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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澳门科学馆“发
现·养心殿”主题数字体验展吸引不
少观众。“观众漫步其中，身临其境
感受清朝皇帝处理朝政、日常起居的
点点滴滴，通过 VR、触屏、感应器
等数字化装置，与展品互动。”北京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朱鸿文说。

展览完全复刻养心殿前殿后寝的
布局。步入前殿居中的厅堂，举头就
看到雍正亲笔所提“中正仁和”，与
之对应的是“日监在兹”，表示此处
是 皇 帝 白 天 办 公 场 所 ， 数 字 展 项
是“朱批奏折”。故宫从馆藏中选
取了 58 份有代表性的奏折，将其
数字化，让观众通过触屏体验“批
奏折”。

“3分钟批阅5份奏折，都是古文，
看不懂可以按‘注释’，翻译成白话，模
仿皇帝批示‘好’或‘不好’，我都答对
了，跟皇帝想的一样！”13岁的初中生

袁语彤开心地告诉记者。
前殿最西面的一间是著名的三希

堂——乾隆皇帝读书、写字的地方，
乾隆皇帝御笔“三希堂”匾悬挂堂
内。“虽名为‘堂’，却小得出乎意
料。”袁语彤的妈妈刘慧乾女士说。
乾隆十一年 （1746年），鉴于王羲之

《快雪时晴帖》、王献之 《中秋帖》、
王珣《伯远帖》为稀世珍宝，乾隆皇
帝下令将其贮于此间，赐名“三希
堂”，为的是让“墨迹经数千百年治
乱兴衰、存亡离合之余，适然荟萃于
一堂”。此外，“三希”还有“士希
贤，贤希圣，圣希天”之意，体现出
乾隆皇帝的进取心和对中华文化的
热爱。

三希堂的数字书画定制装置选取
了《韩熙载夜宴图》等几幅名作，观
众只需用指尖轻触屏幕，便可体验中
国画的完整创作过程，还可用自己的

构思重新对画作进行构图、白描、设
色、题跋等互动操作，将自己的名字
制作成电子印章，盖在属于自己的定
制书画作品上，扫描下载收藏，现场
不少观众排队等待一试身手。

后寝殿居中的厅堂悬挂的匾幅是
“乾元资始”，戴上VR眼镜，室内的
所有陈设，比如桌案上摆放的青玉
12 生肖把玩件，就出现在面前，可
以近距离观赏，仿佛可以触碰皇家
收藏。

皇帝从前殿上朝归来，进入后寝
殿，首先是更换朝服。因此这个区域
设置了4面数字穿衣镜。观众站在镜
前，镜子里的自己就穿上了皇帝的衣
服，只要挥手，数字镜面感应到指
令，就可以换一套装束，共有便服、
常服、戎服、礼服、朝服等 6 套服
装。在专门根据孩子们身高设置的低
矮数字镜前，孩子们兴奋又新奇地尝

试着。旁边的展墙上，用文字和图片
对皇帝在不同场合所穿服装做了科
普，寓教于乐。

展览将养心殿里的多宝阁变身为
数字多宝阁，观众点击任意一件多宝
阁内的藏品，都可以放大、旋转甚至
拆解，看清其结构、材质、做工等，
全面了解故宫藏品。

后寝殿的末端最具人气，也颇有
趣味，这便是数字御膳房。想知道皇
家吃什么，“酿豆芽”“菊花火锅”

“素馅饺子”等 6 道宫廷菜就显示在
屏幕上，详列所用食材和具体制作步
骤，观众轻触屏幕即可体验制作全过
程。还能通过扫描菜单二维码，把制
作方法收入手机，回家如法炮制正宗
宫廷菜。“我把 6 道菜都下载到手机
里了，回去做一回御厨。”刘慧乾兴
奋地说。

