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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是整個社會力量中的一部
分最積極最有生氣的力量。」
香港的實習生們可太幸運了！第
一天到亦莊經開區紫荊文化廣場的
辦公室報到實習，下午就恰逢梁振
英主席及各位領導前來調研。梁主
席親切地詢問了實習生們的情況，
大家紛紛匯報了各自的學校背景以
及實習崗位的具體工作內容。能在
人生首次實習之際就獲得這樣開闊
眼界的機會，這樣的經歷着實讓人
倍感幸運！
「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

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這句出
自《實踐論》的經典論述，以鮮活
的比喻道破了實踐的核心要義。它
啟示當代青年：理論認知的價值終
究需要實踐的土壤來滋養，唯有放
下書本走向現實，以親身嘗試破除
認知迷霧，才能穿透表象觸及事物
本質，在躬身實踐中積累真實可感
的知識與經驗，完成對自我認知的
迭代與成長路徑的探索。而奔赴內
地參與實習，正是將這一哲學智慧
轉化為成長動能的優質實踐場
景——在具體的工作場域中觸摸時
代脈搏，於實操歷練中搭建起連接
理論與現實的認知橋梁。
6 月 23 日清晨，我和 3 位實習

生：張羨棋、梁芷珊、區家豪，正
全神貫注趕製PPT，突然得知梁振
英主席和各位領導將前來調研，這
個消息讓大家既驚喜又振奮。之所
以加急製作PPT，是因為當天下午
將迎來由「中國港澳同學會」帶來
的80位香港高校生「同心築夢 京
港同行」交流團，他們要到紫荊文
化廣場參觀學習。我精心擬定了
「北京中軸線與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 這一主題和他們分享。在這
支 80 人的參觀隊伍中，我驚喜重

逢了Kevin 徐梓喬——那
位在2023年暑期帶領團隊
調研北京中軸線的帥氣小
伙。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分

配到我這裏的 3 位實習
生，此前從未接觸過「北
京中軸線」這一概念。然
而，他們展現出了極強的
學習能力，抵達北京僅僅
5 天，就迅速掌握相關知
識，高質量完成了北京中軸線主題
PPT。我安排他們每人負責5個北
京中軸線遺產點位，並挖掘出3個
自己感興趣的獨特視角，這些內容
展現了他們的個人興趣，也契合當
下香港高校生普遍關注的焦點。
在隨後1個多小時的「北京中軸

線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分享活動
中，我先開場，對2023年帶着香港
高校生實地調研北京中軸線的情
況、媒體報道、北京中軸線的整體
脈絡、重要意義進行了全面介紹。
接着，3 位實習生依次登台，分享
各自負責遺產點位中最感興趣的亮
點。我全程陪同他們坐在台上，在
他們分享時適時補充專業知識點。
我們都很驚訝，80位香港高校生同
學裏面，只有幾位之前聽過「北京
中軸線」這5個字，北京中軸線的
推廣傳播真的是任重而道遠啊！在
此，也與大家再次回顧這條7.8公里
長的北京中軸線上的15個遺產點，
從南向北依次為：永定門、先農
壇、天壇、南段道路遺存、正陽
門、天安門廣場及建築群、外金水
橋、天安門、端門、故宮、太廟、
社稷壇、景山、萬寧橋、鐘鼓樓。
當晚，我特意為3位實習生備下
開工晚宴，祈願大家開工順遂。席
間還邀請了我一位好大哥——從事

「一帶一路」外貿的朱邦富老總與
大家暢談，希望藉此幫助大家更快
融入北京的工作生活氛圍。我特意
選在了埃德加．斯諾創作《紅星照
耀中國》的舊址用餐——這既是實
習生們首次在這樣富有歷史意義的
場所就餐，也能讓他們在品味美食
之餘，近距離感受紅色文化的深厚
底蘊。
席間，我不由想起1957年毛澤東

在莫斯科對中國青年留學生的殷切
寄語：「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
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
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
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
託在你們身上。」這句話至今讀來
仍振聾發聵——它不僅點明了青年
作為國家與世界未來的歷史定位，
更以「朝陽」的生動比喻，激勵着
一代又一代年輕人以蓬勃姿態探索
世界，在為國家社會發展貢獻力量
的同時，書寫屬於自己的人生價
值。
這場晚宴既是工作的啟程，更是

一次跨越時空的精神傳承，讓青年
力量在歷史與現實的交匯中煥發新
的光彩！大家在實習期間好好幹活
啊！
●作者/圖片：文旅部 香港青年

中華文化傳播大使梁家僖

北京中軸線：
香港實習生的文化實踐與時代回響

近年來，隨着各界的關注與科技的發展，對於
殘疾人士來說，共融社會早已不是遙遠的

愿景，以己所長發揮所能，更是常見。藝全人是
香港展能藝術會成立的社會企業，是一個推動香
港展能藝術長遠發展，及爭取展能藝術家與各界
人士合作的平台，達至社會共融，藝術共享。
適逢恒隆65周年，邀得兩位本地展能藝術家，以

