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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游客来港的旅行模式近来发生转变，
不再像以往般以购物消费为主，而是开始享受
香港独特的文化气息。”香港中国旅行社有限公
司人力资源部业务总监林德成说。在传统景点
之外，以更深入和地道的方式玩转香港，探索
港式文化和市井烟火气，正成为越来越多年轻
人的选择。

如今打开社交软件，搜索香港旅行攻略，
除了香港迪士尼乐园、山顶缆车、维港海滨、
尖沙咀等老牌景点，也有不少“TVB 粉丝打卡
指南”“跟着港剧游香港”“香港离岛游”等冠
以“小众”标签的行程推荐。不少游客利用国
庆假期，从各地前往香港进行体验。

他们搭乘拥有 120 年历史的叮叮车，穿梭
在香港的街头；他们在西九文化区展开 City 
walk （城市漫步），沉醉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
馆、当代视觉文化博物馆 M+的艺术宝藏里；
他们坐上昂坪 360 缆车，俯瞰港珠澳大桥、市
郊翠绿山林，感受独具特色的山海浪漫……

很多内地年轻人第一次出境游，就选在
了香港，重庆大学生黄舒然便是如此。19 岁
时，她看完王家卫的电影 《重庆森林》，从此对
香港着迷。最近，她从重庆飞往香港，在数
日的漫游中，她最大的愿望是深入当地生活，
走进香港的街头巷尾，去找寻属于自己的香
港记忆。

“想要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来自西安的
90 后游客陈鑫说，她和同伴都是港剧粉丝，在
香港的几天行程中，一行人去了廉政公署、旧
油麻地警署、中环 9 号公众码头等港剧经典取
景地，在一处处熟悉的场景中打卡留念。

“具有香港特色的地标、建筑甚至一个小角
落，都会引起内地网友的兴趣。”从东北来港求
学就业、与香港特区同龄的周紫荆说，香港是
将山海与建筑、都市与自然完美融合的城市，
再加上兼具年代感和新潮的城市面貌，对年轻
人有很强的吸引力。

香港旅游发展局近日公布数据，今年 1 月
至 8 月，共有访港旅客约 2950 万人次，同比上
升 43.7%。其中内地旅客访港约 2300 万人次，
同比增加 38.9%。在整体访港旅客中，过夜旅客
占一半，可见越来越多人选择在香港放慢脚步、
用心游览。

据内地旅游网站统计，00 后逐渐成为赴香
港旅游生力军。2019 年从内地飞往香港的旅客
中，23 岁及以下群体占比 28%，这一数据在今

年达到 35%。亚洲首家全球性当代视觉文化博
物馆 M+、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以及“香港·大城
小区”、旧城中环、深水埗等承载香港历史记忆的
旅游项目及景点，都是近年香港搜索热度较高
的目的地。

为适应深度游的市场需求，香港特区政府

今年推出本地特色旅游鼓励计划，鼓励旅行社
开发本地深度旅游和特色主题旅游相关产品。
今年 3 月，香港旅游发展局发布 《2024 至 2025
年度工作计划》，其中提到，未来一年将集中开
拓更多旅游产品和盛事，强化宣传策略，并提
升旅客在香港的体验。

深度游，玩转香港新体验
本报记者  张  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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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眉山电 （钟欣）“走进双城·见证成渝”
两岸媒体“双城记”采访活动日前走进四川省眉
山市，近 20 位两岸媒体记者在东坡故里共同感受
中华传统文化魅力。

位于眉山市东坡区纱縠行的三苏祠，是北宋
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的故居，苏
轼多篇诗文如 《记先夫人不残鸟雀》《天石砚铭》
等都回忆到儿时在此生活的情境，这里也是历代
名人雅士、文人墨客拜谒、凭吊“三苏”的文化
圣地。

三苏祠红墙环抱，绿水萦绕，翠竹掩映，古
朴庄重。看到苏宅古井、丹荔等古迹，台湾梅花
新闻网编辑部执行副总编辑宋秉忠感慨不已。“我
们从识字开始就知道苏东坡，但是从没有来过他
的故里，今天来了感觉激动得难以言喻，苏东坡
是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