（本报澳门5月13日电）

走进妈祖故里

精 彩 酷 炫 的 灯 光 秀 、 飘 逸 灵 动 的 古 典
舞 ……4 月 30 日晚，湄洲妈祖祖庙附近人声鼎
沸，热闹非凡，“守夜庆妈祖诞辰”活动在这里
举行。“10，9，8，7……”随着5月1日 （农历
三月廿三） 零时临近，来自海内外的妈祖信众
齐声高喊倒计时，迎接妈祖诞辰日的到来。当
零时的钟声敲响，千人齐声共唱生日歌，五颜
六色的烟花在祖庙上空竞相绽放，将活动推向
高潮。

5月1日上午，纪念妈祖诞辰1064周年大会
暨甲辰年春祭妈祖大典在湄洲妈祖祖庙天后广
场举行。上午10时许，天后广场礼炮齐鸣，旌
鼓擂动，编钟奏响。在司仪的主持下，仪仗
队、仪卫队就位，歌生、乐生、舞生就位。乐
曲声中，主祭人、陪祭人身着传统礼服，遵循
礼制，虔诚进谒。随着古乐奏响，舞生翩翩跳
起八佾舞，舞姿或曼妙或雄武，表现妈祖舍身
济难、慈海护航的精神内涵。

“台湾有三分之二的民众信仰妈祖，妈祖信
俗早已融入台湾民众的生活中。”参加大典的台
湾台中大庄浩天宫重建主委王经绽表示，两岸
同胞共同纪念妈祖诞辰1064周年，不仅是对妈
祖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而且能增进两岸民众的
感情。

2009 年 9 月，妈祖信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
我国首个信俗类世界非遗。迄今从湄洲妈祖祖
庙分灵的妈祖宫庙有1万多座，遍布五大洲50个
国家和地区，妈祖信众超过3亿。

体验民俗文化

“帆船头，大海衫，红黑裤子寄平安。”这
句莆田民谣生动概括了湄洲女头饰服饰的特
征。活动中，来自两岸的部分女记者体验了梳
理湄洲女发髻的过程，沉浸式体验当地特色文
化。参与体验的记者们表示，湄洲女头饰寓意
深刻，体现了丰富的海洋文化元素。

在妈祖信俗传习所，记者们体验了制作红
团的全过程。红团是湄洲岛的特色小吃，有豆
沙馅、糯米馅等。来自台湾东森电视台的记者
林君舫说，红团、妈祖面等当地美食很有特
色，外形、口味都有讲究。本次行程她将认真
用镜头记录湄洲岛的风俗民情，把精彩的电视
画面呈现给台湾民众。

在湄洲妈祖书屋馆，记者们见到了各式各样
的妈祖文创产品，大到妈祖塑像，小到零钱包、钥
匙扣、手机壳等日用品和各种挂件摆饰。负责书屋
馆文创产品的默娘文创设计总监施美英告诉记
者，由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台湾妈祖联谊会共同
主办的海峡两岸妈祖文创作品大赛于今年3月开
始征集作品，不少台湾选手踊跃参赛。希望比赛能
为两岸文创爱好者架起交流沟通的桥梁。

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董事长林金赞表示，
妈祖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历经千年传播与传承，对东亚海洋文化、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人文交流产生了重要而深
远的影响。举办春祭妈祖大典等一系列活动，
就是要讲好妈祖故事，打造妈祖文化的国际品
牌，提升妈祖文化的海内外影响力，当好妈祖
文化的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

共促融合发展

近年来，湄洲岛以妈祖文化为纽带，围绕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积极探索海
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赋予台胞岛民待遇、给
予在岛创业就业台胞生活补贴、推动湄台乡建乡
创合作……如今，湄洲岛已成为大陆吸引台胞最
多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并获批设立国家级海峡两
岸交流基地、台胞旅游专项落地办证点等。

