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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做别人没做过的”

春季“塔石艺墟”最近在澳门塔石广
场如期开张，百余个澳门原创文艺品牌云
集，展示销售文创产品。

在4号摊位“昉工作室”，摆满了澳门历
史建筑、路牌、站牌等模型，吸引不少人驻足
选购。这些小摆件可以放在案头，也可以做
冰箱贴，许多人看了一眼就爱不释手。

“建筑承载着时代和生活记忆，是实物
历史、有形时光，有温度有情感。”创始人
劳健伟说，澳门是一座有 400 多年历史，
以中华文化为核心、多元文化融合发展的
城市，许多建筑都讲述着澳门故事，融聚
文化底蕴，值得用心挖掘价值，保护传承。

“昉工作室”由 3 位澳门“90 后”创
立，他们用3D打印技术设计制作澳门历史
建筑等模型，涵盖澳门市政署、岗顶剧院
等公共建筑，公交站牌、路牌等日常设
施，甚至垃圾桶等生活用品的模型。

“瞧，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个产品。”劳健
伟拿起“德成按”模型告诉记者，这是他曾工
作过的典当行。“你发现了吗？我们没做澳门
最著名的大三巴牌坊，而是选择先做别人没
做过的。”劳健伟指着路牌、站牌等看起来平
淡无奇的模型说，它们更容易被忽略、被遗
忘，却蕴含着故事，承载着城市记忆。

“我印象最深的是去年在秋季‘塔石艺
墟’上，一位盲人由朋友带着，走到摊位
前，拿起澳门市政署模型，反复触摸，仿
佛‘看’到了似的，满脸欣慰。”劳健伟
说，顾客的认可在那一刻让他发现自己的
价值，也坚定了创业理想。

“要知道你背靠的是什么”

认识欧俊轩，是在澳门特区政府授勋
典礼上，他荣获 2021 年度文化功绩勋章。
一位“90 后”平面设计师何以赢得这么高
的荣誉？

面对面采访，他一开口便回答了记者
的疑问。

“好的设计能创造鲜明的城市形象。我
出生成长在澳门，立足中国、展示澳门才

能赢得认可，否则再光鲜的作品也没有灵
魂。”欧俊轩打开手机，展示自己众多获奖
设计作品，最抢眼的是鲜艳色彩烘托出的
中国文字。

“瞧，橙红底色上的螃蟹造型，代表澳门
水蟹粥的鲜美滋味；清新的恐龙造型，让人
看到就想张大嘴咬一口。这些虽是商业品牌
设计，却获得国际奖项，赢在中国文化标注
的独特澳门设计风格。”欧俊轩说。

“成绩源于向内地设计团队学习所得，
老师们教会我的不仅是专业技能，更多是
做人道理。”欧俊轩说起在内地的实习经历，

“当我紧盯欧美潮流希望得到国际认可时，
老师告诉我：要知道你背靠的是什么，是什
么始终标识着你，让你区别于他人。”欧俊轩
从大一暑假开始，先后去过北京、深圳、广
州、上海、长沙等内地城市，跟随设计师及其
团队实习，这让他明白，在设计领域，可以凭
借中华文化深厚底蕴一飞冲天。

“虽然得了不少设计领域的大奖，但在
我心中，分量最重的是澳门文化功绩勋
章。”欧俊轩说，如何用设计作品更好地展
示澳门，年轻人责任重大。

“慢慢来，比较快”

圆顶帽、黑框眼镜、腼腆的笑容，“我
就是‘何小涌’的创作者。”澳门青年岑健
恒自报家门。

“何小涌”是一只卡通龟的名字，来自
澳门鸭涌河公园。全身淡淡的绿色，特色
是龟壳——澳门美食菠萝包、杏仁饼、蛋
挞等都是它的壳。“何小涌”玩偶、贴画、
手袋、靠枕、T 恤衫、口罩等一系列文创
产品，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岑健恒大学期间就以患有先天性缺壳
综合征的红耳龟为原型，创作了“何小涌”卡
通形象，并在龟壳上做足文章，赋予它澳门
特色。“‘何小涌’背上菠萝包，假装有了龟
壳，看起来跟其他龟一样，内心却很自卑。”
岑健恒讲起“何小涌”的故事，在一次车祸
中，救助了因龟壳卡住而无法翻转身体的
正常龟，才发现无壳的残缺身体能帮助他
人，从此变得自信且有爱。

