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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位台湾文化、教育、新闻等领域知名
人士，日前来到贵州，参加由中华文化联谊
会和贵州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情系多彩
贵州——两岸文化联谊行”活动。8天的行
程中，台湾嘉宾走进苗寨、侗寨，参观遵义
会议会址，访问修文阳明洞等地，并通过研
讨会、座谈会等形式，共商黔台文化交流合
作，助推两岸和平发展。

邂逅“非遗”

“马尾绣真的有用马尾做材料，工艺这
么繁复，作品这么精致，真的是让人开了眼
界。”7 月 12 日，作为贵州之行的第一站，
台湾嘉宾来到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
馆，当看到非遗传承人的现场制作时，台北
市文化艺术促进协会执行长黄寤兰女士啧啧
称叹。

作为有 17 个世居少数民族的省份，贵
州是名副其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大省。
其中侗族大歌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另有85项140处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列入国家级名录。去年开馆的贵州省非
遗博览馆展览面积 4000 平方米，分为展示
厅和传承厅，集非遗研究、收藏、利用、展
示、交流等于一体。黄平泥哨、玉屏箫笛、
大方漆器……徜徉在风情多元的展厅，不时
与传承人来一段互动答问，台湾嘉宾们的感
受和收获格外真切丰富。

在民族乐器展示点前，台湾东华大学民
族学院院长童春发认真做着影像资料记录。
他说，自己正参与筹建台湾少数民族博物
馆，此次参观大有收获。“比如这个集中展
示竹制乐器的单元，主题取向很明确，能够
让参观者快速接收主办者想要传递的讯息。”

“非遗传承人的现场表演与互动体验，
很值得学习参考。”台东大学美术产业系教
授兼主任林永发说，这不仅能够加深观众的
参与感，给年轻人一个学习和接触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机会，或许还能够借此开辟全新的
传承人培养模式。

当天下午，黔台两地专家学者围绕“同
脉与差异——黔台文化发展现状与交流合
作”主题展开了深入研讨。贵州师范大学教
授张晓松介绍了贵州在非遗保护方面做出的
努力，包括推动苗歌侗舞进课堂、出台非遗
保护地方立法、设立文化生态试验区、重视
传承人的身份和待遇并为其创造更多机会

等，同时指出，在工艺的文化挖掘、文创产
品的开发上，贵州还需要向台湾学习，与台
湾加强合作。台北艺术大学建筑与文化资产
研究所兼职教授江韶莹建议，台湾与贵州在
蓝染工艺等方面有很多经验和资源，两地应
该加强交流，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
承，共同发展文创产业。贵州大学中国文化
书院原院长、教授张新民则介绍了两岸在

“阳明学”方面的诸多学术交流与成果，指
出关心自我、认识自我、把握自我和发展自
我是两岸共同关注的问题，也成为双方的精
神纽带。

黔台情深

“虽然第一次到贵州，但是一点不觉得
陌生和疏离，反而感觉很亲切和温暖，因为
台北故宫早已经跟贵州结缘。”台北故宫博
物院专门委员陆仲雁女士笑言。8天的行程
中，台湾嘉宾走进安顺天龙屯堡，穿越苗
寨、侗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访问修文阳
明洞等地，体验淳朴的民族风情，感受多姿
的中华文明，看好黔台合作前景。

在安顺市平坝区，有一处神秘的天龙屯
堡。村民的服饰、语言、生活习俗，与现今
的汉民族以及周边少数民族迥异。据介绍，
他们的祖先是明初奉旨从南京、安徽、江西
等地“调北征南”的军屯士兵，由于过着与
世隔绝的生活，因此直到今天，仍旧穿着明

朝的长衣大袖，说着明朝的官话，跳着明朝
的地戏。陆仲雁说，我对安顺这个地方慕名
已久，因为 1938 年，故宫文物走陆路开始
向西南方迁移，一度安置于安顺的华严洞，
并成立故宫博物院安顺办事处。

“台北故宫博物院去年还推出了‘银灿
黔彩——贵州少数民族服饰’特展”，陆仲
雁介绍说，“来自贵州民族文化宫的 103 组
展品，集中展现了贵州各地少数民族服饰的
传承发展，并展示了染、织、刺绣、银饰等
工艺技法。台北故宫典藏的贵州全省道里总
图和《职贡图》第四卷系首度展出，生动描
绘了贵州当地的民情风貌、生活百态。”陆
仲雁表示希望黔台两携手，共同推进文化交
流合作。

