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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承载了中华民族看待世间万
物的方式、审美理念、思维逻辑、处
世哲学，体现中国文化的精髓。近
日，“活字生香——汉字文化体验
展”在香港饶宗颐文化馆开幕。展览
采用多媒体讲解、互动体验等的方
式，向参观者介绍汉字的美学、哲学
内涵。

集娱乐学习于一体

据介绍，本次展览由中华出版促
进会汉字文化推广专业委员会和饶宗
颐文化馆主办，香港是本次巡展的第
一站。展厅共分为六大区域，包括

“主题区”“汉字故事”“大美汉字”
“字在生活”“汉字能量达人”以及
“小仓颉DIY手作艺想空间”，旨在让
参加者以多种方式感受汉字之美和其
文化底藴。

据了解，展览超过一半的内容与
人们的日常生活结合。“字在生活”项
目是各大板块中最具生活气息的区
域，并且与香港本地文化紧密结合，传
递粤语汉字的知识与趣味。同时，参加
者也可在“小仓颉DIY手作艺想空间”
体验多种趣味手作活动，例如：传统喜
福雕版印刷、汉字创意书写等，通过动
手的方式加深对汉字文化的理解。

饶宗颐文化馆名誉馆长陈万雄在
开幕礼上向大家介绍道：“‘汉字文
化体验展’是一个集体验、娱乐和学
习于一体，以全新面貌让人认识和理
解汉字的平台。”谈及展览源起，陈
万雄表示，此前参与建立汉字数据库

的经验令他对汉字学习十分关心，当
初在北京看到这一展览，便决心将其
移植到香港。

陈万雄表示，香港对小学阶段的
汉字教育不够重视，而此次展览与学
校开展多种合作，弥补了课堂中无法
实现的教学场景，帮助学生更轻松地
掌握汉字文化。

借力科技形式多样

在本次展览现场，参观者不仅可
以看到介绍汉字的笔体、书写工具等
的文字、图片和实物，同时还能借助
科技的力量，更直观、多元地感受汉
字的魅力。

比如在多媒体大屏幕前，前来参
观的人士可以看到汉字和大家熟悉的

十二生肖、百家姓结合在一起，在体
验中讲述汉字的发展历史和文化故
事。展厅内的一个电视屏幕里，鼠、
牛、虎、兔等十二生肖汉字字型缓缓
变化，从甲骨文、金文、小篆到隶书、
楷书、行书，演示汉字书写笔体的演
变。

而在一旁讲解汉字来源的展示区
内，参观者可以通过点击屏幕上百家
姓，了解所选汉字书写方式的变化以
及这个汉字的来源和含义。10多个跟
随老师来参观展览的香港小学生对汉
字百家姓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纷纷点
击自己的姓氏，了解其中的故事。

此外，“汉字能量达人”项目利
用了人工智慧的面部识别和语音辨识
系统。当参与者站到指定位置，人工

智慧将对其进行面部识别，在完成与
人工智慧的歇后语问答后，荧幕将出
现密码，参与者便可免费领取一个有
趣的汉字能量签。

领略璀璨中华文化

“文字除了历史悠久之外，也是
最好的一种文化形式。我有两个小孙
女，我会带她们再来看看。”展览开幕
当天，83 岁的香港市民卢先生专程来
参观。他认为，汉字是中华文化的瑰
宝，年轻人应该更多地去学习和了解。

香港民政事务局副局长许晓晖对
本次展览表示赞赏，并称“今年是金鸡报
喜的一年，亦是香港回归20周年，香港特
区政府将联合各大团体举办一系列的文
化艺术活动，香港民众借此领略璀璨的
中华文化，同时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中国书协香港分会主席施子清
说：“文化的全球化需要与民族化、地
域化相互融合才能更为民众所接受，
举办这样的展览是非常智慧的做法。”

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
主席郑培凯在开幕当天带领嘉宾共同
回顾汉字的文化历史。而对于汉字简繁
之争，他表示这是一个误会，简体和繁
体是两种不同的表达，其中亦有历史的
影响，不应成为地区文化间的冲突。

据介绍，本次活动将持续至 6 月
30日 （周一闭馆），展览将在3、4、5
月分别举办“花花字游节”“汉字缤
FUN乐”及“汉字‘家’年华”主题
活动，届时参与者可以在展区内参与
不同的主题活动及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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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台湾豫剧团《约/束》剧照，剧中名角王海玲正表演绝活。（资料图片）

