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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钟欣）“骨肉天亲 血
脉相连——海峡两岸家书特展”近
日在位于福建泉州的中国闽台缘博
物馆举行。展览通过 1000 余封不同
时期的两岸家书及相关实物，立
体、直观地呈现两岸同胞交流交往
中的感人故事。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展览开放部
副主任庄小芳说，此次展览分为

“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等板块，
通过家书内容和写信人生平事迹等
方面的介绍，还原出一个个感人故
事，展示两岸同胞间唇齿相依、守
望相助的手足情谊。

“只有日夜思家、思娘、更想念
着 你 们 ”“ 心 里 也 是 很 想 回 去 看
看”……展览上，一封封饱含真情
实感的两岸家书，书写着见字如面
的嘘寒问暖、家长里短的牵肠挂
肚、故土乡邦的离愁别绪，更寄托
着爱国如家的深情大义。

“很感动，让我想起了早些年写
给大陆亲人的家书。”来自台湾的吴
肇熙老人每走到一组家书前，都要
驻足许久。他 1949 年跟随家人到台
湾生活，一直和大陆亲人有家书往
来。近年来，他时常往返两岸，也
通过网络和大陆亲人随时保持联
络。吴肇熙说，自己也想把珍藏的
两岸家书捐赠展览，“这些都是两岸
同胞心连心的证明”。

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研究部副研
究馆员黄晖菲对此次展出的“林硕
卿系列家书”印象深刻。“林硕卿先
生是福建南安人，1948 年赴台。他
将对家乡的思念和热爱转化为实际
行动，多次捐资支持家乡建设。”黄
晖菲介绍，2015 年林硕卿不顾严
寒、高龄和医生劝阻，毅然踏上返
乡路，可见其思乡爱乡之心。

近年来，福建在全省范围内开
展“迁台记忆文献资料”征集活动，让两岸家
书等涉台文献资料，重回大众视野。中国闽台
缘博物馆 2019年开启“两岸家书”抢救性征集
与研究工作，现有馆藏家书近 3000件，时间跨
度超过百年。

▼ 台胞吴肇熙老人参观展览。 吴冠标摄
“以爱情之名诉说团圆愿景”

音乐剧《恋曲》由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出品，北京甲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四川
文化艺术学院联合制作，北京海峡两岸民
间交流促进会担任支持单位。其创作源于
一曲一书，一曲是 《高山青》，一书则是
作家孙才杰 2001 年出版的小说 《世纪绝
恋》，而两者的原型都源自爱国诗人邓禹
平与四川籍姑娘白玫的悲情恋歌。据记
载，邓禹平与白玫相识于上世纪 30 年代
末，两人以一支家乡小曲结缘，此后共赴
重庆追寻理想。

在经历世事风云之后，两人终因历史
原因和人为阻隔，此生未复相见，从此相
望于海峡两岸，相守于彼此心中。1985
年，弥留之际的邓禹平，听到了一生未嫁
的白玫寄去的《高山青》录音，带着虽心
愿未了，却闻声如面的遗憾辞世。不久
后，白玫也在四川病逝。

“音乐剧 《恋曲》 以爱情之名诉说团
圆愿景，以文化之义讲述家国情怀，演绎
了跨越海峡、忠贞不渝的爱恋之歌，也表
达了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共盼团圆的世代
心愿。”四川省绵阳市台办主任吴刚在首
演发布会上说。

该剧艺术总监甲丁对记者说，作为两
岸题材的音乐剧，制作团队选择的核心主
题是爱。“爱能跨越古今山海，希望以此
来寄寓两岸儿女的家国之情。”《恋曲》采
用“戏中戏”结构，以平行蒙太奇的方
式，在过去与现在两代人物的对话中，实
现与观众的心灵互动。“如果恋人没有分
开，两岸没有分隔多好。”甲丁说，这是
剧目想要传递的思考。“希望把这部戏带
到台湾，让台湾观众也有这种触动。”

“让这份深情和观众产生共鸣”

