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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举办庆祝大会时，国
家主席习近平亲临香港，首天的活动行程，便
是到香港西九文化区视察。经过一年多的建
设，这张独特的文化名片，让香港呈现出崭新
的活力。

黄金地段

西九文化区坐落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九龙尖
沙咀核心地带，香港媒体曾以“得西九，得天
下”来形容这里地段之金贵。这片40公顷的土
地是1994年填海所得，它也是维多利亚港最后
一块人工填海区，濒临海港，水域辽阔，景色
瑰丽，各方垂涎，炙手可热。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香港特区政府将这
片黄金地段全面交给了“文化”。

1998年，时任香港特首董建华在当年的施
政报告中提出，要在位于西九龙的填海区兴建
一系列世界级文化设施，希望借此提高香港的
文化水平与世界地位。

随后，历经三任特首，民间团体、艺术家

等各方长时间的讨论，在公众达成共识和参与
下，西九文化区终于在2013年破土动工，首笔
获得 216 亿港元的拨款支持，戏曲中心、展览
中心、M+博物馆、香港故宫博物馆等 17 项文
艺设施将分三期建设落成，目前在建的第一期
包括戏曲中心、自由空间及 M+博物馆等。最
早开幕的，就是明年 1月 20日开始运营的戏曲
中心了。

服务大众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已经通车，可以预见，
当西九文化区明年开始运营后，旅客们走出车
站，不仅可以领略到维多利亚港的美景，更可
以在西九文化区里欣赏到全年无休的世界级展
览、演出及戏曲盛会。”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
表演艺术行政总监茹国烈望着即将开幕的戏曲
中心大楼，向记者吐露心底愿景：“这里是为每
一个香港人而建的，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文化项
目之一，也将是香港一张独特的文化名片。”

除了这些设计别具一格的文艺设施，西九

文化区内剩下近一半面积归属于中央公园，更
多的绿草地、林荫道，创造出更多适合人们漫
游、欣赏艺术展演的公共空间与活动，打破艺
术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隔阂感。茹国烈认为，只
有当艺术与生活相结合，才能使剧场成为更多
民众想要走进的地方。

在戏曲中心大楼记者看到，一层偌大的中
庭不设大门，颇具中华古韵的凉亭、走廊等空
间，开放给市民行人尽情享用。二层设有餐
饮、会友听戏的小剧场、文创产品商店，三层
是教学和排练场所，最专业的大剧场则设在了
建筑物的最顶层。这样的设计，就是为了让艺
术尽可能接地气，降低普通人接受艺术熏陶的
门槛。“一座专业的剧场，不但为表演艺术工作
者提供一展长才的舞台，同时也是全民共享的
文化园区。当香港的年轻人为了买一套房子、
赚第一桶金而备感压力时，他们仍然可以知
道，在文化和精神层面，还是有发展的空间，
有他们释放压力的乐园。”

激发活力

艺术文化场馆的活络，已经开始让香港呈
现出崭新的活力。茹国烈向记者介绍，自从西
九文化区开始投入建设后，香港的大学、艺术
院校招生情况都更好了。过去家长担心孩子学
艺术不如学经济来得实际，现在知道特区政府
有这么大的投入，都放心让孩子去学艺术。

在戏曲中心开幕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也将于2022年建成。届时，来自故宫的国宝将
会到这里展出，金器、铜器、玉器、书画、陶
瓷、宫廷文物……游客将获得丰富的文化体
验。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认为，这也有益于
开拓年轻人的视野、启发年轻人的智慧，帮助
他们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对培育下一代有重要
的意义。实际上，在 2017 年，“八代帝居——
故宫养心殿文物展”“万寿载德——清宫帝后诞
辰庆典”等展览在香港展出时，每次都吸引了
数十万香港市民和游客参观。

