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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產美食接地氣 旅客特薦家鄉味
遊客市民赴維園感受鄉情 冀多辦活動助港人識國情

一連5天的第二屆同鄉社團家鄉市集嘉年華在昨天踏入第三天，雖然天公不作美，不時下起大雨，但仍吸引不

少市民及旅客前來維園，一站式品嘗各式各樣的內地美食。而在人群中，也有來自新增8個內地城市

赴港的旅客，都是在5月27日後通過個人遊計劃到訪香港的。他們說，這次是慕名前來特地感

受鄉情，在市集中看到來自家鄉的特產，感覺非常親切，更特別邀請香港市民到自己的家

鄉去旅遊，並建議香港特區政府可以多舉辦類似的嘉年華活動，幫助香港市民了解祖國

各地的風土人情及文化特質，進一步促進彼此文化的交流融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健怡、郭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健怡）家鄉市集嘉
年華除了有眾多家鄉的美食外，亦有文藝演
出，來自安徽省黃梅戲劇院的袁媛特意從安
徽來港，為香港市民帶來一場「皖味十足」
的黃梅戲盛宴，為香港的文化注入了新的活
力，期望可以有更多機會，讓更多香港市民
了解黃梅戲，掀起一股「黃梅熱」。
袁媛為香港市民表演了「牛郎織女之到底
人間歡樂多」，她介紹，這是黃梅戲的經典
之作，以其完整的戲劇結構、緊湊的情節和
兼具戲劇性和文學性的唱詞，體現了勞動人
民淳樸的美好期望，「這次香港之行，在演
出中不僅傳承了老一輩的表演技巧，更融入
了自己的理解和創新。」
作為第三十一屆中國戲劇梅花獎得主，袁媛

一直致力於將黃梅戲發揚光大，她期望可以有
更多類似的機會，與香港市民有近距離的文化
交流，「讓更多的人了解和喜愛黃梅戲這一中
國傳統戲曲藝術，將是我一生的追求。」

梅花獎得主獻藝 為黃梅戲注新活力

「變變變變看看看，疾如風快如
電 …… 腦 殼 一 轉 面 孔 說 變 就
變……」這是第二屆同鄉社團家鄉
市集嘉年華上的川劇變臉表演。在
維園舉行的家鄉市集嘉年華昨日進

入第三日，在非遺展區繼續上演市民喜聞樂見的
各種非遺表演，其中最熱鬧的當屬川劇變臉和京
劇表演，現場人山人海，掌聲歡呼聲不斷。多位
表演藝術家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觀眾的
反應比預想中熱切，市民對相關藝術表演的了解
和熱愛更讓他們體會到香港深厚的文化底蘊。
川劇變臉表演還沒開始，在場的市民便紛紛過
來與變臉師傅黃偉文拍照。表演音樂一響起，在
維園參觀嘉年華的市民紛紛過來圍觀，每一次臉
譜的變換都引得在場市民歡呼拍手，氣氛十分熱
鬧。黃師傅還邀請市民上台與他合作，借用觀眾
的手完成一次次的臉譜變換，他更以有獎問答、
學習表演動作等形式邀請市民互動，將整場表演
推向高潮。「街坊朋友特別熱情，使我在台上的
表演更有爆發力。」黃偉文說。

臉譜中加入蜘蛛俠
從事川劇變臉表演工作三十多年的黃偉文是土生
土長的香港人，因太太是四川人而迷上川劇，更不
遠千里去到四川學習川劇變臉。對於他的表演如此
吸引觀眾的原因，黃師傅表示，除了因為川劇變臉
表演的出名和可觀賞性，更因他在臉譜中加入蜘蛛
俠等一些現代元素，並結合魔術表演等形式與觀眾
互動，令到觀眾參與意願非常強烈。
與黃師傅互動的香港市民邱先生表示，他近距
離觀察也沒有發覺變臉的「秘密所在」，不知道
是怎麼變的，只知道眨眼間就完成了變換，覺得