自身經歷及銅鑼灣的發展點滴，創作出兩幅大型壁
畫，為銅鑼灣食街添上充滿香港文化特色的藝術氛
圍。兩幅作品一幅是由聽力受損的藝術家唐詠然，
以銅鑼灣昔日的風貌和變遷為題材，包括曾是著名
地標的「大丸」與「松阪屋」，所創作出的《昔日
銅鑼灣街景》；另一幅則是《Shine Bright！動起
來！》，由近乎完全失去聽力的鄭沛彣創作。

「無聲天使」唐詠然樂觀堅韌盡顯紙上
唐詠然為平面設計師、插畫家和自由藝術工作

者。聽力損失並沒有阻止她發揮創作熱情和追求
她的藝術夢想。不便用言語表達的她，自小便靠
繪畫來表達內心深處的感受。詠然更透過畫筆以
細膩的方式記錄香港舊風貌和時代的變遷。她積
極參與藝術展覽、比賽及活動，期望藉創作把共
融的訊息推廣至社會不同層面。
自5歲起，她便開始繪畫，愛上這門藝術的原因
在於繪畫能讓她接觸美好的事物和大自然，激發
她的創作靈感。對她來說，繪畫是情感的抒發，
也是探索更大世界的途徑。小學的時候，逐漸發
現自己喪失聽覺能力，惟有轉校去特殊學校繼續
求學，但她並未因此而放棄自己的理想。
2014年，她出版了個人繪本《無聲天使的微
笑》，並參演了由香港電台主辦的舞台劇《能者
舞台仲夏日》。《無聲天使的微笑》繪本裏，不
但有唐詠然的繪畫作品，還配上了文字故事，書
寫的是她自己的親身經歷，將堅韌樂觀的態度盡
顯紙上。從那個時候起，她便與藝術結下不解之
緣，決心專注從事設計，雖然已經獲得了很多獎
項，但她謙虛自稱「還在學習中」。她希望自己
的作品能散發活力，讓觀者感受到世界的美好，
同時為社區及身邊的人帶來正能量。

以畫記錄城市變遷
是次作品《昔日銅鑼灣街景》的靈感，來自她對舊

日香港的印象，也出於她想將這座城市的歷史以自己
的方式記錄下來。雖然如今銅鑼灣的舊日風貌已成為

歷史，然而，時光的痕跡並
未完全消逝。人們仍習慣使
用舊稱，例如乘小巴時喊的
「大丸有落」。「大丸」曾
是銅鑼灣一座知名百貨商場
的名字，雖然早已成為過
去，但這句簡單的叫法卻承
載着無數人的回憶，在城市景色中悄悄傳承着歷史。
唐詠然通過手語翻譯月英「說」道：「因為知
道銅鑼灣及香港歷史這個主題，我便上網搜集資
料，回想起不少童年記憶，同時找到與大眾的共
同記憶點。而這次創作壁畫，與日常在紙面上畫
畫有許多不同，比如要面對牆壁上的凹凸點，我
將這個特色融合在作品中。」
時代雖不斷變遷，但這座城市就像一本厚重的

史書，每頁都記錄着不同的故事。透過探索和記
錄舊銅鑼灣的建築，那些隱藏在建築中的故事、
文化和生活方式便能被一一挖掘出來。記憶並不
會因為建築的倒塌、外貌的改變而消失，相反，
它會在探索與記錄中被重新喚醒，化作永恒，永
遠流淌在城市的文化長河之中。

鄭沛彣用繪畫宣揚香港體育
《Shine Bright！動起來！》則由近乎完全失去

聽力的鄭沛彣創作，她以對欖球的熱情及運動所
帶來的靈感，繪畫出以三種不同運動為主題的佳
作，色彩對比鮮明，充滿張力。鄭沛彣是一位土
生土長的香港藝術家，專注於以繪畫呈現內心世
界。她的創作多以自身經歷為靈感，擅長描繪寫
實細緻的景物。2016年，沛彣入讀香港知專設計
學院，主修視覺藝術與文化。在學習過程中，她
不斷探索生命的意義，並通過藝術表達聾人在日
常生活中的所思所想。
現年27歲的鄭沛彣自小因為高燒導致雙耳近乎

全聾，這並未妨礙她努力豐富自己的生活。其
實，鄭沛彣能夠讀唇語，也能發出幾乎準確的語
言，日常與健聽人士交流毫無障礙。性格樂觀豁
達的她與繪畫藝術結下不解之緣。由於聽力障
礙，沛彣在語言表達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不清晰，
而繪畫則成為她表達內心情感的有效媒介。她的
成長經歷不僅成為創作的重要靈感來源，更為她
的作品注入了獨特而深刻的情感內涵。
《Shine Bright！動起來！》以多元運動為核心主