音乐剧属于场面叙事，要和作曲配
合，在有限的篇幅中完成情节铺陈、实现
人物的情感抒发。编剧杨浥堃告诉记者，
这些对于剧本创作，都是不小的挑战。“我
在创作中采用了双线结构，此岸和彼岸、
家国和情感，信息量很大。唱段既要能表
情达意，又要能传达信息。我有亲戚在台
湾，希望把我们共同的感受写出来，让两
岸观众都觉得‘是那么回事’。”杨浥堃说。

《恋曲》 以重金属曲式融合民谣体曲
风，以此构成全剧的音乐风格，从而更加
贴合年轻人的观剧趣味。“作为 80后，我
们这代人最初的流行音乐认知受台湾乐坛
很大影响。”该剧作曲、音乐总监何琪对
记者说，《恋曲》 的音乐创作也从台湾乐
坛汲取了很多养分，在创作台湾部分的曲
子时，他会有意识地模仿台湾流行音乐中
文学性的气质。“如果走进剧场欣赏这部
剧，会发现后半场的戏中有一首曲子，尤
其是在向岛内艺术家致敬。”何琪说。

“你会为了爱，用一生的时间去坚守
吗？”何琪说，邓禹平的爱情纯粹又美
好，是文学化和带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感
情，这与当下大家对爱情和人生的理解，
或许存在一定的差异。“我们要让这份深
情和观众产生共鸣，让观众既享受音乐的
美，也能和自己产生微妙的情感联系、启
发关于人生的思考。”

“让年轻演员更好地理解角色”

据 《恋曲》 导演金美花、朴美花介
绍，在演出阵容上，该剧主要由 90 后、
00 后演员构成。除了几位曾在知名音乐
剧中担当主演的实力派演员外，还有来
自四川文化艺术学院的在校生，后者从

校内近千名演员中选拔产生，本次首演
也将是他们的舞台首秀。“如何让年轻演
员更好地理解角色、产生共鸣，这是我们
投入许多精力去做的工作。”导演们告诉
记者。

“《阿里山的姑娘》这首歌，我小时
候爸妈总在家听。当时还是使用录音机和
磁带的年代，我对这首歌留下比较深的印
象。如今在音乐剧里也开始唱这首歌，感
觉很神奇。”剧中饰演邓禹平的演员李明
屿对记者说，“这段时间的排练经历让我
想到一句话，从前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
一个人。白玫和邓禹平的故事就是这样，
让我很有感触。”在“戏中戏”中饰演白
玫的演员康珂然告诉记者，剧中角色是时
代的缩影，心中始终怀抱希望，也许明天
就能重逢。“心中有爱，就永不孤独。”

《恋曲》 在舞美方面将打造“舞台上
的舞台”，呈现“进行中的排练”。通过设
置多层级空间、可移位主景，以一变一场
景、一动一空间的方式重塑舞台。演出将
采用现场乐队伴奏，不同的人声和表演区
域也将通过独特的音响系统进行实景化区
分，使音乐与音效、个体演员与群体表演
的声音表达更加真实生动。据主创人员介
绍，6月 9日至 11日该剧将在北京进行为
期3天共5场的首轮演出。

近日，由澳门鲜鱼行总会主
办的“鱼行醉龙节 2023”活动在澳
门三街会馆前举行。

“鱼行醉龙节”承袭当年广东
省香山县舞醉龙的民俗传统，是
一项结合澳门本地风俗文化发展
而成的传统民间节庆活动，以祈
求风调雨顺、渔获丰收。

图为“鱼行醉龙节 2023”活动
现场。

图片来源：香港中通社

两代匠心，亲历行业兴衰

任 伟 生 是 光 华 印 务 的 第 二 代 传
人，这家印刷铺由他的父亲任朝光一
手创立。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印
刷业开始腾飞。中环和上环一带商铺、
银行林立，对发票、合同、信封、信纸
的需求很大，活字印刷因而兴盛。“中
环和上环一带那时至少有超过200间活
字印刷店铺，相辅相成的店铺一应俱
全，烫金铺、油墨铺、铸字公司基本都
能在这一带找到。”任伟生说。

20 世纪 80 年代，不需要人手排版
字粒的柯式印刷（胶印）逐渐普及，传
统的活字印刷受到新技术冲击。到20世
纪90年代中期，香港四大铸字公司相继
结业。“排一个版如果需要100个字粒，
只要缺少1粒，那就没办法印。”字粒与
活字印刷相伴相生，在唇齿相依的产业
链中，铸字公司的关停对于活字印刷店
铺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

