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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華媒感受廣州永慶坊新活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

報道）11月10日至17日，由香港大

公文匯傳媒集團主辦的「2023海外

華文傳媒合作組織年會暨廣東省高質

量發展主題參訪調研活動」在廣東舉

行，來自亞洲、歐洲、美洲、大洋洲和非洲等五大洲的73家

海外華文傳媒共同匯聚廣東，親身感受中國式現代化前沿陣

地的建設成就和發展變化。10日，主題參訪調研活動首站來

到廣州首個非遺街區永慶坊，徜徉在歷史感滿滿的青石板

路、暢遊於極具嶺南風格的粵劇藝術博物館建築群、聆聽粵

劇名家的經典唱段、品嘗騎樓下潮流小店的飲品，大灣區核

心城市之一—廣州這個現代化大都市中蘊藏着粵韻風華，又

融入眾多流行時尚元素，讓一眾海外華文媒體高層大為驚

嘆。他們表示，廣州通過微改造，留住傳統文化，賡續城市

文脈，讓「老城提質」，是中國式現代化在大灣區的生動實

踐，未來亦可成為其他地方學習借鑒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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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李紫妍 廣州報
道）10日下午，2023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廣東
省高質量發展主題參訪調研團來到廣汽埃安新能
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在公司展廳了解最新款車
型及部分暢銷經典車型，他們更受邀前往參觀廣
汽埃安智能生態工廠，一線查看各類車型實時生
產情況。
參觀過程中，一輛紅色的炫酷超級跑車受到最

多關注。超級跑車，被譽為「汽車工業皇冠上的
明珠」。今年10月，廣汽埃安昊鉑SSR上市交
付，這是首款實現量產的國產超跑。不僅實現了
三個第一：中國第一條超跑生產線投產、中國首
款量產超跑交付、中國首輛純電超跑，還從研
發、設計、試驗試製、智造、產業鏈等領域，全
方位提升中國汽車工業水平，並對其他先進產業
產生「溢出效應」。

值得一提的是，廣汽埃安實現了向廣汽豐田、
廣汽本田新能源汽車車型導入「三電」（電池、
電機和電控系統），是中國車企首次向外國品牌
「反向輸出」包括平台在內的核心技術。
常年在德國工作生活的周鴻圖，曾多次參觀當

地的汽車裝配線。在他看來，以廣汽埃安為代表
的中國汽車廠商，其生產線的效率已不輸德國，
甚至已經超越。「比如，我看到廣汽埃安的生產

線空間面積很大，儘管如此，通過智能化技術改
造，其生產線操作密度很高，這很大程度提高了
生產裝配效率。」周鴻圖說。
當前，德國已經有不少中國新能源汽車品牌落
地，一些車型很受歡迎。不過，像德國這樣的傳
統燃油車生產大國，消費者對於中國強勢崛起的
新能源汽車品牌，有着複雜的心態。
「作為海外華文媒體，我們將講好中國故事，
講好中國汽車故事，讓外國業界和消費者，客觀
認識並接受中國的技術、產品，在促進外國消費
者接受、認可中國新能源汽車的過程中，發揮海
外華文媒體的積極作用。」周鴻圖說。

講好中國新能源汽車故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紫妍、敖敏輝 廣
州報道）成排騎樓下，永慶坊入口，一行人
剛落車便忙不迭拿出手機、相機捕捉街頭的
西關風情。10日上午，2023海外華文傳媒
合作組織廣東省高質量發展主題參訪調研團
來到廣州永慶坊非遺街區，廣繡、廣彩、牙
雕等精巧技藝吸引着他們駐足欣賞。廣繡市
級傳承人、荔灣區青年非遺傳承人協會會長
王新元認為，永慶坊非遺街區提供了一個向
全國乃至全世界推廣和宣傳非遺文化的窗
口，更為非遺產業帶來了實際效益和發展，
「我們很多教學活動、訂單都來源於這
裏。」

主動靠近二次元文化吸引年輕群體
在非遺街區，傳統技藝也在尋求新生機。

王新元的廣繡工作室大門設計成了大紅絲線
籠罩的樣子，櫥窗裏展示着一套精美的廣繡
婚服，入口處擺放一幅《斗羅大陸》主角小
舞的繡像，濃濃的二次元畫風搶眼地打破着
來客對傳統非遺文化的固有印象。王新元告
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粵繡（廣繡、潮繡合稱
粵繡）屬中國四大名繡之一，傳承人普遍老
齡化，面臨着傳承斷崖的危機。為此，作為
青年傳承人的他，不斷探索一條創新傳承道
路。一方面，通過產品創新設計將廣繡融入

