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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文化联结两岸

清晨，武当山细雨蒙蒙，烟云缭绕。伴
着阵阵桂花清香，两岸媒体人拾级而上，朝
着金顶进发——

山林云海相映成景，红墙绿瓦渐次浮
现。太和宫、太子坡、紫霄殿……穿梭于工
艺精湛、规模宏大的武当山古建筑群之中，
大家不禁连连称赞。

“恢宏的山川、壮丽的道观，仿佛是在
看电影一般，我想这就是中华文化的魅
力。”台湾旺旺中时文化传媒总监张富森说。

在紫霄宫，武当山道教协会理事、武当
武术非遗传承人钟学勇现场讲授了道教文化
内涵，并带领弟子展示了太极拳、子午枪、
逍遥扇等武当功夫，一招一式铿锵有力、行
云流水。两岸媒体人还现场“拜师”练习站
桩，亲身体验“武当功”。

作为道教文化中的名山胜地，武当山与
宝岛台湾有着不解之缘。2014年，钟学勇等
武当山道教人士曾到台湾参加巡游活动，人
们纷纷上街相迎，这让他充分感受到台湾同
胞对于武当道教文化的热情。

“每年都有很多来学习武当武术的台湾
同胞，还有很多台湾朋友前来进香谒祖，进
行‘寻根之旅’，通过这样的交流活动，两岸
同胞越走越近，越走越亲。”钟学勇说。

武当山上，两岸媒体人还偶遇了来自西
班牙格拉纳达的费尔南多一家。他们身穿中
国传统服饰，游览武当名胜，并与两岸记者
一同练习武当功夫。

“过去 10 多年里，我曾 8 次到访武当
山。”费尔南多告诉记者，自己最初因习武
来到武当山，后来又了解到这里深厚的道教
文化底蕴，便多次到访学习。“我目前在格
拉纳达运营一家中国武术学校，希望之后可
以和中国朋友多交流。”

车城里的台胞之家

除了名誉世界的武当山，十堰还因汽车
而兴。当年，“中国第二汽车厂”选址于
此，一辆辆“东风牌”卡车从十堰驶向全
国，跑出了发展“加速度”。如今，十堰形
成了以汽车制造为核心的产业集群，不断推
动构建汽车产业新格局。

走进位于张湾区的东风模具冲压技术有
限公司模具分公司生产车间，大型冲压机轰
隆作响，钻孔打磨、模具检测等各项工作有
序进行。据介绍，该公司具备每年开发 14
个轿车整车项目模具的能力，模具出口到全
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

该公司高级技师许建向两岸媒体记者介
绍了模具制造、模具工作原理等行业知识。

“台湾在汽车模具制造方面有一定的技术积
累，希望与台湾地区的模具企业加强合作交
流，两岸同心共同为中国汽车制造业发展作
贡献。”他说。

十堰汽车产业的发展也融入了台胞台属
的力量。在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湖北风雷实
业有限公司园区内，一栋名为“台胞台属之

家”的小楼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大厅内，
休息区宽敞明亮，美丽的宝岛风光以图文方
式展现；墙面上，一张张照片记录了鄂台企
业交流、两岸亲人团聚等难忘瞬间。

“我的外公来自台湾，自己在十堰创业
发展，这两个地方都是我的家乡。”该公司
负责人熊雷告诉记者，在当地有关部门支持
下，公司依托厂区设立了“台胞台属之
家”，可以为员工们提供休息场所，同时也

可以向更多人介绍宝岛台湾的风情。“希望
更多台湾同胞，尤其是从事汽车产业的台商
台企来十堰发展，也欢迎大家常来‘台胞台
属之家’坐一坐。”熊雷说。

在张湾区参访期间，两岸媒体记者还探
访了当地的新能源汽车企业。有台湾记者表
示，大陆新能源汽车在岛内很受关注，之后
计划做一些相关报道，从新能源转型的角度
向台湾民众介绍十堰汽车产业。

青山碧水生态宜人

“这里的水好清澈，可以看见鱼在游
动”“青山、碧水、田园、人居，眼前所见
就是一幅风景画”……站在丹江口水库大
坝上，两岸媒体记者对这里的生态环境赞
不绝口。

丹江口水库位于汉江中上游，是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的起点。自 2014 年通水以来，
丹江口已成为京津冀地区百姓的重要水源
地，并为工程沿线地区的生态涵养工作源源
不断注入活水。

