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4 台港澳周末 2023年10月21日 星期六
责编：金 晨 邮箱：gtbhwb@people.cn

“电影叮叮”导赏团活动是首届
“香港流行文化节”活动之一，自今年
5月推出以来反响热烈。

“如果想拍一部关于香港的电影，
‘叮叮车’一定是不二之选。”香港导
演陈健朗说。

短短两小时内，导赏团先走访元
创方、西港城等地，探索 《花样年
华》 等经典港片的取景地，再乘坐

“叮叮车”感受香港的城市魅力，聆听
电影从业者的创作故事，品味电影与

“叮叮车”的缘分。
陈健朗说，自己与“叮叮车”共

同成长，希望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
里，通过记录“叮叮车”的变化，在
艺术作品中折射香港变迁。

“这是一次另类的文化体验。”文
化企业“活现香港”负责人陈智远这
样形容“电影叮叮”导赏团活动。他
表示，“电影叮叮”是香港旅游行业
一次新的尝试，未来可以与更加丰富
的艺术形式结合，解锁更多电车“新
玩法”。

“ 叮 叮 车 ” 是 一 种 双 层 有 轨 电
车，因停站发出“叮叮叮”的提示音
而得名。

1904 年开始投入使用的香港“叮
叮车”，目前共有 165辆，其中包括两
辆古董派对电车及一辆怀旧观光电
车。香港电车曾在 2021年获评全世界

“最大的服务中的双层电车车队”吉尼
斯世界纪录。香港“叮叮车”发展至
今，已经历 7 次更新换代，由早期的
单层变为双层，由英国进口变为香港
制造。

早期的文学作品描绘香港都市繁
华生活的时候，常把挤满乘客的“叮
叮车”比作沙丁鱼罐头。和其他交通
工具相比，“叮叮车”价格低廉，有自

己的行驶轨道，不会堵车。
“比起很多交通工具，电车多了一

种意义。我们希望在这个繁忙的城
市，给大家一个比较慢节奏的空间。”
香港电车公司市场商务及品牌总监张
永恒表示，“叮叮车”的初心是在安全
接送乘客的同时，提供一个简单的旅
程给乘客去欣赏和享受。

“到香港怎么能不坐‘叮叮车’？”
在社交媒体上，关于香港旅游攻略的
帖子中体验一次“叮叮车”已成香港
游必备项目。

对于许多市民和游客来说，“叮叮
车”代表着香港随性的生活基调，“叮
叮车”犹如一辆“时光机”，将港岛历
史与现代风景尽收眼底。“叮叮”声让
人们在繁忙的生活中得到一丝治愈，
车身上的海报更是为这座城市增添一
抹别样的色彩。

车身印有“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6
周年”“世界献血者日”“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日”等主题海报的“叮叮车”
缓慢行驶在港岛街头。在行色匆匆的
人群中，“叮叮车”宛如一道流动的风
景线，成为市民了解社会的“窗口”。

沈诗妮是一位摄影爱好者，她将
平时拍到的各式各样“叮叮车”放在
社交平台主页上。

“今年‘大黄鸭’来到香港，我是
看到车身上的海报才知道它具体在哪

里展出。”沈诗妮说，有很多类似的事
情，让她意识到“叮叮车”不仅仅是
交通工具，也是了解社会热点的平台。

如何让“叮叮车”走得更远，是
香港电车公司发展的重要议题。张永
恒坦言，虽然香港几乎无人不认识电
车，但很多人觉得电车是长者才会乘
坐的交通工具。“我们一直都很想将电
车这个品牌年轻化，让更多人明白电
车除了是交通工具之外，对于香港这
座城市还有很多意义。”

近年来，“叮叮车”开启跨界联名
模式，推出多元化的合作产品，改变

“叮叮车”在人们心中的固有形象。
“叮叮车”雪糕、“叮叮车”月饼、“叮
叮车”儿童画本……各式各样的联名
产品出现在市场，吸引市民购买。

“叮叮车”在现实世界绽放新生，
在虚拟世界也展现活力。

张永恒透露，目前香港电车公司
在着手将“叮叮车”开到虚拟世界中
去，希望通过 VR 等技术，在虚拟世
界中呈现“叮叮车”运行的模样，给年
轻人增加更多了解“叮叮车”的机会，理
解保留的意义，并留下想象的空间。