生活，如永慶坊書籤、孫中山雕塑等文創周
邊和帽子、化妝盒、胸針、吊墜等實用物品，
煥活傳統技藝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主動靠近
二次元文化，結合哆啦A夢、Elsa公主、斗
破蒼穹等知名IP，吸引年輕群體的關注。

與學校合作開展公益教學培養人才
不僅如此，王新元還試圖解決更關鍵的問
題——人才培養。通過與學校合作開展廣繡
公益教學，王新元探索着職業人才一體化培
養的道路，通過小學興趣班、中專職業班到
大專及本科選修班的數年培養，學員學成後
可進入傳承基地直接就業、創業，形成良性
循環，如此積累起最重要的傳承人才。「哪
怕一年留下五至十個職業學生，對傳承廣繡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未來。」王新元透露，第
一批一體化培養的職業學生明年就將畢業，
未來尚可期。此外，他還將廣繡帶出廣東，
走出國門，先後去到新西蘭、意大利、瑞
士、德國等國家和地區教學和宣傳，不斷推
動廣繡文化的對外傳播。

非遺街區匯聚十餘家大師工作室
廣彩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譚廣輝
是一名廣彩大師，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
廣州考察西關歷史文化街區永慶坊時，他向

總書記詳細介紹了廣彩的歷史淵源和製作工
藝。譚廣輝位於永慶坊的非遺工作室，是一
個展示廣彩藝術的窗口。
「非遺工作室放在永慶坊，更接地氣，能
夠讓更多的遊客和年輕人接觸到，也更能夠
接觸到社會的心聲和需求。尤其是在文創方
面，我之前沒有嘗試過，而在這裏，激發了
很多這方面的靈感。」譚廣輝說。他拿起一
個他取名為「小萌茶壺」的文創作品，上面
有國畫的彩繪，又加上了年輕人喜歡的萌寵
動物，這就是在與年輕人交流中得出的靈
感。
荔灣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工作人員
唐詩吟介紹，非物質文化遺產街區於2020
年8月正式開街，匯聚了十餘家非遺大師工
作室，可開展工藝展示、文化研學、非遺體
驗、產品銷售等豐富的活動。這種商業街區
的集聚形態也給非遺文化產業發展帶來積極
效應，唐詩吟表示，非遺大師們進駐後都在
不斷探索發展路徑，從原來依靠政府補貼的
「輸血式發展」，到自己參與市場化經營，
進行產品創新和提升，不斷適應文化旅遊融
合發展的趨勢。據荔灣區城市更新建設項目
管理中心主任黃黇介紹，目前，永慶坊的城
市更新二期工程大部分已完工，仍在建設中
的吉祥段和多寶段將爭取明年與市民見面。

永慶坊位於老廣州的核心地帶恩寧路，這條百年老街擁有全廣州最
長最完整的騎樓街，承載着西關老城幾代人的輝煌與記憶。圍繞

着恩寧路改造，廣州曾在「先拆後規劃」和「先保護後規劃」之間展
開激烈討論，最終在修舊如舊的「微改造」方向中取得一致意見。

復原工作與現代生活相融合
10日上午10時，參訪團剛在永慶坊牌坊旁下車，便直入一條長長的
青石板路小巷。左邊是一家廣彩非遺傳承人工作室，右邊斜對面又是
一家裝修古樸的廣式飲品店。走在石板路上，轉身即可進入非遺傳承
室，欣賞精緻的廣彩文創花盤，中華微視董事長宋體金說，這種感覺
讓人非常受用。「城市更新改造，不一定都需要很寬的大馬路，也許
一條小而悠長的小巷子，反而更彰顯城市特色。」宋體金說，永慶坊
復原工作做得非常出色，「特別是老祖宗傳下來的東西，和我們的日
常生活結合在一起，未來絕對有很大的市場。」
阿聯酋迪拜新聞網副總編王國立注意到了一張永慶坊舊照和新照的
對比圖，倍感震撼。舊街區破敗不堪，整條街空蕩蕩，如今，網紅街
道、網紅店舖，擠滿了年輕人。看到永慶坊核心區有老人在練太極
劍，王國立好奇之下與他們攀談起來。老人說，他們祖祖輩輩居住在
這裏，老房子沒有被拆掉，而是重新規劃改造。如今，家裏收入增長
了，還不用搬遷，在這裏養老，十分愜意。
「我看到很多小店有與傳統文化結合的各類文創產品，感覺非常特
別。我還與一個店家互加了微信，回去之後我會採購一些粵劇頭飾，
帶給在國外的朋友。」王國立說。