三苏祠内展示着多幅苏轼书法作品的复制品，
其中的 《寒食帖》《次韵秦太虚见戏耳聋诗帖》 等
真迹都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宋秉忠说，希望
能早日恢复大陆同胞赴台湾旅游，让大家有机会
看到这些珍贵文物，同时也希望更多台湾乡亲来
三苏祠，感受东坡文化的魅力。

当日，两岸媒体记者还参访了海峡两岸产业
合作区眉山产业园，了解台资企业在四川眉山的
发展情况。

园区内的台资企业酷佧切削技术 （四川） 有
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去年公司产值为 5200 万
元。两岸记者在现场看到，该公司金刚石锯片车
间、合金锯片车间等重点产品生产线马力全开。
该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锡仁说，作为台资企业，
在这里发展享受到了很多便利和优惠。“前几年我
们想招聘一些高端技术人才，遇到了困难，园区
和地方台办主动牵头，让我们和四川高校进行合
作，顺利解决了问题。”

本次活动由国台办新闻局指导，重庆市台办、
四川省台办和中国新闻社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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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岸媒体人在苏祠古宅参观。 中新社记者  刘忠俊摄  

近日，香港沙田新城市广场中庭
成了许多香港市民打卡地。人们围着
乐高版的 《清明上河图》 竞相拍照留
念。这座用彩色积木搭建的小小世
界，以乐高独特的颗粒质感细腻地勾
勒出北宋都城的繁华盛景，在展现乐
高创意与趣味的同时传承了 《清明上
河图》 的历史韵味。

《清明上河图》 是中国古代绘画
艺术的杰出代表，是中华文化的一颗
璀璨明珠，乐高则是兴起于西方的玩
具中的经典，当两者相遇，一项新的
吉尼斯世界纪录诞生了——乐高版的

《清明上河图》 以其 47 平方米的面积
获评全球最大乐高立体情景模型吉尼
斯世界纪录。

《清明上河图》 与乐高的相遇源
于中银香港的一个项目。“初衷是希
望以轻松的手法，紧贴年轻人喜欢的
潮流，通过具有创意特色的活动，弘
扬中华传统文化。”中银香港个人金
融及财富管理部副总经理温晞文表
示。在评估众多方案时，拼搭乐高积
木再现传世名画 《清明上河图》 最终
获选。

2023 年底，项目执行人找到在香
港的大中华区“乐高专业认证大师”
洪子健。一直以来，洪子健都很期待
还原 《清明上河图》。

洪子健接受了邀请。他用了 5 个
月反复沟通细化操作方案。计划用
200 万到 300 万颗乐高颗粒，拼砌全
球最大乐高立体情景模型 《清明上河
图》，模型总长约 26.6 米，宽 1.78 米，
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

乐高版的 《清明上河图》，仿佛
是一个由彩色积木搭建的梦幻世界，
以独特的颗粒质感生动再现了这幅传
世名画的神韵。乐高的各种颜色巧妙
地组合在一起，勾勒出繁华的街道、
热闹的集市和波光粼粼的河流。街道
两旁乐高拼搭的房屋古色古香。街上
挑担的货郎、赶路的行人、嬉戏的孩
童，身着色彩鲜艳的乐高“服饰”，
个个栩栩如生。

“这个孙羊正店是当时最繁华的
酒家之一，你看楼高两层，门前搭起
挂满彩带装饰的‘欢门’，这是北宋
时期酒食店流行的店面装饰。”香港
大学艺术学系讲师李俊彤指着模型介
绍。他认为，张择端在这幅画里忠实
地呈现了北宋时期的建筑规格和结
构，而这在模型中得到了细致还原。

“ 《清明上河图》 上面很多留白
的地方成了拼搭的难点。画是平面
的，但画上的建筑是立体的。建筑的
正面在画上有体现，但建筑的背面是
没有的。同时，我们需要进行色彩的
设计。”为了破解难题，洪子健在设
计时查阅书籍，走访专家，了解北宋
建筑和街道的色彩细节，历时 5 个月
才最终确定破题方案。

