编。
主办方供图

乌蒙深处两岸情
——90后台青定居毕节做古筝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在港上演
本报记者 陈 然

清冷的月光下，北宋名画《千里江山图》在案上徐徐
展开，戴着眼镜的文博学者与身着宋代衣冠的少年相对而
立。两个人、一幅画，由此带领观众进入一片跨越时空的
写意山水……

千里江山灵动现，万顷青绿袅娉婷。近日，已走过全
国50座城市、演出近400场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舞绘
〈千里江山图〉》（以下简称《只此青绿》）首次登上香港文化中
心大剧院的舞台。

▲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舞绘〈千里江山图〉》剧照。
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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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时
期，蔡芳咏（右
三）在台湾高雄
演出。

▼ 蔡芳咏
在北京梅兰芳
大剧院演出。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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