承载百年历史，“叮叮车”带着沧
桑的回忆，带着人们的热爱，在传统
与现代、过去与未来的平衡交替中，
和这座城市一起坚定地前行着。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谢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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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华灯初上，武汉音乐学院音乐
厅内座无虚席。

舞台中央，台湾青年钢琴家、武汉音
乐学院钢琴系副教授沈孟生闭目凝神，手
抚琴键，一场巴赫《哥德堡变奏曲》独奏
音乐会即将开始——

手指起落间，寥寥数音划破宁静，琴
声时而舒缓优美，时而热烈激昂。卡农
曲、创意曲、托卡塔……跃动的音符不断
撩拨心弦，将听众带入了一场梦境，开启
一次奇幻旅程。

曲终收拨、掌声雷动，沈孟生也从钢
琴家变成了教师，拿起话筒与台下学生展
开交流，分享曲目的演奏技巧和练琴的心
得体会。

钢琴家和教师，舞台与讲台，这是沈
孟生的“人生AB面”。

沈孟生来自台湾，自幼热爱钢琴。
10 岁那年，他受邀与交响乐团演出海顿

《D大调钢琴协奏曲》，舞台首秀便展现出
过人的天赋与才华。后来，沈孟生师从多
位国际钢琴大师，先后在美国茱莉亚音乐
院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皮博迪音乐院
深造，并多次获得国际钢琴大赛奖项，得
到一众前辈名家的称赞与认可。

“那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在练琴、备
演，说实话压力不小，好在有老师和前辈
的鼓励与帮助。”沈孟生告诉记者，正是
这段经历让他萌生了当一名教师的想法，

“我也想尽我所能帮助更多热爱钢琴的
人”。于是，他开始利用演出闲暇指导学
生练琴，积累教学经验。

2017年，沈孟生收到武汉音乐学院递
来的橄榄枝，邀请他来学院钢琴系任教。

“我当时非常兴奋，虽说之前从没到过武
汉，但我坚信这是绝不能错过的机会。”
在家人支持下，沈孟生欣然赴约任教，钢
琴家在长江之畔解锁了“B面人生”。

从舞台走上讲台，沈孟生直言，这样
的转变很有挑战性。“面对听众评委时，
我将节目完美呈现出来就好。而身为教
师，就要从水平提升、前途发展等角度为
学生考虑，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2020年，沈孟生凭借各方面的出色成
绩破格获评副教授职称，这份来自学院师
生的认可在他心里意义非凡。“这是鼓

励，也是动力，我必须尽力做到最好。”
沈孟生说，自己要向学院的优秀教师看
齐，授人以渔，把多年来自己练琴、演出
和参赛的经验心得尽可能全面地传递给学
生，帮助他们取得进步。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台湾教师跨越海
峡，在大陆的三尺讲台上发光发热。大陆
各地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台湾教师
的职业发展。在学院的帮助与推动下，沈
孟生顺利签约了一项湖北省级专业人才计
划。“这让我在固定教学工作之外，获得
了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开展课题研究，同时
也可以为两岸音乐交流多做些事。”他说。

沈孟生认为，两岸在音乐领域有着广
阔的交流合作空间，尤其是在保育和传承
传统音乐方面。“两岸民间有很多独具特
色的乐曲和乐器，但其中不少正濒临失传
或已经失传，非常可惜。”沈孟生告诉记
者，大陆高校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工作，许
多学校将民乐演奏等项目加入课程考核，
鼓励年轻人关注传统音乐的发展。

“我们学院收藏有一套战国曾侯乙编

钟的 1:1 复制品，学生们可以亲自敲响
它，去聆听跨越千年的声乐之美。”沈孟
生表示，两岸音乐人都有责任保护、传承
传统音乐，让世界了解中华文化的底蕴。

去年中秋节，沈孟生组织了一场特别
的线上钢琴音乐会。来自武汉音乐学院、
台湾东海大学和高雄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师
生以“中秋团圆”为主题，通过视频连线
的方式合作演奏，为两岸观众联袂献上了
一场文化视听盛宴。

