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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尝世界美食

“逾 2 万平方米展厅、千余家展
商，全球几大洲的特色佳肴和餐饮产
品应有尽有，相信可以满足市民及游
客‘逛吃不停’的愿望。”在美食博览
的入口处，香港贸发局副总裁张淑芬
笑着向记者介绍。

作为疫情后首次复办的大型美食
博览，本次展会恢复了现场“试食试
饮”，整体氛围更显热闹。

在 一 家 专 售 意 大 利 食 品 的 展 位
前，新颖的“黑松露意式雪糕”收获
了不少年轻人的青睐，与女友一道前
来的香港市民颜先生试吃后立刻买下
4 盒，并连连赞叹，“这又咸又甜的口
感实在是‘食过返寻味’（意为回味
无穷）！”

为吸引更多顾客及业界代表，一
众商家在展位布置上花费心思，有些
在招牌上挂起巨型海产装饰，有些将
陈列架设计为购物车的样式，还有些
请来名厨师傅烹饪示范，以提振生意。

韩国蜂巢排骨、冰岛乳酪、香港
首创手冲松露奶茶……大受欢迎的

“尊贵美食区”汇聚近 100 间展商，重
点介绍来自亚洲及欧美等地的精品佳
肴，例如西式甜点、有机食品、精选
咖啡等。本届展览新设的“醇酒·醉
人”主题区则引进各地的醇酒佳酿，
其中大部分品牌商户为首次参展，包
括来自意大利北部、坚持“一棵葡萄
树一支酒”的贝宁酒庄。

“身在香港就能品尝世界美食，用
味蕾感受不同文化和风情，这里确实
是‘味’力之都！”来自内地的青年游
客李小姐在社交平台如此写到，配图
则是自己斩获的大包小包“战利品”。

促进商贸合作

香港不仅汇集了多元文化和饮食
习惯，更是首屈一指的商贸枢纽。为
更好促进展商与业界洽谈合作，香港
贸发局特别于同场设立“美食商贸博

览”，便利商贸人士推广各地最新食
品、服务及科技。

“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气候
条件，云南发展绿色农业的潜力巨
大，茶叶、蔬果、咖啡、菌菇等农产
品具有很高的市场价值。”商贸博览现
场，云南省商务厅代表孙英正忙不迭
地向客商代表介绍云南美食的制作工
艺和历史文化，直言希望与香港业界
建立长期稳定的农产品供销关系，实
现互利共赢。

“请来品尝看看，在家也能享受到
正宗美味的‘海底捞’喔！”“这款辣
酱成分天然，味道浓厚，给您试试。”
在川派餐饮的推介会上，各大参展企
业纷纷亮出“热辣辣”的四川特色美
食，引得不少香港商贸代表争相问询。

另一边厢，文昌鸡、石斑鱼、椰
子糖、热带水果等丰富多彩的海南农
产品也亮相展会。海南省农业农村厅
副厅长马育红对记者表示，香港是海
南农产品的重要消费市场，2022 年海

南对港农产品出口额约 1.8 亿元人民
币，且增长势头迅猛，“期待未来有越
来越多的海南绿色优质农产品走上香
港市民的餐桌，助力打造健康生活。”

除来自内地的多个展团外，美食
商贸博览还设有十余个海外地区展
馆，包括美国、墨西哥、波兰、印度
尼西亚及泰国等，推广美食、饮料及
保健产品。

推广饮食文化

“虽然大家说不同的语言，住在不
同的国家，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但
我们都爱喝茶。很高兴在这里认识许
多新朋友、好朋友。”在美食博览同场
举行的香港国际茶展上，首次参展的
肯尼亚那拉茶企业代表舒蓓·穆灵吉笑
意盈盈地告诉记者，公司已成功与中
国内地、埃及及新加坡的买家建立联
系和配对洽商，预计会接到总额约 40
万美元的新订单。

