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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汇之地，多
元的民风习俗、饮食文化和艺术形式
在这里扎根交融，不仅造就了独特的
历史文化景观，也形成了珍贵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

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积极推进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适时更
新非遗清单，并将具条件的清单项目
列入名录，并通过举办专题展览、资
助非遗传承人、促进教育推广等方
式，保护澳门具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截至目前，共有70个项目列
入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12个项
目列入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
中，粤剧、凉茶制作技艺、鱼行醉龙
节、南音说唱、妈祖信俗、土生葡人
美食烹饪技艺和土生土语话剧等11个
澳门非遗项目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全方位展现了澳门独特的
历史文化积淀。

澳门土生文化研究学会理事长黎
若岚认为，土生土语话剧、土生葡人
烹饪技艺等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对澳门开展非遗保护工作、构
建澳门多元形象具有积极影响。澳门
国际音乐节、澳门艺术节、澳门美食
节等年度大型活动的举办，也为南音
说唱、土生葡人美食烹饪技艺等非遗
项目提供了展示平台，拉近了市民与
非遗的距离。

为鼓励社会各界加强对澳门非遗
的了解，积极参与非遗的保护、延续
和推广工作，特区政府文化局以传统
节日、民俗活动等为契机，定期推出

不同主题的“非遗零距离工作坊”，
邀请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讲授教学，
市民可免费报名参与，近距离感受非
遗魅力。澳门市民程女士参加了于去
年 12 月举办的“广彩制作工艺工作
坊”，和孩子共同制作了一件广彩瓷
盘。“亲手操作之后真正感受到了广
彩技艺的精湛，未来期待可以和孩子
参与更多工作坊，了解澳门及内地的
非遗项目。”她说。

澳门特区政府日前还增设了非遗
网上申请服务，相关人员及机构可通
过网络进行“项目列入非物质文化遗
产清单”“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单位”“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三项申请，进一步为非遗保护工
作提供便利。

在积极发掘、保护本地非遗的同
时，澳门也同内地多个省份展开交流
合作，分享非遗项目传承保护经验，
助力澳门非遗“走出去”。在澳门理
工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林发
钦看来，澳门非遗具有融汇中西的独
特性，推动澳门非遗“走出去”可以
充分展现澳门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
元文化共存的人文魅力，促进澳门旅
游业和文化创意等产业的融合发展，
助力澳门发展建设成为世界旅游休闲
中心。

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表示，过去
一年来，数十个澳门非遗项目及相关
非遗团体在内地多个省份开展了一系
列展示活动，吸引了大批内地民众参
与，进一步提升了澳门非遗的知名
度。未来将继续搭建更多展示平台，
支持与鼓励相关团体举办不同的非遗
活动，进一步保护和推广澳门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

师承浙派

斲，音琢，削斫之意。斲琴，就是择
良木斲作成琴的艺术。古琴有三千年以上
的悠久历史，是中国最早的弹拨乐器之
一，位列“琴棋书画”四艺之首。与古琴
相关的艺术除了演奏外，还有琴谱解读和
造琴，合称“琴、谱、斲”。

浙派古琴大家徐文镜“琴、谱、斲”
三者俱善。20 世纪 40 年代，他因治疗眼
疾而来港定居，机缘之下将斲琴的艺术传
授予蔡昌寿。

“蔡福记”的前身为祖父蔡春福在
1904 年于汕头创办的潮州乐器店。1935
年，蔡家移居香港，其父再开设乐器制造
厂，主营传统潮州和客家乐器，兼造西洋
乐器。

整日流连于父亲的乐器铺，蔡昌寿自
小便对古琴、古筝、小提琴等中外乐器感
兴趣。有一回，19岁的他受父亲之命将修
好的古琴归还给徐文镜，未曾想自此结下
师徒缘分。

不久，蔡昌寿央求徐文镜收他为徒，
未被当即应允，后经人推荐才如愿。逐渐
失明的师父以手代眼“口传心授”指导他
斲琴要领，徐氏一脉的古琴艺术从此在香
港落地生根。

从面板与底板的厚薄、纳音的高低、
龙池凤沼的搭配，再到岳山、承露、雁足
等配件的安装，蔡昌寿跟随师父学艺 9
年，技艺日益精进。

1969 年，“蔡福记”由年富力强的蔡
昌寿主理，并更名为蔡福记中西乐器制造
厂，斲琴数量逐渐增加。他说：“古琴是
文人乐器，也与我性格匹配。”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蔡昌寿亲自斲
琴超过250张，包括十余种式样。

