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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雨 轩

文化资讯

传 承 拓 展 欣 欣 向 荣
香港与内地文化形成全方位交流格局

□ 丁梓懿

香港回归20多年来，与内

地的文化交流呈现出日益丰

富、紧密、健康发展的态势，双

方文化交流水平不断提升，文

化艺术和人才培养不断融合

发展，极大增强了香港同胞的

文化归属感和爱国热情，也推

动了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

的传播。

文化交流量稳步
增长

回归以来，香港与内地文

化交流量稳步增长，文化交流

内容丰富多彩。据文化和旅游

部数据显示，双方文化项目年

均交流量达750项、1万人次，

较回归之初增长了一倍。

今年，共有26个项目被文

化和旅游部评为年度内地与港

澳文化和旅游交流重点项目，

如粤港澳大湾区艺术节、2019

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香港

文化周”项目展演活动等。这

些项目来自北京、山西、江苏

等省份，港澳特区以及文化和

旅游部直属单位、全国性人民

团体等。

2005年，文化部与香港特

区政府签署《内地与香港特区

更紧密文化关系安排协议书》，

规划了内地与香港在文化方面

加强合作的领域和渠道，从机

制上保证了与香港地区的文化

交流合作。

经过多年合作打造，“欢乐

春节”“中国戏曲节”“故宫精品

系列展”“根与魂——非物质文

化遗产展演”及“香江明月夜”

庆中秋活动等品牌项目持续不

断地将内地文化艺术精品带到

香港。

同时，“港澳视觉艺术双年

展”“香港经典电影展映”“香港

北京舞蹈双周”等活动在内地

的影响不断扩大，逐渐成为双

方艺术交流的重要平台，让内

地观众更加直接地感受香港文

化艺术的魅力。

“活动不仅增进港澳民众

对祖国历史文化的了解，更激

发大家的爱国热情，希望通过

这样的平台，不断深化港澳

与内地文化和旅游交流与合

作。”香港艺术发展局大会委

员陈健彬近日在杭州出席“艺

海流金·诗画浙江”内地与港

澳文化和旅游界交流活动开

幕式时说。

形成全方位多渠道
交流格局

22年来，双方在政府层面

全面深化交流与合作，逐步形

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的

交流格局，在重大文化活动合

作、文化惠民服务、文化产业合

作等方面加强合作，促进共同

发展。

在日渐深入的文化交流

中，交流主体从政府“唱主角”

