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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公作美鄉親聚 市集熱鬧消費旺
市民讚嘉年華有特色 冀日後頻繁舉辦同類活動

昨日天朗氣清，吸引了更多市民前來。市民梁先生表示，今次市集有來自
中國各省份的東西，即使去旅行，都難以一次性看到如此多的特色產

品。

港人特地「朝聖」讚山東啤特別
他提到，見到前來的市民非常多，市集氣氛熱鬧，許多熱門小食攤檔前大排

長龍，他品嘗了山東特色啤酒，覺得口感非常特別。
白先生表示，早前在電視看到有同鄉市集的報道，於是特意抽空前來遊玩，

希望可以看看來自全國各地的特色。他認為，市集的商品價格便宜，應該舉辦
更多此類活動，不但可以留住本地人在此消費，還能吸引更多來自不同地方的
旅客，可謂一舉兩得。
鍾先生認為，今次活動舉辦得非常好。其實自己去年已經知道這個活動，但

因為忙碌沒有前來，今次終於如願過來看看，香港應該舉辦更多此類活動，從
而振興經濟，也讓香港人對內地有更多了解。

議員幫手「帶貨」盼市集恒常化
不少政界人士昨日亦到市集，向市民介紹自己的家鄉特產。前特首林鄭月娥

到市集逛了約半小時，與攤檔商戶打招呼和現場試食，並觀賞武術表演。
立法會議員譚岳衡亦到訪市集，更在甘肅展位幫手「帶貨」。他指出，現
在很多港人喜愛內地特產和美食，願意北上消費，期待可以進行進一步研
究，考慮可否將家鄉市集恒常化，或進行十八區巡展，讓同鄉社團發揮更大
的橋樑作用，搭建平台將內地省市特產、美食、文化帶入香港社區，讓內地
商家直接接觸本港消費者的同時，也便於市民留港「家門口消費」，搞活本
地經濟。

第二屆同鄉社團家鄉市集嘉年華昨日繼續在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開放，當中展品豐富、內容

多樣，吸引了不少市民前來遊玩，品嘗各地特色美食，購買平時在香港少見的特產。由於昨日

天氣清朗，加上也是周日假期，維園內擠滿了前來參觀購物的市民。有市民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今次同鄉市集嘉年華活動非常具有特色，令人目不暇給，更對來自不同地方的美食

讚不絕口，希望香港日後能更頻繁地舉辦此類活動，相信定能提振本地消費，刺激市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郭倩

蜀繡是巴蜀地區流行的一種民
間工藝，也是中國的四大名繡之
一。香港四川社團總會在本屆家
鄉市集嘉年華中，向市民展示了

蜀繡這項非物質文化遺產。昨日下午，從事
蜀繡工藝逾40年的劉老師在非物質文化遺
產區進行了一段刺繡表演，不少觀眾讚嘆其
高超的刺繡技藝。
對在重慶出生和成長的劉老師而言，環境
的薰陶培養了她對刺繡的最初興趣。她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說：「川渝地區不少人
喜愛刺繡，在我成長的村落，基本每家每戶
的婦女都有一手好的刺繡手藝。受環境的影
響，我也慢慢對刺繡產生興趣。」刺繡與傳
授蜀繡手工藝並非劉老師的主業，但作為一
項副業，她至今已經堅持了逾40年，「刺
繡能鍛煉人的耐心和專注力，在完成一個優

秀作品的時候會讓我獲得滿足感。同時，蜀
繡擁有悠久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三星堆
文明，能一直流傳到現在非常可貴，我也想
將這項優秀的傳統文化推廣出去、讓其可得
到更好的傳承。」

市民紛詢蜀繡歷史製作過程
劉老師早年在深圳傳授蜀繡手工藝，約5
年前轉至香港傳授。讓她驚喜的是，來到香
港後發現對蜀繡感興趣的人也不少，「我每
周都會在社區教約10個學生蜀繡，課程是
免費的，報名的人挺多，最讓我感到意外的
是，也有一些男學員參與，並且都十分具有
耐心。」
她續說，在是次家鄉市集嘉年華中，很多
香港市民前去詢問關於蜀繡的歷史、製作過
程等，「相信這項手工藝在香港也能廣泛推

廣。」
黎先生是劉老師蜀繡課程班的其中一位學

員。他表示，因看到蜀繡多姿多彩的圖案故
讓他產生興趣，「想學一門手工藝，雖然一
開始比較難學，繡一個字都需要很多耐心，
但我會堅持下去。」他續說，昨日與其他學
員專程到場支持老師的表演，「希望更多人
喜愛蜀繡。」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倩

同鄉社團家鄉市集嘉年華吸引大批
市民入場支持。藝人王祖藍亦現身市
集，驚喜獻唱之餘亦大讚市集物美價
廉有特色。王祖藍在接受大公文匯全
媒體記者訪問時表示，雖然家鄉市集
邁入第二屆，但自己是首次到訪，所
幸天公作美，不像昨日般懸掛三號風
球，大家可以前來維園感受，購買特
產、品嘗美食、欣賞非遺等等。
被問到特色攤檔，王祖藍特別推介東