匠心独运

从原木到良琴，需经寻选良木、开斲
琴形、刨琴面、挖共鸣箱、打磨、上漆、
张弦等九个步骤，从头到尾都要由制琴者
一人完成，这是蔡昌寿琴艺的一大特色。

由于木材是塑造琴身最重要的因素，
寻找良木是蔡昌寿最重视的传承课题之
一。琴材以存放多年、自然干燥的旧杉、梧
桐和梓木为首选，不易变形，且发音清透。

由于杉木广泛用于中国南方的旧建
筑，拆旧屋得来的梁柱、大门或旧木家具
往往内藏经历百年寒暑的珍贵琴材。虽然已
储备不少百岁古木，但只要知道哪儿有旧屋
拆卸，蔡昌寿都会迫不及待地跑去“寻宝”。

自开木算起，完成一张琴平均需耗费
200 小时，每一步工序都需艺人以细腻的
技巧和敏锐的感觉来做到匠心独运。

跟随蔡昌寿学艺 20 余年的关嘉汇，
现在是蔡昌寿斲琴学会的副会长。为了实
现琴面效果，他曾在两张琴的上漆环节前

后花费三年时间。前两年半是在琴面层层
叠叠堆起凸颗粒，形成如同菠萝的纹理，
最后半年把它们磨平，显现出一环一环的
漆色层次，再上熟漆并退光。

来自新加坡的黄良喜跟随蔡昌寿学习
近 10 年。他说，有的琴追求音色温润，
有的专注琴身质感，做不同的琴为了实现
心中不同的理想。谈及做琴的体会，他
说，师父教给他最要紧的是珍惜和尊重材
料。“斲琴人和材料之间是一种对等的关
系，尊重材料原本的条件，而不能硬要它
怎么样，要顺其自然。”

弦音不绝

1992年，蔡昌寿生了一场大病。他遣
散了乐器厂的全部雇员，全力与病魔抗争。

大病初愈后，蔡昌寿曾认真地考虑就此
退休。这时，好几位与他有深交的香港琴人请
他开班收徒，把珍贵的斲琴艺术薪火相传。

经再三请求，他的斲琴研究班终于在
1993年7月开班授课。昔日的厂房被改作
教室，徒弟们用到的工作桌、工具和材料
都由蔡昌寿提供，这位乐器厂的主人由此
开始了他的传艺生涯。

斲琴艺术通过师传而承袭，并在琴人
之间流传。蔡昌寿希望弟子们把斲琴视为

艺术修为，而非图利的手段。想要拜入师
门，不必有木工经验，性别亦没有限制，
但要会弹奏古琴，因为蔡昌寿觉得不懂得
弹琴的人无法分辨琴的优劣。

“古琴艺术”于 2014年列入第四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018年，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第五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蔡昌寿入选。他成为香港特区第三
位非遗传承人。

古琴的形制于约 1800 年前的魏晋时
期已经定型。现存唐代的琴曲，仍可复现
弹奏，穿越千年的音符宛若天成。

“古法”精深，如何传承？在蔡昌寿
看来，“古法”并不代表穿着古装刻意使
用已淘汰的旧方法工作。古人格物致知，
对乐理有了透彻理解，才找到打动人心的
琴音，因而正确学习古人对音乐的理解，
才是传承“古法”的关键。当现代技术比
旧方法好，他便不会守旧。

30年春风化雨，蔡昌寿累计收了超过
50名来自内地、香港和澳门的学徒。“斲
琴人”三个字是他对自己的称呼。虽已耄
耋之年，他逢周末仍会来到工作室，陪伴
徒弟们制琴。工坊里做木工的声音令他安
心，仿佛又回到了初见古琴的时光。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郑欣）