在肇兴侗寨，听完侗族大歌，台北艺术
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吴荣顺表示，这些侗族歌
手演唱的水平非常好，艺术感染力很强，他
们把发音的位置集中于鼻腔的前部，很有特
点，体现了极高的独特艺术性。

“我来自台湾南投，从小与自然为伍，
自然世界一直是我灵感来源，所以来到贵州
不会感觉陌生。”走过贵州的少数民族聚
落，台湾野草舞蹈聚落艺术总监吴建纬表
示。“我从侗族大歌里听见蝉鸣，也在苗绣
世界里看见缤纷的蝴蝶花鸟以及各种驰骋在
想象世界里的神兽。我想，这些美丽生动的
文化结晶，是因为自然世界引发的感动和
爱，借由朴素的技法将经验积累，以口传心

授的方式传承下来。”吴建纬说，大自然是
我们的导师，是一切的起源，我们是生命共
同体。

同谱新曲

“你的家乡在多彩贵州，我的家乡在美
丽宝岛，从前的时候是一家人，现在还是一
家人，手牵着手，肩并着肩，轻轻地唱出我
们的歌声，团结起来，相亲相爱，因为我们
都是一家人，现在还是一家人……”7月 18
日晚上，两岸嘉宾唱起歌谣、携手共舞，为
本届“情系”活动画上圆满句号。

“两岸文化联谊行”活动自 2001 年以
来，已经成功举办了“情系三峡”、“情系黄
山”、“情系香格里拉”、“情系齐鲁”等活
动，受到海峡两岸各界朋友欢迎，成为两岸
文化交流的品牌项目。

此次参加“情系”活动的嘉宾，有从第
一届开始就参加的老朋友，也有头一次参与
进来的新朋友。在他们看来，与其说“情
系”是一次大型的两岸文化联谊活动，不如
说是一年一次的家庭和亲友聚会。因为，经
过多年的发展，“情系”已经成为两岸文
化、艺术界人士的一个共同的“家”，“家
人”之间已经培育出了浓浓的“情系之情”。

首次参加“情系”活动的台北论坛基金
会董事长苏起说，此行收获很多，看到那么
多民族，觉得他们很可爱，希望好好保护当
地文化，毕竟“政治是一时的，文化才是永
远的”。

台南艺术大学前校长黄碧端女士表示，
有机会深入内陆省份感受多姿多彩的风土人
情、文化建设，对此行众多台湾文化界人士
来说弥足珍贵。她说，“两岸文化界要增进
交流，才能促成彼此合作。两岸之间很多的
不了解，如果从文化层面来推动化解，也许
是最自然的。”

台湾沈春池文教基金会秘书长陈春霖
说，台湾海峡有时天朗气清，有时风狂雨骤。
面对新形势，两岸文化交流不可断，这需要大
家一起携手努力。

“海峡两岸文化同源，根深厚植，枝繁叶
茂；海峡两岸兄弟同根，亲情割不断，骨头连
着筋。”文化部港台办副主任李健钢说，只要
每个人从自己出发，做有助于两岸人民感情
交流的事情，这点点滴滴将汇聚成一股强劲
的力量，成为两岸和平发展的正能量。

那一条牵系黔台的文脉
——“两岸文化联谊行”走进贵州

本报记者 吴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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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与澳门特区关于建立更紧
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下称《港澳CEPA》）
主体文本，7 月 15 日在澳门草签。专家认
为，港澳这两个“一国两制”下的自由港之
间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将结合两地与内地
已签署的CEPA及相关补充协议产生积极
的叠加效应，同时为创新区域融合发展提
供更加广阔的空间与思路。

强化特区政府间合作

《港澳CEPA》主体文本内容包括货物
贸易、服务贸易、投资促进及投资便利化
和知识产权等。基于港澳两地均为自由
港，对进口货物实施零关税，故双方承诺
对进口自另一方的货物实施零关税，减少
非关税壁垒，不对对方采取反倾销和反补
贴措施，并将在此基础上加强通关便利化
的措施。在服务贸易方面，双方将寻求达
到服务贸易的高度开放。