逐步转向社会各界积极参与；

交流形式从临时性项目交流

转向常态化品牌活动，从交流

展示转向联合创作；交流内容

也从业界文化参访为主转向

更加重视思想交流和青少年

文化培育。

近年来，香港与内地青少

年的交流互动愈发频繁，情感

融合更加紧密。“港澳大学生文

化实践活动”“香港中学生民族

民间研习考察计划”“香港校园

艺术大使文化之旅”“内地与港

澳青年文创交流营”……这一

系列文化惠民活动成为青年交

流的重要平台，帮助香港青年

学生开阔眼界、提高能力，加强

他们对国家历史文化与社会发

展的了解和认识。

在文化产业合作方面，双

方推进落实《内地与香港关于

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及补充协议涉文化领域的相关

政策，在政策制定、平台搭建、

人才培养等方面全面推进，取

得积极成效。

为方便港澳同胞进入内地

文化市场，参与推进内地文化

消费发展，国家电影局4月宣布

出台措施支持港澳电影业在内

地进一步发展。香港电影界人

士纷纷表示，措施体现中央对

香港电影业的重视，希望内地、

香港加强合作，提供更多优质

影视作品，共同迈向国际。

除了政府层面的积极沟通

外，香港文化企业界的互访，举

办论坛、研讨会等活动也更加

密集，为双方文化交流注入了

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携手共推中华文化
走向世界

内地与香港文化交流活动

不断，为香港带来浓厚的文化

气息，也标志着双方的文化交

流正在走向纵深，并进一步携

手将中华文化传播出去。

“香港具有与国际接轨的

文化运作模式，而内地拥有大

量高水平的专业文艺团体和人

才，双方在文化合作方面优势

互补，潜力巨大。”香港文化学

者郑培凯表示，香港还可发挥

自身优势，搭建更多交流平台，

参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人文

湾区”，并在推动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民心相通方面

发挥积极作用。

今年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实施的开局之年，香港

特区政府预留1.4亿港元于5年

内支援香港艺团和艺术家在大

湾区作文化交流。香港弦乐团

正是获资助团体之一。该团创

办人姚珏表示，大湾区向香港艺

术家提供了一个好平台，为年轻

艺术家开拓了更多发展机会。

国家也大力支持香港艺术

团体和艺术家融入大湾区发

展。4月，文化和旅游部部长

雒树刚在北京会见香港影视

演艺界访京团一行，他积极回

应了访京团提出的有关诉求，

介绍了支持香港参与国际文

化和旅游交流有关举措以及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和旅游建

设的考虑。

访京团一行则表示，会努

力把握“一带一路”倡议、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

的重大机遇，深化与内地的交

流与合作，推动香港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

“国家十分支持加强双方

之间的艺术交流，努力让更多

的艺术人才走向国际舞台。”

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主任

雷喜宁表示，中心自 2013 年

成立以来，资助的项目已超过

5000个，为中国文化走向海外

搭建了重要平台。

“醉侯”刘伶：说我是酒鬼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 上官云

说起古代好饮酒的名人，

李白估计是大多数人头脑中闪

现的第一个名字。但实际上，

除了这位“酒中仙”之外，还有

一位“醉侯”，那就是魏晋时期

的名士——刘伶。

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

徽淮北)人，与阮籍、嵇康、

山涛、向秀、王戎和阮咸并称为

“竹林七贤”。史书上没有明确记

载他的生卒年，有一种说法是，他

生活的年代大约是 221 年 ~

300年。

从史料的记载能够看出，

刘伶有点儿其貌不扬。曾有人

计算过，古代的“八尺男儿”身

高大概相当于现在一米八，刘

伶“身长六尺”，换算过来可能

只有一米五左右。

但他却是一个淡泊名利、秉

性率真的人，一向对钱财看得很

淡，也许多少还有点宅：每天沉

默寡言，不理会人情世故，既不

喜欢旅行，也不随便交朋友。

不过，等刘伶与阮籍、嵇康

等人结识，马上觉着遇到了知

音。几个人十分投缘，经常在

一起游山玩水、高谈阔论，成为

一段佳话。

虽不善言辞，但刘伶有一

个爱好非常有名，那就是豪饮，

甚至还留下了“醉侯”的称呼。古

往今来，喜欢喝酒的文人不少，但

刘伶是真的做到了嗜酒如命，这

从几件小事上就能看出来。

他从年轻时起，为人处世

便不拘小节。那时候，常常有

人能看到刘伶乘坐一辆鹿车，

带上一壶酒，陪伴他的还有一

个扛着铁锹的仆人。他乘车到

处溜达，这个人就在后边寸步

不离地跟着。

有人劝他少喝点酒，但刘伶

不以为意，还对仆人说，“要是

我死了，就直接挖个坑把我埋

了吧。”

