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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黄埔军校后代亲友联谊会、大鸾
翔宇慈善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纪念周恩来诞
辰 120 周年暨周恩来与黄埔军校”系列活动，
8月11日在香港树仁大学举行简单而隆重的开
幕仪式。海内外近200名黄埔军校校友及后代
齐聚香江，追忆孙中山先生和周恩来总理的
革命实践与丰功伟绩，共叙黄埔友情与黄埔
精神，场面气氛热烈、融洽。

“携着手向前进，路不远莫要惊。亲爱
精诚，继续永守发扬我校精神……”开幕式
上，各位黄埔校友及后代深情地唱响黄埔
校歌。激昂的旋律中，先辈们的音容笑貌
和谆谆教诲再次重现，国家和民族感情凝
聚迸发。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
郑建邦发来贺信表示，今天，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航线已经明确，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巨轮正在乘风破浪前行。“我们比历史
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周恩来同志生前
念兹在兹的中国现代化宏伟目标，一定能够
在不远的将来完全实现”。

“斯人已逝，但周恩来前辈的未竟事业并
未中断，需要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全体中
华儿女共同完成。”已94岁高龄的黄埔同学总
会会长林上元，是黄埔第 18 期毕业生，他在
致辞时动情地表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祖国的统一大业、中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中 国
梦，牵动着每一个中华
儿女的心。

周恩来侄女周秉德
发言时强调，在祖国统
一的路途中，黄埔人有
更多责任和使命，“中华
民族实现统一，会令我
们的国家更强盛、社会
更安定、人民更快乐”。

在黄埔精神分享会
上，近 20 位黄埔后代的
代表为香港大中学生及
青 年 代 表 讲 述 前 辈 故
事，强调要传承黄埔精
神，共促两岸和平发展。

香港黄埔军校后代
亲友联谊会会长林际平

坦言，“黄埔精神，情系中华民族，情系中国
现代史”，黄埔后人应想尽一切办法，推动两
岸问题的解决。

孙中山曾侄孙孙必达认为，黄埔精神是
家国情怀、民族大义。他深情回忆道，“北京
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之后，很多台湾的将领
会回北京参加同学会，这就是爱国情怀。无
论政治上的立场如何，他们始终热爱这个国
家。希望后人将此精神发扬光大。”

陈奇涵上将之子陈崇北也表示，黄埔后
代应高举黄埔爱国革命统一的旗帜，“不管奋
斗的路程多么漫长，都要为老一辈革命家为
之奋斗的祖国统一大业不懈努力”。他向在场
的香港青年朋友说，向历史学习十分重要，
为了弘扬黄埔精神，我们后人会不断呼吁，
并把工作向广度和深度推进，帮助新时代的
青年人走得更好。

在回应青年代表的提问时，戴安澜中将
之子戴澄东说，黄埔精神就是为国家、为民
族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青年人要从中华文
明的角度出发，秉持永不言败的必胜信念，
将国家放在第一位，“这便是中华民族和黄埔
精神的内涵所在”。

8月12日，黄埔后代还参访了香港大学和
香港孙中山纪念馆，通过探寻革命足迹，缅
怀英烈之魂，增进了情谊，更坚定了信念。

（本报香港8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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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晚，2018“亲情中华·欢
聚台湾”大型文艺巡演在台湾南投落
下帷幕。此次演出由中国侨联、西安市
人民政府、西安市侨联联手台湾“中国
青年大陆研究文教基金会”、台湾中华
侨联总会共同主办。在过去的一周，

“亲情中华”艺术团一行50余人风尘仆
仆，足迹遍布台湾的东部、北部、西部
与中部，为花莲、桃园、苗栗、南投等地
民众送去 4 场饱含亲情的文化盛宴，
受到台湾观众的喜爱。

“两岸交流就像我老家浙江的西
湖龙井，茶叶一经热水冲泡，就会上
下浮动，进而舒展开来，合在一起。
我们两岸也要如此保持热络，常来常
往，不能停了互动，只有这样才能增
进 彼 此 之 间 的 了 解 ， 才 是 亲 上 加
亲。”台湾中华侨联总会理事长郑致
毅看完演出后动容地说。

在台看到家乡亲
人演出，难得

“这是‘亲情中华’艺术团第5次
来台湾演出了，之前每次都非常精
彩，已很有口碑。”台湾“中国青年
大陆研究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李钟桂
自称是艺术团的“铁杆粉丝”，每次
必看。今年，虽然因为脚疾行动不
便，但年近耄耋的她依然坚持从台北
赶到花莲观看首场演出，与艺术团成
员共叙乡情。