事实上，传统戏与创新戏“1+1”的方式，已是台
湾豫剧团惯用的推广手法。台湾豫剧团团长彭宏志对记
者说，团队营销策略是传统戏搭配创新戏，观众购买套
票。“很期待以创新戏吸引年轻人关注传统戏，从而认识
到传统之美，而不是只奔着舞台声光创意去，那就失去
了传承的意义。”

【年轻观众反倒比老观众多】

彭宏志说，现在因为要吸引年轻观众走进剧场，必
须在传统的架构上做创新。剧团每年都会推一两出新编
戏，目前看来观众的接受度相当好。去年上半年演出的

《兰若寺》（剧中对宁采臣和燕赤霞情感关系的设定暧
昧） 颠覆观众过去对聂小倩和燕赤霞的看法，上座率有
九成八，《飞马行》 演出时就满座了。在传统戏演出方
面，票房再不济还有九成二左右，最高则有九成八左
右。现在无论传统戏还是创新戏，30岁以下的年轻观众
都占一半以上。

“年轻人看演员表演，可能没
有老观众看得那么精细，他们对传
统戏认识的形成还要来自通识课
程、中文系教育等，只有进到里面
去，才看得出门道，否则可能就是
看热闹。”彭宏志说。在台湾豫剧
团前负责人韦国泰看来，只要有机
会跟年轻人互动，他们是可以跟老
观众一样来欣赏传统戏曲的。“我
们现在的年轻观众反倒比老观众
多。”

“剧团在台湾每个区域、每所
学校几乎都设有联络窗口，以高中
和大学为主，会长期去经营。在演
儿童剧时，也会走进幼儿园和小
学。去校园就以创新戏推广为主。
有时会去社区大学，那里年龄大的
人比较多，传统戏也会到那里做推
广。”彭宏志说。

“我们以前在创作上走的路子是以传统为主、创新为
辅，现在有反转的趋势。”彭宏志说，剧团在实验剧上也
有两部 （《试妻！弒妻！》《刘青提的地狱》），已经开了
个头。

【作品中融入台湾文化元素】

回顾台湾豫剧团历年作品，其中既不乏 《包公误》
《杨金花》《新对花枪》 等经典剧目，又有 《武后与婉
儿》《慈禧与珍妃》《花嫁巫娘》等新编戏，而跨文化之
作“豫莎剧”三部曲《约/束》《量·度》《天问》（分别改
编自莎翁《威尼斯商人》《一报还一报》《李尔王》） 近
年来更是备受关注。

“豫莎剧”三部曲编剧陈芳对记者说，豫剧在台湾发
展，观众会觉得有隔阂。它要超越地方剧种，以回归艺
术本质的努力来证明存在的意义。能不能演“好戏”，比
它是什么“剧种”更重要。它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来自
大陆”，而在于如何适应台湾观众的审美需求。韦国泰告
诉记者，“河南豫剧界想有所突破，但碍于规范和传统，
怕步子走得不像豫剧，脱离了原汁原味。台湾就没有那
么多包袱，可以天马行空，只要维持豫剧唱腔，其他就
是任意挥洒。”

陈芳以 《约/束》 的创作为例分析道，莎士比亚的
《威尼斯商人》讨论的是经济、宗教、种族问题，到了豫
剧《约/束》里，因为台湾人什么神仙都拜，所以没有宗
教问题，只有种族 （族群） 问题。台湾的族群问题蛮严
重，社会还处在撕裂中，比如你是台湾“本土的”还是

“外来的”，每次选举中都会撕裂一次，这是我们关注的
地方。台词里也会出现“臭豆腐”“蓝、绿、红、橘”台
湾政党颜色的隐喻，这些都是在地文化。

在陈芳看来，豫剧在台湾的“本土化”，并非指说闽
南语、唱闽南歌、演闽南事等狭隘的定义，而是在表演
艺术上融入台湾文化的元素。也许只是一副表情、一个
动作、一句台词或一项道具的设计，就能让本地观众会

心共鸣。在创新改革上也不限于音乐，容妆、服饰、舞
美等都有变化。

【跨剧种实践撞击艺术火花】

台湾学者曾永义对记者说，豫剧是地方戏曲，包容
性比较大。地方戏曲在广大群众之间，可以吸收供其运
用的艺术元素，庶民性强，只要保留梆子腔的腔调特
质，其他艺术元素的创新生发都容易加入。

