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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大学主办、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合办的
第四届中华文化论坛近日在北京落幕。来自两岸及港澳
近 300 名专家学者汇聚北大，围绕“振兴中华优秀文

化，展现中国新形象”主题进行讨论。
全国台联会长黄志贤说，海峡两岸分隔近 70 年，

但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与文化血脉从未中断。尽管两岸
关系时有波澜起伏，但五千年中华文化拥有强大生命
力，几经波折磨难仍绵延不绝，是我们安身立命的精神
依归。“台独”势力试图搞“文化台独”，但中华文化的
精神纽带是任何政治势力都打不垮、割不断的。作为

“台胞之家”，全国台联希望与两岸各界同胞一起，为弘
扬中华文化做出贡献。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说，中华优秀文化是
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
神、道德规范，不仅是两岸中国人思想的内核，对
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也有重要价值。如何振兴
中华优秀文化，把其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
精髓提炼出来、传播出去，是讲好中国故事，让世
界更好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海峡两岸都是中华文
化的守护者，对此责无旁贷。北大是大陆最早接收
台湾学生的高校之一，已与多所台湾高校建立常态
化交流机制。我们应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共

同振兴中华优秀文化。
中国电影家协会原主席、知名导演李前宽认为，这

些年来两岸经济、文化交流虽多有坎坷，但从没停歇。
两岸都是炎黄子孙，“九二共识”是两岸中国人的共
识，是人心所向。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传承中华优秀文
化是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

本次论坛由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文化和旅游
部·北京大学两岸文化研究基地承办，旨在“推动两
岸同胞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北大台
研院院长李义虎说，2015 年以来，北大已成功举办 3
届中华文化论坛，邀请两岸及港澳专家学者共议中
华文化的守本与创新。论坛产生了广泛影响，已成
为学术界探索中华文化振兴与发展的知名品牌和重
要平台。

2天会期中，专家学者围绕“中华优秀文化的价值
与精髓”“中华优秀文化与新时代中国形象的建构”“中
华文化与两岸关系”等议题进行深度交流。论坛还设有

“两岸艺术家交流专场”以及“中华文化与金融创新”
分论坛。与会者积极投入，共提交论文120余篇。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
日撰文表示，2018 年访港旅客人数持续
增加，预计全年旅客量肯定超过 6000万
人次，将打破2014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经历数年低迷后，香港旅游终于迎
来春天。变化背后有其结构性原因——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贯通、港珠澳大桥通
车、粤港澳大湾区概念成型，给香港旅
游带来滂湃动力。

旅游大年

陈茂波在题为“旅游中转站”的随
笔中表示，2018 年访港旅客人数持续
增加，10 月份单月已超过 580 万人次，
随着港珠澳大桥的开通，11 月旅客人数
将进一步增加，全年旅客量肯定超过
6000万人次，将打破 2014年以来的最高
纪录。

2018 年对香港旅游是个好年头，光
是 2 月份的春节，赴港内地游客就比去
年增长了15%。9月，香港旅游界感受到
了市道的又一波显著回暖。据广州局集
团公司客运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广深
港高铁香港段当月 23 日开通运营以来，
平均每个月约有 82万旅客乘高铁到达香
港。按此推算，高铁将至少为香港带来
一年1000万以上的旅客。

港珠澳大桥于10月24日通车，头一
个月就有超过 80万人次在大桥澳门口岸
出入境，而经港珠澳大桥来港的旅游团
则从第一周的约 70 团上升至第四周的
700多团。

高铁和大桥，“一桥一铁”两个超级
工程给香港旅游带来巨大动能。除此之
外，还有多项大型基建即将落成，如
2019 年将建成的香港莲塘／香园围口
岸，及正在兴建的香港机场第三条跑

道。陈茂波表示，这些基础设施都会强
化香港作为联系内地和国际的“双门
户”枢纽角色。

“高铁+”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只有 26 公里长，
却把香港连入了内地2.5万公里的高铁网
中。突然之间，许多内地城市到香港的
距离从山高路远变成了触手可及。

“20分钟内，旅客就可以从深圳北站
或福田站乘动车组直达香港西九龙站，
跟坐地铁、公交一样方便。”广东一家旅
行社的经理这样介绍。“我们坐高铁从武
汉过来，四个半小时就到了，很快……
刚好趁周末，就过来玩了。”抵达香港的