蔡湾村距丹江口大坝只有几百米，这里
依山傍水、风景宜人。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
和丹江口水库建设，蔡湾村村民曾历经3次
搬迁，最终落户美丽的水库之畔。

今年 56 岁的村民谢传均在蔡湾村新址
生活了 10 多年。他告诉记者，新村的房
屋、道路和地理位置都要更好，村里还有托
幼场所、幸福食堂和超市，能够解决多方面
的生活需求。“我还在自己家里开了农家
乐，旅游旺季月收入能有2万多元。”

蔡湾村村民董德斌过去是一名渔民，搬
迁后，他因熟悉附近水域环境而被聘为“护
水员”。“看着丹江水越来越清澈，我们蔡湾
人打心底里高兴！”董德斌笑着说。

如今，生态之城、美丽乡村已成为十堰
的一张新名片。在茅箭区和郧阳区，两岸记
者走进茅塔乡康家村、茶店镇樱桃沟村、柳
陂镇龙韵村等地，了解当地特色文旅产业发
展等有关情况。

“这里的山乡发展充满了活力。”一位同
行的台湾媒体记者表示，台湾在民宿、乡村
文旅、休闲农业等方面有许多可以借鉴的案
例，希望更多台湾企业把相关经验带到十
堰，让这里的青山碧水更加迷人。

活动期间，两岸媒体人还来到十堰市博
物馆、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地交流参
访。据了解，由湖北省台办主办的“海峡两
岸媒体荆楚行”已成功举办 17 届，活动每
年聚焦一个主题，全方位展示湖北各地的历
史文化魅力和经济发展建设成就，已成为鄂
台两地交流的品牌活动之一。

霓虹招牌是香港的时代印记，
在霓虹招牌上可以看到不同年代的
书法题字、行业标志、英文等外
文，是中西文化的结合，无论是设计、
制作还是安装都渗透着香港特色。

20 世纪 30 年代，霓虹招牌制作
技术引入香港。50 年代，霓虹招牌
开始大量出现在香港街头巷尾，赋
予香港暮色降临后街边店铺最具个
性的身份符号。

从鼎盛到式微，霓虹招牌由于科
技发展和安全隐患等问题逐渐淡出
街面。幸运的是，香港出现了一个人数
不多但活跃的霓虹招牌保育群体，让
霓虹招牌在艺术的殿堂里重放光彩。

儿时住在油尖旺区的陈倩文，
对霓虹的情结源于记忆：“那时候，
放学路上有很多闪亮的霓虹灯招
牌，我经常一边走一边给这些霓虹
招牌编故事，或者数着还要路过几
个招牌就到家了。”

2017 年海外游学归来的陈倩文
偶然在网上发现义务保育霓虹招牌
的信息，现实与儿时记忆叠加，重
新点燃了她对霓虹的热爱，成为一
名保育霓虹招牌的义务工作者。

来到陈倩文的“宝库”，最抢眼
的就是“蝠鼠吊金钱”霓虹招牌，
这是她最近入手的宝贝。类似的招
牌她已收藏保育了 50 多块。这些招
牌各种颜色的底面上挂着曲线流畅
的玻璃灯管，尽管岁月在上面留下
斑驳的痕迹，陈倩文依然爱不释手。

在陈倩文看来，霓虹招牌的收
藏和保育是个复杂的过程。其中最
难的是招牌拥有者对保育是否认同。

“有一个火锅店的招牌，我整整
跟踪了三年，只要有时间，我就去
和老板聊天。开始他坚决拒绝，到
最后终于被我感动，在拆招牌前主
动电话通知我。”陈倩文认为，商户

对招牌都有着很深的感情，每一块
霓虹当年都是商户们精心设计、准备

“传家”的，所以他们很怕处理不好。
霓虹招牌拆卸工作非常复杂，

要填报各类申请文件，还要与承办
拆卸招牌的团队合作及协调作业周
边业主的支持等等，每个细节都需
要落实准确。尽管如此，仍有热心
人陆续加入到霓虹保育队伍中来。
陈倩文说，香港现有多位学者在研
究霓虹灯的历史、技术和保护，保育
方面也有几个机构在做。她希望可以
多多合作，长远地保护这些招牌。

保育后的霓虹招牌，展示着繁
华都市的魅力，承载和传承着历史。

在香港M+博物馆修复保管中心
展厅，一只巨大牛形霓虹招牌十分
惹眼。这就是曾经位于西营盘的森
美餐厅门外的安格斯牛招牌，由餐
厅老板叶联设计。这头“牛”在荣
休前，一直是社区知名地标。经过
保育，这头“牛”在博物馆重放光彩。