王海玲向记者细数“跨界”表演经历：“我也去‘国
光’剧团 （台湾职业京剧团） 演过贾母，唱的不是纯正
京腔，他们请我去也不是为了表演纯正的京剧。台湾流
行跨剧种，不同的剧种在一起表演，可能撞击出不同的
火花。那出戏里贾母的戏份儿很重，现在讲究大‘卡
司’（演出阵容），我去能给他们增加票房，也能使戏更
有可看性。除京剧外，我还演过歌仔戏，跟唐美云也合
作过。”

“我在台湾土生土长，起初还会说闽南语，8岁开始
学豫剧，老师让我们讲河南话，我就把闽南语忘光了。
演歌仔戏时我正讲着闽南语，河南话经常就冒出来了。
观众就在下面笑，说猜猜看我下一句讲的是闽南语还是
河南话，非常有趣。”王海玲笑道。

王海玲的两个女儿刘建华、刘建帼，在2004年创立
了“奇巧剧团”，力求“文本现代化、表演生活化、音乐
多元化”，主打“难以被归类的”剧种和创意形式。曾改
编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名作《高加索灰阑记》，结合歌仔
戏、豫剧、摇滚音乐剧，以“摇滚新戏曲”吸引年轻
人。另有作品《我可能不会度化你》，在多剧种糅合外，
还以吉他、小提琴代替大弦和梆子做伴奏，力图呈现多
元的舞台风貌。

“刘建华在豫剧团里唱小生，有时会在奇巧剧团的作
品里表演豫剧唱段。有观众觉得她唱得很好听，就想知
道纯正的豫剧是什么样的，于是转过来看我们豫剧团的
演出。”王海玲说。

传统戏曲传统戏曲
在台湾在台湾⑥⑥

豫剧在台湾天马行空爱跨界
本报记者 张 盼

去年岁末，记者在台期间赶上了台湾豫剧团的两场戏，头天晚上演出年度大戏《飞马行》，

次日则是“王海玲经典传承计划”的重头戏《香囊记》。前者以鲜卑族凄美爱情故事开创新局，

铺陈草原儿女情怀；后者作为豫剧花旦必修剧目，由“台湾豫剧皇后”王海玲培养出的新生代演

员接棒演出。台湾豫剧团艺术总监林幸慧特别为这档演出规划了主题：“一样花轿，两样情怀”。

图为奇巧剧团 《波丽士灰阑记》（改编自布莱希特
《高加索灰阑记》） 宣传照。 （资料图片）

图为奇巧剧团 《波丽士灰阑记》（改编自布莱希特
《高加索灰阑记》） 宣传照。 （资料图片）

过去，老一辈人在孩子
哭闹的时候，往往吓唬说：

“别哭啦，再哭就把你喂大灰
狼！”孩子觉得大灰狼很可
怕，就止住了啼声。台湾陆
委会似乎从中找到了灵感，
在新近制作的反电信诈骗宣
传片中，就通过旁白对诈骗
分子喊话：别骗啦，再骗被
抓可能遣送至中国大陆！

照宣传片的逻辑，大陆
充当的正是类似“大灰狼”的
角色。虽然不是正面形象，却
有不错的吓阻效果。且不说戴
这种有色眼镜多值得商榷，单
论一点，如果跟大陆八竿子打
不着，遣送过去人家还嫌挤占
监狱空间呢。

西班牙政府近日决定，
将涉及电信诈骗案的200余名
台湾嫌犯引渡至中国大陆。
西班牙警察部门负责人在新
闻发布会上介绍，诈骗受害
者包括数千名中国公民，主
要是并不富裕的家庭。他们
被骗走数量不多的存款，有
些人因此自杀。根据中方提
供的资料，该犯罪集团涉案
金额高达1600万欧元。

请擦亮眼睛看看，究竟
谁才是骗人乃至吃人的“大
灰狼”？！除了大陆民众，台
湾民众早就是“大灰狼”们
骗局下的苦主。岛内有人调
侃 ， 我 们 还 不 是 长 期 缴 交

“智商税”，才提高了对电信
诈骗的免疫能力？！无论“古
今台外”，诈骗猖獗都非民众之福。那代表“台湾
主流民意”上台的民进党当局，作为何在？

一言以蔽之，晨拿夕纵，养狼为患。根据岛
内对电信诈骗的“护犊子”条款，主嫌往往只判
一两年，共犯不过是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甚至可
得易罚金。效果嘛，扬汤止沸都不如。一释放人
家马上就轻车熟路出境，继续操持旧营生去也。
谁说台湾没有“国际空间”？最少诈骗集团早就冲
出亚洲，享誉世界啦。从这一年多密集的遣返信
息来看，东南亚、非洲、欧洲都不乏他们的身
影。有人说，他们把台湾人的脸面在全球各地丢
光光，也算是另一种的“台湾之光”。

