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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了传统文化的时代性，这
是此行最惊喜的收获之一。”在浙江衢
州中国儒学馆参观时，台湾翰雅文化
机构创办人陈春霖对本报记者说。8月
14日至20日，他和近百位台湾文化界
人士一起，参加“情系钱塘——两岸
文化联谊行”，饱览江南风光，细品江
浙文化。

传统文化融入城市血脉

“两岸文化联谊行”活动已举办15
届，此次走进江南水乡浙江，衢州是
其中一站。

让陈春霖惊艳的，不是衢州中国儒
学馆精美的陈设和丰富的馆藏，而是一
群身着汉服的小学生。这些可爱的小朋
友在馆中各展览点担任小小解说员，侃
侃而谈的样子儒雅又大气。馆中央的舞
台上，还有十余名小朋友在老师带领下
演奏传统乐器排箫，吟唱《诗经·郑风·
子衿》篇，声音嘹亮，曲调优美，引来台
湾嘉宾阵阵喝彩。

“我特意问了，这些小学生都是志
愿者。”陈春霖说，孩子以这种方式亲近
儒学实在是太好了，这就是潜移默化的
过程，是“中国化”的过程。“中国化是什
么，就是中国文化长期的熏陶。大陆在
推中国化，岛内民进党却在搞‘去中国
化’，两相对比，高下立判。”

衢州有这样的文化氛围并不奇
怪，当地素有“南孔圣地”之称，北
宋靖康之乱后，孔子第四十八世孙袭
封衍圣公孔端友率族人随高宗赵构南
渡，诏建衢州孔庙。参观孔庙时，两
岸嘉宾齐向孔子像行三鞠躬之礼，仪
式简洁却意蕴深长。

多位台湾嘉宾提到，传统文化在
浙江有很好的传承，令人欣慰。台湾
代表团团长洪孟启说，不管到博物馆
还是儒学馆，都看到了大陆在文化传
承方面的用心，比如大运河博物馆的
手工艺中心有很多互动区，让孩子可
以早早地接触文化。

同样的例子也发生在乌镇。当台湾
嘉宾问起当地民众如何看待乌镇戏剧
节时，文化乌镇公司副总经理邱建卫表
示，乌镇戏剧节每次都会推出加演场
次，让当地居民免费观看，“乌镇的老百

姓很自豪，他们知道汤显祖的《牡丹
亭》，也知道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他们
对环境的美有很深刻的认知。”

今日浙江的确精彩无限

7 天时间里，两岸嘉宾从杭州启
程，经乌镇、宁波、衢州、开化等
地，一路赏青山碧水，宿秀美古镇，
观都市繁华，看农村新貌，参访各类
博物馆、美术馆、大学院校、文创园
区，行程满满，收获满满。

“大陆变化太快，太大了”，是台
湾嘉宾与记者交谈时说的最多的话。
今日浙江的确精彩无限。钱塘江两
岸，新城灯光秀70万盏LED灯在30栋
摩天大楼上投下炫丽光影；水乡乌镇
里，造型极具现代感的大剧院与古意
盎然的小桥流水人家相映成趣；宁波
老外滩游人如织，衢州水亭门老街像
一幅国画；中国美术学院和浙江音乐
学院里，先进的数码设备和教学理念
让台湾嘉宾赞叹；就连小小的开化县
都令人惊奇，该县根缘小镇规模巨大
的木雕群让人叹为观止，而华埠镇金
星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范例，石头房
民宿“二食一宿”最贵的房间一天房

费高达2000元人民币。
发生巨变的绝不仅是市容市貌和

经济数字。台湾政治大学教授车昀庭
说，她十多年前来浙江上虞祭祖，感觉
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而 5年前
带学生去哈尔滨参加冬令营，感觉已经
大不同。此次来浙江，看到城市硬件上
的变化固然是翻天覆地，但更重要的是
人的变化，“从活动安排得这么周到，接
待细腻度这么高，就可以看出人的观
念、管理水平的进步。”

有台湾嘉宾表示，这次活动安排可
用“全程无缝对接”来形容，每位嘉宾的
车号、房间号、用餐座位、行李分送等，
无不事先安排妥当。代表团在开化县用
晚餐时，主办方还特意找出 8月份生日
的 4 位台胞，给大家送上生日蛋糕，安
排之用心和贴心可见一斑。

对大陆文化发展有信心

一周行程中，台湾嘉宾看到了好
山好水，看到了浙江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也看到了文
化发展的脉络。此次活动中，嘉宾们
参观了 10座以上的博物馆，拜访了西
泠印社、天一阁等著名古迹，还观看

了非遗民俗展演。陈春霖说，浙江有
很多文化根脉在创新中发展，都是文
化现代化适应的成功案例，这让他非
常佩服，也因此对大陆未来的文化建
设很有信心。

台湾嘉宾看到了两岸交流合作的
广阔空间。“80后”林靖格在台北拥有
一家小型设计公司，他参观杭州创意
设计中心后表示希望能有机会来杭州
发展，“我的公司以竹艺设计为主业，
浙江竹资源很丰富，市场广大，应该
有机会”。台湾陶艺学会理事长叶志诚
说，这次来浙江也是为了寻找合作机
会。他认为，台湾长于创意和营销，
能赋予产品更多的现代性和功能性，
而大陆则在制作工艺方面底蕴深厚，
两岸正可优势互补。

