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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茗交友 感受亲情

“头泡汤二泡茶，三泡四泡是精华。请大家细细品
尝，感受不同冲泡阶段的香气和味道”。在古典音乐的
伴奏声中，茶艺师们熟练地冲茶、倒茶，邀请参加活动
的嘉宾一同品茗。两岸各界人士围桌而坐，一起闻香、
喝茶、吃点心，交流各自的饮茶习惯和见闻。不论在福
建何地，这样的场景每天都会多次出现。大家表示，两
岸茶同根、种同源、艺同师、技同门，渊源深厚。

“福建的茶又好又多。福州有茉莉花茶，南平武夷
山有大红袍、正山小种，龙岩漳平有水仙茶，泉州安溪
有铁观音。这几天里，我们品尝着不同风味的茶，和福
建的茶艺师分享品茗心得和对茶文化的认识，很开心也
很有收获。”来自台湾的作曲家蔡介诚是一名茶文化爱
好者，他告诉记者，喝茶是一件让人放松、愉悦的事
情，两岸的朋友坐在一起品茶，更能互动交心，感受

“两岸一家亲”的氛围。
福建是中国茶文化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2022年茶

叶全产业链产值超 1500 亿元。武夷岩茶 （大红袍） 制
作技艺等项目作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的
组成部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史料记
载，福建茶是台湾乌龙茶的源头。而今，不少台湾茶人来
闽创业，为丰富发展中华茶文化注入新动能。“欢迎台湾
各界朋友跨越海峡来泡茶！”活动中，福建省文化和旅游
厅副厅长肖长培向台湾嘉宾发出了诚挚邀请。

加强合作 优势互补

武夷山是福建重要的产茶区域。在当地的武夷星茶
坊，嘉宾们跟随讲解员的介绍，一同了解种茶和制茶的
过程。得知武夷山的茶园在种植过程中较多利用空中挂
灯、以性诱虫、以虫治虫等可持续发展方式来防控害虫
时，不少台湾嘉宾连连称赞，表达对当地生态有机茶园
体系建设的认可。同时，他们也向福建的茶企茶农介绍
了台湾用有机肥、豆渣等生态种植的方式，共同阐述茶
产业中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分享茶产业发展经验，寻找机遇加强合作是此次活

动两岸嘉宾的共同心声。福建春伦集团
有限公司总裁傅天甫讲述企业发展经历
时说，多年前在台湾专家的帮助下，企
业研发了茶叶溯源管理系统，让消费者
可以了解茶叶的生长环境、生产过程、
加工方式等信息，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
信任度。这正是两岸在茶产业合作方面
的一个缩影。

“ 两 岸 茶 文 化 一 脉 相 承 而 各 有 特
色。”福建农林大学茶叶科技与经济研究
所所长杨江帆回顾了多年来与台湾茶产
业人士的交流经历。他表示，福建的茶
产业有历史、规模、品种等优势，而台
湾茶产业的主要特色在于营销、文创、
品牌建设等方面。大家应加强合作，共
同打造“两岸福茶”品牌。

“茶是让人心绪平和的饮料，未来以
茶为主题的康养产业将大有可为。我们要
让两岸的现代茶业更好地‘走出去’，让世
界看到中国的茶文化。”台湾茶协会常务
副会长邱国雄认为，从茶叶的智慧种植到
加工的卫生工厂建设，再到茶文化的研
学、体验，茶园的观光和文创产品开发，茶产业覆盖面广、
可挖掘性强，需要两岸之间共同合作，一起推动。

扎根大陆 融合发展

“嘟嘟嘟……”伴着汽笛声，小火车缓缓向前行
驶，缓坡上的茶园、道旁的樱花树、远处的山峦组合
式地展现在嘉宾们面前，充满层次感，如同一幅风景
画。两岸嘉宾所在的便是富有“大陆阿里山”之称的
漳平市永福镇。樱花茶园的主人谢东庆是漳平市永福
镇的第一位台农。

“我祖籍就在福建，所以一直想在这里找一片合适
的地方投资茶园。1995年，我来到永福，发现永福的纬
度、海拔、气候、土壤等条件与台湾阿里山相似，非常
适宜高山乌龙茶生长。”谢东庆说，自己从此在永福扎
根，一干就是 20 多年。如今，他的茶园不只是种茶，