在湄洲妈祖祖庙圣旨门广场，来自台湾宜
兰的台胞王淑华和她的丈夫饶瑞和经营的餐车
小卖部出售多种小吃和饮料。王淑华表示，因
为妈祖文化的吸引力，她和丈夫选择了在湄洲
岛工作生活。在经营餐车之余，她投入不少精
力在弘扬妈祖文化上，每天负责多场服务参观
者的讲解。“能在妈祖的‘脚下’当志愿者，我
感到很荣幸、很自豪、很开心。知道妈祖祖庙
在哪里，就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2019 年初，我在湄洲岛开了一家复合式
音乐餐厅，游客可以在这里边听音乐，边吃
饭喝咖啡。如今，随着各种惠台政策的落实落
细，我对未来发展更有信心，目前已经开了6
家餐饮店，烧烤、调酒、西餐等一应俱全，多
种业态满足游客的不同消费需求。”台胞郑雅
萍说。

“我在台湾参加过很多妈祖信俗活动报道，
这次来妈祖故里特别高兴，在湄洲岛感受‘海
上和平女神’的魅力，更深刻地体会妈祖文化
中立德、行善、大爱的精神。”台湾电视媒体人
赖正凯说，媒体可以通过年轻人喜闻乐见的传
播方式，让妈祖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弘扬。

“在湄洲岛感受‘海上和平女神’的魅力”
——两岸媒体记者共探妈祖文化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文/图

“在湄洲岛感受‘海上和平女神’的魅力”
——两岸媒体记者共探妈祖文化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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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门深度“游览”故宫养心殿
本报记者 富子梅

参加春祭妈祖大典、共
同体验妈祖信俗、了解台胞
在妈祖故里湄洲岛的创业生
活情况……日前，“三月廿
三媒体湄洲行”联合采风活
动在福建莆田湄洲岛举办。
来自海峡两岸的数十名媒体
记者共同探寻妈祖文化，了
解湄洲岛在探索两岸融合发
展新路中的实践成果。

5 月 12 日，“寻味香
港 云南出发”香港云南
美食交流活动在云南省
昆明市举办，咖喱鱼蛋、
港式丝袜奶茶、西多士等
香港美食为现场市民带
来“港式风情”。

图为活动现场。
中新社记者
李嘉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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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记者
董雪）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3日表
示，民进党自2016年上台以来，拒
不承认“九二共识”，顽固坚持“台
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
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鉴
此，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
今年世卫大会，这一决定有充分理
由和坚实法理依据。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第
77届世界卫生大会注册13日截止，台
湾方面仍没有收到与会邀请。与此同
时，民进党当局称，不让台湾参加世卫
大会将导致“国际防疫体系出现缺
口”。请问中国政府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
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
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
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国
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
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
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
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
会第 2758 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
2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

“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
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
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汪文斌说，民
进党自 2016 年上台以来，拒不承认

“九二共识”，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
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
治基础不复存在。鉴此，中方决定不
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这
一决定有充分理由和坚实法理依据，
既是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也是为
了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
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汪文斌说，一段时间以来，民
进党当局和个别国家蓄意歪曲挑战
联大第2758号决议，炒作所谓“台
湾地位未定论”，鼓吹支持台湾参加
包括世卫大会在内的联合国系统多
边论坛，误导国际舆论，挑战国际
社会一个中国共识。“这种践踏国际
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开历史

‘倒车’的行径绝不会得逞。”
汪文斌表示，民进党当局和部分

国家声称，不让台参加世卫大会将导
致“国际防疫体系出现缺口”，并以此
为借口鼓噪支持台“有意义地”参与
世卫组织，这完全是政治谎言。在一
个中国原则前提下，中国中央政府对
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务作出了
妥善安排。过去一年，中国台湾共
有21批24人次提出参加世卫组织技
术活动的申请，中国中央政府均予
以批准。台湾地区设有 《国际卫生
条例》 联络点，能够及时获取世卫
组织发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
息，也能够及时向世卫组织通报。

