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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新”而行：

创新推动香港医健行业“智慧”发展

在台北故宫“看见”《红楼梦》
本报记者 孙天霖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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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人工智能正逐渐成为香港医
疗药械领域创新的关键驱动力。”研究人工智能医学影像的
香港科创企业负责人李卓文一边操作着面前的屏幕，一边熟
练地用普通话向前来参加第十五届“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
展”的参观者们介绍。

近年来，得益于香港全力推动国际创科中心建设，大数
据、深度学习等技术手段在香港医疗领域也得到更广泛、深
入的应用，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医疗创新枢纽。

科技助力，推动医健新发展

走进展厅，一件件外观新颖，备受瞩目的科技医疗产
品，直观地将参展企业的创新理念及研究成果呈现在观众
面前。

日前举行的第十五届“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是由香
港贸易发展局推动的第三届“国际医疗健康周”的重点活动
之一。该展览以“智慧医健 创新体验”为主题，吸引了来
自8个国家及地区约300家展商参展。

在“医院仪器展区”，展商集中介绍了人工智能在专业
电子医疗设备中的运用，包括超声波、影像显示器、麻醉专
用仪器及手术工具等。

而“人工智能专家问诊系统”和“医疗大数据分析平
台”的亮相，则实现了从问诊到用药指导全程覆盖，进一步
打通了诊疗产业链。

“五年前，我第一次在香港参展时，参观者大多对人工
智能的概念一知半解，更别提向他们推广在医疗领域的运用
了。”医疗工程专业的李卓文毕业后一直从事相关工作，在
医疗用品研发领域有着丰富经验。

国家“十四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
心。2023年以来，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和香港特区政府积极
推动下，内地与香港创科合作愈加紧密，香港创科发展势头
向好，李卓文把公司从深圳拓展到了香港。

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感叹，以前在香港从事高科
技行业很难赚到钱，现在特区政府和市民都已认识到，创科
才是香港未来发展的关键。

“将人工智能辅助医学影像分析系统用于辅助诊断、病
变检测和分类，能帮助医生提高诊断准确度和工作效率，加
快诊断流程，还能一定程度缓解香港公营医疗系统人手短缺
的问题。”李卓文说。

多元平台，打造医疗新枢纽

展会上，多家展商展示了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系统、手术
机器人等新产品、新应用，让人们对展会主题“智慧医健
创新体验”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科技动感的外形，90多种可随意切换的虚拟场景，仿真
的差异化训练……如机械臂一样可佩戴在上肢的康复机器
人，从多维度实时模拟人体上肢运动规律，为患者提供了运
动、视觉等多方面感官刺激，减少训练时间的同时，还能提
升康复效果。

“以前这类康复机器人只有国外才有，现在中国也设计

出来了，而且价格上有明显优势。希望更多中国产品能从香
港走出国门。”来自深圳的参展商刘洋说。

展会现场，多家外国医药企业与香港企业达成合作
协议。

“‘港澳药械通’政策让创新药械更容易通过香港走进
内地，粤港澳大湾区有市场规模、科技创新、政策等多重优
势。”来自美国的刘易斯期待更多共赢合作。

产学研合作，掌握市场新脉搏

在“初创展区”，多家香港科研及学术机构，包括 6 家
本地大学都在此参展，第一时间展示他们的创新理念及研究
成果。

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的王东，加入了校友成立的医疗器
械研发初创公司，专注自动化辅助生殖相关研究。

“公司创始人几乎都是港科大毕业的，今年我们项目被
学校选中前来参展，为我们找到投资者和合作机构提供了便
捷渠道，能帮我们最新科研成果更好落地。”王东说。

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积极推动产学研合作，让企业、大
学、科研机构互相配合，促进技术创新上下游的对接与融合。

“香港拥有亚洲领先的医学院和工程学院，知识产权保
护体系完善，而且有独特的‘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技
术+市场’优势。”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生物及化学科技学系系
主任周铭祥说，这些优势正有力支持香港医健领域培育新质
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郭 辛）

黛玉送给宝玉的荷包、宝钗屋
内摆放的土定窑花瓶、王熙凤钟爱
的掐丝珐琅手炉……这些《红楼梦》
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物品，现实中
长什么样？近日，台北故宫博物院推
出“看得见的红楼梦”特展，以古典
名著《红楼梦》为题，汇集台北故宫
博物院、台湾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
馆馆藏珍品，通过展出书中对应的

“异物奇货”，希望引领观众通过器
物导览，领略这部文学巨著的魅力。

“看得见的红楼梦”特展展出
清代的玉器、服饰、器物、家具等
逾百件展品，与 《红楼梦》 中贾宝
玉和十二金钗的生活细节相互参
照。“ 《红楼梦》 虽是虚构小说，
但作者曹雪芹生于盛清豪富之家，
小说中所描绘的事物细节来自自身
的生活经历，写实度极高。”台北
故宫博物院器物处助理研究员、本
展策展人王亮钧在专题讲座暨学者
座谈会上表示，小说中的人通过

“物”的点缀，显得立体而有温
度，同时“物”也让小说有了画
面，成为看得见的《红楼梦》。

王亮钧介绍，展览以“大雅可
观”“异物奇货”“一番梦幻”三个
轴线呈现，其中“大雅可观”部分
聚焦作者出身江宁织造世家的背景
经历，展现盛清时期贵族世家精致
繁华的物质生活；“异物奇货”部
分集合了书中描述的舶来品，将贾
府一众青年男女“走在时尚前沿”
的风采展现无余；“一番梦幻”部
分再现了书中主要人物的房屋摆
设、起居用品。

