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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松芦湾海域的海洋牧场，海上耕作一片繁忙景象。近年来，连江县大力发展深远海养
殖模式，采取科技兴海、财税扶持等措施，打造从养殖、销售到餐桌的一站式供应链，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王旺旺摄 （人民视觉）

本报香港 7 月 11 日电 （记者陈
然） 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
化节香港分会场活动日前在香港西九
文化区戏曲中心圆满举行，这是该活
动首次在港设立分会场。

本届戏剧文化节由中国戏剧家协
会、粤港澳大湾区中华戏曲协会主
办。作为本届戏剧文化节参演剧目，

由江苏省扬州市扬剧研究所创排的大
型扬剧 《郑板桥》 在香港西九文化区
戏曲中心上演。该剧由中国戏剧梅花
奖获得者李政成领衔主演郑板桥一
角，其文武兼备的精彩表演，让一个
具有现代审美意象的郑板桥活现舞台。

李政成对记者表示，该剧聚焦郑
板桥中年与暮年两次客居扬州的生活

片段，巧妙勾勒出他独特而奇绝的性
格特质以及丰富多彩的人生历程，并
以细腻的笔触展现出清代扬州的市井
生活画卷，为香港观众带来一场穿越
时空的传统文化盛宴。

另外，由扬州市扬剧研究所呈献
的“扬剧折子戏专场”也收获香港戏
迷的一致好评。《史可法·沉江》《挑滑
车》《鸿雁传书》 等剧目刚柔并济，全
面展示了扬剧艺术的独特魅力和深厚
底蕴。

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香港分会场活动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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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话文学生涯

台湾作家陈若曦在台湾大学外文系就读期
间，与同学白先勇、王文兴等人共同创办了

《现代文学》杂志，作家三毛的处女作正发表于
此。在2024两岸文学论坛中，陈若曦回忆起自
己的文学生涯，并对从大陆来台的小学老师深
表感激。

“我读到小学六年级时，因为家境不好，准
备不读了，要去做工。那时一位大陆来的老
师，记得姓郑，到我家来，要爸爸答应让我继
续读书。”陈若曦对记者说，后来她考上了台湾
数一数二的中学，接着进入台大，又去美国约
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读写作硕士，都要感谢郑老
师当年坚持劝她读书。

“文学创作之路很辛苦，要做好为之付出的
准备。我常常鼓励年轻人，热爱什么就去做，
既然选择去做就要努力。热爱文学，为文学奉
献，总会有自己的收获。”陈若曦说，文学体现
在两岸生活、人文、性格等方面，因此进行文
学交流十分必要。

作为“海峡论坛”首次设立的文学主题板
块，本次论坛包括开幕式、“两岸小说散文创作
成就与特色”和“两岸诗歌传承与创新”为主
题的两场文学分论坛、名家讲座、经典文学诵
读音乐会和两岸青年联谊会等内容。

台湾诗人杨宗翰介绍，《创世纪》诗刊在上
世纪 80 年代便已推出 《大陆名诗人作品 120
首》《两岸诗论专号》等，台湾读者对只隔着一
道浅浅海峡的大陆诗人，相信绝对不陌生。诗

歌分论坛10位对谈的两岸嘉宾，有50岁的年龄
跨度，但因为热爱诗歌，他们在诗歌里一样永
葆青春、一样怀抱激情、一样以诗会友。

传承中华经典

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学生胡可儿辅修中文
系，曾前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交流一学期，经
常写作诗歌和散文的她认为，往来两岸的经历
丰富了自己的写作。在“诗书作伴·同心同行”
经典文学诵读音乐会上，她朗诵了杨克的诗歌

《大数据》，这段视频在微博上吸引数万人观看。
经典文学诵读音乐会是本次交流活动的重

要一环，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从现
代诗歌到校园民谣，两岸青年诵经典、齐咏
唱，在行前选定演出篇目和内容，抵达厦门后
高效彩排磨合，在排练间隙也分享了各自对文
学的感悟。不少台湾青年第一次穿上汉服表
演，对服饰文化和精美妆造着迷不已。

