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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暑期旅游市场“热辣滚烫”
谢 妞

“每个人都有一个‘武侠梦’”
——“金庸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研讨会在港举办

本报记者 冯学知

7月以来，香港持续高温，但旅客热情不减。景
点游人如织、商圈人头攒动、餐馆大排长龙……一
幅“热辣滚烫”的夏日旅游图景。香港业界相继“出
招”，多项盛事活动助“燃”暑期文旅市场。

20 日晚，维多利亚港的夜空被绚丽夺目的无
人机表演点亮。伴随着现场观众的欢呼声，约千
架无人机组成的“哆啦 A 梦”乘坐时光机闪亮登
场，向观众问好。随后，“哆啦A梦”的好友们也
陆续到场，头戴“竹蜻蜓”，翱翔在维港上空。

这是香港近期举办的第二场“哆啦 A 梦”主
题无人机表演。主办方表示，5月举办的无人机表
演深受大家喜爱，第二场表演加入更多主题元
素，让观众尽情感受香港“活力之都”的非凡魅
力。15分钟的表演结束后，现场掌声欢呼声此起
彼伏，许多观众久久不愿离场。

“哆啦A梦”主题展、第34届香港书展、“武林盛
舞嘉年华”……暑期的香港，盛事活动“一浪接一
浪”。“盛事活动增强了香港的吸引力，各界都在为
提升旅客体验努力着，有信心让全年旅客超过4600
万人次。”香港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说。

“目前大部分酒店入住率达到八成半，部分经
济适用型酒店入住率达到九成。”香港旅游促进会
总干事崔定邦表示，今年暑期香港酒店入住率已
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大部分酒店入住率在8月有
望达到九成。

徜徉西九文化区的“艺术海洋”，或是爬山徒
步 Citywalk，文化深度游的热度在香港持续走高。
面对这一市场变化，业界正主动顺应新趋势，满
足“体验式、参与式、社群式”的文化体验。日
前，香港旅游业议会推选6条创意深度游路线，涵
盖自然风光、都市文化等行程。文化企业“活现
香港”负责人陈智远表示，深度游路线广受内地
和海外旅客青睐，每月平均发团50至60个。

杨淑芬坦言，随着旅游模式改变，旅客不
再是单纯的消费者，而是探索者和创造者。因
此，业界需要不断拓宽场景、丰富业态，在推
动文旅深度融合的同时，加强运营管理，提升
服 务 水 平 ， 让 香 港 的 旅 游 既 有 “ 热 度 ” 更 有

“品质”。
引客入城，用优惠券提振消费意愿，把异地客

流带来的消费热度扩大至“吃住行游购娱”更多领

域。香港旅发局自7月11日起向所有访港过夜旅客
送出50万份“夏日三重礼”，每份包含交通观光、零
售及餐饮3款优惠券各1张，每份价值最高可逾500
港元。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记者看到，许多旅客出
站后便直接走向指定地点领取“礼物”。

优惠券在让利旅客的同时，也受到商户的欢
迎。在尖沙咀的一家茶餐厅门口，许多人慕名而
来排起了长龙。店铺负责人告诉记者，自发放优
惠券以来，店里客流量翻倍。“生意好了，大家的
工作热情也自然提升了。”

第二届“香港开心购物节”正在如火如荼进

行，超过 160 个品牌、5000 多间商铺，提供约 12
亿港元的免费礼品及消费礼遇予市民及旅客。

在铜锣湾时代广场，辽宁旅客张先生正在一
家珠宝店挑选黄金饰品。他表示，在港的 4 天行
程，主要以购物为主。“香港在购物选择方面依然
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特别是旅客携带行李物品
免税额度提升后，选择空间变大很多。”

入夜后的香港霓虹闪烁，各大旅游、消费场
所依然人来人往。香港旅发局调查发现，访港旅
客对香港普遍感到满意，再次访港意愿及推荐度
均达到94%。 (新华社香港电)