7天时间里，台湾嘉宾与大陆朋友
亲密接触，看到了更真实的大陆。80
岁的孔子第七十五世孙孔祥楷对台湾
嘉宾说，衢州孔庙的祭祀方式与众不
同，要向孔夫子汇报子孙的生活状态，
汇报“我们干了什么，吃了什么，生活得
怎么样”。“你们来大陆，也主要是来看
老百姓生活得怎么样嘛，多来走走，误
会就没了”。孔老先生睿智的话语，引来
嘉宾们会心的笑声。

“两岸文化联谊行”走进浙江

看到了一个更真实的大陆
本报记者 王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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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在港两院院士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大湾
区院士联盟有利于促进大湾区内科学家沟通、交流
与合作，也使香港向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更迈近一步。

内地与香港科研合作今年接连迎来佳讯，自 5
月份国家财政部和科技部向香港高等院校和科研
机 构 开 放 中 央 财 政 科 技 计 划 ， 使 科 研 资 金 可 以

“过河”在港使用之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
娥日前公布，中央同意按香港建议在港成立大湾
区院士联盟。

被誉为“亚洲电动车之父”的中国工程院院
士、香港大学电机电子工程系荣誉教授陈清泉相
信，大湾区院士联盟可以发挥院士集体作用，让院
士凭借自身的知识和广泛的人际网络，为政府提供
战略咨询、政策咨询，并为两地研究项目的可能合
作进一步搭建平台。

“以前香港的院士发挥不了这种作用，现在提供
了这样的平台和机制。”陈清泉说，此举令香港向成
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又迈近了一步，香港在大湾区

内独特的作用与优势就是国际化的理念、经验和联
系，区内各城市应规划对应机制，思考如何结合自
身特点来与香港的优势加强互补和对接。

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微生
物学系讲座教授、港大新发传染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任袁国勇形容，大湾区院士联盟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突破”，香港的基础研究及学术文献贡献多，但
科研成果产业化是香港弱项，以医学领域来说，科
研成果能够真正帮到病人、助益社会的“一点都不
多”，如果能够与广东省以及全国的院士搭建互相交
流的平台，定能帮助香港科学家吸取经验。他认为
大湾区内可以每年举办一次学术会议，之后还可以
进而举办共同的工作坊，尝试双方各有优势与互补
的项目，类似的交流合作短期内可以分专业领域进
行以便容易开头，长期则可以尝试跨领域开展。

袁国勇认为，香港在朝着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目
标努力时，必须增加合作，包括国际合作与大湾区
合作，后者相对有距离和交通优势，比如香港科学

家可以一小时内去到广州与钟南山院士交流，而面
对面交流与网络视频交流的效果显然不同。对于中
国科学院下辖的广州生物医药及健康研究院落户香
港科学园，袁国勇表示欢迎，相信这既能有利合作
也能形成良性竞争。

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讲座教
授唐本忠表示，以往港深院士也会在深圳有聚会，
不过比较随意。大湾区院士联盟在促进两地院士加
强沟通交流的同时，也可以为两地政府在制订科
学、技术决策时提供专家意见。他并希望推动成立
大湾区内跨领域、跨学科的产学研高等研究院，以
弥补尖端基础研究与产业之间的空缺。

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荣休化学讲座
教授及研究教授、港科院创院院士黄乃正希望，大
湾区院士联盟能够吸纳所有在港院士，也希望联盟
成员可以合力帮助提升珠三角的高等教育水平及科
技水平，具体方式包括院士到区内大学任教、指导
研究生以及香港的大学到湾区城市设立分校等。

大湾区院士联盟助力香港创科发展
中新社记者 曾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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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内舆论普遍认为

萨 台“ 断 交 ”主 因 是
民进党当局恶化两岸关系
新华社台北8月22日电（记者陈君、查文晔） 萨尔瓦多

21 日宣布同台湾断绝所谓“外交关系”，中萨建立了外交关
系，受台湾各界高度关注。岛内舆论普遍认为，主因是民进
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恶化了两岸关系。民进党当局
再次上台以来，纵容“去中国化”等“台独”分裂活动，还
企图挟洋自重，一意孤行，制造对抗，招致后果是咎由自取。

岛内报纸、电视、新闻网站等均突出报道了萨台“断
交”事件。民进党再次上台两年多来，萨尔瓦多是第五个与
台湾“断交”的“邦交国”。

岛内舆论普遍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民进党当局错误的两岸政
策。《联合报》一项调查显示，有近八成的人认为此次事件不意外，
骨牌效应势将继续，只有约4%的人表态支持台当局继续对抗。

《中国时报》引述岛内人士观点指出，两岸关系紧张是造
成台“外交危机”的主因。民进党当局拒绝承认“九二共
识”，其行政机构负责人多次公称自己是“台独工作者”，屡
屡挑战两岸关系。如两岸关系不改善，“断交”不会停止。