还大力发展以茶文化为主题的休闲观光农业，茶园成为
倍受欢迎的打卡地。许多游客慕名而来，旺季时单日游
客能达数万人。“等到樱花盛开时，漫山遍野一片粉
红，希望到时候大家再来”。

受到谢东庆的鼓舞，一批又一批台农来此投资创
业。统计显示，目前共有 600 多名台农扎根福建漳平
台湾农民创业园，经营台湾高山茶种植基地 48 个，种
植高山茶面积5万余亩，年产茶5800余吨，实现产值10
亿元。

“在两岸经济交流合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两岸茶
人对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两岸茶文化内涵有了更切
身的感受，两岸茶产业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全国台
联副会长符之冠表示，希望广大台湾乡亲与大陆同胞
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建设两岸同
胞和平安宁的幸福家园，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
好未来。

上图：两岸
嘉宾共同品茗，
交流茶文化。

下图：茶艺
师冲泡茶叶。

两岸嘉宾共同执壶，将清水注入盛有茉莉花茶的容器，现场顿时清香
四溢。别开生面的启动仪式蕴含着两岸文化融合的醇厚与温度，拉开了

“情系福建 茗香两岸——两岸文化联谊行”活动的帷幕。
在为期一周左右的时间里，两岸百余名文化、旅游、传媒业界人士参

访福州、南平、龙岩、泉州等地，以茶为媒开展寻根之旅，共论如何以茶
文化为载体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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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谢
妞） 第十四届鲁迅青少年文学
奖 （鲁青奖） 香港赛区颁奖典
礼近日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举行。

本届鲁青奖香港赛区比赛
分为作文和书法两大类，面向
香港中小学生、青年征集作文
和书法作品。为鼓励更多非华
裔学生和青年学习中文，今年
特别分设两个语言组别——母
语组和非母语组。

本届比赛吸引香港青少年
踊跃参与，作文类共收到投稿
1263 篇，书法类收到投稿 1039
份。来自拔萃女小学的李行知
等 15 人获得特等奖，25 所学校
获得“最积极参与学校”团体
奖，28 位教师获得“最佳指导
教师奖”。

“路是人走出来的，香港的
朋友勇于探索，不但取得可喜
成绩，更难得的是收获了宝贵
经验。”鲁迅长孙、鲁迅文化基
金会会长兼秘书长周令飞现场
致辞表示，期待鲁迅青少年文
学奖未来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展示香港青年朝气蓬勃的面貌。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
蔡若莲表示，香港在“一国两
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
界的独特优势，学生掌握“两
文三语”（中文和英文，广东
话、普通话和英语），除了有利
学习和生活，更有助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她勉励同学们从优
秀中华文化汲取营养、装备自
己，成为有担当有事业、有情
怀有梦想的新一代。

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董
事长李大宏表示，鲁迅精神是
激发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宝
贵财富。期待生逢其时、肩负
重任的香港学子，将个人理想同祖国、同
香港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增强文
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时代放歌，为民族
立传。

今年是鲁迅作品 《呐喊》 发表 100 周
年，也是鲁青奖香港赛区设立第三年。颁
奖典礼上，致力于文学创作和交流、曾参
与鲁青奖评选的同学们组成的“青语同学
会”成立，并发布 《青语——鲁迅青少年
文学奖 （香港赛区） 获奖作品选集 2021/
2022/2023》。

香港赛区的比赛由鲁迅青少年文学奖
香港组委会主办，香港优才及专才协会、
大公文汇全媒体新闻中心承办。

一缕茶香意韵悠长
——“两岸文化联谊行”走进福建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文/图

述海防故事，塑家国情怀
——走进香港海防博物馆

述海防故事，塑家国情怀
——走进香港海防博物馆

台北故宫博物院日前推出“爱砚
成痴”特展，展出历代名砚百余件。

上图：宋代的砚台。
左图：清代的宜兴紫砂圆砚。
右图：观众在欣赏展览。

本报记者 吴亚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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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防博物馆，其前身是建于
1887 年的鲤鱼门炮台。这里依山而
建，沿海而立。