过量饮酒毕竟不是什么好

事。后来，刘伶的身体还是出

了点问题。当他再一次跟妻子

要酒喝时，刘伶的妻子实在无

法忍受，果断倒掉了美酒，把酒

具也给砸了，哭着劝他一定要

戒酒。

对妻子的话，刘伶还是给

了点面子。他爽快地答应了，

但同时提出了一点小要求，说

自己自制力比较差，控制不了

饮酒的念头，要求妻子准备点

儿酒肉，得向上天发誓戒酒，以

此为证。

刘伶的妻子信以为真，赶

忙准备了美酒佳肴。结果刘伶

跪下来祈祷说，自己天生就是

喜欢喝酒，一次就得喝一斛，喝

五斗才能消除酒瘾，上天您可

千万别听信妇人之言啊！

说完，刘伶又一次大口吃

肉、大碗喝酒，一会儿就又醉倒

了，弄得妻子哭笑不得。

今天喝酒、明天喝酒，终于

惹出了麻烦。有一天，刘伶又

喝醉了，跟旁人争执起来，大概

是刘伶口才太好，那人辩论不

过，一着急揪住刘伶的衣服，准

备动手揍他。

围着看热闹的人都吓得不

行，刘伶一点也不着急，慢悠悠

地解释：您看我瘦得都能看到

一条条的肋骨，哪里能安放老

兄的拳头呢？打上去也不舒服

啊。说得那人当即笑场，这事

儿就算了。

喝醉的刘伶，脑洞开得特

别大。《世说新语》里提到过一

件事：他有一次喝多了，干脆脱

掉衣服待在屋里，有人看见后

就讥笑他性情怪诞，不识礼数，

刘伶却说，我是把天地当房子，

把房屋当衣服，诸位又为什么

要跑到我衣服里来呢？

就上面这几件事，刘伶给

后人贡献了“枕曲藉糟”“五斗

解酲”“鸡肋尊拳”等成语典故。

但刘伶，真的只是一个酒

鬼吗？

乍一看，他除了酒量好基

本没啥过人之处，但实际上，刘伶

随机应变的能力并不差，天赋也

不错，只不过没把太多的心思和

精力放在文学上，写过的文章

里，比较有名的是《酒德颂》。

对这篇文章，清代李扶九

的《古文笔法百篇》给了一个很

高的评价，说它在同时代文章

中是很出色的：“本是解嘲文，

乃大其题目日‘颂’。颂中议论

大方，词气雄豪，亦与题称，仍

有波折章法，晋文中之杰也。”

《酒德颂》行文流畅，但文

字却没什么刻意雕琢的迹象，

表达了刘伶超脱世俗、蔑视礼

法的鲜明态度。

现实生活中，他也的确是

这么做的。据说刘伶不乐意当

官，泰始二年(公元266年)，朝

廷征召他入朝为官，刘伶听说

派来的特使已到村口，赶紧喝

得酩酊大醉，然后脱光衣衫，朝

村口裸奔而去。

特使一看，这人不就是个

“酒疯子”吗？掉头又回去了，

做官一事也没了下文。最后，

刘伶一生未再出仕，在家里寿

终正寝。

不管怎么样，刘伶好饮酒

的名头不断传扬开来。有人叫

他“酒痴”，也有人称他为“醉

侯”。后世文人作诗时，常会用

到刘伶醉酒的一些典故，比如

白居易写过：“客散有余兴，醉

卧独吟哦。幕天而席地，谁奈

刘伶何。”

