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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侧是车流穿梭的公路，一侧是略显寂
寥的小巷——位于台北不起眼巷口的一家书
店，似乎分隔了两个世界。书店门面不大，
入口为“葫芦”造型。很多人打趣问道，这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岛内知名出版人、书店
主人黄永松曾说，是“文化”这帖良药。

这家书店名为“汉声巷”，楼上是 《汉
声》 杂志编辑部。半个多世纪以来，汉声同
仁为守护民间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而默默耕
耘，从风吹黑发到雪满白头。杂志创办人之
一黄永松近日辞世，享年 81 岁。虽连日多
雨，岛内不少老友和读者纷纷前来，与汉声
老员工共忆黄永松和这本杂志的往昔。

首次为“中国结”命名

剪纸、蓝染、布老虎……步入书店，随
处可见各地特色民间手工艺品，如同置身民
俗博物馆。一排排书架上，不同年代的 《汉
声》 杂志供人翻阅，比 A4 纸宽两指的开本、
上百页的厚度、仿古的装帧方式，既有匠心
独具的艺术质感，又可见汉声团队钻研选题
的功夫之深。

1971 年，从美国回到台湾的吴美云，与美
术专业的黄永松一拍即合，共同创办英文版

《汉声》杂志（ECHO），吴美云担任总编辑，黄
永松则是总策划和美术编辑，在西方文化大举
影响台湾之际，以中国人自己的角度，用英文
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华文化，第一期选题是妈祖
信仰和京剧传承。

英文版杂志发行的 6 年间，30 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读者纷纷订阅，并在西方汉学家及
东方文化爱好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当时台湾
经济正加速发展，传统文化不受重视，《汉
声》 文化顾问俞大纲对黄永松说，台湾处在
头脚分离的时代，脚是现代文化，拼命往前
跑，头代表传统文化，落在后面。《汉声》要
做时代的“肚腹”，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连
起来，全身前行。

随着英文版杂志大获成功，许多岛内读
者也呼吁推出中文版。1978年，《汉声》杂志
中文版创刊，选题角度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的横向坐标，转入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纵向坐
标，英文版杂志也在出版61期后停刊。

1981 年，黄永松带领汉声团队在系统梳
理中国古老结绳技艺后，首次提出“中国
结”概念并推出同名系列丛书。时任 《汉
声》 杂志社长姚孟嘉将传统编结艺术总结成
11种基本结、14种变化结，并清晰展现制作
技艺，使这项面临失传的手艺重现于现代生

活。从此“中国结”名扬世界，成为中华传
统文化的重要象征。

推动岛内文化寻根

“所谓民间，其实就是回家。对大量从大陆
移居到台湾的同胞来讲，回家就是回到原乡的
怀抱。”黄永松曾如是说。他生在台湾桃园龙潭
客家村，是黄家江夏堂来台第八代。1987年两
岸开放探亲，黄永松随即陪同家中长辈踏上故
土，并策划出版“寻根系列三部曲”《台湾的泉
州人》《台湾的漳州人》《台湾的客家人》，推动
众多岛内同胞回乡寻找文化根脉。

初探大陆这广袤的“文化母体”，黄永松
和汉声同仁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他们在
选题方面确定四个标准，要做“中华的”“传
统的”“民间的”“活生生的”内容，并将民
间文化划分为 5 种、10 类、56 项，希望以此
建立“中华传统民间文化基因库”。

杨先让、杨阳父女的 《黄河十四走》 是
《汉声》 杂志与大陆学者的首次重要合作。
“这本书是在黄永松他们的鼓励和引导下才写
出来的。”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创办人杨
先让对记者说。出于教学需要，1986 年起，
杨先让带领师生赴黄河流域开展民间艺术田
野考察，历时 4 年的 14 次走访，足迹遍及 8
省区，从黄河上游走到入海口，期间拍摄数
千张图片，并整理出20多万文字。

黄永松主动建议杨先让在《汉声》出版此
书，书名“十四走”也是由黄永松提炼而成。汉
声多位编辑为此忙碌了 3 年，1993 年，汉声版

《黄河十四走》问世，不仅详述安塞腰鼓、汉画
像石、木版年画、剪纸、农民画、石刻、泥（面）塑
等民间技艺，还分析其艺术风格、反映的民俗
风貌、折射的文化内涵等，成为重要的学术著
作，并在多年后由大陆出版社推出简体版。

让更多人看见“宝藏”