当演出团队为三毛所作的纪念歌曲 《三毛
的歌》、根据余光中诗作谱曲演唱的 《乡愁四
韵》 乐声响起时，两岸作家和文学青年纷纷向
现场的三毛亲属、余光中家人送上掌声与祝
福。音乐会艺术顾问、台湾音乐家杨慕说，“我
一直在思考，华语音乐的未来在哪里？我认为
是在歌词。有诗，才有歌。”余光中的女儿余佩
珊如今在上海工作，她说等到自己回台湾时，
要把音乐会视频放给学生们看，让中华经典代
代相传。

闽南方言由中原古汉语融合古越族语言而
成，被誉为古汉语的“活化石”，至今保留着大

量的中原古音。在经典文学诵读音乐会上，多
名台湾学生选择以闽南语古音进行吟诵。音乐
会落幕后，他们兴味犹浓，纷纷找到台湾诗人
切磋诗词诵读发音，在宾馆里一首接一首吟唱
至深夜。他们中不少人都在台湾参加了各种诗
社和诵读社，醉心于中华诗词的博大与深邃。

台湾元智大学中文系学生林洛撷吟诵了唐
代诗人张若虚名作 《春江花月夜》，他告诉记
者，自己从高中开始学写古体诗，也曾向从河
南赴台定居的老师学习吟诵。出于对闽南方言
的兴趣，他曾赴福建多个城市实地研究。在学
习之余，他兼职做补习班老师，也会教台湾中
小学生吟诵，同学们热情都很高。

借鉴跨界经验

“各位来自台湾的家人，欢迎来到南京云锦
博物馆！”在该馆负责文化推广的台湾青年何冠
奕问候道。如今在南京云锦博物馆工作团队
中，有80后馆长简名伟和他两名台青，出于对
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两人选择扎根南京，投
身守护这项迄今有约1600年历史的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

云锦因色彩宛若云霞而得名，在织造时须两
名匠人紧密配合，一天工作8个小时，也只能织
出来5—6厘米，可谓寸锦寸金。两岸作家和文
学青年围在云锦大花楼木织机前，欣赏匠人精妙
的织造技艺。有人为了这次参观，特意穿上旗袍
或新中式服装作为呼应。在落雨的南京城，夫子
庙、秦淮河、阅江楼等处同样留下了他们眷恋的
身影。

江苏师范大学教授方忠研究台湾文学30多
年，也多次前往台湾交流。在两岸青年文学交
流会上，他介绍起余光中在南京的生活和交流
经历，还有自己陪同张晓风回江苏徐州寻根的
故事。“台湾作家和文学青年对参与两岸文学交
流充满热情，希望将来能有更多交流的机会。”
方忠对记者说。

江苏青年作家王怀誉在交流会上分享了网络
小说创作经验和发展趋势。面对年龄相近的创作
者，现场台湾青年接连发问。台湾诗人颜艾琳
说，她会把王怀誉网络小说改编成动漫和影视作
品的例子，回台湾讲给更多学生听，鼓励他们坚
持创作。

台湾90后诗人曾贵麟时常将诗作与影像、摄
影和展览做跨界结合。“很高兴能参与本次交流盛
会，我之前参与过福州、杭州、上海等地文学交流
活动，每次造访都如同心灵之旅，聆听文学同好的
创作分享、观察各个城市不同的文化风貌，都让我
收获良多。期待两岸作家经由对话激发创作灵
感，持续以文学作品认识彼此。”他说。

以对话激发灵感 由作品认识彼此
——两岸文学论坛暨青年文学交流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张 盼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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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过北京几次，但学术交流还是第一
次！满怀着发现创新的期待。”

“能来祖国最高水平的科研机构实习，
对我未来的科研一定有很大帮助。”