陈倩文一直以自己的方式传承

着霓虹文化。2022年7月底，她在中
环海滨活动空间展出了一批保育并
局部修复的霓虹招牌。她认为保育
将让这些招牌的生命得以更好地延
续，展览将让香港的这种地域文化
元素得以传承。

霓虹保育的努力正得到越来越
多的认可，也带动了霓虹灯制造技
术的传承。在霓虹灯工厂，霓虹招
牌从一张设计图纸开始，经过烧
管、吹管、屈管等流程，最终被装
嵌在招牌底盘上，匠人的手指柔软
度、对火力的把控程度、吹气的力
度等至关重要。如今，能够掌握这
种技能的匠人已是屈指可数。

为了传承这门技术，香港一些
年轻人拜师学艺，并开办霓虹工作
室，不断推出霓虹灯作品，积极寻
求留住霓虹灯招牌的方法。陈倩文
说，香港给了我很多，我会尽可能
多为这座城市尽一份力，坚持把霓
虹保育之路走下去。

（据新华社香港电）

本报电 （钟欣）
以“京台携手两岸情
同心共筑健康缘”为
主题的 2023 京台社区
发展论坛近日在北京
房山和台湾高雄以视
频连线方式举行。两
岸养老领域专家、养
老 照 护 机 构 从 业 人
员、社区居民等近 300
人围绕居家养老、安
宁疗护、长期照护等
话题展开交流。

论坛现场，北京市
房山区副区长李光明介
绍了当地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的基本情况。台湾
高雄市议员陈丽娜表
示，房山区精细化养老
服务建设和台湾长期照
护服务的思路是共通
的，台湾养老产业起步
早、经验多，两岸在养
老照护方面有很多可以
交流互鉴之处，合作空
间广阔。

台湾中华海峡两岸
企业交流协会理事长
陈堂立表示，两岸孝
亲文化同根同源，都
认同“以孝为先”的
理念。老龄化是两岸
需共同面对的现实问
题，因此，两岸加强
在养老服务方面的交
流 合 作 有 重 要 意 义 。
他认为，康养行业未
来可期，市场潜力非
常大，建议两岸企业
着眼康养市场，共同
促进养老服务产业健
康发展。

“在 2018 年参访高
雄社区的活动中，当
地老人们的乐观深深
感染了我。”房山区长阳镇嘉州水
郡北区社区居委会主任李雪东介
绍，目前社区中的多数老人倾向
于居家养老，社区内普及网格化
治理方式，配备志愿服务团队，
并通过低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的
方式形成良性循环。李雪东还建
议，可以学习借鉴台湾经验，引
入更多民间力量，共促两岸养老
事业发展。

据介绍，本届京台社区发展论
坛由北京海峡两岸民间交流促进
会、北京市房山区养老行业协会、
台湾中华海峡两岸企业交流协会、
台湾长期健康照顾产业发展协会共
同主办。论坛期间，京台两地基层
社区代表和养老领域专业人士还参
访了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等地。

连日来，台北松山文创园区举办了多场文艺活动，吸引市民和游客前来参观打
卡。松山文创园区由老旧烟厂改造而来，不仅是文创业者工作的聚落，也成为人们
休闲观光的好去处。

▲ 小朋友与工作人员互动。
▼ 在松山文创园区举办的文创市集。

本报记者 吴亚明摄

近日，第十七届“海峡两岸媒体荆楚行”活动在湖北十堰落幕。8天
时间里，来自海峡两岸10多家新闻媒体的记者走进十堰市张湾区工业新
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武当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起点丹江口水库等地，
用文字和镜头记录十堰的人文古韵和发展脉动。

有台湾媒体人表示，十堰不仅山清水秀、文化底蕴深厚，汽车、文旅
等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也令人印象深刻。“湖北和台湾的直航航班已经恢
复，期待更多台湾同胞来到十堰，亲身感受‘山水车城’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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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历史文化 见证绿色发展

两岸媒体人走进湖北十堰
本报记者 金 晨

图①：在武当山紫霄宫进行的武术展示活动。 本报记者 金 晨摄

图②：两岸媒体记者在东风模具冲压技术有限公司模具分公司生产车间参访。
杜子璇摄 （新华社发）

图③：两岸媒体记者在丹江口水库大坝合影。 湖北省台办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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绽放新生的香港霓虹
王 茜行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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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7月在香港中环展出的霓虹招牌。 曹文毓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