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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興」漢字裝飾增添中國年味
昨日傍晚，會展中心大會堂座無虛席。紅

色的舞台，以及會場牆面裝飾着的 「龍」 與
「興」 兩個漢字，為會場增添了濃濃的中國年
味。18時05分，在熱烈的舞龍舞獅表演帶領
下，各位主禮嘉賓步入現場。 「龍舞東方亮，
詩迎萬戶春。」 龍盤虎踞間，從獅子口中吐出
一副揮春 「國安家好、由治及興」 ，贏得滿堂
喝彩。

《龍的傳人》令觀眾心潮澎湃
晚會別開生面，安排了豐富的表演節目。

香港中樂團青少年團為大家帶來了中樂連奏表
演。登場的小音樂家們年齡只有12歲至24
歲，分別就讀於中一到大學四年級。 「古老的
東方有一條龍，它的名字就叫中國。」 民族樂
器奏響《龍的傳人》熟悉的旋律，雖然沒有歌
手演唱，但歌詞已銘記於每個在場觀眾心中，
令人心潮澎湃。

連奏第二曲是經典廣東民樂《步步高》。
廣東和香港文化相連、民俗相近、語言相通、
人緣相親，同處一個灣區，同屬嶺南文化，輕
快而動聽的旋律不僅令人心情暢快，見證着香
港以至大灣區經濟發展、社會事業 「步步
高」 。連奏最後一曲是《東方之珠》，五千年
滄桑、不變的黃色面孔，東方之珠風采浪漫依
然！

合唱節目《灣區是故鄉》充滿濃濃的灣區
情懷。香港培僑中學學生、亞運會港隊運動
員，以及駐港聯絡辦、駐港國安公署、外交部
駐港公署、解放軍駐港部隊員工代表一起唱
出：「香山香洲通香港，灣區處處香。」 從中山
的香山、珠海的香洲，再到香港。以灣區為故
鄉，香港主動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機
遇無限。

會上更首播出大會委託央視特別製作的短
片，回顧香港一年來由治及興的過程，介紹中
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履職盡責，走出大樓聯繫各
界工作情況，與全場嘉賓一起展望香港未來發
展機遇。今次央視製作的短片由央視著名主持
人康輝配音，與大家回顧兔年國家的發展。

「香港回來了！」 主持人說出大家的心
聲，浴火重生的香港，告別泛政治化泥沼，重
回世界舞台中心，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
港健步走在由治及興的康莊大道上。

1月30日傍晚，香港會展中心
大會堂燈火閃亮。紅色舞台喜氣洋
洋，龍年氛圍盈滿會場，時隔四
年，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在中央政府
駐港聯絡辦2024年新春招待會上歡
聚一堂，聽着一首首熟悉曲目，感
受 「香港回來了！」 的美好共鳴，
會場上響起一陣陣熱烈的掌聲。

正如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
鄭雁雄致辭時所說，2023年，香港
經濟發展奏響了《賽龍奪錦》，社
會事業奏響了
《步步高》。龍
年的到來一定會
為龍的傳人帶來
吉祥，為唱響
《龍的傳人》的
香港加持由治及
興的力量。

盛意興龍送祝福 金曲奏出家國情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新春招待會 同心唱響港願景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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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的傳人》

▲獅子口中吐出一副揮春 「國安家好、由治及興」 ，贏
得滿堂喝彩。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舞龍祈福，醒獅呈祥！中聯辦新春招
待會上，港粵龍獅帶來喜慶熱烈氛圍。在
中國傳統文化中， 「龍」 、 「獅」 是祥瑞
靈物， 「龍」 代表尊貴及吉祥的象徵，舞
龍可保佑風調雨順、五穀豐收、求吉納
福。 「獅」 則有驅邪降福的能力，在春節
中舞獅以祈求消災除害，為人們帶來好
運，醒獅 「採青」 也有生財之意。

龍獅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象徵，香
港舞龍舞獅的習俗是從內地傳入，上世紀
三四十年代，內地許多習武之人紛紛來港
定居，逐漸在港開設武館，廣收徒弟，傳
授武功、跌打、舞龍舞獅的技藝。

時至今日，聽到鑼鼓聲，看到龍獅，
仍然傳承着這份祥和喜悅！

舞龍祈福
醒獅呈祥

大公報記者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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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背景：
《步步高》是一首廣東音樂，由呂文成作曲，是為其代表作，亦是

廣東音樂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首。後來彭修文改編以民族樂團演奏。1972
年10月，香港電台製作的實況劇集系列《獅子山下》啟播，當時採用的
主題音樂正是由上海音樂學院小提琴齊奏組演奏的《步步高》版本，直
至1978年節目革新而改用由顧嘉煇作曲及編曲、黃霑填詞、羅文主唱的
《獅子山下》作節目主題曲為止。

作
詞
：
靖
山

作
曲
：
李
杰

創作背景：
1978年，美國與中國台灣

當局 「斷交」 ，在台灣政治大
學讀書的侯德健對周遭的 「悲
情」 不以為然。在他看來，
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
一直被悲情籠罩，受外國人牽
制，他憤怒於這種懦弱的悲
情，寫下了《龍的傳人》。因為海
峽兩岸的矛盾衝突是兄弟之間
的紛爭，容不得外國人在其中
挑撥離間、漁翁得利。該曲創
作的初衷是侯德健想寫一首愛
國歌曲，宣揚民族主義，只不
過，他的愛國與民族主義與許
多人的想法是不一樣的，和當
時的台灣當局更是大相徑庭。

《步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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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之珠》
創作背景：

如果選擇一首最能代表香港的歌曲，《東方之珠》必定榜上有名。
「東方之珠」 四個字，完美詮釋了香港這座城市的特色。這裏夜色迷
人，霓虹遍地，萬家燈火，從天空俯瞰，恍如一顆發光的明珠。

《東方之珠》是由音樂人羅大佑創作詞曲。上世紀八十年代他曾多
次踏足香港，對香港這座城市產生了興趣，於是1986年創作了《東方
之珠》的粵語版歌曲，由鄭國江填詞，關正傑演唱，表達出對香港未來
的深情凝望，唱盡了港人不屈不撓、奮發振興的香港精神。之後羅大佑
再改寫成普通話版歌詞，由他自己原唱，並於1991年推向市場。歌詞
中的深情和對香港的熱愛，給聽眾強烈的情感體驗。

▲香港中樂團青少年團在現場連奏多首膾炙人口的歌曲。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