曾经忙得热火朝天的店铺，现在
只剩下任伟生和太太二人坚守。

精益求精，再现活字技艺

任 伟 生 的 店 铺 里 存 有 数 十 万 字
粒，看似杂乱无章，其实有迹可循。

“一般是按广东话字典中的部首排序，
有时也按个人的使用习惯，将常用字放
在显眼位置，方便取用。”任伟生说。

与现在的计算机排版不同，活字
印刷有“执”“印”“切”“钉”四道基本工
序，一字落错便要从头再来。因此对任

伟生来说，“执”字粒是最繁复且考验
技术的工序。他用字钳在字盘中挑选
着合适的字体、字号，然后将铅字放
入盛载字粒的“字的”（摆放字粒的木
质托盘） 中，再调整每个铅字之间的
距离，行距则要用到一张薄薄的“铅
片”。字粒排版完成后，将印版锁紧、
固定，便可放入机器内开始印刷。

任伟生的店铺里有两部引人注目
的印刷机。其中一部海德堡“风喉照
镜”印刷机买来已有 50 多年。任伟生
介绍，这部机器通过机械风力吸纸，
自动送到压盘印刷，再将印好的纸张
收到吸纸台，1小时可以印几千张。另
一部“手落照镜”印刷机由任伟生的
父亲购入，操作更加原始——加墨时
需将墨汁抹在如铜镜般的圆形墨盘

上，之后便要借助人力压动手柄。
抹墨、锁版、走纸……任伟生完

成一系列娴熟的操作后，油墨经墨辘
带动至完全均匀，一张鲜红的“福”
字中国结跃然纸上。

与时俱进，守护活字传承

活字印刷作为一个行业诚然已经
式微，但香港传统文化保育热潮的兴
起，使得活字印刷再度受到关注。2014
年，活字印刷技艺被纳入香港非物质文
化遗产清单的“传统手工艺”类别。

在香港文物保护团体的协助下，
任伟生用自己现成的店铺和既有的活
字印刷工具，成立了“活字宝手作
坊”。借助社交平台和保育组织的推
介，任伟生基本每周都有两三场手作
坊活动，陆续有学生、志愿团体组织
参加。如今，店铺内除了字粒和印刷
机，最多的就是相片、锦旗和奖杯。

“除了保留住父亲的一份心愿之
外，‘活字宝手作坊’也可以推广活字
印刷。让更多人知道，活字印刷在香
港曾有过一段光辉岁月。”任伟生说，
活字印刷的薪火相传，正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一种延续。

（据新华社香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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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
少年壮如山……”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歌唱家奚秀兰演唱的
这首《阿里山的姑娘》（又名《高山青》）一经唱响便传遍大江南
北。因曲风独特、描写逼真，很多人误以为这是台湾少数民族民歌。

实际上，这首歌的词作者是大陆四川籍青年邓禹平。当年在
给电影《阿里山风云》主题曲作词时，没有去过台湾的邓禹平，
以恋人白玫与自己在家乡山水间嬉戏的场景为蓝本，一挥而就写
成歌词。即将在北京展开首轮演出的音乐剧《恋曲》，讲述的正是
邓禹平和恋人跨越海峡、一生守望的故事。

音乐剧《恋曲》首演发布会上，演员们分享排演体验。音乐剧《恋曲》首演发布会上，演员们分享排演体验。

音乐剧《恋曲》首演发布会上，
演员们呈现剧中片段。

音乐剧《恋曲》首演发布会上，
演员们呈现剧中片段。

字里行间，印刻香港活字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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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这是宋代典
籍《梦溪笔谈》中记载活字印刷的句段。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上，“活字”变幻的视觉盛宴，令世人震撼于东方技艺，至今历历在目。

少有人知的是，活字印刷在香港中上环一带曾兴盛一时，成为
20世纪50至70年代香港的重要行当之一。如今，经过上环荷里活
道，转入西街斜坡，拾级而上，还可以看到一家活字印刷铺——光华
印务，它已经矗立近70年。这家印刷铺的故事，也是香港活字印刷行
业发展变迁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