十分神奇。
來自北京的京劇表演藝術家王濤和何麗萍也感

受到市民與觀眾的熱情，飾演包公的王濤說：
「各個都喊我包青天，每個人都搶着拍照，排隊
合影的時間比我表演的時間還多！」王濤是一位
女花臉，上完妝後完全讓人想不到這個包公角色
竟是由一位女性演員扮演。

小男孩盼即場學藝
與她一同演出的何麗萍則是一名程派青衣，表

演著名京劇《鎖麟囊》唱段。「捧場的人比我預
想中的更多更熱切！本以為下雨不會有什麼人
來。」何麗萍說。最讓她感到驚訝的除了市民朋
友冒雨前來觀賞的熱情，更有香港市民對京劇的
喜愛和了解。
她透露，這幾天的表演中，有市民僅憑她的扮
相就猜測出她表演的劇目和角色，有市民現場哼
唱了一段樣板戲《紅燈記》請她指點，更有小男
孩現場表示說想要跟她們學花臉和武生。
香港北京社團總會常務理事朱龍斌表示，表演

現場的觀眾中有數名來自香港學校的負責人，看
完表演後便與他聯繫，希望能有機會請京劇老師
來其學校交流等，讓他覺得香港整體的文化氛圍
十分濃厚。
現場拿着手機一直拍攝京劇表演的李小姐是一

位戲迷，這次特地從上水趕來「打卡」。她表示
自己對中華傳統戲劇特別感興趣，在香港上演的
包括昆曲等各種劇目她都會買票前去觀賞。「我
覺得這些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值得我們去弘揚和
推廣，我拍這麼多影片也是為了擺上社交網絡，
讓我的朋友們都來捧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恬恬

變
臉
魔
術
增
互
動

京
劇
包
青
天
大
熱

特稿特稿

雖然昨日現場一度下起傾盆大雨，但維園依然人頭湧湧。來
自黑龍江的旅客嚴先生，通過個人遊計劃到訪香港，他已

經連續兩年來到嘉年華活動打卡，並以親切感為家鄉嘉年華的
關鍵字，認為市集上充滿煙火氣，濃濃的家鄉味，雖然只有短
暫的訪港旅行，但是當看到熟悉的大米、黑豆等糧食時，亦讓
他觸物生情。他表示，哈爾濱冰雪大世界近年已成為北方冬季
冰雪風情的代名詞和打卡的勝地，但是作為產糧大省的黑龍
江，所產出的五常大米、黑豆等有機糧食，亦是黑龍江的特
產。
嚴先生續指，之前曾參與在香港會展中心的美食展覽，但稱

沒有此嘉年華接地氣，在露天舉辦家鄉市集嘉年華，更可以讓
不同的家鄉社團與市民近距離接觸及互動，建議可以多舉辦類
似的嘉年華活動，為市民推薦家鄉的文化，吸引他們可以直接
到當地旅遊。

青海客盼港人體驗茶卡鹽湖
來自青海的旅客吳先生，這次來香港旅遊五天，已經做好旅
遊攻略，會去長洲、中環街市、博物館等，想深入體驗多姿多
彩的香江魅力，但是聽聞朋友的推薦，得知在香港有家鄉市集
嘉年華，當中有來自自己家鄉的產品參展，特此慕名而來。
吳先生看到在青海攤位中售賣的青海鹽，便想到被譽為天空

之鏡的茶卡鹽湖。他說，古往今來茶卡鹽湖因盛產大青鹽而享
負盛名，其景色更是美輪美奐，晴空下的茶卡鹽湖湖天一色，
藍天與碧湖連成一線，構成一幅遼闊壯麗的風景畫，推薦香港
市民可以前往體驗這絕美景色。
來自山東青島的旅客孫先生說，自己首次透過辦理個人遊計
劃到訪香港，「自從香港個人遊在青島也開放以後，辦理證件
的時間快了很多，以前審批流程較長，現在7天就可以辦好，非
常方便。」他說，到家鄉市集參觀是因香港的朋友推薦，「在
香港也能發現家鄉的特產感覺很驚喜，我覺得這是一種文化的
交融，我們家鄉的特色美食能夠帶到香港、備受香港的市民喜
歡，而我是青島的旅客，來到香港後也感受到了很多香港的特