莞及廣西。一方面，他的祖籍在東莞，
該攤檔售賣米粉、麥芽糖、陳皮、荔枝
等特色產品。另一方面，他是廣西壯族
自治區政協委員，之前拍攝央視非遺節

目時認識的師傅今日特地前來為市民打
油茶，機會難得。
王祖藍說，就算不用到深圳、珠

海，都可以於這數天內，以相若甚至
更便宜的價格，購買全國特色產品。
他笑言「剛剛買的麥芽糖只需五元，
深圳都未必搵到」，「今次抵過返深
圳」，呼籲市民記得把握時間，前來
掃貨。 ◆文：大公文匯全媒體

記者 王俊傑

天津的泥人張彩塑是一種深得百姓喜愛的傳統民間藝術
品。在今屆家鄉市集嘉年華中，香港天津聯誼會為市民帶
來該傳統民間藝術品的展示。「天津泥人張彩塑工作室」
的宋小姐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泥人張是中
國傳統案上雕塑的代表，該項傳統手工藝始於清代道光年
間，創始人叫張明山，發展至今已有近200年歷史，她是次
帶來展示的作品有《招財進寶》和《蓮年有餘》，亦有現
場製作的作品《武財神——關公》。
她解釋，每個手工藝品背後都有其意義，一般是人們對
美好生活的嚮往，「例如『招財進寶』常被用來寄託人們
對財富與好運的嚮往，象徵着繁榮富裕；『蓮年有餘』則
寓意生活富足，每年都有富裕的財富與食糧。」《武財
神——關公》則是泥人張傳統題材，借鑑中國畫藝術，
「這個題材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深厚的寓意，是典型的
忠義仁愛的象徵。」
宋小姐本科修讀的正是泥塑相關專業，「對泥塑、彩塑
產生興趣是因為製作出來的藝術品可以體現情與意，看到
這些作品能把人物的神韻傳達、能夠表達人物的核心特
點，覺得很神奇，自己也很想擁有這樣的技藝，並且也很
想將中國的泥人張彩塑發揚光大。」
她指出，一個栩栩如生的優秀作品需要有足夠的歷史和
文化知識作鋪墊，「歷史人物和神話人物是泥人張彩塑的
主要題材。以關公為例，要把關公製作得出彩就需要很清
楚了解這個人物的特點。我在製作一個歷史人物或神話人
物之前，都會把有關這個人物的書閱讀一次，而這個過程
也讓我對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感讚嘆。」

此外，敏銳的觀察力對一件成功的作品也至關重要。她認為，讓
傳統手工藝得到更好的傳承，既需要傳授優秀的傳統文化精華，也
要在傳統中注入創新，讓其得到更好的繼承，「現代日常生活人物
也是泥人張的主要題材，要把日常人物製作得活靈活現，最重要的
是對人物的仔細觀察。」
李小姐昨日下午帶5歲女兒一同觀看泥人張的製作表演，「因為女
兒最喜歡的課就是手工課，她對做手工非常感興趣，所以今日就帶
她來觀看，她看了之後也非常開心，也很想自己親手製作。」她續
說，泥人張是中國的傳統民間藝術，樂見女兒對其感興趣，「如果
有機會，也想讓她去學習這項手工藝。」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帶來的非物質文化遺
產展示是福建德化白瓷。中國陶瓷藝術大
師陳明良昨日帶其白瓷作品《六順平安》
向觀眾展示，並指《六順平安》以象牙白
瓷製作，以梅蘭竹菊、荷花和牡丹六種花
來體現德化白瓷的雕刻。陳明良出生於陶
瓷世家，從小便跟隨父親學習德化日用瓷
的燒造技藝，「到現在已經從藝逾40年，
除了本身對雕刻感興趣外，更想的是將這
項技藝傳承下去，在世界推廣。」
陳明良指出，雕刻白瓷是一項易學難精
的技藝，若要把該項技藝的精髓傳承下去，
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我們作為這項技
藝的傳承人，有責任毫無保留的把自己掌握的技藝，以師帶徒的形
式傳遞下去，但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還是逐漸有些失傳。」
他說，導致該項技藝逐漸式微的原因，首先是有些工藝的秘訣很
難領悟和掌握，其次是現今年輕人對其他事情更感興趣。這次家鄉
市集吸引了無數市民來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展區也有眾多市民駐
足觀看讓陳明良感到驚喜，「我於2007年也有來過香港的會展對德
化白瓷進行展示和推廣，但香港市民的興趣沒現在這麼濃厚，這項
技藝能在香港也推廣起來，自然是最好的。」

▶梁先生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藍松山 攝

◆白先生
香港文匯報

記者藍松山 攝

王祖藍讚特產價廉物美「抵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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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冀在港推廣雕刻白瓷

蜀繡老師獻藝：刺繡可練出專注力

◀維園內擠滿了前來參觀
購物的市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攝

◆藝人王祖藍現身維多利亞公園家鄉市集嘉年華。
香港文匯報記者藍松山攝

▲廣東社團總會攤位人頭
湧湧。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艾力攝

▲入場市民
細心挑選心
儀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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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小姐手
持現場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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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老師在
非物質文化
遺產區進行
了一段刺繡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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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良指雕刻白瓷易
學難精。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黃艾力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