晨曦中，来自上海的朱女士乘坐沪港夕发朝至高铁动
卧列车抵达香港，开启为期一周的香港之旅。

朱女士被今年上映的香港电影《九龙城寨之围城》深
深吸引。来港第一站，她拿着主题明信片，直奔九龙寨城
公园“打卡”。“九龙寨城公园是香港城市文化发展的缩
影，以这里为起点，我想一定会看到多样的香港。”朱女
士说，她还会前往香港书展参加小说原著作者的讲座，了
解更多幕后故事。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
鸳。”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以其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创造性表达，为
全世界的华文读者构筑起“有情有义”的
武侠世界，影响力经久不衰。

2024 年是金庸诞辰 100 周年，香港
新闻工作者联会日前在港举办“金庸与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研讨会。近百位香
港政商界人士和学术界、文化界专家学
者出席研讨会，共同探讨金庸文学成就
及其对中华文化传播的深远影响。

“金庸小说以及衍生的影视剧和音乐
等，是全球华人共同的‘语言’，作品中
所蕴含的中华文化精髓，跨越国界，成
为连接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桥梁，推
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香港新闻工作者
联会主席李大宏致开幕词时表示，通过
深入的交流与探讨，不仅能更好地理解
金庸的创作，还能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贡献更多的智慧与力量。

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会长张国良致
辞时说，金庸文化是香港的宝贵财富，
是香港十分亮丽的文化名片。要提高对
金庸文化在香港、全国乃至世界影响的
认识，尤其是金庸文化对香港的爱国主
义教育和中国文化从香港走向世界的重
要意义。

研讨会上，多位发言嘉宾以自身体会
讲述金庸作品的文化魅力，赞叹金庸作品
蕴含着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和价值观。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何俊贤当天特
地带了一本略显陈旧的 《射雕英雄传》
参加研讨会。“中学时，香港的男生们几
乎人手一本金庸著作，那时我的愿望是
把金庸所有的著作买回家。”何俊贤说，
正是在阅读金庸作品的过程中，他逐渐
被浓厚的家国情怀所感染，构建起自己
的价值观及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每个人都有一个‘武侠梦’，金庸

先生创造的武侠世界，也曾使我热血沸
腾、激情飞扬。”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各
界文化促进会主席涂辉龙感慨，金庸以
丰厚的文学素养、引人入胜的故事情
节、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紧紧地吸引
和抓住了读者，许多海外华人新生代和
其他民族人群通过阅读金庸小说对中国
文化产生了兴趣，甚至为此而学习中文。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金庸小说
诞生于香港，成名于香港，在新时代，
不但要传承好他的作品，更要发挥香港
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优势，助
推金庸作品及其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走向世界。

“从阅读金庸笔下的 1400 多位人物
开始，挖掘文字背后的深刻内涵，再到
以金庸小说为载体，向读者展示中国丰
富的文化遗产，过去十年，集团旗下出
版社已出版了 22 种有关金庸的书籍。”
香港联合出版集团董事长傅伟中表示，
金庸作品对影视、动漫、舞台剧、游戏
等文化产业的发展有着强劲的推动力，
业界应不断探索与时代同步的传播方

式，以金庸武侠为支点，让中华文化走
向世界。

香 港 特 区 立 法 会 议 员 严 刚 呼 吁 ，
应趁今年金庸经典人物雕塑展所引发
的新一轮“金庸热”，打造永久性金庸
文化馆，展示金庸作品人物的正面形
象。文化馆可结合中国历史文化推出
如 各 朝 代 服 饰 展 、 兵 器 展 等 主 题 展
览 ， 让 公 众 感 受 博 大 精 深 的 传 统 文
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让金
庸“侠之大者”的精神和文化成为香
港走向世界文化舞台的一张名片。

“我建议梳理金庸武侠小说的时间
轴，建立统一的世界观和设定，通过香
港国际化的影视制作技术，开发系列影
视作品，构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和文化
内涵的武侠宇宙。”全国政协委员、英皇
集团副主席杨政龙认为，应以金庸百年
诞辰为契机，继续挖掘金庸作品中蕴含
的深厚文化内涵，如开发金庸武侠小说
周边产品、举办金庸武侠文化国际交流
节、在香港设立金庸武侠主题乐园等。