色文化。」

喜見市民購寧夏特產
來自寧夏銀川的旅客郭小

姐同樣被朋友介紹至家鄉市
集參觀，「雖然下雨，但逛
市集的人還是挺多，氛圍很不
錯。」她說，見到家鄉的攤檔
吸引了很多香港市民感到欣喜，
「寧夏的攤檔有很多正宗的本地特
色食品，看到香港市民排隊購買的時
候會很開心，其實我們寧夏還有很多特
色美食！」除了家鄉市集之外，她還到
訪愉景灣這個世外桃源，體會香港不一
樣的寧靜，「以前來香港是跟團遊，但現
在可以個人遊了，我就可以自己安排旅
程，我想去一些我沒有去過的地方。」
秦小姐是來自山西太原的旅客，香港也

是她常到訪的一個城市，「之前去香港多是
因為公務，這次玩的性質更多，看到個人遊計
劃在我們省份開放了，就辦理了個人簽註去香
港。」她指，現在有出入境大廳、自助機等途徑辦理通
行證及簽註，不用像以前般辦理需時。她笑言，當地旅
客已經蠢蠢欲動，估計到旅遊旺季會有大批旅客訪
港。秦小姐又讚嘆市集一應俱全，幾乎把山西最具
特色的產品都帶過來了。
來自甘肅的旅客馬先生說，此次來香港發現電子

支付應用更加普遍，「這對內地的旅客來說非常方
便。」他透露，自己有意在香港投資餐飲業，本次
到港主要是進行市場考察，「來到家鄉市集看到挺
多香港市民購買我們家鄉的美食，證明有一定市
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恬恬）家鄉市集嘉
年華的非遺展區內，除了熱鬧非凡的川劇變
臉和京劇表演外，由非遺傳承人親自表演展
示的剪紙、年畫也是觀眾追捧和熱愛的項
目。
在現場人聲鼎沸、光線不十分明亮的環境
中，安徽阜陽剪紙非遺傳承人肖淑勤靜靜在
台上為市民展示着這項剪紙技藝。只見她先
將紅紙不斷對摺，接着用剪刀在紙上飛舞幾
刀，一個栩栩如生的立體「春」字造型的剪
紙便剪出來了。現場獲贈「春」字剪紙的市
民陳先生十分開心，尤其是聽到老師的剪紙

可以不用底稿，僅憑大腦記憶和雙手就可以
剪出那麼多栩栩如生的作品，「真的很神
奇，而且就連人物肖像都可以剪出來。」
來自天津楊柳青木版年畫的非遺傳承人秦娜
則現場讓市民體驗木板拓印年畫，整個工藝分
為5個步驟，包括勾描、木刻、印製、彩繪和
裝裱。秦娜表示，準備的百多張宣紙已在這幾
天的表演中用完，排隊沒體驗到年畫拓印的市
民甚至拿出自己的手帕紙等，用來拓印年畫留
念。市民方太用自帶的紙拓印了一張年畫回去
保存，「好鍾意，我屋企都有好多，呢次好開
心可以親自體驗年畫製作。」

非遺傳承人表演剪紙 市民親手拓印年畫

◆秦娜現場讓市民體驗木板拓印年畫。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恬恬 攝

◆安徽阜陽剪紙非遺傳承人肖淑
勤。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恬恬 攝

◆袁媛從安徽來港，為香港市民表演黃梅
戲。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

◆◆嚴先生嚴先生

◆不少市民及旅客前來維園一站
式品嘗家鄉美食。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郭木又 攝

◆川劇變臉師傅黃偉文與觀眾互
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恬恬 攝

◆孫先生表示，在香港也
能發現家鄉的特產感覺很
驚喜。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郭小姐見家鄉攤檔吸引港人感
欣喜。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京劇表演藝術家感受到
市民與觀眾的熱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