红茶、绿茶、乌龙茶、白茶、花
茶……茶香馥郁，联通世界。在茶产
品之外，一众展商还带来精巧的茶具
及茶艺展示，市民及业界代表可通过
沉浸式体验，近距离感受茶叶之香、
茶具之精、茶境之美。

“福建茶源于汉、兴于唐、盛于
宋，自古就有‘闽中茶品天下高’的
美誉。”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梁
全顺对记者表示，期望借助香港国
际金融、贸易及航运中心的重要地
位，深化福建茶企与国际采购商的经
贸合作，推动闽茶文化走向更广阔
的舞台。

据香港贸发局统计，本届香港美
食博览及同期活动共吸引参观者近 48
万人次，逾 2 万名来自 69 个国家及地
区的买家参与其中。在多姿多彩的世
界饮食文化中，大家寻找共同话题，
买得开心、聊得尽兴，感受多元美食
的魅力。

（本报香港8月25日电）

寻味香港，共赴一场舌尖盛宴
本报记者 陈 然

顶级的澳大利亚和牛在铁板上微煎数秒，均匀地撒上黑胡椒盐与烟熏蒜
片，每一口都是浓郁的汁水和肉香；在预热的玻璃杯中放入上乘的福州茉莉
花茶，以精准控温的热水冲泡，霎时间茶香满溢、清新扑鼻……

近日，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3届香港美食博览及同期活动在湾仔
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一连5天揽客数十万人次，客流畅旺、气氛热烈。会场
外，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海报琳琅满目；会场内，各式食材经烹制后香味荟
萃，交织出一场舌尖上的盛宴。

据中新社德阳电（记者朱贺）“原来青铜神
树如此高耸，树上的鸟儿也栩栩如生。”来到位
于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台湾
政治大学历史学系本科生黄柏谚在馆藏文物青
铜神树前驻足良久。

近日，包含黄柏谚在内的百余位参加 2023
年两岸关系研讨会的两岸有关人士和专家学者
到访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参观“世纪逐梦”“巍
然王都”“天地人神”等展陈，领略距今3000多
年的古蜀文明。

三星堆是大陆西南地区迄今所知规模最
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先秦时
期遗址。该博物馆新馆于今年7月底面向公众开
放，展出的 1500 余件 （套） 文物中有近 600 件
是首次亮相。

青铜鸟足神像、青铜骑兽顶尊人像……各
式新出土文物吸引着到访者的目光。黄柏谚认
为，展陈文物充分反映了古蜀人安居乐业的生
活状态。许多青铜面具无论大小，都似带有微
笑，意味着当时民众的生活十分愉快。文物中
出现的青蛙、乌龟、鸟等动物形象，也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此地先民与自然生态相当和谐，
是真正的“天府之国”。

黄柏谚表示，自己从前只在历史课本中看
到过有关文物，这次贴近参观更觉震撼；现代
考古专家也对文物做了很好的保护与修复，才
令这些珍宝得以呈现在世人面前。他说，作为
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传承人，我们要在现代技术
辅助下做好保护者，捍卫好中华文明，也让后
世感受古蜀人的精湛技艺与灿烂文化。

展览中呈现的AI算法复原文物、裸眼3D还
原考古“方舱”等文化体验，让台湾成功大学
教授丁仁方感到，博物馆不仅在保留文化瑰
宝，也通过现代科技令文物焕发新的光彩。他
希望带更多台湾朋友来川参访，感受巴蜀之地
的人文气息、古典风格。

“早在数千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掌握如此
独特的冶金技术。”台湾竞争力论坛学会执行长
谢明辉感叹道。他已多次到访三星堆博物馆，
仍对所见文物赞美不已。

谢明辉常常参加两岸交流活动，看到此行
不少台胞为展陈感到震撼，他认为，这意味着
台湾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也期待两岸在文
博领域增进交流，帮助年轻群体了解中华历史
的演进与延续。