特展开幕当天，多样精选展件
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观赏，一同品味
小说中富贵繁荣的似水年华。“晴雯
撕扇”“宝钗扑扇”“元妃赐扇”……扇

子是《红楼梦》中最常出现的日常物
品，也是推动剧情进展的关键元素
之一。在人物精选展件部分，一把

“清白绸彩绣嵌珠宝翠玉花蝶团
扇”，引人想象出“湘云醉卧”的
美丽场景。而同样展现贾府奢华生
活的还包括书中王熙凤、探春闺房
都曾出现的珍贵汝窑，此展也展出
一款“北宋汝窑青瓷碟”，天青釉
色温润典雅，釉薄处隐现浅粉色光
泽，展现内敛、高雅气质，让人想
象清代贵妇的美学品味。

《红楼梦》 中有大量来自外国
的舶来品，本展展出的“清乾隆金
镶东珠猫睛石嫔妃朝冠顶”，累丝
金凤奢华富丽，是富贵身份的象
征，让读者怀想贾元春当“元妃”
时贾府的灿烂岁月。还有一件“欧
洲 十 八 世 纪 铜 嵌 金 星 玻 璃 鼻 烟
盒”，盒盖嵌长方金星玻璃片，密
布金属微粒闪烁星点光泽，是当时
最新潮、时尚的舶来品，据介绍可

能是贾宝玉拿来给晴雯治头痛的鼻
烟盒原型。

此外，“看得见的红楼梦”特
展也展出台北故宫博物院、台湾图
书馆及台大图书馆珍藏与 《红楼
梦》 有关的文献。如台北故宫博物
院所藏 《红楼梦图咏》，是首部以
勾勒 《红楼梦》 人物图谱为主的木
刻版画画册。

“看得见的红楼梦”特展为期
两年，将持续至 2026 年 5 月。据介
绍，展出期间将配合举办多场讲
座，邀请岛内爱好 《红楼梦》 的民
众从不同视角，共品名著。

王亮钧说，期待“看得见的红
楼梦”让更多人“看见”《红楼
梦》。以家喻户晓的文学名著为主
题策展，是拉近博物馆与民众距离
的一次尝试。“人人都爱听故事。
我希望通过文物陈设，帮助大家进
入故事的情境。”他表示。

（本报台北电）

本报电 （钟欣）
甲辰年海峡两岸恭祝
炎帝千秋圣诞大典暨
湘台青年文化交流系
列活动近日在湖南省
炎陵县启动，海峡两
岸近 300名嘉宾共同拜
谒炎帝始祖，开展文
化交流座谈，体验炎
陵民俗文化。

炎帝陵是中华民族
始祖炎帝神农氏安寝圣
地。1989年1月，台湾
民众专程赴炎帝陵谒
祖，并迎回一尊炎帝木
雕塑金圣像，开创台湾
同胞来炎帝陵谒祖的先
河。2010 年以来，海
峡两岸已共同举行祭祀
炎帝和相关文化交流活
动11次。

在湘台青年文化交
流座谈会上，来自湖
南工业大学、东莞台
商子弟学校、中华友
好城市协会的两岸青
年及专家学者齐聚一
堂，围绕“中华传统
文化在两岸的传承与发
展”深入探讨，共同弘
扬炎帝精神。

专 家 学 者 表 示 ，
炎帝神农文化承载中
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
基因，富有强大生命
力和广泛包容性。千
百年来，神农炎帝鏖
战洪荒的艰苦创业精
神、自强不息的开拓
创新精神、厚德载物
的民族团结精神、为
民造福的敬业奉献精
神，激励一代又一代
炎 黄 子 孙 团 结 奋 斗 、
披荆斩棘、破浪前行。

湖南省台办副主任
郭俊彦说，炎帝神农连结两岸文化交
流，是两岸共同文化基因、血脉基因
的根脉，两岸青年要坚定中华文化自
信，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传承者、
弘扬者。湖南将积极推动湘台交流交
往、融合发展，持续为湘台青年成
长、成才、成功创造更好条件、更多
机遇。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两岸文
化同源、血脉相连”“湘台一家亲，文化
共传承，两岸青年应通过文化交流来
增进相互了解、联系情谊”……座谈会
上，两岸青年结合自身感受经历畅所
欲言，认为要抓住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的机遇，做两岸融合发展的“沟通者”、
正能量的“传播者”。

此外，当地还举行了甲辰年海峡
两岸恭祝炎帝千秋圣诞大典，两岸人
士共祭中华民族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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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日本著名动漫形象“哆啦 A 梦”（机器猫）“快
闪”活动在香港上环的一处公园内举行，吸引了不少香港市
民的关注。

上图：图为市民
在与“哆啦A梦”雕
塑拍照留念。

中新社记者
郑嘉伟摄

右图：图为一名
“粉丝”在观赏雕塑。

中新社记者
侯 宇摄

图为展览现场。

▲在第十五届“香港国际医
疗及保健展”上，展商向参观者
介绍科技医疗产品。

新华社记者 龙镜伊摄

◀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和香
港特区政府积极推动下，内地与
香港创科合作愈加紧密。图为河
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
内的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

新华社记者 梁 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