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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工业遗址

澳门曾经是繁荣的渔港，与此相辅相
生的造船业一度十分兴旺，尤其在路环，
主要产业就是渔业和造船业。

荔枝碗，旧称荔枝湾，位于澳门路环
西南部，与横琴隔水相望。上世纪 50 年
代，荔枝碗建起第一座船厂，至上世纪80
年代达到鼎盛，共有 10 多家，形成荔枝
碗船厂片区。

及至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澳门及周
边渔业逐渐式微、造船需求的减少，澳门
造船业也渐渐衰退。2005年，伴随着最后
一艘渔船的孤独扬帆，澳门造船业的历史
缓缓落幕。

随着造船业的衰退，荔枝碗船厂片区
亦随之倾颓。那时候，从标有“荔枝碗
村”路名的石碑走进去，便可以看到当年
盛极一时的造船基地遗址。巨大的棚架下
弃置的朽木随地散落，悬在半空的机械泛
着斑驳锈迹，空无人烟，显现出一股残垣
断壁、苍苔荒墀的悲凉感。

2021年，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启动了
“荔枝碗船厂分阶段活化修复计划”，在保
持渔村和工厂原貌的基础上，将其改造成
以渔村文化为主题的休闲文化活动空间，
并融入时尚元素和生活气息，打造澳门离
岛特色文化地标。今年6月，面貌一新的
荔枝碗船厂正式开放；9月，“荔枝碗船厂
片区活化计划发布会”公布荔枝碗船厂片
区下一阶段活化计划，继续倾听社会意见。

打造文化地标

而今，再走进荔枝碗船厂片区旧址，
只见厂区沿着海岸线连缀展开，部分延伸
至水面之上，与山水相映成趣，与晚霞交

伴生辉，人工与自然浑若一体，可谓风景
独秀。厂房内，船只模型等老物件静置其
间，仿佛一个个老者在讲述着荔枝碗的发
展与演变。渔村生活、船厂历史、海景风
貌在这里有机结合，人们置身其中便可在
历史与现实之间来回穿梭，体会独特的澳
门渔村文化风情。

荔枝碗船厂片区内还设有特色市集和
手工作坊等，丰富了片区的游玩体验。

“一棵大树，一顶帐篷，几张木台，数
把木椅，外加一个小火炉，就是店里的基本
构造了。”汉记手打咖啡的店主梁金汉说。

梁金汉曾是一名船厂工人，年轻时因
意外差点截肢，不得已转行，却做出了远
近闻名的“汉记手打咖啡”。从船厂工人
到创业者，在梁金汉看来，荔枝碗船厂片
区的改造很有意义，他希望能把废弃的部
分遗址更好地保护起来，推动这里更好地
发展，他也非常乐意为游客讲述荔枝碗船

厂片区的历史故事。
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期望改造后的荔枝碗海景风貌能吸引
海内外优质街头展演进驻，促进文化艺术
生态多元化，推动自然景观与人文艺术相
结合，丰富澳门旅游体验，进一步繁荣旅
游经济。

传承传统技艺

在过去，荔枝碗船厂片区以建造木船
为主。要成为造船工人不易，成为“师
傅”更是难上加难。“3年左右，只有师傅
认为徒弟满师了，才可正式登记成造船工
人。”澳门船艺文化研究协会会长林伟球
说。如今，传统的造船技艺面临几乎被遗
忘的命运，但在时间的洪流中，仍有人坚
守着传统造船业手艺，坚持每道繁复细致
的工序，一丝不苟地制作每艘木构渔船。

“我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不希望这
个手艺失传。”为了传承传统的造船技
艺，林伟球基本是自己花钱买耗材制船参
赛，之前做渔船，现在做古船。依据传统
的制造大船的结构及工艺，首先制图、画

样，再制造骨架、船旁、船面、甲板及其
他配件。“每条船都被看作是一条龙。先
放置龙底骨，然后把最主要的这几道‘肋
骨’做出来，再钉一些细木条将之连接，
如此一条船的船型就定下来了。”林伟球
的助教陈仲衡说。

“有时候还是会怀念起过去在船厂的
日子。”说起荔枝碗船厂片区的旧事，那
些曾经以此为生、以此为荣的人们不胜感
慨。但感慨之余，亦不乏慷慨之志。当问
及希望荔枝碗村以及传统造船工艺今后如何
发展与传承时，他们畅想许多，信心满满。