岑健恒娓娓道来，偶尔有点“喋喋不

休”，一些词语被一次次重复。“也许因为从
小不善表达，我知道说话做事都不能急，慢
慢来，只要接纳自己，坚持下去，反而比较
快。”记者理解了他创作“何小涌”的深意。

大学毕业后，岑健恒越发成熟高产，
动画作品《龟巴士》《50%-60%》等获得动
漫设计大奖，他逐渐萌生了创业的念头。
2018年，“植豆动画”工作室成立，一系列
以“何小涌”为IP的产品赢得了市场认同。

“如果赶上端午节、中秋节等节庆日，
‘何小涌’还会背上粽子、月饼、福字的龟

壳。”岑健恒说，在众多卡通形象中，“何
小涌”因此有了自己独特的辨识度。

“澳门特区政府专为初创小微企业开办
集市、给予资金支持，让我们的产品直接
跨入市场面对消费者，积累了经验。”岑健
恒说。

如今，越来越多人喜欢“何小涌”，觉
得它亲切、贴近澳门生活，是澳门烟火
气、人情味的代言人。“我们的目标是让

‘何小涌’在澳门家喻户晓，还要走向粤港
澳大湾区，走向全国。”岑健恒表示。

本报北京 6 月
10 日电 “ 作 为 一
名小学生，我希望
可 以 和 北 京 、 香
港、澳门的小伙伴
一起，把中华民族
伟大而悠久的历史
文 化 展 示 给 全 世
界 。” 据 中 新 社 报
道，在日前举行的
一场京港澳少年儿
童绘画大赛启动仪
式上，来自北京的8
岁少年魏小聃通过
视频向小朋友们发
出邀约。

由 北 京 市 妇 联
指导、北京港澳台
侨妇女联谊会主办
的“放飞梦想——
我 是 小 小 科 学 家 ”
首届京港澳少年儿
童绘画大赛 （下称

“大赛”）在北京、香
港 、 澳 门 同 步 启
动，近 30 名来自京
港澳三地的嘉宾参
加线上启动仪式。

北 京 市 妇 联 副
主席谭虹在致辞时
表示，希望通过大
赛艺术与科学交融
碰撞的主题，在艺
术中提升少年儿童
对 科 学 的 认 知 感
悟。“这一绝妙组合
一定会在京港澳青
少年心中种下美好
的种子，相信这颗
种子在未来开出友
谊之花、结出创新
之果。”她说。

北 京 港 澳 台 侨
妇女联谊会会长何
超琼、香港各界妇
女联合协进会副主
席高静芝及澳门妇
女联合总会副会长
林笑云期待，京港
澳少年儿童借由大
赛“以画会友”，在提升文化自信的同时，
促进三地文化融合交流。

据悉，大赛即日起至 7 月 15 日面向 3
至 14岁京港澳少年儿童开放，参赛者可围
绕科技、梦想、未来等主题展开创作，可
采用国画、水彩、油画、数字作品、设计
作品、装置作品和综合材料等多种形式。
大赛将设置儿童组和少年组，邀请中国紫
檀博物馆馆长陈丽华担任评审团名誉主
席，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张淳、国
际平面设计大师靳埭强、澳门美术协会理
事长吴卫坚等京港澳嘉宾组成评审委员
会，每组分别评选出特、一、二、三等奖
和优秀奖。获奖作品将于 8 月下旬在北京
展出。

“我总是在幻想有一天可以坐着甲虫
飞船，自由穿梭在宇宙中、陆地上和海洋
里……”活动中，魏小聃向京港澳小伙伴
发出号召，“让我们一起描绘出脑海中的未
来，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祖国的科技发
展贡献力量。同心同梦，奔向未来！”

6月2日至7日，2022年台北国
际书展在台北世贸中心展馆举办，
吸引了大批市民。时代在变，热爱
读书的习惯不变，台北书展和众多
书店一样，已然成为市民文化生活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书展30载，热爱与惋惜交织

本届书展有来自31个国家和地
区的 364 家出版社参展，并设置十
大主题馆及文学论坛等 250 场阅读
活动。因新冠肺炎疫情暌违两年，
今年特设台北书展30周年特展，以
胶囊展间的形式，集纳回顾书展举