“事实充分说明，中国中央政府
在解决台湾同胞关心的卫生健康问
题上是诚心诚意的，采取的积极措
施是切实可行的，台湾同胞健康权
利是有保障的。”汪文斌说。

汪文斌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
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
方作出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
卫大会的决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
泛理解和支持。挑战一个中国原
则，没有前途。开历史“倒车”，绝
无出路。任何打“台湾牌”、搞“以
台制华”的图谋只会遭到国际社会
的坚决反对，注定以失败告终。

本报北京5月13日电（记者张
盼） 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注册日期
于13日截止，台湾方面再次无法参
加世卫大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
斌华当日就此答记者问。

陈斌华指出，关于中国台湾地
区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我
们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
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
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
卫生大会第 25.1 号决议确认的根本
原则。2009年至2016年，在两岸均
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
识”基础上，通过两岸协商，台湾
地区以“中华台北”名义、观察员
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这是在坚
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
识”基础上，通过两岸协商作出的
特殊安排。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

“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九二
共识”，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
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台湾地区无
法参会，完全是民进党当局造成的。

陈斌华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
华民族，是一家人。我们始终关心
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对台湾地区
参与全球卫生事业作出了妥善安排。
过去一年，中国台湾医疗技术专家参
加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共计21批24人
次。在《国际卫生条例》框架下，世卫
组织向各地通报的任何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信息，台湾地区也都能及时获
得。显而易见，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
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渠道充分畅
通，获取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
息和支援的渠道完全有效，台湾同
胞的健康权利得到切实保障。

陈斌华指出，近期，民进党当
局利用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共卫生议
题的关注，一再操弄台湾地区参与
世卫大会问题，真正目的是借此凸
显所谓“主权地位”，真实用心是

“以卫谋独”，挑战国际社会坚持一
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民进党当
局的欺骗、挑衅行径早被两岸同胞
和国际社会识破，必遭挫败。

本报沈阳电（记者任成琦） 以
“推动两岸交流 共图民族复兴”为
主题的第十一届“大江论坛”——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精英论坛日前在辽
宁沈阳开幕。论坛由台湾民主自治
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办，两岸各界约
150 位嘉宾齐聚一堂，共同交流创
新思想、分享融合经验、探索复兴
新路。

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
会主任刘赐贵致辞表示，青年是民
族的希望，诚挚邀请台湾青年尤其
是从来没有到过大陆的台湾青年来
大陆走走看看，亲身感受大陆的发
展进步，增进两岸青年相互了解。

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副主
席兼秘书长江利平致辞表示，只要
两岸同胞携手同心、行而不辍，必
将牢牢掌握民族命运的主动权，汇
聚起推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磅
礴伟力，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挑
战，迎来两岸关系的春暖花开，共

创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
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元、新党

主席吴成典等岛内人士通过视频致
辞。吴荣元表示，民进党应回归民族
立场、顺应历史大势，积极回应大陆
方面提出的政策举措，重建两岸政治
互信，开启两岸善意互动，推动两岸
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吴成典表示，我
们要共同用心用力用智慧促成两岸
和平统一、推动民族伟大复兴。

开幕式后，7 位来自不同领域
的两岸青年代表作主旨发言，就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大陆创业
生活等议题进行分享，表达了对促
进两岸交流合作、推进祖国统一进
程、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期许。

大江论坛自 2014 年创办以来，
围绕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搭建特
色交流平台，广邀两岸各界代表性人
士，围绕两岸青年、历史文化、养老健
康等众多议题开展交流研讨，促进两
岸思想文化、情感理念的不断融合。

外交部：

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

国台办：

台湾方面无法参加世卫大会完全是民进党当局造成的

第十一届“大江论坛”在辽宁举办

近日，在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东屏街道爱民村虹园果农果蔬基地，工
人们采摘上海青蔬菜，准备销往粤港澳大湾区。 朱红生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