武打行拳腳之間體驗南派武術
這種保留原有風貌的改造更新，使得永慶坊聚集了一大批年輕人，
其中不少還來自於港澳地區。
在粵劇武打行「鑾輿堂」，粵劇紅船木人樁108式傳承人、澳門國家

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武術協會理事長李健豪，正帶領弟子練習詠春拳。
「登、登、登」，手臂與木樁鏗鏘有力地碰撞，吸引了一眾華媒高
層。在李健豪的示範和帶領下，部分參訪團成員還親自上陣體驗。參
與體驗的華媒高層說，拳腳之間，彰顯尚武精神，來到南派武術發源
地一線體驗，非常過癮。
李健豪說，他六歲開始便學習詠春拳，2019年，他到廣州尋根，並
在永慶坊武打行「鑾輿堂」學習紅船木人樁108式。出師後，他便在這
裏收徒授藝。永慶坊沒有被大拆大建，反而有了更大的舞台。「現在
有10多人跟着我學習，平時前來體驗或短期學習的年輕人，則多得數
不過來。」李健豪說。

港青攜傳統小吃非遺街區創業
香港青年李凱榮，同樣在永慶坊找到了發揮所長、實現創業夢的舞
台。他創立WOWWOO熊霸品牌，把香港傳統小吃帶到內地，廣受消
費者喜歡。即便是在疫情期間，永慶坊小店也實現盈利。當天調研活
動中，即便時間很短，亦有多名參訪團成員光顧他的小店。
「香港傳統小吃與廣州非遺，這種結合獨一無二，加上永慶坊每年
數百甚至千萬級人次的流量，讓我在這裏的創業夢，扎得深扎得牢。
如果有條件，未來我們會考慮再開分店。」李凱榮說。

廣繡非遺傳承人探索創新路

走進粵劇藝術博物館，得知它
由粵劇名伶紅線女親自選址，美
國《華興報》社長程汝釗備受觸
動，勾起了他 40 多年前的一段

回憶。
1978年，紅線女赴港演出，程汝釗當時就

在香港，市民對於紅線女的追捧給他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當時
的一家報紙以《舉手常嘮嘮，分手相依依》
為標題，描述紅線女結束演出、香港市民送
別的動人場景。」程汝釗說。

他說，粵劇在海外很受歡迎，特別是在華

人群體中，活躍着很大一批粵劇擁躉。接下
來，會向海外宣傳粵劇非遺藝術，希望推動
更多人到廣州、到大灣區來探尋粵劇藝術的
根和魂。

原來李小龍祖屋就在永慶坊
李小龍的名聲在華人圈如雷貫耳，程汝釗

直至現在才第一次知道，原來李小龍的祖屋
就在永慶坊。在這座李小龍祖屋裏，程汝釗
第一次看到李小龍的家庭照，他相信絕大多
數海外李小龍迷都不曾見過。「所有的保護
和傳承工作，都說明廣州當地政府很用心，

回去之後，我會告訴我身邊的朋友，我們報
紙也會大版面報道此行所見所聞，讓更多的
人知道，廣州有一座如此有特色的非遺街
區。」程汝釗說。

2018 年，程汝釗曾經來過廣州，在他看
來，目之所及都是巨大的變化。這次參觀，
他進一步認識到，在廣州這座城市，傳統與
現代結合得這麼好。他還談到，此行還留意
到，廣州街面上的市民，笑容似乎也比以前
更燦爛了。城市得到建設和發展，市民從中
受益，幸福指數提高，這是最大的成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粵劇藝術博物館勾起45年前粵港往事
特稿特稿

◆廣彩國家級傳承人譚廣輝在永慶坊創作的
廣彩作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紫妍 攝

◆廣繡市級傳承人、荔灣區青年非遺傳承人
協會會長王新元。香港文匯報記者李紫妍 攝

◆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主辦的「2023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年會暨廣東省高質量發展主
題參訪調研活動」在廣東舉行。圖為參訪團成員在粵劇武打行「鑾輿堂」觀看粵劇紅船木人
樁108式演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騎樓下尋百年蹤騎樓下尋百年蹤跡跡
非遺街看粵韻風華非遺街看粵韻風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