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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隔着迢遥的山河/去看望祖国的土地/你用你
的足迹/我用我游子的乡愁……”台湾民歌手杨祖珺怀
抱吉他，在两岸开放交流 30 周年纪念晚会上动情唱
道。上世纪 80年代，杨祖珺作为首个在大陆开演唱会
的台湾籍歌手，曾在北京唱响这首《少年中国》。

在那时，来大陆开唱是需要些冒险犯难精神的。
全面封杀、限制自由，种种代价可能接踵而来。“那时
台湾老兵返乡探亲已经通了，我希望文化上也通。”杨
祖珺告诉记者，我在台湾是“唱自己的歌”（台湾民歌
运动） 的歌手，为什么不把心声带给大陆的年轻人，
跟他们互动沟通？

大门始开

上世纪 70年代，大学时代的杨祖珺投身台湾民歌
运动，从此社会意识和人文关怀不只是动人的吟唱，
更见于影响社会和改变人群的实践。1988 年，她率首
个“台湾返乡探亲团”前往大陆，同年，成为“中国
统一联盟”创盟盟员。

时至今日，谈及年轻时“能踏上大陆的土地一

步，死也甘愿”的愿望时，她依然
会泪湿眼眶。生在由上海迁至台北
的人家，直至开放台湾老兵探亲之
际，她才首度踏上祖国大地。

“乡愁，回家。”1991 年首次
返乡、此后陆续护送上百位老兵骨
灰归家的台湾老兵高秉涵，用这两
个关键词，向记者概括他最深的感
触。“我为什么要把这些老兵的骨
灰一个个抱回他们的家园？我深深
地了解这些老兵的乡愁，因为其实
我也是其中一份子。我更深深地了
解到，他们要回到自己生命的源
头，也就是家。”

父辈的乡愁，儿孙的情结。3
岁时跟随父母从山东到台湾的凌
峰，是第一位到大陆拍片的台湾艺
人。在 1985 年获得第 20 届金钟奖
最佳男歌手奖后，突然放弃岛内的
演艺事业，于两岸开放交流当年，
前往大陆拍摄电视系列片《八千里

路云和月》，向台湾观众介绍大陆的风土人情，并在片
中担任主持。

“我一定要去大陆。”凌峰曾经发愿。在他还年幼
时，母亲和眷村邻居妈妈们常常聚在一起唱歌，每次
唱道“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
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大伙儿都会落泪。

“我想大人怎么唱着唱着会哭呢？这首歌有什么好
哭。”直至成年后，凌峰才能领会，那样的情愫叫想
家。他的父亲临终前辗转回过老家，更多的眷村老兵
却归乡无计，在无尽的等待中凋零。到大陆拍摄电视
系列片，以此纾解台湾观众的乡愁，这便有了 《八千
里路云和月》。

历尽波折

30年前，《少年中国》在杨祖珺传唱之际，被视作
“与匪隔海唱和”。因被当局视为从事社会运动，杨祖
珺的唱片被禁，演出被取消。“他们会明白，我只是为
了民族、音乐在努力，我没有什么‘阴谋’。”杨祖珺
曾想。理解却并未到来，封杀依旧如影随形。

1987 年，凌峰计划前往大陆拍摄 《八千里路云和
月》 一事被媒体曝光。原本悄悄赶到日本，借两岸参
加东京影展的机会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接洽拍摄事宜
的他，从日本一回到台湾即遭软禁，岛内报纸封杀他
的消息，同时被勒令不准上电视、不准演出。由于当
年海外报纸争相报道，数月后台当局迫于压力才放他
出岛拍摄。

“刚好就碰到两岸探亲开放，所以我们以探亲的名
义、拍摄纪录片的名义，开启了 《八千里路云和
月》。”凌峰说，《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两岸开启交流30
年是同年同月生。北至黑龙江，西至新疆伊犁，南至
云南边境，从大城市到小乡村，镜头覆盖广阔，以人
物为载体，为变迁中的中国大陆留下影像足迹。经历
没收录像带、禁播停播等波折，绝食和质询等抗争，

《八千里路云和月》在台热播，并迫使台当局修法，宣
布取消赴大陆制作电视节目的禁令。

凌峰向记者回忆，1990 年，他和文章受邀参加
大陆春节晚会。但当时台湾有法令规定，演艺人员
不允许出现在任何大陆电视台里，除非是新闻。否
则，回去就会被禁唱、禁演。文章当时走红台湾，
心中颇多顾虑。

“你到底是要为两千万人唱歌，还是
十亿人而唱？”在凌峰劝说下，文章如期
登台，回到岛内果然被封杀。由于 《八
千里路云和月》 热度正高，凌峰未被封
杀 （否则意味该片相应要停播）。区别对
待同时登台的艺人，岛内新闻喧腾一
时，最后逼得台湾“新闻局”修法，允
许台湾的艺人到大陆上电视。