双方还同意成立“促进港澳经济合作

小组”，以推动港澳两地在经济层面的深
化合作。该小组是港澳合作联络机制下的
第一个合作小组，将有利于两地更及时地
就相关的经济事务进行沟通和合作。

澳门经济学会理事长柳智毅对记者表
示，此次 《港澳 CEPA》 的签署，强化了
两个特区政府之间的合作机制，为港澳更
加持久和规范的经贸合作提供了法律保
障。

将结合各自与内地的CEPA

柳智毅认为，无论从国家对港澳两
个特区的定位来说，还是从粤港澳乃至
更广阔范围内的区域融合发展来说，港
澳两地签署 CEPA 都恰逢其时。“这意味
着内地、香港、澳门之间建立了具有制
度保障的市场开放关系，以便使两个特
区共享同一个国内市场，并共同搭建内
地企业走向世界的平台。《港澳 CEPA》
将结合两地与内地已签署的CEPA及相关

补充协议，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叠加效
应。”柳智毅说。

“ 《港澳 CEPA》 和两地与内地之间
的CEPA有不同的侧重点，它的功能更着
重于港澳两地合作的深化与思维创新。”
澳门基金会研究所副所长杨道匡对记者表
示，历史上港澳两地紧密的经贸联系是通
过市场形成的，而今后两个特区政府层面
的合作，将为两地人流、物流、资本往来
的进一步便利化以及共同破解发展中遇到
的问题带来契机。

“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后，港澳之间
经贸合作机制的重要性将更加显现。”杨
道匡举例说，未来港澳两地机场将实现陆
路相通，澳门要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可借助香港机场联通世界的优势带来丰富
的国际客源。除此之外，澳门在推动“经
济适度多元”的过程中，特色金融、会
展、商贸服务、教育、影视、文创等都是
重点扶植项目，未来可通过双方合作机制
从香港引进相关专才助力澳门发展。

共同把握国家战略机遇

今年 3 月，《国务院关于深化泛珠三
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公布。要求依托
港澳两地国际竞争优势及内地九省区广阔
腹地和丰富资源，拓展港澳发展新空间，
提升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在以上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合作
的大趋势下，港澳可进一步结合优势，并与内
地省份创新合作模式，将目前主要在陆地上
的合作拓展至更广阔的海洋区域，为泛珠三
角地区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杨道匡说。

当日，在《港澳 CEPA》主体文本草签
后，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特表
示，未来将与港方共同把握国家“十三五”规
划实施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建议
两地一起与广东共同研究和有序推进粤港
澳大湾区的建设，并携手泛珠伙伴联合“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葡语系国家，举办
旅游、文化等推介活动，拓展国际市场。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则
表示，今后港澳合作重点有两个。一是取
得共识，争取今年年底前正式签署《港澳
CEPA》，二是在现有高层会议机制下，设
立促进港澳经济合作小组，共同把握好

《港澳 CEPA》和港珠澳大桥通车带来的
机遇。

数据显示，在 2010 年至 2014 年间，港
澳双边货物贸易年均增长 22％，双边服务
贸易在2009年至2013年间年均增长18％。

（据新华社澳门电）

《港澳CEPA》草签 叠加效应彰显

港澳将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
刘 畅 王晨曦

本报北京电 中共
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
主任张志军近日在北京
出席第五届世界和平论
坛并发表演讲，强调一
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
的定海神针，只有坚持
这一原则，两岸关系才
能稳定发展、台海才能
保持和平安宁。

张志军在演讲中首
先介绍了台湾问题的由
来。他指出，了解台湾
问题首先要了解两个基
本事实：一是台湾是中
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二是台湾问题是中
国 内 战 的 遗 留 问 题 。
1949 年以来，尽管大陆
与台湾尚未统一，但两
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
没有改变，中国的主权
和领土完整并未改变。
作为中国内部事务，台
湾问题应由两岸中国人
自己解决，任何外来势
力都没有权利插手干涉。

张志军强调，回顾
两岸关系发展历程可以
得到很多有益启示。其
中最重要的是，一个中
国原则是两岸关系的定
海 神 针 。 坚 持 这 一 原
则，两岸关系才能稳定
发展、台海才能保持和
平 安 宁 。 背 离 这 一 原
则 ， 台 海 就 会 险 象 环
生，就可能出大乱子。

“九二共识”的重要性在
于它体现了一个中国原
则，清晰界定了两岸关
系的性质，表明两岸不
是国与国的关系。它解
决了两岸关系中双方是
在和谁打交道的问题。
它是过去8年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丰硕成果和台海
和平稳定之关键。