行走山间曲径，随处可见碉堡林
立、炮弹陈列。登上岬角堡垒俯瞰，
海景市貌尽收眼底。曾经的炮火硝烟
早已散去，但香港的海防军事历史仍
在这里被记叙。

这个以“鲤鱼门”命名的海峡位
于香港维多利亚港的东面入口，北倚
魔鬼山，南靠筲箕湾阿公岩一带，是
香港岛和九龙之间最狭窄的水道。

“鲤鱼门曾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被
视为战略重地。”香港海防博物馆一级
助理馆长梁明颖说。

沿昔时鲤鱼门旧迹行至山顶，一
座巨大的堡垒巍然屹立于海拔约 640
米的岬角最高点，成为整个鲤鱼门旧
时防卫体系的核心。

“由海面远眺，却不见堡垒”，这
便是堡垒设计的精妙之处。堡垒顶部
尖角状的米白色帐篷紧贴地平线，被
覆盖的建筑几乎完全隐没于地下。

二战后，鲤鱼门炮台逐渐失去了
原本的军事功能，鉴于其历史价值及
建筑特色，香港特区政府将之活化改
建为香港海防博物馆。

“海防博物馆与山、与海、与军事
的独特地缘关系，给观众带来许多回
忆与思考。”梁明颖说，活化改建的过
程中始终需要考虑如何将自然之景与
人文历史更好地结合。

海防博物馆自 2022 年重开，新
常设展览展示的藏品类别繁多，当
中约 3/4 属新增的展品，以配合全新
的展览内容。

突破原先展览以时为经、以史为
纬的“时序式”演绎方式。“重开后的
海防博物馆，将香港海防历史整合为

‘源、防、战、军、系、迹’6 个主
题。”梁明颖说，“展览涵盖的内容也
由明代推前至唐代。”

香港位于中国领土南陲，既是海

上贸易的交通要道，也是古今军事的
咽喉之地。香港海防博物馆二级助理
馆长杨汶翘说，昔日香港的海防军务
可追溯到唐代，那时香港已于屯门一
带设置军镇，保卫珠江口的水路商贸
运输。

历史车轮滚滚，进入 21世纪，香
港的海防及军事历史掀开新的篇章。

杨汶翘回忆道：“2017年中国首艘
航母辽宁舰访港意义重大，当时船上
官兵列队排成‘香港你好’的字样向
香港市民表达问候。”此后，海防博物
馆特意订制 1∶350的辽宁舰模型陈列
在馆内，展现这一强军象征。

梁明颖介绍，作为香港唯一以军
事为主题的博物馆，海防博物馆在
2022 年 重 开 后 便 加 强 香 港 保 卫 战 、
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等关于抗日
战争的历史论述，回溯这段不可磨
灭的记忆。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军进攻香
港。18 天对峙后，香港失守。陷入

“三年零八个月”战云下的港人以各
种方式积极支援持久抗战，或敌后
支援，或投奔战线，为抗日战争作
出贡献。

“ 褴 褛 中 式 衣 衫 ， 褪 色 简 朴 棉
帽”——透过展厅橱窗便能看见东江

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成员抗战时的穿戴
装束。右上角陈列的一把弯月形短小
镰刀，和周围英军使用的先进武器形
成鲜明对比。小镰刀本用于农间耕
作，但由于抗战时物资短缺，它便成
了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保家卫国的
武器之一。

“香港的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参
与的抗战，抗战中凝成的‘同舟共
济’精神是香港最值得珍惜的集体回
忆和核心价值。”香港抗战历史研究会
会长吴军捷说。

吴军捷说，“三年零八个月”的抗
战故事，能让香港市民以直接的、感
性的方式认识到与祖国的共同命运，
是抗战历史教育很好的素材。

据了解，香港海防博物馆 2021年
开始与学校机构及历史研究团体合作

“寻找三年零八个月见证人”口述历史
访谈计划，虽然期间经历了一些困
难，但至今仍在不断搜集着香港抗战
亲历者的口述历史。

“希望观众能正视并重视这段抗战
历史，缅怀当年为保家卫国而牺牲的
同胞，明白香港与国家血脉相连，提
升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梁明
颖说。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梁文佳）

香
港
海
防
博
物
馆
。

资
料
图
片

行 摄 台 湾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