互相倾诉

冰释雪融，弦歌未央。冲破现实的
重重阻隔，两岸日渐声息互闻。在两岸
交流纪念晚会上，从上世纪 70年代的台
湾民歌，到脍炙人口的流行音乐，台湾
乐声陪伴大陆“50后”到“90后”，镌刻
难忘的葱茏青春。“四大名著”电视剧主
题曲响起，现场不同年龄段台胞的光影
记忆同样被唤起。

《橄榄树》《故乡的云》《爱拼才会

赢》 ……歌曲串联起的，不只是华语歌曲的流变，更
是两岸交流30年的历程。“大地之大，我们还有很多的
歌没听到，还有很多的话没有互相倾诉。”“台湾民谣
之父”胡德夫对记者说。

在胡德夫看来，未来有一座大桥还要继续建，那
就是沟通两岸的大桥。“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文艺工
作者，最起码是一个螺丝钉，或是桥墩的一部分。”自
从 1989年首次来大陆，在经年往返中，胡德夫一次比
一次确信，在那座大桥上，两岸同胞可以互相寒暄，
彼此拥抱。“这样的同胞兄弟情分，应该在那座桥上，
我们心里那座桥上建立起来。”

“我最大的愿望是有生之年，两脚都还可以行走，
有机会跟不同世代的年轻人交谈，听他们的歌，唱自
己的歌。”胡德夫说，台湾 300 多个部落我几乎都去
过，大陆这么大，我想用有生之年好好地走，除了看
看这里壮大以外，也让台湾很多的朋友，因为看到这
边的发展，而充满希望，充满志气。

左图：胡德夫在两岸交流纪念晚会上演唱。
下图：台湾歌手苏芮在两岸交流纪念晚会上献唱。

（图片均由晚会主办方全国台联提供）

山林掩映，鸟鸣蝉噪；沙滩湿软，海风微咸……提到这些静谧
的景色，很少有人会将它们和香港联系起来。事实上，灯火璀璨的
维港、鳞次栉比的高楼和熙攘喧闹的街道并不是香港的全部，卸下
了国际金融中心的繁华，这座城市还是一个郊野公园遍布各处的绿
色家园。

环山抱海的西贡，芒草旺盛的大东山，碧海白沙的清水湾，对
于平日忙碌的香港人，郊野公园的清新野趣尤其有吸引力。得益于
发达的交通网络和合理布局，从繁华闹市到山水相连不过一个钟头
的时间，离开市区的钢筋水泥，群山峻岭海岸浅滩，是香港隐藏的
另一面美丽。

覆盖半个香港的美景

如果从天空俯视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就会发现，翠绿是这
座城市的主色调，从新界到港岛，大约2/3的土地仍然保留着原有
自然生态，其中大部分被划定为 24 个郊野公园及 22 个特别地区，
广泛分布在香港各区，都市只是点缀其间的星星点点。

“初到香港的人，第一眼大多都看到维港两岸的灯火辉煌，但
当我开始探索郊野公园之后，才发掘了完全不同的香港记忆。”居
住在深圳的罗小姐在过去2年间，到访了近20个香港郊野公园，并
将每一次的游玩经历整理成文，分享给身边的友人。如今，她已经
和近10名深港两地的户外运动爱好者组成团体，希望能够走遍香港
每一处郊野美景。

由于因地而建，24 个郊野公园各有特色，满足市民不同的需
求。“想要钓鱼吃海鲜，就可以去长洲、南丫岛、大澳等离岛，躺
在沙滩上听海浪拍打着岸边，发着呆就度过了一下午的慢时光；要
是想要挑战自我，那就行走著名的麦理浩径，背上帐篷横穿新界九
龙，在翻山越岭中看日出日落；如果家人同游，梅窝、金山郊野公
园就不可错过，开阔美丽的风景，设施完善的烧烤场，足可让一家
老少共享山水之乐。”罗小姐如数家珍地介绍道。

正是凭借不同的景色特征，郊野公园每年吸引着超过1000万人
次的游客到访，也不断改变着内地访港游客的行程路线。如今。越

来越多的赴港旅客放弃“买买买”而转向深度游览，郊野公园成为
重点探索对象，“离岛一日游”、“挑战麦理浩径”等路线日益成为
热门选择。

适度开发保留的“野”趣

从小小渔村到国际都会，香港百年的经济发展让世界瞩目，然
而这百年间香港对自然生态的发展保护则少为人知。经历过20世纪
初战争的摧残，和上世纪中的大肆砍伐破坏，香港的青山碧水也曾
遭遇重创，山体裸露、水源污染，让香港人感受到环保的重要性。
自1976年《郊野公园条例》制定，城门、金山、狮子山等第一批郊
野公园划定，香港的郊野保护日益成熟，“十年树木”的成果不断
显现。