《联合报》认为，问题要回到两岸关系解决。当前两岸关系
症结点仍在“九二共识”上，民进党当局如不正视，两岸关系恐
仍陷僵局。该报社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断采取“草螟弄鸡公”
的方式和大陆正面交锋，甚至不惜牺牲台湾民众福祉，作为和
大陆对抗的筹码，把台湾民众带向没有出路的险境。

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曾铭宗表示，民进党当局两年来
面对“断交”，千篇一律指责大陆“打压”，无助于遏止雪崩
式“断交”的现实。

香港艺术馆获赠吴冠中画作
本报香港8月22日电（记者陈然） 香港艺术馆22日宣布

获赠已逝著名画家吴冠中的珍贵画作及个人文献予永久收
藏。藏品由吴冠中家人慷慨捐出，包括多幅著名素描写生原
稿、油画、水彩及瓷板画等，共计百余件。

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捐赠仪式并致感谢状予吴冠
中家人。她在致辞时表示，吴老生前曾多次在香港举行画
展，其间还速写过维多利亚港的景色，这也是他唯一一次即
席示范，可见吴老对香港的深厚情感；香港中西交融的特
点、勇于开拓的精神，也与吴老毕生的追求并无二致。

作为全球拥有吴冠中作品最多、类别最丰富的艺术机构，
香港艺术馆至今珍藏吴冠中画作及文献超过450项，涵盖其逾
半世纪创作的水墨画、水粉画及素描等，例如《山下人家》、《宁
波水乡》及《苏州水巷》等。吴冠中生前常用的印章、留法证件及
勋章等也珍藏于此，旨在更完整地呈现他的艺术历程。

吴冠中（1919-2010）是中国美术史上学贯中西的殿堂人
物，毕生致力于“国画现代化”和“油画民族化”的探索，其作品
融合中国传统水墨与西方现代绘画的美学观点与内涵。

据介绍，香港艺术馆定于2019年下半年开设“吴冠中艺
术厅”，长期展出吴冠中作品及相关馆藏，并举办多项活动纪
念其诞辰100周年。

以“美丽大方，花海毕节”
为推介主题的毕节市第十一届旅
游产业发展大会近日在贵州省大
方县举行。在开幕式上，大型彝
族歌舞剧 《奢香》 隆重上演。演
出总计有四个篇章，展示了奢香
夫人充满传奇神秘的一生。

图为演员在贵州省大方县奢
香古镇《奢香》歌舞剧上表演。

罗大富摄 （人民视觉）

古彝歌舞剧《奢香》
贵州首演

二季度澳门游客消费同比涨20％
据新华社澳门8月22日电（记者王晨曦） 记者22日从澳

门统计暨普查局获悉，澳门2018年第二季度游客总消费 （不
包 括 博 彩） 共 165 亿 澳 门 元 （以 下 简 称 元）， 同 比 上 升
20.0％，与第一季度比较则微升0.5％。

统计暨普查局最新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游客人均消费为
1996元，按年上升11.6％，按季增加3.9％。内地游客人均消
费同比上升 9.5％至 2367元，其中广东省游客消费 （2178元）
增加20.7％，福建省游客 （1260元） 则下跌2.1％。

另一方面，留宿游客的人均消费为 3012 元，按年增加
10.2％；其中内地 （3448 元） 及台湾地区 （2838 元） 的游客
人均消费分别上升6.4％及8.3％。不过夜游客的人均消费上升
22.1％至819元，以内地游客 （1043元） 最高。

在消费类别方面，第二季度游客的消费主要用于购物
（46.3％）、住宿 （27.8％） 及餐饮 （18.7％）。按来澳门主要目
的，参加会展 （3826元） 及购物 （3426元） 的游客人均消费
按年分别上升15.8％及39.3％，度假 （2371元） 则下跌3.0％。

8 月 22 日，“2019 中国织里童装设计中心新品发布会”在
“童装之都”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举行，多家国内一流童装设计
工作室的新款作品在小模特身上一一呈现。图为小模特在发布
会上展示新款童装。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童装之都”发布新品

香港理工大学将研发“火星相机”
支持国家首次火星探测

据新华社香港8月22日电（记者丁梓懿） 香港理工大学
将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合作，研发生产一台可搭载在最早
拟于 2020 年发射的火星探测系统上的“落火状态监视相机”

（以下称为“火星相机”）。双方22日在香港理工大学就火星
探测项目的联合研制协议举行签署仪式。

据介绍，合作项目旨在支持国家首次进行火星探测任务。火
星探测器拟于2020年发射，探测系统由环绕器、着陆器和巡视器
组成，目标是对火星同时进行轨道和地面探测。这台“火星相机”将
设于着陆器外面顶部，用于监视降落火星后巡视器的操作状态，包
括太阳翼的打开、火星周遭环境以及巡视器本身走动情况。

香港理工大学是香港唯一拥有航天任务实战经验的高等
院校，在研发精密太空仪器方面经验丰富，该校科研人员自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参与国家和国际的太空探索研究。这次合
作将由该校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精密工程讲座教授及副系主
任容启亮率领20名研究人员，与研究院专家共同研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