数十年来，黄永松带领汉声同仁致力于
民间文化的整理报道和地方风物的保护，并
与两岸多所高校及研究机构、众多专家学者
合作开展调研。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担任教
授的杨阳告诉记者，《汉声》 杂志把两岸学
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黄永松等人对民间艺
术的尊重和保护令人敬佩，他们对出版工作
的认真严谨值得学习。汉声在北京设有办公
室，她会推荐学生去实习。“我带学生去拜
访黄先生时，他对年轻人的鼓励是那么真挚
恳切，给予年轻人巨大的信心和力量。”杨

阳说。
《汉声》 中文版杂志至今共推出约 200个

主题，从实地测量福建土楼等乡土建筑，到
详细记录“惠山泥人”等多项民间手工艺，
倾情投入不计成本，留下弥足珍贵的第一手
资料。“我们在民间文化领域耕耘超过 50
年，从未盈利。”英文汉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温碧光对记者说，《汉声》杂志从未接
受过外界赞助，主要依靠畅销的童书维持杂
志运营。

杂志初创之际，吴美云和黄永松都向家
里借过钱。1978 年，《汉声》 杂志推出的

“中国童玩”主题大受欢迎，通过结集成

书，汉声首次有了盈余。为了让儿童感受中
华文化之美，建立文化自信，汉声还精心整
理中国民间文化故事，按农历月份推出，插
图也以年画、剪纸、刺绣等中国传统民间美
术风格展现，之后结集成 《中国童话》，引
发抢购热潮。

18 岁便进入 《汉声》 杂志的美术主编罗
敬智对记者说，“黄永松先生希望汉声所做的
事，一定要长宜子孙，更对推动儿童教育念
念不忘。近日不少来书店共忆黄永松的文艺
界老友，都希望汉声继续加油，让更多人看
见半个多世纪采集的文化宝藏。”

（本报台北3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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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钟欣）
“青春有约 蜀里同
行”台湾大学生中华
文化研习营近日在四
川成都开营。26 名
来自世新大学、台湾
大学、铭传大学的台
湾大学生与 26 名四
川 大 学 学 生 “ 结
对”，开启为期一周
的交流研学活动。

台湾大学生中华
文 化 研 习 营 自 1995
年 以 来 已 举 办 29
届，先后有近 5万名
台湾学生来大陆参加
交流活动，成为两岸
青年相互交流的平
台。台湾中华历史传
播协会理事长李功勤
1995 年 就 曾 带 学 生
参加中华文化研习
营。他表示，成都对
台湾人来说不陌生，
台北的成都路是年轻
人 喜 欢 去 的 地 方 ，
来到成都有“天然
的亲切感”，“两岸
一家亲，希望两岸
年轻人利用这次机
会多交流”。

首次来到四川的
世新大学大一学生陈
佑仪表示自己是“为
美食而来”。“我在台
湾常吃川菜，蛮期待
来这边吃很道地的川
菜，昨晚也已经吃了很够味的火
锅。”她说，自己非常期待看大熊
猫，也想去都江堰。

来到成都后，陈佑仪已与四川
大学一位大学生“结对”。“我们聊了
很多，很聊得来。大陆用拼音输入汉
字，台湾用注音输入，我们比赛谁打
字更快一些。”在她看来，两岸年轻
人交流“蛮重要”，这样才能多了解
彼此。

研习营期间，台湾大学生还
前往绵阳梓潼县“文昌祖庭”开
展文昌文化系列研学，参观都江
堰水利工程，与大熊猫近距离接
触，并与在川创业台湾青年座谈
交流创业经验。

“四川文化底蕴丰富，希望
海 峡 两 岸 的 同 学 们 通 过 研 习 营
活 动 加 强 沟 通 、 建 立 友 谊 ， 共
同 感 受 体 验 中 华 文 化 的 时 代 魅
力。”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秘书
长于京说。

“日出沙头，月悬海角”，八个
红色大字镌刻在仿制的界石上，格
外醒目。相传这是清朝大臣巡视沙
头角时所题的诗句，沙头角因此得
名。自 20 世纪 50 年代被港英当局
列为边境禁区后，香港新界沙头角
与世隔绝大半个世纪，发展停滞，
成为名副其实的“边城”。

今年 1 月 1 日，继第一期开放
后，香港沙头角除中英街以外地区
全面开放，每天最多可允许1000名
游客进入。这个封闭了70多年的禁
区，逐渐揭开神秘的面纱。