借鉴欧美国家“国家公园”的发展理念，香港的郊野公园在开
发的过程中，不断强调人和自然的和谐平衡，避免用力过度，让

“保护和传承”的本意变成“征服与破坏”。正因如此，行走在香港
的郊野公园中，除了必要的设施外，很难看到太多现代建筑的痕
迹，就连路牌和垃圾桶都和环境融为一体，不显突兀。

“记得第一次来郊野公园行山，当时准备不足没有带够饮水，
原以为沿途会有小卖部，谁知走完四个小时的山路都没有看到一处
人家，饥渴交加之余也让我深深感受到了这里的‘原始风情’。”和
罗小姐一样，在香港读书的田晓也是“资深驴友”，他觉得香港郊
野公园在发展和保护中找到了平衡点，“很多细节设置非常人性
化，比如主要山径都设置了路标，不用担心迷路；每隔一段路会有
洗手间方便游客；提供了专门的露营聚集场地可以过夜等。”

山水相连间的环保教育

让市民在享受郊野乐趣的同时，了解保护自然的意义，是香港
郊野公园建设的主要目的之一。几乎每处郊野的游客中心内，都有
对该区环境和物种的详细介绍，以及形象生动的环保教育资料。

根据香港特区渔护署网站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2015至2016年
间，香港各郊野公园参与自然护理教育活动的人
数多达34万人次，植树总数达41万棵。很多游客
中心常年都迎接来自中小学的学生团体，在老师的
带领下探访学习，从小在心中根植环保的理念。

从 1977年首批郊野公园成立到如今，40年间，
郊野公园吸引着港人走出户外，从而逐渐形成了独
特的“行山”文化；更让香港市民感受到青山绿水的
可贵，愈发珍视这难得的城市“后花园”。

无需苦口婆心的说教，行走在郊野公园内，
很少见到有游客随地乱扔垃圾的行为，同时，也
有越来越多的民间团体成立，自发上山下海清洁
郊野。为了进一步减少郊野公园的垃圾总量，香
港特区渔护署宣布将在 2017年年底前移除郊野公
园所有的垃圾桶，每一位游客将“自己垃圾，自
己带走”，这样一个看似“不近人情”的决定，却
得到了全港上下的大力支持，足可见郊野公园在
香港市民心中的重要位置。

图为西贡万宜水库。 吴玉洁摄

澳门准确把握国家发展大势，立足“一国两制”特色优势，
不断深化与内地的合作，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
积极参与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提升澳门在国家经济发
展和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深信，澳门又
站在了更加辉煌的历史起点上。澳门要积极推进经济适度多
元发展，强化澳门作为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支撑能力。我
们深信，澳门的明天、中葡经贸合作的未来会更美好。

——中国商务部前副部长张志刚

澳门在中葡经贸合作中大有可为。近年来，澳门发挥与
葡语国家在历史、文化、语言和人脉等方面的天然联系优势，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合
作中所发挥的积极角色得到广泛认同。新形势下，需要进一步认清澳门的情势和
发展环境及其与世界和祖国内地的互动关系，发挥澳门特殊优势，在“一国两制”
制度安排下，紧随祖国发展、融入祖国发展、助力祖国发展，提高澳门可持续发展
能力。

——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李钢

经贸交流上，澳门一方面与内地省市互动越来越紧密，另一方面与葡语国
家保持着传统而广泛的联系。地理位置上，澳门背靠珠三角，辐射东南亚。因
此，澳门是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把澳门融入到国家大战
略布局中，将为澳门独特优势的发挥提供明确的指引和巨大的发展机遇，同时
也将进一步促进中国与葡语国家间的经贸合作。

——中葡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副秘书长陈敬红

建设“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是中央赋予澳门在国家整体发
展战略层面的定位，是澳门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中的功能和定位之一，
也是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方向。澳门如何建设好、发展好“一个平台”，发
挥澳门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中的作用，需要社会各界共同筹划和思考。

——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庞川

下载手机APP、与AI机器人问答、穿越时空对话……这些现代科技元素将与传统的
豫剧表演在台湾豫剧大师王海玲的退休之作《观·音》中同台，展现豫剧在台湾的传承和
创新。豫剧新戏《观·音》以数字网络为主线，讲述了王海玲用手机下载了一款APP后的
一系列奇遇，巧妙穿插了她曾经扮演过的经典角色，是对65岁的王海玲58年豫剧表演生
涯的一次回顾与致敬。该剧于 12 月 8 日至 9 日在高雄演出。图为王海玲在彩排中。

赵颖全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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