更有趣的是，西班牙诈骗案发后，台当局先
是接洽人家提出引渡请求，杳无音讯后就冲着大
陆来，扣上一顶“损害两岸合作与信赖基础，严
重伤害台湾民众情感”的大帽子。明明是你诈骗
劣行在先，怎么还好意思学猪悟能倒打一耙？当
然，民进党当局也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关键是引
渡到大陆，戳中了他们抗拒“两岸一中”的政治
七寸。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但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西班牙台籍诈
骗犯被引渡到大陆，将会在走完司法程序后受到
惩罚，这是对受骗大陆民众的应有交待。据台媒
报道，北京清华大学女教授被诈骗 1800多万元人
民币的案件近日告破，台中警方已逮捕以刘姓男子
为首的台湾诈骗集团8人。按照绿营某市长的最新
说法，台湾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所以理应有更高
的道德要求和更严的法律准绳。是继续放虎归
山，还是严惩不贷？大家都在看。“狼来了”的故
事人人尽知。如果只是叫
嚷几句要摘掉“诈骗之岛”
的帽子，跟对岸的相关合作
也缺乏诚意，那残存的政治
信用，就更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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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讲述汉字故事 深入挖掘汉字美学

香港“活字生香”展上亮点多
本报记者 柴逸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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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活字生香”展上亮点多
本报记者 柴逸扉

图为“字在生活”展区关于粤语历史及香港本地文化的展示。 黄洋港摄

本报台北2月21日电（记者吴亚明、冯学知） 台湾“经济部投
资审议委员会”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1月台湾核准大陆赴台
投 （增） 资金额达3180万美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96.49%。

台“投审会”官员表示，受季节性因素和农历新年影响，加上
个别项目金额较大，1月份核准陆资金额大幅成长，但后续趋势还需
长期观察。台“投审会”官员表示，目前台湾方面没有新开放大陆
投资项目，对陆资没有产生更多吸引力，因此未来大陆来台投资的
增长趋势不明朗。

据新华社上海2月21日电（记者潘清） 作为两岸年轻人沟通交
流的又一新途径，“We 爱·两岸青年短片大赛”21 日在两岸同步启
动。大赛鼓励两岸青年用镜头讲述发生在上海、台北两座城市中

“我们爱”的故事，也希望借此培育更多影视和文化创意人才。
此次大赛由上海市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上海文化联谊会、上

海市科技艺术教育中心、文汇报社、沪测信息科技 （上海） 有限公
司、华联国际多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交通大学共同主办。

作为大赛系列活动之一，“电影大师交流营”将于2017年6月23日
至30日在上海举办。多位两岸知名影像大师将担任导师和大赛评审，与
入围作品的作者进行零距离交流。主办方之一沪测信息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总裁孙大千透露，经过专家评审和网络投票评出的优秀作品，除在
上海和台湾的高校、影院巡回展映外，还有机会亮相上海国际电影节。

两岸影视界多位资深人士表示，希望两岸青年使用各种镜头语
言，用光影展示对爱的理解和赞美。作为大赛评审之一，台湾资深电
影人陈鸿元说：“短片可以说是电影道路上的‘前哨站’，透过镜头把

‘爱’呈现给观众是一件令人幸福和感动的事，这让我充满期待。”

1月份台核准陆资增长近4倍

本报台北2月21日电（记者吴亚明、冯学知） 为期 4天的 2017
智慧城市展21日在台北市南港展览馆登场，重点展示跨行业的新型
物联网产业运用及其发展趋势。展览由台北市政府、台湾智慧城市
产业联盟、台北市电脑公会联合主办。据介绍，本届展会有200家厂
商 900 个展位参展，设置 9 个台湾县市政府主题馆、6 个海外主题
馆，展示规模1.5万平方米，比往年增长20%。

在此前举行的记者会上，台北市副市长林钦荣、台湾智慧城市
产业联盟会长苏亮、宏碁电脑创办人施振荣和台湾圆镜生态绿能公
司陈光雄均期许两岸能够携手合作发展智慧城市。

台北智慧城市展瞄准新型物联网台北智慧城市展瞄准新型物联网

“We爱·两岸青年短片大赛”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