本报电 （钟欣） 竹藤编
DIY、采茶制茶体验、茶文化
讲座……近日，30 余名台胞
及两岸家庭成员走进福建省泉
州市安溪县，近距离欣赏茶乡
风光，体验安溪茶文化与特色
技艺。

泉州安溪是世界名茶“铁
观音”的发源地。来自台湾高
雄的刘天均是“茶叶发烧友”，
品味到正宗“铁观音”是他此行
的最大收获之一。“我之前在
台湾、潮汕都很爱喝茶，去年
来泉州后亦是如此。令我意外
的是，安溪的竹藤编也极具特
色，孩子们都很喜欢。”

此次活动有多位台胞带着
孩子参加，竹藤编DIY和茶文
化讲座寓教于乐，欢乐的童声
此起彼伏。“孩子们既体验了安
溪特色，又感受到福建的传统
茶文化，很有意义。”刘天均说。

“ 其 实 到 哪 里 玩 是 次 要
的，重要的是我们走出来了，
而且在一起。”台商林金城表
示，平时大家都忙于工作，很
少和孩子、朋友一起出门呼吸
新鲜空气，聊聊天。

近年来，林金城深耕泉州
台商投资区的台青创业园，为
台湾青年提供跨境电商培训及
经营服务，引导台湾青年来泉
州就业创业。他的妻子是泉州
惠安人，孩子也在这里出生，
此行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交
流活动，无论是和台胞，还是
和大陆的朋友们，多多交流接
触才能达到心灵契合。”林金
城说。

▼ 台胞家庭在活动中体
验制茶工序。 吴冠标摄

百年古琴铺的香江传音
每到周末，位于九龙西部石硖尾的一间约10平方米的古琴工作

室便热闹了起来，锉刀及各种工具的声音此起彼伏，斲琴匠人不时
停下来用手把握琴的弧度，而一旁墙上等待张弦的古琴漆面洁净无
瑕，让这个充满古韵的空间显得很是明亮。

这里就是百年古琴铺“蔡福记”。它在20世纪30年代从汕头迁
至香港，第三代传人蔡昌寿（又名刘昌寿）是为数不多承袭南宋始
创的浙派古琴艺术的斲琴人。

斲琴技艺在蔡昌寿及越来越多的香港琴人中薪火相传，传递千
年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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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昌寿坐在古琴工作室里。 新华社记者 陈 铎摄
◀ 蔡昌寿的徒弟李飞在制作古琴。 新华社记者 陈 铎摄
▲ 蔡昌寿坐在古琴工作室里。 新华社记者 陈 铎摄
◀ 蔡昌寿的徒弟李飞在制作古琴。 新华社记者 陈 铎摄

澳门非遗展新姿
本报记者 金 晨

新鲜的本地产鸡肉，辅以来自东南亚的姜黄粉、椰汁调
味，以传统葡式技巧进行烹调，最后加入产自欧洲的葡萄酒增
香，一道澳门特色“非遗美食”葡国鸡即可香喷出锅。

在近期于广东珠海举办的粤港澳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交
流大会上，土生葡人美食烹饪技艺、葡萄牙瓷砖画制作工艺、
中式裙褂制作技艺等近10个来自澳门的非遗项目集中亮相，一
展澳门非遗新姿。

▲ 在粤港澳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大会上，模特展示由澳门手工
艺者设计制作的中式裙褂。 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供图

▲ 在粤港澳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大会上，模特展示由澳门手工
艺者设计制作的中式裙褂。 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供图

受寒潮影响，台湾多地近日迎来降雪天
气。银装素裹的雪白世界令民众兴奋不已，大
家纷纷来到户外“追雪”，感受冰雪魅力。

▲ 宜兰明池森林游乐区的雪后美景。
明池森林游乐区供图

▶ 游客在台北阳明山赏雪拍照。
图片来源：香港中通社

▼ 游客在宜兰太平山观景台开心玩雪。
黄义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