听说大陆的艺术团来了，住在花
莲的93岁老人曹勋彰也拄着拐杖，在
女儿的搀扶下早早赶到演出现场。

“我的老家在山东潍坊，之前去过 26
次，这些年岁数大了，去得少了，特
别想念。”老人一开口，乡音依旧浓
郁地道，见到大陆来的同胞，高兴得
有说不完的话。

在“亲情中华”的演出现场，总
能听到观众主动聊起自己与大陆的血
脉渊源。

“ 我 的 父 亲 是 从 陕 西 富 平 过 来
的，我也去过很多次。能够在台湾看
到 家 乡 亲 人 的 演 出 ， 真 是 太 难 得
了。”年过花甲的钱钧衡是桃园市陕
西同乡会理事。7 日晚，他与 70 多名
同乡会会员一起专程赶到桃园平镇分
馆演艺厅观看演出，并专门准备了一
条印有“桃园市陕西同乡会”的横
幅，向台上的老乡致意问好。

精彩纷呈的演出没有让台湾乡亲
们失望。杂技、声乐、舞蹈、诗朗诵，多
种艺术形式的表演轮番登场，俨然一
场视听盛宴。“这绝对是国际一流水
准，真是不简单！”桃园观众马镇欧看
完演出，揉着拍红的双手由衷赞叹。

吸引台民众到大
陆走走看看

“ 两 岸 同 根 、 同 祖 、 同 源 、 同
文、同种，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烙印的
节目尤为台湾观众所喜爱。”“亲情中
华”艺术团团长、中国侨联文化交流
部部长刘奇介绍，在多年演出与交流
的过程中，艺术团更为熟悉台湾民众

的喜好与需求，并且据此用心挑选节
目，以此唤起他们心中的共鸣。

浓厚的文化韵味正是此次演出最
大的特色。

早在千年之前就经丝绸之路传
入中国的 《胡旋舞》，从唐代名画

《簪花仕女图》 中汲取灵感编排而成
的 《簪花仕女舞》，源自汉代、曾被
李白形容为“扬眉转袖若雪飞、倾
城独立世所稀”的 《白纻舞》 ……
西安歌舞剧院舞蹈演员表演的多支
传统舞蹈，婷婷袅袅，在现场掀起
一阵浓郁“古风”。

西安侨联主席李继红介绍，让台
湾观众感受十三朝古都的历史文化底
蕴，是前期挑选准备节目时的重要标
准。“两岸文化相通，情感相连，我
们希望通过演出，吸引更多台湾民众
来西安、来大陆走走看看。”

演出结束，许多观众纷纷涌上舞
台，抢着和身着传统服饰的舞蹈演员
合影留念。意犹未尽的观众们，拉着
艺术团成员畅聊自己对于大陆的好奇
与向往。桃园站的演出散场后，一对
夫妇骑着电动车经过 《生如胡杨》 的

创作者、朗诵者阿紫身边，突然停
下，大声地对她笑道：“明年我们也
要去内蒙古看看胡杨！”

台青年对大陆的
记忆会更清晰

“明年你们还会来吗？”巡演落下
帷幕，观众恋恋不舍。

“两岸一家亲，看到演出，我们
就会深深感受到两岸在语言、文化
等方面是相通的，并自然而然地产
生一种亲近感。这种民间交流应该
持续下去，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家
人。”“亲情中华·欢聚台湾”的粉丝
葛永光已是第二次观看演出。在他
看来，演出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视觉
的享受，更是两岸亲情的交流。

如今，“亲情中华”文艺演出的
舞台已经成为两岸往来的一个广阔平
台。刘奇介绍，去年，山西的艺术团
体参与了“亲情中华”赴台巡演，深
厚的三晋文化很快“圈粉”大批台湾
民众。今年在高平举行的海峡两岸同
胞神农炎帝民间拜祖典礼，吸引了
1500多名台湾宾客，两地企业界也签
订了多份意向性合作协议。“我们希
望以文化搭台，推动两岸在经贸等更
多领域的往来与合作。”刘奇说。

在巡演各站的观众席中，还有不
少年轻面孔，甚至垂髫儿童，中华文
化的根脉同样深植于台湾年轻一代的
心中。

再过几天，在岛内从事青年辅导
工作的任景昱就将带着64名台湾高中
学生，赴上海参加“亲情中华”夏令
营。9 日晚，她专程从台中赶到苗栗
观看演出。“这些优质的文化活动都
是增进两岸民众尤其是青年之间交流
的很好机会。我相信，在亲眼所见、
亲身经历之后，台湾年轻一代对于大
陆的记忆会更加清晰，感情也会更加
深厚。”

“亲情中华”以情“圈粉”台湾民众
本报记者 严 瑜 文/图

图为西安歌舞剧院演员表演舞蹈《簪花仕女舞》。

图为开幕式现场。图为开幕式现场。

粤港澳联手保护中华白海豚
据新华社广州电（记者王攀） 记者近日从广东省海洋与渔

业厅获悉，粤港澳三地正在筹建中华白海豚粤港澳保护联盟，
搭建交流互动平台，加强各保护组织间的协作与合作，共同推
动中华白海豚保护事业发展。

中华白海豚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主要分布于印度洋和
西太平洋的亚热带和热带近岸浅水水域，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东
南沿海。由于数量稀少，也被誉为海洋中的“大熊猫”。