武汉游客兴奋表示。
选择高铁赴港自由行，正成为内地众

多年轻人的首选。据树蛙旅行统计，目前，
从北京、福建、湖南、云南等地乘高铁去香
港旅游的自由行游客大幅增加。

“高铁+”是香港旅游界正在力推的
崭新概念。高铁节省了路上时间，也就
增加了旅客游玩时间。由此，内地和香
港多家旅行社推出香港 1 天至 2 天“高
铁+香港大屿山”“高铁+昂坪缆车”“高
铁+邮轮”等香港景点项目，实现高铁至
景点一条龙服务。

为配合推广“高铁+邮轮”旅游，今
年 8 月，香港旅发局与星梦邮轮合作，
推出业界首个高铁车费回赠计划，前
1000 名选乘高铁前往香港登船的旅客，

均可获得每舱最高立减 400 元人民币的
车费回赠。

“一程多站”

另一个新的热门旅游概念是“一程
多站”。陈茂波表示，“一程多站”的行
程安排是访港旅游大趋势，在短途的访
港旅客当中，有近半数人会同时到访多
个其他城市，长途游客中有逾八成人采
取“一程多站”的行程。

“一桥一铁”实现了粤港澳大湾区
“一小时生活圈”，成功串起大湾区的旅
游市场，不仅带动了大湾区旅客多次赴
港游的热度，还催热了周边地区的旅
游，例如武汉、贵阳、长沙、厦门等高
铁沿线城市，游客可以一次玩转多个城
市，行程设计空间大大增加。

一些国际旅行社还推出“广深港高
铁+香港+内地旅游”项目，外国游客把
香港作为枢纽地，游完香港再搭乘高铁
前往内地旅游，尽可能做到用更少的时
间，欣赏更多的美景。

“我觉得高铁和港珠澳大桥对香港未
来十几、二十年的旅游发展起到了很重
要的作用。”香港旅游发展局总干事刘镇
汉说，港珠澳大桥和高铁开通对香港旅
游业界是一个很大的支持，不仅可以方
便内地旅客来香港，也能方便海外旅客
经香港去内地，促进‘一程多站’式旅
游的发展。

在“一桥一铁”加持和粤港澳大湾
区联动下，香港除了可以做传统的“购
物天堂”“美食之都”外，还可以扮演新
角色——在大湾区中担任“一程多站示
范核心区”和“国际城市旅游枢纽”。新
角色和新旅游模式背后，是可以预见的
新商机。

2018年访港旅客人数创4年新高

“一桥一铁”创造香港旅游新模式
本报记者 王 平

2018年访港旅客人数创4年新高

“一桥一铁”创造香港旅游新模式
本报记者 王 平

图为游客在香港中环商业区一带参观购物。 新华社记者 李 鹏摄图为游客在香港中环商业区一带参观购物。 新华社记者 李 鹏摄

两岸学者呼吁携手传承中华文化
本报记者 张 盼

图为中国书画院副院长、书法家李晔现场书写
“两岸一家亲”。 海 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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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非遗文化 匠心传承”为主题的宁港澳大学生非遗文化探索之旅近日
在江苏举行。该活动的成员由香港大学、澳门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的75名大
学生组成。他们在南京、南通的十多天时间里，将参观体验多个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采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感受中国的“工匠精神”和祖国传统文
化的魅力。

上图：“非遗”传承人指导宁港澳大学生在南通陆洪小镇穆义丰酒坊体
验“酒瓶彩绘”。

右图：宁港澳大学生在南通陆洪小镇体验面塑。
许丛军摄 （人民视觉）

新华社台北12月24日电（记者
章利新、刘斐）“情不知所起，一往
而深”，情的主题贯穿明代戏曲巨匠
汤显祖的所有作品。连日来，两岸学
子同台表演，用音乐剧的形式，演绎
这位巨匠的人生际遇和情的真谛。

由上海音乐学院推出的原创音
乐剧 《梦临汤显祖》 近日首次组团
来台交流，分别于12月19日晚赴台
中东海大学，21日下午及 23日晚于
新北市台湾艺术大学演出。

在台艺大的最后一场演出结束
后，台下观众久久站立鼓掌，不忍
告别。有观众表示，第一次被汤显
祖本人的故事，而非他的戏曲故
事所感动。

该剧于 2016 年为纪念汤显祖逝
世400周年而制作，曾多次巡回欧洲
及大陆各地演出。作为该剧的总策
划和词作者，率团访台的上海音乐
学院院长林在勇表示，过去400年间
并没有文学、音乐乃至戏剧作品去
展现汤显祖本人。