“我们还要去西安，交流科技之余，也
能深度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近日，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学
术报告厅里，身着紫色上衣的 20名香港青
年学子正在与来自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
所、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软件研究所等7
家科研院所的导师和内地研究生们亲切交
流，时而传出爽朗的笑声，仿佛朝阳下的
紫荆花丛。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党委书记袁
东告诉记者，这场名为“中国科学院—香
港青年实习计划”的青年科技交流活动今
年已进行到第四届，旨在组织香港青年通
过6周的实习，走进中国科学院，走近一线
科学家，通过亲身参与科学研究、参访科
研院所等方式，启迪科学思维，拓宽科技
视野，增长科学知识，提升科研水平。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是科技的希望，
我们期待在中国科学院与香港青年之间搭
建一座桥梁。”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副局
长吴艳说，香港的青年能亲身体验国家最
高水平的科研环境和氛围，深入了解国家
科技领域的前沿科学成果。

提升科研能力是共同的追求，促进
科研交流合作是共同的期许。来自香港
中文大学的学生张子侯在中国科学院物
理研究所实习。“我研究的方向是凝聚态
物理，以实验为主，这是中国科学院最
具代表性的研究项目，也是一项造福全
人类的关键研究项目，很期待能在本次
实习中有所进步。”

“能来到这里实习是我的荣幸。”张子
侯表示，也希望在此次活动中向老师同学
介绍香港中文大学的相关科研项目，促进科研合作
发展，为科技强国作出贡献。

“很开心能有这次机会和香港的同学们一起学
习、交流。希望双方都能从这次实习中得到启发，

取长补短，加强不同学科的融合，为今后
的学习、工作积累宝贵经验。”中国科学院
自动化研究所多模态人工智能系统全国重
点实验室博士张怡迪对接下来的活动充满
期待。

张怡迪介绍，本次活动除了在实验室
的日常科研外，还将带香港同学一起参与
科研分享会、近距离感受科研小组先进的
研究成果，定期和导师一对一交流。同学
们也将一起参观美丽校园、体验美食文
化、进行体育活动等。

谈及感受中国科学院的科研文化，传
承科学家精神，香港教育大学学生陈恺茵
感慨良多：“我曾在湖南韶山和广东惠州参
加过中国科学院科研人员主讲的活动，对
他们澎湃的科学热情和臻于至善的追求有
着深刻印象。相信通过这次实习，能够更
深入了解祖国科技发展的动能所在，通过
实际行动传承科学家为人类进步和国家发
展不懈努力的精神。”

“这项活动不止于 6周，是长久的缘分
与合作。”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
员王双翌是本次活动的导师之一，回忆起
去年活动中辅导的香港青年学生郑文谦，
他难掩心中的感动。

“郑文谦在我们所多模态人工智能系统
全国重点实验室医疗机器人团队实习，他
的科研能力与素养得到了团队的认可，我
们通过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赋能医疗的研究
方向也是他的兴趣所在。”王双翌说。

郑文谦在实习结束回到香港后，决定
在中国科学院香港创新研究院人工智能与
机器人创新中心的相关项目中继续实习工
作。“在这一年多的工作中，他给我们团
队也带来了香港科研人员更加国际化的视
野，这种相互促进是非常有意义的。”

“青年勇于创新探索，崇尚科学精神。
我们期待通过本次活动引领内地和香港青年在科技
强国的路上作出更多贡献。”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
所纪委书记许冬说。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宋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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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甘孜7月11日电（记者柴
逸扉） 由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组织
的海外及两岸华文媒体采风活动近
日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启动，
来自美国、加拿大、埃及、肯尼亚
等国家和海峡两岸的新闻媒体记者
一行约30人参加活动。期间，采风
团将一同走进高山峡谷、草原森
林，体验甘孜的大美风光；探访藏
族同胞聚居区，了解当地民族团
结、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新貌。