“希望交通更便利一些。”
“希望这里能成为更多元、文化更集

中的打卡地。”
“希望可以有一个透明的玻璃屋，人

们可以透过玻璃屋看到师傅在里面制作船
模型，外面摆满了师傅的作品。然后定期
开班教学员，把这种工艺传承下去。”

……
林伟球说，他正在收徒授艺，已经收

了3个徒弟，希望他的徒弟以后还能再教
别人，就这样一直传承下去。

（本报澳门11月24日电）

本报电 （钟欣）“合肥请您来”
2023 年合台学生交流营活动近日在
安徽省合肥市落下帷幕。为期一周
的时间里，来自台湾的 25 名青年学
子参观了海峡两岸集成电路产业合
作试验区，并赴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安徽大学等高校交流，了解安
徽科技创新成果。师生们还参观了
海峡两岸交流基地——黄山和包公
园，感受安徽特色自然人文遗产和
包公文化。

台湾康桥学校秀冈校区校长徐
文淞是本次活动的带队老师，他介
绍，参加此次交流营的学生大部分
是第一次来大陆。此次交流营活动
让台湾学生零距离感受安徽的山
水、科技与人文，无论是在台湾家
喻户晓的包公 （包拯），还是享誉世
界的黄山和徽文化，都让他们感受
到两岸共同的血脉和文化。

今年 15 岁的陈喻媗是本次交流
营的台湾学生代表。“这次看到很多
先进的科技成果，让我们台湾学生
印象深刻。”陈喻媗表示，随着皖台
合作交流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台
湾同胞来此发展，她的父母如今就
在合肥工作生活，她在台湾读书之
余，也常常来合肥与家人团聚。

合肥新站高新区康桥学校校长
何富财对于皖台之间交流合作深有
感触，从 2017 年在合肥建校，到如
今已有 200 余名台湾学生就读，越
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将家人带到合肥
定居生活。何富财表示，两岸学生
的交流能够增加彼此的了解和友
谊，康桥学校将依托海峡两岸办学
经验，积极参与两岸文化交流活
动，未来将定期举办两岸学生交流
营，进一步促进两岸青年学生之间
的交流交往。

▼ 台湾青年参观合肥包公园。
张 俊摄

香港茶饮多样，各适其宜，这与当地
社会的文化多元和包容相关，与当地生活
的不同人群以及历史呼应。有报道说，香
港人平均日饮奶茶超过 200万杯。其中港
式奶茶最具本地特色，其制作技艺2017年
列入香港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港式奶茶以茶袋冲制为特色，用红茶
加淡奶冲调出香浓滑润的饮品。以经典港
式奶茶闻名的兰芳园，创始人林木河1952
年推出“八手撞茶法”，至今仍坚持用传
统手工方式制作。茶餐厅总店仍在中环旧
址，大排档老门面向街张贴着名人到店的
照片。午餐高峰满座时可以服务 40 多
人，门外时见排队轮候的客人。

兰芳园目前的奶茶配方沿用了 20 多
年，为第二代店主林俊忠开发。他平日在
店里柜台收银，从前做服务员时也会帮忙
冲调奶茶，手艺是父亲所教。店里要求冲
调师严遵八手撞茶法。调一壶茶大概半小
时，分约 10 杯奉客，顾客自己来决定是
否加糖。

林俊忠 68 岁，几乎与兰芳园同龄。
他说，顾客最初都是街坊，渐渐地，每天
下午茶时间，较多干体力活儿的工人过
来。后来中环发展，有了很多写字楼上班
的顾客；近年又有众多游客慕名而来，享
受奶茶美味。

上世纪 50 年代，香港亟待发展，为
基层民生计的大排档食肆应时而生。兰芳
园店铺的老样子虽然一直没变，但经营情
况折射了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港式奶
茶体现中西饮食文化的交融和发展，也反
映市民的生活面貌和饮食习惯。香港邮政
今年 7月发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港式
奶茶制作技艺”特别邮票，邮票展示了调
配茶叶、煲茶、撞茶、撞奶等制作步骤，
生动反映香港的奶茶文化。