題，運用鮮明強烈的色塊與充滿張力的動態，巧妙

地呈現了運動所蘊含的力量感以及突破界限的無盡
可能性。壁畫內的每一處細節皆經過精心設計。壁
畫中的三位運動員分別呈現出不同運動項目的專業
姿態。其中一位為欖球運動員，她躬身俯衝，手中
緊緊握持欖球。這一角色設計絕非偶然，鄭沛彣自
幼雙耳近乎全聾，在聽力和語言表達方面均存有障
礙，但這並未阻礙她在畢業後投身欖球運動。欖球
運動已成為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靈感泉源，記憶中
那些在泥濘訓練場上跌倒又重新站起的訓練時光，
那些與隊友擊掌時掌心相觸的溫暖與力量，此刻皆
凝聚於這一身姿之上。
鄭沛彣以運動為自己的「身」愛好，刺激多巴
胺，十分有活力；又以繪畫為「心」愛好，抒發情
感。她認為，香港的運動環境是十分豐富的，也在
世界上拿下過很多獎項與殊榮，她希望自己的小小
力量能讓大家看到運動的重要，未來也想要以運動
與藝術結合，讓所有人看到欖球運動的魅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寶峰 北
京報道）筆墨回溯嶺南藝脈，丹
青賡續時代新章。7月2日，「回
溯——廣州畫院暨青苗計劃文獻
晉京展」在中國國家畫院美術館
隆重開幕。本次展覽既是對廣州
畫院43年發展歷程的梳理，也是
對其藝術成果的集中呈現。展覽
在向北京乃至全國展現其創作實
踐與學術探索工作成效的同時，
也為京粵兩地深化藝術合作提供
了契機。
本次展覽以「回溯」為主題，以

學術性和文獻性為主線，通過精品
力作與歷史文獻的結合，系統呈現
了廣州畫院學術傳承的歷史脈絡，
在回溯歷史與開拓創新中展現其持
續發展的創作活力與時代生機。本
次展覽匯聚了廣州畫院資深畫家、
在職畫家、青苗畫家的70餘幅精
彩佳構，涵蓋中國畫、油畫、版
畫、水彩畫等多種藝術形式，同時
特別呈現了劉侖、陳永鏘、張紹
城、方土等歷任院長的院藏作品，
全面展現了廣州畫院多元化的創作
面貌和藝術探索。
本次展覽跨越老中青三代，既有
德高望重的藝術前輩，也有嶄露頭
角的青苗畫家，充分展現了廣州畫
院在人才培養和梯隊建設方面的成
效。透過本次展覽，不僅能看到廣
州畫院多年來人才培養的豐碩成

果，更能感受到廣州畫院在實施
「青苗計劃」過程中對青年藝術家
的悉心培養。
以本次展覽為契機，在搭建互學
互鑒交流平台的同時，也通過深化
國內美術界的學術互動，推動中西
畫學的創新發展，促進新時代美術
事業的繁榮。為進一步昇華展覽主
題，開幕式後特別舉辦了「回溯中
的前瞻：美術創作『灣區經驗』的
未來價值」研討會。此次研討會立
足嶺南，放眼灣區，不僅為促進南
北藝術對話提供了新契機，更推動
了粵港澳大灣區多元藝術文化的交
流互鑒，同時展現了嶺南藝術在當
代語境下的創新探索。
作為嶺南藝術重要的創作與研究
機構，廣州畫院自1982年成立以
來，在推動嶺南文化藝術傳承與創
新的過程中，創作了大量反映時代
精神、彰顯嶺南特色的精品力作。
本次展覽在展示作品的同時，也精
選了廣州畫院自籌建以來的重要批
文、院刊、作品集等文獻資料，以
及大事記、業務成果的相關照片、
視頻等，集中呈現了三代藝術家的
心血結晶。
本次展覽由中國國家畫院、中共
廣州市委宣傳部、廣州市文化廣電
旅遊局指導，由廣州畫院主辦。展
覽地點設於中國國家畫院美術館，
展期持續至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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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本身就是一種語言，這種語言能夠打破現實世界的隔閡，跨越國

度甚至生死，區區一點聽力障礙，當然不在話下。兩位聽力與說話都有

障礙的藝術人，用小小的畫筆，將自己所思所感描繪下來，回饋社會的

善意，豐富了自己的人生，也帶給這個世界一個個溫暖的角落。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茜 手語翻譯：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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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詠然與壁畫《昔
日銅鑼灣街景》

●●作者作者（（右三右三））帶帶33位香港實習生與位香港實習生與8080位香位香
港高校生分享港高校生分享「「北京中軸線北京中軸線」。」。

●鄭沛彣

●●壁畫壁畫《《Shine BrightShine Bright！！動起來動起來！》！》

●●壁畫壁畫《《昔日銅鑼灣街景昔日銅鑼灣街景》》

●●「「回溯回溯——廣州畫院暨青苗計劃文獻晉京展廣州畫院暨青苗計劃文獻晉京展」」開幕現場開幕現場。。
記者張寶峰記者張寶峰 攝攝