办 30 年来的关键字、物件和海报。
如 2019 年的“金庸茶馆：武侠不
灭”特展，展出金庸的亲笔手稿与
墨宝，让武侠小说迷梦回江湖。

受疫情影响，今年有近三成参
展单位退展，空出来的展位布置成
了特色主题馆、影像展或沙龙论坛。
一些现场民众表示展览形式更丰
富，但也有民众感到惋惜。台湾大学
毕业生曾纪萱说，抛开疫情影响因
素，台湾的出版业在走下坡路，以前
她总要花两三天时间在多个展馆流
连忘返，但今年书展只覆盖了世贸
中心一个展馆，最多一天就能逛完。

阅读习惯改变、书店退潮以及
疫情影响，导致台湾人的书籍购买

欲降低。数据显示，2010年台湾出版
业产值达 367 亿元（新台币，下同），
近几年已萎缩至 170亿至 180亿元。
台湾总出版书籍也从 2010 年的 4.3
万多本缩减到2018年的3.9万多本。

“台 湾 出 版 业 也 开 始 往 IP 影
视、数字转型的方向走，不可否认
这是大趋势，但对真正爱读书的人
来说还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曾在
出版行业工作的沈怡昕坦言。

了解历史，两岸文化同出一脉

每届台北书展都设有台北故宫
博物院主题展区，前来看展的民众

络绎不绝。今年，博物院展位设计
结合瓷器意象，打造出错落有致的
空间，让人穿梭其中有一种寻宝的
惊喜感。

潘宁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忠实
粉丝，她来本届书展有项重要任务：
收集遗漏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展览月
刊。因痴迷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收
藏，自2015年起，潘宁定期收集展览
月刊。“我这次来是找第 429 期以前
的几本，希望能够集齐所有月刊。”

潘宁说，去博物院现场看展给
人身临其境的震撼，而月刊能告诉
她更多关于文物的新知。“每一期
都有策展人的撰文，还有关于展出
文物的历史背景介绍，最吸引我的

就是文物背后的故事，从中可以感
受到‘上下五千年’的渊源。”

潘宁喜欢看大陆的《上新了·故
宫》等文化类综艺节目，尤其神往
陕西历史博物馆和秦兵马俑。“看
的越多，越感觉两岸文化同出一
脉，根本分割不开。”

时代在变，阅读需求一直都在

台北书展陪伴了一代书迷的成
长。很多现场民众都满载而归，一
边捧着刚买的新书爱不释手，一边
揶揄家里的书架已摆不下。

而立之年的陈彦伶说她从高中

时期开始“追”书展，平时也会经
常光顾书店。“在书展上可以发掘
到很多没有涉猎过的书目，从而拓
展自己的阅读边界。”

陈彦伶边说边展示她的“战利
品”：有心仪作家的新作，有儿时
喜欢看的“彼得兔的故事”整套童
书，还有因听了一场论坛“冲动消
费”的外文图书。

“不得不承认实体书的落寞与
时代大背景有关，但无论网络书和
有声书如何发展，总有一部分人喜
欢实体书，热爱阅读的需求一直都
在。”陈彦伶说。

（据新华社台北电 记者岳夕
彤、何自力）

澳门青年：在文创产业放飞梦想
本报记者 富子梅

外包装印着恐龙图案，有着鲜明清新的色彩，里面其实是汉堡包；

橙红底色上的螃蟹，驮着老字号中文招牌；

淡绿色红耳龟“何小涌”，龟壳是菠萝包、杏仁饼；

白底蓝字街牌、深绿色垃圾桶模型，对应的是澳门日常物件；

……

这些颇具巧思、融合生活烟火气的文创产品，创作者是一群澳门

“90后”。作品色彩图案各异，新颖灵动，装点着古老澳门的街道、店

铺、商号，展现着城市的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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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北书展赏阅读之“味”

“人民至上 生命至
上——香港抗疫美术作
品展”颁奖典礼近日在
香港中央图书馆举行，
逾百幅以抗疫为主题的
优秀美术作品也于同日
展出。作品以不同形式、
不同题材，从不同的维
度、不同的视野，展现中
央援港抗疫和香港同心
抗疫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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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奖作品《抗疫神盾》《人间有爱》。
▼ 香港市民在参观展览。 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摄
▲ 一等奖作品《抗疫神盾》《人间有爱》。
▼ 香港市民在参观展览。 中新社记者 李志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