港式奶茶久经积淀成为地方传统，如
今在香港的传统英式下午茶多见于酒店，
有的以创意甜点招徕，有的恪守自家规矩：
现场奏乐，裤不及膝、穿运动服或拖鞋不得
入座，以及提供英式小食与东南亚点心。

香港是国际都市，族裔多样，从而有
了多般茶饮，在多元文化的交汇中各得其
乐。港九楼林里的日式茶舍，有的只奉日

产茶；中环的印度菜馆，则会标榜地道的
印度香料奶茶，煮上肉桂、豆蔻等原料，
香气扑鼻，热气腾腾。

有些老字号茶行上世纪 30 年代起在
上环立足，迄今传承着内地选茶、香港焙
制的老商标产品。卖铁罗汉茶的掌柜会一
边忙着手工包装，一边招呼客人。卖铁观
音茶几十年的老店员说，买家有追随长辈
饮茶习惯的年轻人，也有从内地订货的回
头客。在那里品茗，不以食佐茶，不以茶佐
餐，齿颊生香的回甘中，也品茶水的纯粹。

香港诸般茶饮还常与吃相连，深接着
“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烟火地气。粤语地
区的传统，饮茶便是上茶楼喝茶吃点心，
11点前的早餐即称早茶。

在位于罗桂祥茶艺馆内的乐茶轩，早
茶、下午茶皆有形形色色的来客。素点清
淡，餐桌上小茶台、紫砂壶和盖碗之设，
也宜从容品茗，并供自斟之乐。茶艺馆是
香港艺术馆分馆茶具文物馆的增建新翼。
文物馆以图文陈设浅说中国古代煮、点、
泡等备茶方式，并定期举办免费品茗活动
推广中国茶文化。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
2022 年 11 月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据茶具文物
馆一级助理馆长林雪虹介绍，文物馆其后
即准备相关讲座。今年 8 月文物馆推出

“文人文玩——中国文人用具与茶生活”
展览，诸多明清物件展品呈现了中国茶文
化的丰富内涵。林雪虹认为，中国茶文化
深厚，精髓首要在于传承与交流，茶成为
人与人、人与自然交流的媒介，“它融于生
活，承载着文化传统，蕴含着人生百味”。

茶具文物馆地处香港公园，楼前庭圃
栽有来自内地的龙井、普洱等茶株，周围
草木繁茂，根脉相连。圃中石碑铭题“和
衷共济，存异求同”，是已故国学大师饶
宗颐先生的笔墨。

香港中国茶文化国际交流协会于2008
年创办，翌年和香港贸易发展局合办首
届香港国际茶展。会长杨孙西介绍，协会
与茶展的创立，都是为了借香港地利向世
界推广中国茶文化。老先生已是耄耋之
年，行走需人扶助而仍亲到茶展。他言及
港式奶茶所承的文化交融，更希望中国茶
文化体现国家软实力，沿“一带一路”走
向更远。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曲俊雅、王
茜、张雅诗）

来这里，感受澳门的文化创意活力
——荔枝碗船厂片区的“活化”故事

唐 佳

位于澳门路环西南部的荔枝碗船厂片区，是澳门仅存的保存较为
完整的造船工业遗址，烙刻着这座小城历经岁月洗礼留下的印记。为
了让本地工业遗存重获新生，澳门特区政府自2021 年起启动“荔枝碗
船厂分阶段活化修复计划”，不久前，经改造活化后焕然一新的荔枝碗
船厂片区正式对外开放。片区设有专题展览、特色市集、工作坊等，
每月接待市民及游客近万人，凸显了澳门渔村文化与传统制船手工业
有机结合的文旅特色，深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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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客在参观荔枝碗船厂片区内的渔船模型。 卢锦烈摄
◀ 林伟球 （左） 教授传统造船技艺并分享造船经验。 唐 佳摄

多元香港的多样茶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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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的“香
港缤纷冬日巡礼”24 日在香港西九
文化区启动。以“爱”为主题的浪
漫装饰点亮西九文化区，为市民和
游客带来难忘的浪漫之夜。

作为“香港夜缤纷”活动的项
目之一，“香港缤纷冬日巡礼”从11
月 24 日至 2024 年 1 月 1 日将推出一
批精彩活动。12月9日起，8场维港
水上烟火将在周末等节假日的西九
文化区艺术公园滨海长廊点亮香港
夜空。