张志军表示，今年
台 湾 政 局 发 生 重 大 变
化，对两岸关系和台海
局势产生重大影响。一
个坚持“台独”立场的
政党在台湾上台执政，
引发人们对两岸关系发
展前景的担忧。民进党
当局领导人在两岸关系
性质这一根本问题上态度模糊，拒绝承认

“九二共识”和认同其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
意涵，破坏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
础。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新当局的政策宣
示和行动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等各
方面弱化和切断台湾同大陆历史连结，其
所作所为导致了两岸制度化沟通和协商谈
判机制的中断，使两岸关系增添了不确定
性和风险。

张志军指出，今年以来，党和国家领导
人多次强调我们的对台大政方针是明确的、
一贯的，宣示了反对“台独”、维护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意志，表明了愿意继续在

“九二共识”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真诚愿望。无论台湾哪个政党、团体，无论
其过去主张过什么，只要承认“九二共识”
的历史事实，认同其核心意涵，我们都愿意
同其交往，共同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
岸关系走向攸关两岸民众的切身利益，攸关
中华民族的未来，没有人比我们更希望维护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台海和平稳定。希望国
际社会和有关国家继续恪守一个中国政策，
理解和支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维护台海和
平稳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祖国
统一的正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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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旅会：

对台湾再次发生陆客
伤亡事故强烈不满
本报桃园7月21日电（记者任成琦、王尧） 来台

协助大陆游客游览车事故罹难者家属处理善后事宜的
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秘书长刘克智21日在桃园吊唁
罹难者，并对19日再次发生大陆游客在台重大伤亡事
故表示强烈不满。

刘克智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近年来台湾多次发
生大陆游客旅游安全重大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陆方曾多次向台湾有关方面提出，要求高度重视，采
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确保大陆游客的安全。然而就在
19日，又出现如此重大的人员伤亡事故。希望台湾有
关方面切实采取措施，避免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他
说，工作组要求台方一定要彻查事故原因和责任。

当天上午 10时许，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等方
面组成的大陆方面工作组一行来到设于桃园市中坜殡
仪馆的灵堂，吊唁在游览车事故中罹难的大陆游客。

大陆罹难者家属 21日下午从辽宁大连搭机抵达桃
园机场，随后前往中坜殡仪馆。一看到亲人遗照，家
属们压抑多时的情绪，终于全部发泄，顿时间哭天喊
地，质问老天为何这样残忍，竟然夺走至亲家人，旁
人闻之顿感鼻酸。据悉，晚间台湾方面将为家属举行
事故说明会。

台湾有关部门勘验事故主因
与电路老化和安全门未开有关

本报台北7月21日电（记者任成琦、王尧） 19日
发生的陆客游览车起火致26人死亡事故，经台湾有关
部门勘验，初步判定起火点位于驾驶座旁，起火原因
与电线老旧、电器过度使用造成短路有关，而安全门
暗锁未打开，是死伤严重的主因。

由台湾警方、消防及专家学者组成的火灾鉴定委员
会20日勘验车体，从碳化、火流走向、车体高温变形等方
向着手调查。调查发现有一条保险丝熔断，但附近无明
显火势。另外，游览车配电盘及连接电瓶的电线短路。鉴
识人员研判，起火原因与电线老旧及车上电器过度使用
有很大关系，但因车体碳化严重，还不能确定究竟是使
用哪一种电器肇祸。鉴识人员针对驾驶座旁的配电盘详
细调查，发现车上有2个变压器，将24伏特升压至110伏
特，供电给饮水机、冰箱、驾驶座前插座等使用，是否因
电压不稳造成短路，有待进一步厘清。火势为何会快速
蔓延，仍需进一步调查。检察官指示采集地毯、椅垫化验
成分，确认有无助燃可能。

检警分析，游览车司机在起火瞬间就失去意识，
游览车在无人操控状态下行驶 1000多米，且无法开启
前后门和安全门暗锁让乘客逃生，直到撞上外侧护栏
才停住。检警解剖游览车司机遗体，发现气管有碳
化，研判生前灼伤、失火不久即死亡。

7月20日晚，来自
香港的 1000 名青少年
和北京的 500 名青年学
子在京牵手，共同参加
由香港新家园协会和北
京市青年联合会联合主
办的京港青年庆祝香港
回归 20 周年首发式暨
联欢活动。

图为香港明星容祖
儿带领全场合唱《狮子
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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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系列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