四川省侨办主任、四川中国和
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文甦致欢迎辞
时表示，期待大家用真实客观的视
角、生动鲜活的语言、丰富多彩的
形式，对外讲好四川涉藏州县故
事，向海外展示立体全面的“四川
声音”，尤其是在广泛宣介甘孜特色
农、文、旅产业和区位优势、政策
优势基础上，吸引更多海内外朋友
走进这片投资热土，携手开创共赢
发展的新局面。

海外及两岸华文媒体走进甘孜

图为海外及海峡两岸媒体记者在参观甘孜藏族自治州博物馆。
本报记者 柴逸扉摄

“我在学生时代就读过陈若曦老师的小说，1999年我也在台北诚品书店听过张晓风老师谈散文创作。台湾
《创世纪》诗刊发表过我几十首作品，还给我评了该刊40年优选奖。虽然我在大陆写作，但从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起，一直与台湾文坛保持密切联系，非常感谢台湾同行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中国诗歌学会会长杨克在

“我的文学之路”故事分享会上说。
由中国作协港澳台办公室、福建省文联、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南京市台办联合主办的“2024两岸文学

论坛暨青年文学交流活动”近日在福建厦门、江苏南京两地举办，140多名两岸作家和文学青年在6天时间
内，围绕中华文化与文学创作展开交流。

据新华社厦门电 （记者付敏）
海 峡 两 岸 高 校 文 化 与 创 意 论 坛

（2024） 暨短视频创作营 7 月 9 日在
华侨大学厦门校区开幕。来自台湾
艺术大学、台北科技大学、淡江大
学、金门大学、华侨大学等两岸 19
所高校的130位青年师生将在7天的
时间里，在厦门、泉州用影像记录
中华文化。

本次活动以“家的影像 心的连
接”为主题，两岸青年大学生将听
取专家报告，探访厦门影视产业基
地和 MCN 机构，考察大陆影视及
网络传播产业，并携手深入厦门、
泉州的大街小巷，选取红砖古厝等
联 合 创 作 短 视 频 ， 记 录 、 讲 述

“家”的温暖与感动，用影像的力量
唤起两岸青年情感共鸣，共同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守两岸同胞
共同的精神家园。

祖籍泉州的金门大学学生李睿
爵说，来到厦门有种回家的感觉，

“这个活动给两岸青年提供了一个认
识彼此、交流思想的平台。我非常
期待在未来几天深入了解闽南文
化，用短视频记录厦门、泉州的文
化传承。”

来自台湾艺术大学的曾子晏表
示，期待通过此次活动更好地了解
大陆的影视产业发展情况。他说：

“我对影视有浓厚的兴趣，想要看看
大陆影视产业是怎么运作的。”

华侨大学青年联合会会长王晶
介绍，本次论坛已于 5 月份启动以

“家”为主题的短视频作品征集，共
吸引两岸 300 余位学子积极参与，
收到63件短视频作品。这次创作营
专门邀请电影人、媒体记者、高校
教师担任创作导师，指导两岸学子
开展创作。

“我们希望两岸学子用影像记录
交流瞬间，通过在厦门、泉州的采
风，感受‘家’的文化，传承中华
文化。”王晶说。

据新华社香港7月10日电（记
者陆芸） 第二届“四洲杯”香港国
际大学生围棋公开赛10日在香港科
技大学开幕，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14支代表队参赛。

本次比赛为期两天，共进行6轮
赛事。比赛期间，“棋圣”聂卫平、世界

冠军谢尔豪等将亲临现场指导棋手。
“四洲杯”香港国际大学生围棋

公开赛于2023年首次举办。赛事主
办方香港大湾区围棋促进会会长、
围棋女子世界冠军徐莹表示，希望
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围棋，热爱围
棋，为围棋文化发展出一份力。

百余名两岸师生在福建用影像记录闽南文化

第二届香港国际大学生围棋公开赛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