西九文化区的蓝图正徐徐展开，它像一颗
正在打磨中的钻石，不断释放出华彩和魅力。

题图：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大楼外景。

以“起动新经济·迈进大湾区”为主题的“香港
经济峰会 2019”日前在香港举行。多位来自政界、
金融界、地产界等界别的嘉宾参加峰会，共同探讨
香港如何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蓝图下的机
遇，展现了香港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其中更有一些
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现将部分嘉宾的精彩发言
摘编如下：

粤港澳大湾区受到国家高度重视，多个大型基
建不断建成，各项要素流动顺畅，可谓天时、地
利、人和。香港只要把握大湾区机遇，同时继续巩
固各优势产业，并发展科研及创意等新产业，未来
发展将会更好，更加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在当前的外围环境下，香港更应该抓紧粤港澳
大湾区这个眼前的机遇。透过区内城市充分发挥互
补的优势，整个湾区的全球竞争力必定能够得到提
升，建设成国际一流的湾区。
——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怡翔

香港资本市场全面拥抱新经济。港交所今年年
初宣布推出新政，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启动新经济，
在香港这一块沃土让新经济生根，使国际上寻求新
经济的资本能齐聚香港，让新经济在香港特殊的市
场环境连接中外，走向世界。

——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李小加

虽然外界环境不明朗，但受惠于“一带一路”、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及人民币国际化等带来的机遇，
相信香港可以实现自身的发展。香港在大湾区可发
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并坐拥珠三角世界级工
厂，借助深圳创新能力，实现协同发展。

——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

大湾区发展除了依靠基建等硬件设施，也需要
两地政府促进政策上的突破，推动资本、人才及货
物互联互通。例如在货物方面，可考虑简化及统一
清关安排；人才方面，可考虑透过签证及税务优惠
促进人才流通；资本方面，可探索利用金融科技，
令资本可自由流动。

——汇丰大中华区行政总裁黄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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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研学旅游征文颁
奖典礼近日在台北举行。今年参加由海峡两岸旅
游交流协会 （简称海旅会） 主办的“华夏文明·薪
火相传”研学活动的台湾学生人数有近 3000 人，
创历史新高。

在交流中提高

大陆研学活动范围今年新增海南、四川及云
南3个目的地，加上原有的北京、上海、江苏、浙
江、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广东、贵州、陕
西、宁夏等地，已有 15个省 （区、市） 纳入研学
行列。

今年活动还首次在暑期举办台湾学子赴大陆
旅游企业见习活动，台湾近200名学子在为期一两
个月的时间内，深入大陆旅游企业学习体验，包
括携程旅游、上海春秋旅游、途牛旅游及各大酒
店集团。

海旅会台北办事处主任任佳燕说，台湾学生
不仅把所学专业用于企业工作，从中得到了提
高，还收获了实际工作的经验。跟实习单位员工
同吃同住，使用移动支付和手机应用，对他们都
是新奇而珍贵的体验。

用文字记录心得

配合研学旅游，海旅会台北办事处特别委托
台湾旅报周刊举办征文活动，活动期间共有超过
700名同学踊跃投稿，用文字记录研学旅游及企业
见习心得。最后由海旅会及旅报周刊选出 33名来
自台湾各地的青年学生获奖。

不少台湾同学在征文中提及，他们在大陆找

到了自己的根，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也改变了
对大陆同学的刻板印象，行程虽短，感悟却长。

以 《从河南这片土地上寻到了根》 获“征文
优选奖”的王家心，是台东大学教育系的学生。
她坦言，河南之旅让自己感受到那块土地的温暖
和滋养，她深深被当地人的热情和对生活充满希
望的状态吸引，与他们的对谈和交流也受益匪浅。

不断拓展视野

任佳燕说，今年参加研学活动的台湾学子有

近 3000 人，显见年轻人对于两岸的旅游互动有高
度兴趣，这是我们所乐见的现象。透过台湾学子
到大陆研学旅游或是企业见习的心得可以看出，
学子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大陆，都能从中吸取宝
贵经验并发现自己的不足，进而在未来有所改进。