▼ 两岸嘉宾在三星堆博物馆参观。
刘忠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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晌午，台湾青年张立纶带着妻子
来到高雄路。“我特别喜欢这个街角，
路边有绿植，转弯有大厦，和我在高
雄家门口的环境几乎是一样的。”张立
纶在武汉工作生活多年，常来这里

“打卡”，因为身处于此，能够“遇见
台湾、以解乡愁”，有“在家”的感觉。

20世纪80年代，长江流域依次启
动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武汉
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城市。武汉市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吴明
堂介绍，台北路原名安定路，在当地
政协委员建议下，1984 年改名为台北
路，意在增进与台湾的交流往来。

吴明堂回忆说，1987 年两岸恢复
交流，人员往来和各方面联系日益频
繁，很多来武汉探亲、旅游、投资经商
的台胞不约而同来到台北路，住进了以
台湾各地地名和景区命名的宾馆饭店。

据 《武汉年鉴 （1993 年卷）》 记
载，1992 年 9 月，武汉举办中国武汉
国际杂技艺术节，推出许多经贸活
动。台湾 《中国时报》 一则“武汉有
条台北路”的报道，引来了40多位台
商到武汉考察投资。

在这片见证老武汉变迁发展的街
区，沿线的老住宅和新建商业街都弥
漫着意想不到的“台味”。穿梭其中，
好像步入台北老社区的一隅。张立纶
兴奋地说：“台湾人对‘宝岛’二字有
特别的情感，看到宝岛社区、宝岛公

园，都会停下脚步一探究竟。”
出于对大陆的好奇，6年前张立纶

带着新婚妻子蔡緁绫，从高雄来到武汉
度蜜月，顺便考察这里的金融行业前
景。“没想到妻子来后便爱上了这里，不
愿离开。”他说，武汉位于长江中游的华
中地区，到大陆主要城市均在5小时以
内，“当初就觉得武汉发展潜力巨大”。

从创业之初的艰辛，到勤勤恳恳
逐步开拓市场，如今张立纶已在武汉
扎根。每当有台湾朋友来武汉旅游，

他都热情推荐这里的台北院子、宝岛
公园等“台湾景点”。他说，宝岛公园
湖心岛上的“龙虎塔”，是以高雄市的

“龙虎塔”为原型仿建而成，龙头翘
角、八面飞檐，台湾朋友看到都心领
神会，倍感亲切。

不久前，武汉台北路在网络走
红，成为海峡两岸网民讨论的热门话
题。正如网友所言，“每一条路，都是
回家的路”。每一个同名村，都是两岸
同根的缘。这些路、这些村是台湾同
胞对大陆的乡愁，是两岸同根同源的历
史文化联结，是两岸共有的历史印记。

“这些遥相呼应的地名，是台湾和
大陆血脉相连的最好见证。”张立纶
说，两岸从感情、文化、城市建设发
展等方方面面都紧紧联系在一起，两
岸同胞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

据新华社武汉电（记者喻珮）

在湖北武汉，有一条坐落在长江之滨的台北路。在以台
北路为主轴1平方公里范围内，台北一路、台北二路、高
雄路、苗栗路、花莲社区、澎湖社区、宜兰社区、云林社
区……这些充满“宝岛味”的地名相互贯通，无不透露出两
岸的深厚渊源。

武汉台北路：

一条联结两岸的情感纽带

在台北象山公园，这
里绿树成荫，环境宜人，
是暑期市民户外活动的好
去处。

▲ 人们在公园里练
习太极拳。

▶ 老师在指导暑期
班的小朋友练习飞盘。

本报记者 吴亚明摄 ▲ 台湾青年张立纶 （左） 和妻子走在武汉市台北路上。
新华社记者 饶 饶摄

图①：市民在展会现场品尝美食。
图②：市民在展会现场挑选食品。

本报记者 陈 然摄
图③：参展商邀请小朋友展示月饼产品。

中新社记者 陈永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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