（本报香港8月2日电）

▶ 近 日 一 名
观众在香港书展内
地出版展区参观。

新华社记者
朱 炜摄

近日在“哆啦A梦”主题展中，游客打卡拍照。 新华社记者 褚萌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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碾茶、击拂、点茶……在茶艺师的带领
下，两岸嘉宾仔细倾听，认真操作，在沉浸式
体验中感受中国茶文化的独特魅力。在近日于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举办的“一叶万里”两岸
茶文化交流分享荟上，这一生动有趣的画面让
在场嘉宾印象深刻。

此次活动由苏州市台办、苏州市吴中区人民
政府指导，吴中区台办、吴中区农业农村局、吴
中区文体旅局、吴中区郭巷街道主办。两岸嘉宾
相聚姑苏城，共品两岸名茶、体验宋代点茶、大
啖传统茶点，在袅袅茶香中增进情谊。

活动现场，两岸嘉宾或品尝梅花糕等富有江
南特色的美食，或欣赏苏绣、苏扇等非遗作品，或
体验当代茶饮制作的乐趣，陶然其中。有台青表
示，近年来宋代点茶、围炉煮茶等茶文化现象在
大陆不断走红，这股流行之风也吹到了台湾，成
为岛内青年喜爱的社交方式。在大陆“打卡”各地
特色的新茶饮，当下也成了台青游览大陆时的热
门项目。

“不管苏州绿茶，还是台湾红茶，都是中国
茶。海峡两岸，同根同源，茶文化更是我们共同的
语言。”苏州市台办副主任杨伍林在活动致辞中
表示，希望通过喝茶这样贴近生活的交流，进一
步激发两岸青年对中华文化的关注和互动。

苏州是大陆台商投资最活跃、台资企业最密
集、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截至目
前，苏州累计设立台资企业 13886 家，注册资本
937.5亿美元；近15万名台胞在苏州安居乐业。近年
来，不少台胞来到苏州交流学习制茶技艺，甚至扎
根于此种茶卖茶、经营体验式茶园、销售新式茶饮。

2006年，台青谭智文在苏州开了一家台式奶茶
店，新奇的味道引来不少大陆年轻人尝鲜，最高峰
时每天能卖出1万多杯奶茶。以苏州为起点，谭智文
创立的“九龙珠”品牌在全球开出了超1000家门店，
并在新三板成功挂牌。“人生应该多走多看多历练，
来到大陆，你的人生说不定会开启新的篇章。当你
回到台湾的时候，你在大陆开阔过的眼界，也会令你更有竞争力。”在
活动的交流分享环节，谭智文对现场的台青们说。

台胞黄薰毅曾是台湾一所大学的餐饮管理系系主任，在兄
长的邀请下，他前来大陆协助打理企业，也见证了大陆新茶饮
的崛起。“之前我们公司主要为在大陆的台湾茶饮店服务，现在
我们客户近八成是大陆的新茶饮品牌。”他在分享中说道，期望
台青们把握住大陆的发展机遇，实现自身更好的发展。大陆市
场的深度和广度，不是其他地方可以相提并论的。

吴中区委常委尤建丰表示，本次活动想通过大陆茶文化体
验的形式，让青春的活力与茶文化的韵味相互交融，令两岸青
年增进相互的理解和信任、深化情感的交流，架起沟通两岸文
化交流与融合的桥梁，携手共创两岸融合发展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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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青在茶艺师 （右一） 的带领下体验宋代点茶。
中新社记者 钟 升摄

“探访星星的故乡——海峡两岸
记者宁夏行”联合采访活动近日举
办。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近 40 名记
者和特邀台湾青年自媒体人，在宁夏
多地展开为期一周的联合采访。

上图：记者们在沙漠营地内采访
体验。

中图：记者们体验黄河羊皮筏子
漂流。

下图：记者们在听专家介绍“草
方格”治沙法。

本报记者 张 盼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