“在演奏中，台湾学生表现出较强的
临场创造力，大陆学生扎实娴熟的基本功
和琴法令人印象深刻。”沈孟生说，音乐
人就是要在交流中去发现不足、寻找灵
感，然后才能突破瓶颈、取得进步。“目
前我们正在努力把类似的交流活动常态
化，希望能为两岸热爱音乐的年轻人提供
一个互学互鉴的平台。”

弹指一挥，今年已是沈孟生来武汉的
第七个年头。这些年，沈孟生收获了一份
热爱的事业，培养出一批优秀的“钢琴苗
子”，搭建起两岸青年交流的音乐桥梁。
回顾这段岁月，沈孟生笑着说：“来到武
汉，我有了新的舞台。”

奔走两岸，沈孟生还欣喜地发现，越来
越多台湾青年开始走出“舒适区”，在更广
阔的天地间求学创业、追梦圆梦。“武汉是我
逐梦的舞台，也欢迎更多台湾青年选择武
汉，从这里出发去追寻自己的梦想。”他说。

近日，第十五届海
峡两岸 （福建·龙文） 中
华武术大家练活动在福
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举行。

来自台湾及漳州本
地的约300名武术爱好者
同台切磋武艺，太祖拳、
何阳拳、宋江拳等轮番
亮相，尽显传统武术风采。

图为活动现场。
张金川摄

本报北京电 （钟欣） 以“光阴的故
事”为主题的第十四届海峡两岸少儿美术
大展近日在北京台湾会馆举办，展出近300
幅来自两岸暨港澳地区、马来西亚等地的
青少年画作。

本届展览设幼儿园组、小学组、中学
组等组别，呈现不同地域的孩子们对光阴
的理解和各自成长经历。

市民胡兵强带着女儿前来观展，他表
示，小孩学习绘画已近 5 年，以往大展在
北京展出时，也曾带她观展。“这些画作
各有特色，我们也想过来看看其他小朋友
如何通过画作表现主题、展现当地的风景
和习俗。”

引用古代诗人李白的“夫天地者，万
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台
湾中华文创发展协会理事长黄肇松表示，
尽管“寸金难买寸光阴”，但画作所能涵盖
的内涵十分丰富，可以呈现百代甚至千代
过客的身影和精神，小朋友们的这些画作
可以见证两岸暨港澳地区当代的发展，在
未来也可成为一部分历史的初稿。交流不
限于小朋友，大朋友在这些美术教育中也
能了解到交流的重要。

据介绍，本届展览由海峡经济科技合
作中心、台湾中华文创发展协会等两岸多
家单位、机构联合主办，此前已在福州、
厦门等地展出，11 月还将赴台举办高雄、
台北“双城展”。

国务院台办交流局局长黄文涛表示，
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已走过 14 年历程，
为两岸少儿美术教育搭建了很好的平台，
也为两岸民众增进了解、促进心灵契合搭
建了重要平台。即便在疫情时期，展览也
未曾中断，其中最重要的力量是来自两岸
民间的大力支持，这说明两岸交流是民心
所向，定能克服各种障碍，不断向前发
展。希望两岸青少年心怀艺术之光，走好
未来之路。

▼ 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现场。
陈建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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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飞正传》 中张曼玉与刘德华沿着“叮叮车”路轨散
步、《神奇两女侠》中叶童乘坐“叮叮车”回首青葱岁月……
有关香港的故事中，电车总是一种常见的符号，“叮叮车”早
已成为香港的重要标志之一。

不久前，香港导演关锦鹏、许鞍华等人变身导游，在“电
影叮叮”导赏团现场与市民分享香港电影人的幕后故事。

台湾青年钢琴家沈孟生：

“来到武汉，我有了新的舞台”
本报记者 金 晨

▲ 沈孟生在舞
台上演奏。

▶ 沈孟生（右）
指导学生练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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