付 出 终 有 收 获 。“ 叹 为 观 止 ！”
“好靓！”“北宋时期就这样繁华了！”
乐高版 《清明上河图》 展出时，观众
们由衷赞美。

《清明上河图》上的每一棵树、每

辆马车、甚至每一个招牌，洪子健及团
队都尽量遵循原图一一再现。但他们
也并不刻板，在一些原画不丰富的地
方还增添了内容。“例如，我们加入了
一个红色的结婚队伍，10 人左右，来丰
富街市的情景与色彩。”洪子健说。

虽然受到观众高度认可，但洪子
健仍略有遗憾：“ 《清明上河图》 中
有 1000 多个人物，画卷对于每个人物
的描绘都很仔细，但乐高零件对人物
的表现是有限制的，比如中式衣服我
们只有 20 多款，我们只能尽量选用相
近的衣服去体现。”

这些年，洪子健走过内地很多地
方，北京故宫的气势、四合院的古朴，
陕西大唐文化的艳丽，福建客家土楼
的围绕式造型，苏州的小桥流水，都让
他着迷。“我就是在把我的经历和看到
的传统文化通过作品体现出来，让灵
巧的玩具成为传统文化的载体。这是
我未来的创作方向。”洪子健说。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王茜）  

香港沙田：

当《清明上河图》和乐高相遇

▲ 在香港沙田新城市广场中庭，观众在乐高版《清明上河图》旁拍摄。
新华社记者  朱  炜摄  

据新华社台北电 （记者傅双
琪、王承昊） 110 余幅由海峡两
岸艺术家创作、以“武夷山”为
主题的书画作品近日与台北的艺
术爱好者见面。

展览题为“江山如此多娇——
两岸艺术家共绘武夷山作品展”，
由台湾中华文创发展促进会 和

“江山如此多娇”艺术馆主办，
展出了 20 位大陆艺术家和 31 位
台湾艺术家的精彩作品。

其中，一幅由两岸艺术家联
手创作的 12 尺巨幅山水画最为亮
眼。整幅作品以中国传统平远法
构图，将大王峰、玉女峰、天游
峰、武夷精舍等武夷山标志性景
观，错落排布于九曲溪两岸，溪
上点缀当地特色的竹筏，巧妙地

融合了两岸多位艺术家不同风格
的笔法。

此 次 展 览 是 “ 江 山 如 此 多
娇 —— 两 岸 艺 术 家 共 绘 祖 国 山
河”系列活动的第六次活动成果
展。自 2019 年开始，该活动已组
织两岸艺术家共绘黄山、长江三
峡、泰山、雁荡山、神农架等著
名景点，并举行了作品展。

台 湾 中 华 文 创 发 展 促 进 会
理事长王正典表示，此次共绘
武夷山，不仅是一次山水之旅，
更是一次文化之旅。系列共绘
活动致力于展现中华文化的深
厚底蕴，增进两岸人民的文化
认同，希望未来能有机会邀请
两岸艺术家共绘阿里山、太鲁
阁等台湾美景。

本次台湾艺术家赴武夷山采
风活动由台湾艺术大学荣誉教授
罗振贤担任团长。罗振贤表示，
台湾艺术家在福建 9 天的采风写
生期间，充分体会了当地的风光
与文化，深入接触大陆艺术家，
不仅互相学习对方的笔墨技法和
风格，更增进了友谊。

此次福建采风活动首次邀请
6 位台湾年轻艺术家，他们也各
有 2 幅作品参展。在台湾中国文
化大学艺术学院读硕士的栾淞涵
说：“第一次到大陆采风，能看
到两岸那么多艺术家现场创作，
并得到他们的亲自指导，是非常
难得的学习机会。”

本 次 展 览 将 持 续 至 10 月
15日。

“江山如此多娇——两岸艺术家共绘武夷山”书画展亮相台北

行 摄

香 江

为欢庆第三对中央赠港大熊猫“安安”“可可”抵港及香
港海洋公园“龙凤胎”大熊猫幼崽诞生，香港街头近日处处可
见大熊猫元素装饰，全城掀起“大熊猫热潮”。

图为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一隅的大熊猫雕塑吸引市民在
此拍照打卡。 中新社记者  侯  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