广东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陈海
亮说，保护中华白海豚已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生态文明建
设的窗口，从1995年开始，广东与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和澳门
民政总署建立了密切交流合作关系，将中华白海豚保护列为合
作事项。

陈海亮说，开展日常救护和紧急联合救护，将是中华白海
豚粤港澳保护联盟的重要任务。三方将联合成立救护专家组，
科学开展各项管护工作，完善中华白海豚救护网络，开展相关
法律与业务咨询工作。

此外，联盟将建立救护信息共享机制，设立开展科研项
目，调查中华白海豚的资源量、分布、生活习性、洄游路线、
生理结构以及种群结构、种群差异等生物、生理和生态学特
征，共同建立完善中华白海豚组织样品库和基因库。

联盟还将邀请专家对工作人员进行短期集中培训，提高三
地工作人员业务水平，同时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加强公众科普
教育。

由江苏省苏州市台办及该市姑苏区文教委举办的“姑苏出
发——非遗体验之旅”夏令营近日开营。来自台湾新北市头前
中学等三所学校的26名学生来到中国昆曲、评弹博物馆、丝绸
博物馆等地体验昆曲、评弹、缂丝、制扇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图为苏州平江实验学校五年级学生徐沈依
灵 （中） 正 在 给 台 湾 谢 同 学 （左） 指 导 弹 评 弹 的 要 领 。

华雪根摄 （人民视觉）

台湾学生苏州体验“非遗”台湾学生苏州体验“非遗”

“旧情复炽：老夫子AND苏富比”展览近日在香港苏富比艺术空间拉开帷幕。展览展出经典漫画《老夫子》
原作者王家禧及其长子王泽的120余幅原稿及相关画作，将持续至本月25日。图为一名参观者在香港苏富比艺术
空间举行的传媒预展上拍摄漫画《老夫子》原稿。 王 申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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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子》原稿亮相香港苏富比

据新华社澳门电 （记者郭鑫） 何东
图书馆位于澳门岗顶前地的尽头，与周围
一众欧式建筑相映成趣，共同组成了世界
遗产“澳门历史城区”的重要一部分。近
日，在何东图书馆举行了庆祝建馆60周年
的纪念牌揭牌仪式。60 年来，何东图书馆
由小到大，经历风风雨雨，成为集历史、文
化和建筑艺术于一体的园林式图书馆，默
默守望和滋养着澳门一代又一代读书人。

何东图书馆的前身是澳门知名企业
家、慈善家何东先生于 1918 年购入的私
人别墅，1956 年何东逝世后，家人遵照
他的遗嘱捐赠该物业及 2.5万港元购书款
予澳门政府，以建立收藏中文书籍的公
共图书馆，并命名为何东图书馆。

何东图书馆于1958年8月1日正式对
外开放，成立之初便是澳门最具规模的中
文公共图书馆，藏书约 3000册。经过 60年
的发展，现在的何东图书馆已经成为以古
籍、文、史、哲、艺术、建筑类书籍及多媒体
视听资料为主的综合性图书馆。

图书馆的主体建筑由两座建成年份
相差一个世纪的大楼组成，分别是建于
1904 年以前的原大楼和落成于 2006 年的
新大楼。图书馆入门处是古朴典雅的鹅
黄色拱门长廊，原大楼楼高三层，是经
典的欧陆风格建筑，后面的新大楼楼高
四层，是简洁朴素的现代风格。新旧两
幢大楼相结合，全馆成了兼具藏书楼和
现代化图书馆功能的人文阅读空间。

大楼前后，是遍植青草和老树的两
个中式庭院，既是对澳门市民开放的公
共空间，游历至此的旅客入内休憩片
刻，也会十分舒心爽朗。

参加揭牌仪式的澳门特区政府文化
局公共图书馆管理厅厅长邓美莲曾在何
东图书馆工作多年。她说，还记得第一
天来到何东图书馆时，就觉得眼前的建
筑更像别墅而非图书馆，它和传统图书
馆完全不一样。她推荐了三个不错的图
书馆空间给读者，包括可以欣赏到建筑
特色的前花园、大树成荫的古树区以及
新大楼的阅读区。

被问及未来发展时，邓美莲表示，
何东图书馆是一个成功的历史建筑活化
实例，为了保护历史建筑，建筑的外貌
将不会再有太大的变化，毕竟图书馆的
发展趋势不只是提供单纯的阅读空间，
而是更多地与建筑、艺术表演等相结
合，形成一个大型的社区文化公共空间。

澳门何东图书馆，60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