“香港夜缤纷”活动于今年 9月
14 日正式启动，涵盖娱乐、艺术、
文化、消费等主题，有超过 25个项
目已经或正在举行。入夜后的香港
霓虹闪烁，各大夜间旅游、消费场
景人来人往，繁荣的夜间经济绘就
出一幅生动的城市画卷。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香
港夜缤纷”活动自开展以来，亮眼
成绩单振奋从业人员：中秋节期间
到访各彩灯会的人次数累计约 66
万；国庆烟花汇演吸引超过 43万人
次在维多利亚港两岸观赏；至 10月
31 日，维多利亚港三个海滨场地的
活动共吸引约27万人次……

香港旅游业议会总干事杨淑芬
说，点亮“夜经济”为香港注入发
展新动能。“丰富多彩的活动让越来
越多的旅客愿意留在香港过夜。‘香
港夜缤纷’活动开展以来，酒店入
住率已经超过八成，有时可以接近
九成，已经和疫情前相近。”

作为“夜经济”消费的重要一
环，餐饮消费情况备受关注。为支
持“香港夜缤纷”活动，香港饮食
业界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推出 7 折优
惠，全港 1700 多间食肆参与；香港旅游发
展局 11 月起向访港旅客送出 100 万份“香
港夜食乐”旅客餐饮消费券，吸引旅客体
验美酒佳肴。

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
一系列优惠推出后，餐厅预订火爆，一些
餐厅的高峰期营业额颇为可观。

晚上逛博物馆的体验和白天有什么不
同？在“香港夜缤纷”活动期间，香港艺
术馆、香港科学馆及香港太空馆从9月底至
11 月，每逢周五、六、日和公众假期都会
延长开馆时间至晚上 10 时，并从 9 月底开
始一连多个周六举办特别活动。

M+博物馆也在每周五推出“M+夜不
同”活动，涵盖创意工作坊、音乐表演
等系列活动，让夜晚的香港融入更多文

化气息，市民沉浸式体验“博物馆
奇妙夜”。

夜幕降临，香港艺术馆一楼汇
堂变成快闪电影院，近百名观众正
在观看电影《天若有情》。这是由香
港艺术馆与香港电影资料馆联合筹
划的“浪漫光影游乐园”活动，每
周六晚上，香港艺术馆一楼汇堂都
会播放香港经典爱情电影供市民免
费欣赏。

“暖意、惬意、诗意”——资深
博物馆迷黄懿这样形容“香港夜
缤纷”活动期间各家文博机构推
出 的 活 动 。 她 告 诉 记 者 ， 自 从

“香港夜缤纷”活动启动以来，她
几乎每个周末晚上都会在不同的
博物馆度过，参加形式多样的文
化活动。

“一边可以看到维多利亚港的夜
景，一边可以逛展，和白天的感觉
完全不同，希望博物馆延长开放时
间可以常规化。”黄懿说。

“香港夜缤纷”活动期间，全港
超过 80 个商场推出消费优惠和延长
营业时间，吸引市民和游客消费。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

“香港夜缤纷”活动形式多样，让市
民和游客有更多选择，也增强了大
家的消费意愿。

如何持续夜经济的活力，业界
也积极出谋划策。邵家辉认为，香
港拥有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以及适
合表演的场馆，可以邀请世界各地
的艺人来港演出。众多粉丝跨城观
演，从而拉动旅游、交通、住宿等
多领域消费，本地市民也可以感受
热闹氛围。

此外，业界人士还表示“香港夜缤
纷”活动应该进一步强化自身优势，推出
具有更加鲜明特色的夜市。黄家和说，香
港可借鉴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夜市模式，互
利共赢。

跨年倒数、年宵市场、新春国际汇演
之夜……“香港夜缤纷”活动仍在继续。
香港旅游发展局发言人表示，在一系列冬
日节庆盛事的带动下，全年访港旅客量有
信心超过3000万人次。

“特区政府会继续利用节日元素为市民
提供更多活动选择，同时继续鼓励不同机
构举办具香港特色和吸引力的夜间活动，
助力夜经济发展。”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副
司长黄伟纶说。

（据新华社香港11月24日电 记者谢
妞、韦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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