该剧采用“戏中戏”的双重结
构，把今人如何解读汤显祖融入剧
情。在古代部分，精选汤显祖一生
几段重要经历，并巧妙植入他的

“临川四梦”内容素材和创作心路。
在当代部分，女青年馨安通过白日
梦，不断探讨 《牡丹亭》 中“情不
知所起，一往而深”的深意。

在 语 言 上 ， 该 剧 以 现 代 人 的
语汇去诠释古典精神，去掉古典
看 似 厚 重 的 “ 壳 ”，如汤显祖的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至情，被转化为“爱上你只用
一瞬间……”；主题曲中“无古无今，方生方死，任他背景
纷飞逝，爱了就是永恒……”等歌词，都朗朗上口，很容
易触动年轻学子。

该剧导演兼编剧陆驾云对记者表示，此次来台演出，
考虑到场地限制和观众特点等因素，在形式上作了很多新
尝试，比如让传统的舞台布景和丰富的影像内容相结合，
还专门创作了一个叫“白日梦”的人物，可以更加自如地
联结古今场景变化。

“我们希望把汤显祖塑造成为一个中国式的英雄人物。
他一生坎坷，怀才不遇，但坚持通过至情大爱去唤醒世
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始终保有传统士君子的精
神。”陆驾云说。

此次 《梦临汤显祖》 台湾行的一大亮点是，首创上音
学子与台艺大音乐系学生共同排练、合作演出。两位参与
演出的台艺大学生皆表示，虽然排练时间只有三天，但从
咬字到身段，都受到了上音老师相当扎实的音乐剧训练。

在剧中饰演女主角、汤显祖妻子吴氏的邱艺，是台艺
大声乐系大四学生。“原来并不太了解汤显祖，因为要饰演
他的妻子，我去了解他的作品和生平，也听别人讲述他的
故事，常常感动到流泪，明白了他为何是一个值得爱的
人。”她说。

饰演沈公子的台艺大学生柯昭铭说，以前觉得汤显祖
和自己隔得很远，现在通过表演了解了汤显祖，也带动自
己更深入地思考。“现在看到他的古典作品，会很自然地拿
起来，细细欣赏或解读。”

“台湾的文化艺术以及文创方面，起步早，起点高。”
林在勇表示，像《梦临汤显祖》这样的联合演出，“对两岸
学子来说都是激励”。

他表示，上音期望能邀请台湾的艺术院校更大规模地
进行联合演出。校际合作“像谈恋爱”，容易发现对方的
美。“年轻人的交流，很容易突然产生灵感。切磋琢磨对双
方都很有好处。”

据新华社台北12月24日电（记者杨慧、章利新） 由四
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四川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指导
的海峡两岸美术教育论坛暨当代图纪学术展，24日在位于
新北市的台湾艺术大学开幕，此次展览展出海峡两岸40多
位艺术家创作的近百件作品。

本次展览由成都浓园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主办，旺
旺中时传媒集团 《旺报》 等承办，展品以油画、国画、书
法作品为主，旨在增进两岸文艺创作交流，弘扬中华优秀
文化。展览期间，两岸艺术家和美术教育工作者还将举行
交流座谈，分享文艺创作和艺术教学经验。

参与此次展览的四川省代表团团长平志英在开幕致辞
中说，两岸文化同根，书画同源，这次展览对川台民间交
流、文化交流起到促进作用，也对两地美术教育工作者互
相学习借鉴提供了平台，希望两岸文艺工作者通过展览共
同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台湾文化创意经验丰富，四川在地资源丰富，希望两
地继续深化在观光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针对教育发展、
资源互换、文创产品、创意旅游、文化贸易等进行实践性
探索。”她说。

台艺大书画艺术学系主任李宗仁说，从此次展出的作
品可以看出两岸艺术家深耕一线艰辛创作，为文艺事业发
展作出重要贡献，此次展览为这些优秀艺术家在技艺和学
术交流层面搭建了平台。

前来观展的台艺大教授李郁周说，台湾在传统艺术方面
做得比较扎实，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文艺事业迅速发展。只要
秉持开放心态，两岸文化交流融合就会走向深入，他期待两
岸开展深度文化交流，放大脚步举办更多类似交流活动。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27日。

海峡两岸美术教育论坛在台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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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原创音乐剧《梦临汤显祖》在台湾艺术大
学演出。图为演出现场。 新华社记者 李 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