台湾旅报周刊社长吴学铭说，“华夏文明·薪
火相传”是目前在台湾各大学的校外研学活动
中，持续实施最久，参加人数最多，也是最有前
瞻性的一项活动。台湾的大学生透过这项活动，
打开对大陆的视野，了解华夏文化的根源，更认
识了大陆发展的现况。

据新华社澳门电 （记者胡瑶）
澳门著名景点大三巴、玫瑰堂、龙
环葡韵等地，白天游人如织，夜晚
则稍显冷清，但随着“2018澳门光
影节——时光澳游”活动于日前正
式启动，光影科技装扮下的古老建
筑璀璨多姿、美轮美奂，吸引众多
市民和游客驻足。

夜幕降临后，大三巴牌坊、玫
瑰堂在五光十色的光影投射下，显
得古朴、凝重，变幻莫测，仿佛向
人们娓娓讲述着澳门的多元文化和
历史故事。这项标志性的“光雕表
演”，由葡萄牙、比利时和澳门的制
作团队共同打造。

来自内地的游客张女士对靓丽
的光影印象深刻。她说，光影节把
城市夜空装扮得更加明亮，很有澳
门特色，明年还想再来。

在龙环葡韵、北帝庙前地、康
公庙前地，以“寻找记忆的味道”
为主题的光影表演，则让观众品味

澳门不同年代的饮食文化和习惯，
体验澳门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对美食文化的
传承与创新。

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设置的
VR 体验项目，首次为澳门光影节
带来 VR 体验，参加者在现场可以
戴上 VR 眼镜和机械臂观看澳门光
影节的演出。

在光影节开幕当晚，澳门首次
尝试无人机光影表演。在开幕主礼
嘉宾的指令下，150 架无人机列阵
澳门夜空，拼出“澳门旅游塔”“杏
仁饼”“光影节”等字样的文字图
案，邀请市民和游客一起“遨游”
澳门时光。

“澳门作为国际旅游城市，以具
有澳门特色的光影表演、灯饰装置
及互动游戏等，丰富澳门的夜晚景
观设计，进一步向世界展示澳门之
美，推动澳门光影节迈向国际化。”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华说。

澳门：光影节下的璀璨夜晚

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
落幕十几天后，“台湾 2018 代
表字大选”票选结果于日前公
布，“翻”字在 53 个候选字中
拔得头筹，获选为今年的年度
代表字。第一名到第十名代表
字依序为：翻、醒、转、斗、
变、假、闷、选、忧、淆。

一个字，代表台湾民众一
年的感受。此番选出的“翻”
字，是蓝绿执政县市版图全面

“ 翻 ” 盘 的 精 准 隐 喻 。 不 只
“翻”字，今年挤进前十名的十
个代表字，无不反映台湾地区
这一年的时事，包括“选举”、

“假新闻”、“党产会”等，甚至
包括在台湾地区大受欢迎的大
陆宫斗电视剧。它们一字排
开，便是台湾地区今年政治与
社会的缩影。

“翻”字的推荐人台中地院
法官张升星说：“年改推翻公仆
信赖，促转推翻历史记忆，党
产推翻法治原则，霸权推翻多
边贸易，动荡推翻既有确幸。
奈何？”“翻”字象征着岛内这
一年的乱象与隐忧，代表岛内
民众渴望改变、渴望找到生活
答案的彷徨心态。

（雷 蕾）

台生大陆研学实习收获满满
本报记者 张 盼 冯学知

在浙江酒店实习的部分台湾学生合影。 （资料图片）在浙江酒店实习的部分台湾学生合影。 （资料图片）

我们常常说，一个城市需要一个文化名

片。香港长久以来都有一个经济名片，我们

有很多高楼大厦，全世界不同的银行、不同

的投资机构在这里都有他们的业务。但是我

希望西九文化区建成以后，人家想到香港时

不仅仅是只有经济，还有香港的文化。

西九文化区：

香港独特的文化名片
本报记者 汪灵犀文/图

“

——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表演艺术
行政总监茹国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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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观赏澳门光影节游客在观赏澳门光影节。。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张金加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