在查验禁区许可证后，记者获
准进入香港沙头角禁区。顺着修葺
一新的海滨步道，沿途可见沙头角
之角、日月亭、中英街花园等打卡
点。小广场上，一群举着五颜六色
鱼灯跳舞的卡通动物雕塑，吸引了
游人的目光。沙头角鱼灯舞迄今已
有 300 多年历史，早已入选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里有初建于 20世纪 60年代、
全长 280 米的全港最长码头——沙
头角码头。码头长廊绘有沙头角人
文历史壁画，栏杆上则挂满了祈福
的鱼形木牌。极目远眺，海天一色。
从这里坐船，可前往荔枝窝、鸭洲、
吉澳等香港旅游热门地。临近码头
的新楼街，建于 20 世纪 30 年代，因
水运便利，当年曾是香港沙头角的
重要地标和集贸中心。其时商铺摊
档林立，粮油百货应有尽有。

19 世纪 40 年代开始，英国通过
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等一系
列不平等条约，逐步占领香港地区。
1899年3月，清政府与英国勘定新界
北部边界，沙头角被分为“华界”与

“英界”两部分。1951年，香港沙头角
被港英当局宣布为“边境禁区”，香港
市民进入沙头角禁区不仅要申请禁
区许可证，还需区内居民提供担保，
手续繁琐，自此“封印”长达70余年。

与新楼街一渠之隔的就是中英

街。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内地
改革开放的春风，中英街因为特殊
位置和免税优势，成为吸引内地游
客的“购物天堂”，人财两旺，一度带
动香港沙头角区域经济的活跃，也
让禁区内的人们初尝开放的甜头。

如今区内最大村子盐寮下村
的村长李大贵当年就在中英街香
港店铺里打工。“老板开始做服装
生意，后来专门改做金饰了。”生意
越来越好，店里常常挤满了人，“我
们店员都无法走动，交货都要隔着
五六个人，手手相传递出去。”当时
的“盛况”，他记忆犹新。李大贵后
来去跑跨境运输，经常开着货车来
往深港两地，切身感受到深圳天翻
地覆的变化。“别的不说，光说路就
修得太好了！”身为司机的他边说
边竖起了大拇指。

“没有开放就没有发展。”香港
新界沙头角区乡事委员会主席李冠
洪说，多年来他们一直呼吁开放沙
头角禁区。2012年起，香港特区政
府逐步开放边境禁区。

2021 年，香港特区政府在施
政报告中提出建设北部都会区，
将 过 去 的 边 境 禁 区 再 度 整 合 开
发。这个面积达 300 平方公里、可

容纳 250 万人生活的都会区，将与
深圳形成“双城三圈”布局，其
中大鹏湾/印洲塘生态康乐旅游圈
的提出，为圈中的沙头角禁区开
放按下了启动键。

2022 年 6 月，沙头角禁区实施
第一期开放计划，先后有超过 860
个旅行团和 3.4 万名旅客到访。今
年开始的第二期开放，游客名额增
加，范围进一步扩大。新楼街的一
家杂货店店主说，他们最期待的是
早日开放“禁区中的禁区”中英街，
让两边的人流物流加大融合。

“沙头角的完全开放是大势所
趋。”李冠洪说。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
的发展构想，深圳盐田区提出全力打
造沙头角深港国际旅游消费合作区。
目前，中英街改造正在如火如荼地进
行，他也多次赴深与相关部门商讨如
何加强两地联动，提供相关协作。

李冠洪拿出深圳方面提供的
《中英街整体改造提升规划设计方
案》，兴致勃勃地给记者介绍发展
蓝图。“这是沙头角再创辉煌的新
机遇，可以期待，未来的沙头角将
从两地隔离的缓冲带变成双向奔赴
的交汇点。”他说。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陆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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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2014
年，黄永松 （左
二） 与北京汉声
编辑在江苏南京
汉声书店临时展
厅前合影。
北京汉声供图

左 图 ： 黄
永 松 早 年 在 陕
西 凤 翔 考 察 时
的工作照。

台 湾 《汉
声》杂志供图

近日，不少香港市民和游客来到香港深水埗石硖
尾的“美荷楼生活馆”内，沉浸式体验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的公共住宅生活。美荷楼于1954年建成，是香港早期
的政府安置公共住宅（俗称“公屋”），被认定为“二级历
史建筑”。2013年，美荷楼被改造“活化”，其中“美荷楼

生活馆”主要展示当年居民的家具、实物、照片等，供市
民和游客回味彼时的社会风貌。

上图：图为馆内复原的老式杂货铺。
下图：图为市民游客在“美荷楼生活馆”内参观。

中新社记者 侯 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