贪杯既伤身体，也容易误

事，对于刘伶的醉酒习惯，当然

不能效仿，更不值得提倡。但

在感叹他能够留名后世的时

候，也应该看到其背后的才华

和更高一层的精神世界。

多少“摹印”亟须“续命”
□ 李思辉

据媒体报道，故宫第三代

摹印传人沈伟猝然离世，年仅

55岁。知情人士称，沈伟一直

未能如愿找到传人，他30多年

来潜心钻研的摹印绝活，很可

能失传。

摹印是仿制或修复古书

画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道工

序，是一门需要丰富的历史文

化积累，需要沉得下心、吃得

了苦、耐得住寂寞的传统技

艺。很多人是从《我在故宫修

文物》了解摹印，认识故宫第

三代摹印传人沈伟的。如今，

这位故宫文物修复师猝然离

世，令人惋惜。他的摹印绝活

没找到传人，有失传之虞，更

是令人叹息。

故宫摹印绝活无人继承

的状况，实则是很多传统技艺

在 当 代 社 会 面 临 的 共 性 问

题。糖塑、傩面具雕刻、香云

纱、砖雕、木版水印等，许多我

国传统技艺经受住了朝代的

更迭、战火的摧残，一路跨越

千百年，却无法融入现代文

明。今天，很多传统技艺正在

被人们忽视、遗忘，落寞地退

出历史舞台；很多传统工艺因

为无法实现量产，不能带来可

观经济收益而后继无人；很多

堪称一绝的传统技艺消失在

昨日黄昏里，我们心头会遗

憾，会失落，会生发出某种无

法言说的枝枝蔓蔓。

“矫情！”一些经济效益至

上者总是慷慨地认为，传统的

东西消失，说明它跟不上时

代，不被时代所需要的东西就

该被淘汰。诚然，每个时代有

每个时代的新技术，但我们也

要看到，很多传统技艺本身就

是传统文化的厚重承载；我们

不能忽略“旧的魅力”，一些传

统工艺的精湛，很难被机器复

制，它的消亡往往意味着某种艺

术的消亡；我们不能老是以实用

主义去看待传统技艺，更不宜以

少数人的世俗和肤浅慷传统技

艺之慨。诸如摹印这样的非遗

技艺本身就与书画修复密切关

联，是有当世价值的传统绝学，

应该竭力保护传承，让它们在

新的时代里焕发生机。

很多传统技艺传承不易，

有的三五年入门，八九年出

师，十几二十年才能摸到门

道，有的技艺传承还只能是师

傅带徒弟的模式，有的艺术品

还需依靠手工制作，无法批量

生产……这些是我们需要直

面的现实。要看到，传统的制

作 方 式 、传 承 方 式 虽 然“ 低

效”，但未必就是落后。一些

瑞士顶级钟表匠全身心投入，

一年只能制造出一块手表，小

小机械表壳里，能有 744 个零

件，最小的细如毫发，一块表

售价高达数十万元、上百万

元。不菲售价何尝不是对匠

人、对匠心的尊敬？对那些具

有当代价值，又无人愿意继承

的传统技艺，我们是不是也应

赋予它应有的珍视和尊敬？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

风骚数百年”是文化和艺术传

承的正确姿态，顶级技艺传人

“一身绝活无人继承”是艺术

的不幸、文化的不幸、岁月的

不幸。但愿传统绝活失传的

遗憾越来越少。但愿，有一

天，当我们深情回望过往时，

能够庆幸自己没有拿功利和

市侩去衡量传统技艺的价值，

而是在它们濒临绝迹时，送去

了几许温柔。

北京“文创四板”落户国家文创实验区
本报讯 日前，北京漫意

信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8

家文化企业集中登陆“文创四

板”，标志着由国家文化产业

创新实验区联合北京股权交

易中心共同建设的北京“文创

四板”正式投入运营。

北京“文创四板”全面为

北京市文化企业提供股债融

资、培训辅导、股权管理、四板

挂牌、转板上市等专业服务，

助力文化产业升级发展。北

京股权交易中心（即北京四板

市场）已累计服务企业超过

1.2万家，帮助各类企业累计

获得股权和债务融资超过

300亿元。

国家文创实验区管委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实验区区域

内优质文化企业聚集、政策和

服务体系完善、各类资源和要

素丰富，具有建设“文创四板”

的独特优势和成熟条件。实

验区将遴选出一批发展速度

快的优质文化企业，建立起上

市企业的“战略储备库”，提供

诸如四板基地、上市培育基地

等平台，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

的文化企业提供多样化、多层

次的投融资服务。

据统计，截至目前，国家

文创实验区文化企业注册数

达到3.4万家，引进培育了宣

亚国际、映客互娱等90家上市

（挂牌）文化企业和9家国家级

众创空间，培育了蓝海集团、掌

阅科技等一批国家文化出口重

点企业和重点项目，转型升级

莱锦、郎园、懋隆、铜牛、吉里等

文化产业园区57家，是中国文

化企业最聚集的区域。

（鲁 畅）

贵州省丹寨县石桥村

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皮纸制作技艺”的传

承地之一。近年来，造纸

技艺传承人弘扬传统工

艺，将古法造纸加以文创

设计，产品畅销国内外市

场，民族传统工艺也成为

旅游观光的新热点。图为

在石桥村，工匠在通过“抄

纸”工序制作手工皮纸。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古法造纸展新颜古法造纸展新颜

蔚县剪纸以宣纸为原料，用雕刀手工刻制，再点染绚丽的色彩

而成，构图朴实饱满，造型生动优美逼真，色彩对比强烈，带有浓郁

的乡土气息。图为游客在河北蔚县剪纸小镇“剪纸侯”剪纸体验中

心参观以冬奥会为主题创作的剪纸窗花。

张娅子 摄

探访世界文化遗产蔚县剪纸探访世界文化遗产蔚县剪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